
中山医院成立国内首个医学科普研究所
汇聚社会各界智慧，打造科普“复旦”品牌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昨天，

全国首个医学科普研究所———复旦大学

医学科普研究所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揭牌成立。多年来，中山医院的医学科

普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大型公立医院的前

列， 也是国内少数将医学科普工作纳入

医护绩效考核体系的公立医院。

时下， 大众越来越关注健康和医疗

问题。中国科协的《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探

索行为报告》 显示，2018 年第一季度中

国网民科普搜索指数为 20.96 亿， 同比

增长 20.18%，环比增长 11.25%，健康和

医疗主题更是成为 2017 年科普搜索指

数增长引擎。但是，健康和医疗科普需求

不断增长， 反映出的却是我们目前优质

科普数量少、科普的学术主导不够、规范

管理不足等问题。

据中山医院骨科教授、 复旦大学医

学科普研究所首任所长董健介绍， 复旦

大学医学科普研究所将搭建我国医学科

普的研究平台， 在中国科普研究所指导

下，整合医学界、传媒界乃至全社会的智

慧与资源，组建权威的专家委员会；开展

医学科普学术研究， 并进行医学科普学

术咨询，提交政策建议、制定相关行业规

范和标准；及时发布科学信息，阻断虚假

医学健康信息的传播； 加强医学科普创

作建设，加强科普人才梯队建设，建立一

支踏实而有激情与奉献精神的医学科普

工作者队伍。

中山医院的医学科普工作始终走在

全国大型公立医院的前列， 复旦大学常

务副校长桂永浩教授表示， 未来将进一

步凝聚复旦各附属医疗机构的科普力

量，打造科普的“复旦”品牌。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山医院院长樊

嘉认为， 设立专门的医学科普研究所对

资源整合、专家库建立、相关行业规范建

立具有重要意义，“深厚的科普文化土壤

和不断创新的科普服务氛围， 是医院不

断涌现健康教育和科普品牌的源动力。”

昨天还举行了 2018 上海市医学科

普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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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部昨天公布的 2018 年度十大科技进展中，上海交通

大学船舶设计研究所杨启团队领衔的 “海上大型绞吸疏浚装备

的自主研发与产业化”是上海唯一入选的项目，这也是该团队及

项目首次公之于众。但是，由他们设计的绞吸式挖泥船“天鲸号”

却因远海岛礁建设早已闻名海内外。

据不完全统计，由上海交大船舶设计团队设计建造的 56 艘

大型绞吸挖泥船，先后参与洋山港、天津新港、长江口深水航道

等我国沿海沿江 70 余项重大疏浚工程，以及瓜达尔港、科伦坡

港等 20 余项国外疏浚工程。

这支 20 多人的团队，用 20 多年时间，走过了其他国家 100

多年的特种船舶设计发展之路，打破了发达国家的垄断，让我国

在大型绞吸挖泥船的设计、制造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并

带动了相关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在怀疑声中诞生的“中国设计”

2004 年以前，即便是国内航道疏浚，我国也得进口整船。 上

海交大船舶设计研究所教授杨启告诉记者 ，2008 年奥运会之

前，首钢集团面临搬迁任务，必须尽快围海造地。 当时的天津航

道局打算花高价进口大型绞吸挖泥船， 但外方无法满足搬迁时

限要求。 无奈之下，他们找上海交大共同开发。

经过双方共同努力，2006 年 9 月“天狮号”诞生了。 即便此

时，也没人相信“天狮号”能够满足船东的需求。 2007 年 2 月 17

日，在一片怀疑声中，船东让所有同类船只在曹妃甸围海造地工

程的施工中开展“劳动竞赛”，最终“天狮号”以 22 小时 40 分挖

泥 85177 立方米，创下国内绞吸挖泥船单日挖泥量的新纪录，超

过了当时的进口船，而它的造价仅为进口船的一半。“天狮号”总

设计师顾敏童说，“天狮号”的研制成功，在我国绞吸挖泥船的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它使我国大型绞吸挖泥船第一次有了

完整的“中国设计”。

寂寞长跑打破发达国家技术垄断

因为设计的是特种船舶，过去 20 多年，团队不能公开亮相。

“即便我们一辈子隐姓埋名，也得做自己的设计，否则我们永远

受制于人。 ”对此，“天鲸号”总设计师谭家华感触很深。

20 多年前，没人相信中国可以自己设计、建造大型绞吸挖

泥船。 2006 年开始筹划“天鲸号”时，船东特地在深圳孖洲岛造

了船坞和船厂，德国人去参观时断言，中国人绝不可能造出来，

因为技术难度太大。 可“天鲸号”2010 年就参与了广西防城港建

设，在恶劣的环境下绞挖礁石，毫无压力。

谭家华告诉记者，“天鲸号”的初始方案由外国公司提出，但

经全面计算、分析后发现，原方案排水量严重不足，航速预报有

重大失误。 当时，所有合同都已签订，采购合同也已发往世界各

地， 外方认为中方不可能自己解决问题， 提出了苛刻的修改条

件。 最终，上海交大船舶设计团队对其进行了重新设计。

完工后的“天鲸号”成为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大型自

航绞吸挖泥船。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大型绞吸挖泥船的设计、制

造能力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彻底打破了国外公司的技术垄断。

从中国设计到中国制造

特种船舶仅有中国设计还不够，整个行业的配套能力还得跟上。“否则，让别人

来造我们自己设计的船，还得任人宰割。 ”谭家华说，当他们刚刚踏入这一领域时，

国内的配套厂家和技术都跟不上，船东连轴承都得进口。“即便是齿轮，国外公司卖

给我们的价格也是正常报价的八到十倍。 ”

“再难，也得带着整个行业一起完成国产化！ ”据杨启介绍，研究所联合了上海

交大的多个学科，从力学、机械、材料、控制等领域一起着手共同研究，为厂家的生

产制造提供技术支持，并形成标准。“从设计走向设计研究，这是真正解决核心技术

瓶颈的途径。 ”谭家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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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澎

沪甬携手打造浙东医学高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宁波医院正式开业试运营，

预计一个月内可实现长三角异地医保结算互联互通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通讯员

袁蕙芸） 长三角再添一座大型综合医

院，昨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院宁波医院（又称宁波市第二医院

杭州湾院区、宁波市杭州湾医院）正式

开业试运营。这家新医院一出生就融合

“沪甬合作”基因，目标是建成浙东医学

高地。

预计一个月后，长三角异地医保结

算互联互通也将在这里实现，而且由于

该医院位于杭州湾新区， 这也意味着，

未来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乃至福建

省的老百姓看名医， 不一定非要到上

海。这将为宁波杭州湾新区以及长三角

地区的老百姓带来更多福祉。

从上海出发， 驶上杭州湾大桥，在

靠近浙江时，能依稀看到一艘“巨轮”，

这就是矗立在浙江省宁波市杭州湾新

区的仁济医院宁波医院。杭州湾新区属

于上海、杭州、苏州、宁波等大城市集合

中心，在一个半小时交通圈内，拥有上

海浦东、上海虹桥、杭州萧山、宁波栎社

四大国际机场，以及上海、宁波两大国

际港口，区位条件优越。 以杭州湾新区

为圆心 ，1 小时车程内覆盖人口 2000

万 ，2 小时车程内覆盖人口 9000 万 ，3

小时车程内覆盖人口超 1.8 亿。

选址于此的仁济医院宁波医院被

寄予厚望。 记者在杭州湾新区看到，吉

利、大众等大型企业总部或研发中心已

相继入驻，还有不少芯片、制药等领域

的高科技公司。 人口不断导入，而优质

新医院的落地对引才、聚才意义深远。

据介绍，该医院是由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和宁波杭州湾新区管委会合力打造的

一家非营利性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总

投资 14.5 亿元，总建筑面积近 20 万平

方米，设计床位 1200 张，是宁波市已建

成投用的单体投资额最高的医院。

昨天一开业，这家新医院就迎来不

小的人流量， 上午挂号突破 400 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家全新建立的医

院，它在建设之初就吸取了传统医院的

经验教训，比如，医院将门诊、急诊、住

院大楼统一规划，一次性建成，有利于

打造“一站式”全程医疗服务模式，最大

限度地为患者提供就诊便利。

该院执行副院长陈尉华介绍，作为

医保定点单位，仁济医院宁波医院开业

首期计划设置临床科室 33 个， 重点打

造消化内科、肾脏科、心内科、泌尿科、

风湿科、神经外科、妇产科、骨科、普外

科等学科。 上海仁济医院将派驻 70 多

位专家，宁波市第二医院将派驻百余位

专家，加入科室建设。 医院计划明年 3

月后正式运营，届时将开设急诊，陆续

开放床位 600 张。

仁济医院院长李卫平称，该医院的

建立是“沪甬合作”办医新模式的一次

有益探索，通过三方合作、强强联手，目

标是将这家医院打造成为理念先进、医

教研管理创新、学科优势明显，在国内

具有重要影响力、发展潜力巨大、群众

满意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仁济医院宁波

医院启用仪式后， 还举行了 2018 年长

三角医院管理创新论坛。

左图： 俯瞰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宁波

医院。 叶佳琪摄

■ 仁济医院宁波医
院开业首期计划设置临
床科室 33 个，重点打造
消化内科、肾脏科、心内
科、泌尿科、风湿科、神
经外科、妇产科、骨科、

普外科等学科。 上海仁
济医院将派驻 70 多位
专家， 宁波市第二医院
将派驻百余位专家，加
入科室建设

二十四年风雨创业路 十载新联通拼搏铸辉煌
对每一位联通员工来说 ，

1994 年和 2008 年是两个值得
牢牢记住的时间点： 二十四年前
的 1994 年 7 月， 在以手机为代
表的移动通信产业开始崛起的时
代背景下， 中国联通宣告成立，

中国通信行业的垄断格局就此被
彻底改写； 十年前的 2008 年 5

月， 原中国联通与原中国网通正
式合并， 融合成立为新的中国联
通， 同年 10 月， 原上海联通与
上海网通全面融合， 翻开了发展
历程中全新的一页， 至此走过了
十年发展之路。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回首

创业路上二十四年的风雨历程、 新联通

的十载拼搏， 让人心潮激荡”。 上海联

通党委书记、 总经理沈洪波表示。 在上

海， 新联通融合成立十年来， 始终根植

脚下这片热土， 主动对接上海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要求， 积极回应社会各界的

通信需求， 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打

造精品网络和优质服务， 全面建成了全

球领先的新型电信级互联网信息基础设

施。 上海联通全力推动以云大物智为重

点的 “互联网+” 能力建设， 形成了领

先于行业、 具有上海联通自身特色与优

势的、 互联网化的平台和应用， 为上海

城市精细化管理和营商环境优化， 提供

了强有力的能力支撑。

十年创变路 ， 迎来
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重要机遇期

过去的十年， 上海联通经历了 3G、

4G 的通信变迁，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

又面临上海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

重要机遇期。 市委主要领导一再强调，

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是事关未来长远发

展的战略性基础设施， 各类新兴产业的

发展壮大尤其离不开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的支撑。 要牢牢抓住新一代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的重要机遇期， 先行一步、 主

动作为， 花大力气加快推进， 整体提升

上海信息基础设施水平， 更好地为培育

发展新动能、 创造消费新需求、 提升城

市治理能力赋能助力。

融合十年间， 上海联通所处的企业

发展阶段、 所追求的经营发展目标， 已

经完全融入到城市的整体发展中， 始终

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来自上海联通的

数据显示， 新联通融合成立十年来， 坚

持推动经营发展， 业务和收入实现规模

增长。 十年来， 上海联通主营业务收入

从 2008 年底的 39.12 亿元 （营业税口

径） 提增到 2018 年的 110 亿元 （营业

税口径 ）， 增长了 182.87%， 年复合增

长率达到 10.96% 。 收入市场份额从

2008 年底的 9.8%， 提高到 2018 年底

的约 18.1%， 提升了 8.3 个百分点。 上

海联通在网用户规模从 2008 年底的

399.7 万户 ， 增长到 2018 年的 1002.2

万户， 增长了 150.7%。

伴随着收入和用户的同步稳定高速

增长， 上海联通在网络与技术演进上，

始终与全球主流同步 ， 保持了行业领

先。 在不久前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期间， 上海联通在国家会展中心

WH 馆以及馆外广场部分区域建设了五

个 5G 基站。 进博会举办期间， 上海联

通将 5G 智慧工厂 “搬迁” 过来， 展示

运输机器人和装配机械手等智慧应用，

与媒体合作的演播室也使用了基于 5G

试验网络的 4K 直播。

赢得无数 “点赞” 的超级精品网络

背后， 是上海联通对网络资源布局、 能

级持续十年的优化提升。 这其中投入的

资源和付出的努力， 普通人或许难以想

象。 数据显示， 十年中， 上海联通累计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49.1 亿元， 形成了

相对完备的光缆网 、 传输网 、 IP 网和

承载网， 核心层出口带宽已达 2880G。

新建成了 1 万余平方米的金桥核心国际

局， 业务承载能力显著提升。 目前全网

共有 4.1 万个移网基站 ， 十年新增 4G

宏站超过 1.3 万个， 在建 5G 试验网宏

站 300 个。 目前全网共有管道 1.3 万沟

公里， 光缆 8.8 万皮长公里， 主干管道

覆盖率达到 97%。 现在已拥有 2 万个

IDC 机架、 2.88T 互联网出口， 2T 海光

缆、 860G 国际互联网出口……

上海是中国联通下一代移动通讯网

络 “先行先试” 的重点城市之一， 面对

即将来临的网络新时代， 中国联通上月

在沪宣布， 中国联通 5G 创新中心 (上

海) 正式揭牌， 与此同时， 上海联通向

业内合作伙伴发布了包含智慧城市、 智

慧医疗、 无人驾驶、 工业互联网、 无人

机、 AR/VR 在内的六大行业应用场景。

“我们将联合产业链上下游组织深化行

业应用， 通过下一代移动通讯网络在不

同场景下的深度应用来拉动上海新一轮

的经济增长， 助力上海城市新一轮的转

型发展。” 沈洪波总经理表示。

改革再出发 ， 迈入
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经过融合后十年的

发展， 上海联通即将迎

来又一个十年的发展

期。 面对新征程、 新机

遇、 新空间， 如何在保

持住传统电信市场业务

份额的同时， 坚持互联

网化转型的发展方向 ？

对此， 上海联通的回答

是： 上海联通未来将不

遗余力做大企业规模 ，

夯实发展基础， 加快企

业向基于 CT 的 IT 运营

商转型， 以互联网化运

营引领上海联通迈入高

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实

现客户价值、 企业价值

和员工价值的提升， 将

上海联通打造成行业内

的标杆企业。

对接上海 “五个中心” 和 “四大品

牌” 建设目标， 上海联通聚焦产业互联

网、 工业互联网等重要领域， 全力推动

“互联网+” 能力建设 。 其中 ， 在行业

内率先部署全球规模最大的物联网商用

网络成为一大亮点。 上海联通作为中国

联通 NB-IoT (窄带物联网 ) 领域的桥

头堡， 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 NB-IoT

商用网络， 是国内首家实现全域覆盖的

省级运营商。 目前， 上海联通在全市范

围内建设开通 NB-IoT 基站超过 3000

个， 率先推出了基于 NB-IoT 技术的面

向智慧停车、 智慧消防、 智慧水务、 智

慧抄表、 智慧家居、 智能穿戴等行业的

十余项商业化应用， 并在此基础上， 形

成了业内首个成体系的城市精细化治理

的通信解决方案———“智城精治” 解决

方案。 该方案以城市感知为抓手， 推进

城市数据的智能采集， 以创新的智慧应

用为依托解决城市治理场景的实际困

难， 以可视化城市智能综合调节平台为

各级主管机构提供高效直观的管理工

具， 助力提高精细化城市管理水平。 目

前， “智城精治” 已先后打造了以青浦

平安城市 、 长宁政务云 、 松江智慧水

务、 静安 “151”、 “商飞集团” 智慧工

厂项目等为代表的标杆项目。

在全力推动 “互联网+” 能力建设

的同时 ， 上海联通在行业内率先提出

“云联网” 概念， 全力打造云资源与网

络资源一体 ， 助力万户入云的 “+云 ”

能力 ； 基于强大的大数据平台 ， 打造

“+智能 ” 的数据应用能力 ； 对外提供

丰富的 “互联网+” 能力支撑， 广泛聚

合优秀的合作伙伴 ， 共同打造 “+生

态” 的开放聚合能力， 形成具有上海联

通自身特色与优势的、 互联网化的平台

和应用。

在上海联通针对不同行业推出的

“云联网” 产品当中， “医疗云” 服务

是一大看点。 随着大数据、 云计算、 人

工智能、 5G 等技术的发展， 医疗行业

现有数据中心正在向虚拟化 、 云化转

型 。 与传统的医疗信息化系统架构相

比， 医疗云优势十分明显， 它能够提供

应用业务的快速部署、 实现网络的灵活

调度， 并通过分机存储满足业务使用场

景 ， 实现一种 “开箱即用 ” 的服务模

式。 医疗云的建设， 已成为医院信息化

服务的新模式， 备受基础电信运营商的

关注 。 在上月由上海联通主办的 HIT

高峰论坛暨医疗云发布会上， 上海联通

展示了全新医疗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

这一方案具备计算存储融合化、 云网一

体化、 安全立体化、 迁移敏捷化和运维

可视化等核心竞争力以及云主机、 云存

储 、 云网络 、 云迁移 、 云灾备 、 云监

控、 云安全、 云桌面的多种增值应用，

能满足医疗行业标准 、 云服务行业标

准、 安全行业标准以及容灾行业标准。

据介绍， 目前上海联通已与长宁区妇幼

保健院合作 ， 推出全市首个 “全院上

云” 的医疗云服务， 该项合作已被评为

2018 年上海市云计算应用示范项目。

2008 年   2018 年

收入 39 亿   11 亿

利润 3 亿 20 亿

市场份额 10%   18%

用户规模 400 万   1002 万

从 2008 到 2018

数字里的
上海联通

十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249 亿

全网   4.1 万个移动网络基站

  共有管道 12995 公里

2 万个 IDC 机架

2.88T 互联网出口

2T 海光缆

860G 国际互联网出口

创新领域 6 大领先

率先发布 《互联网+白皮书》

率先部署全球规模最大的物联
网商用网络

率先提出 “云联网” 概念

打造 “+生态” 的开放聚合能力

发布首个成体系城市精细化治
理的通信解决方案———智城精
治

打造 “+智能” 的数据应用能力

上图 ： 融合十年

间， 上海联通已经完全

融入到城市的整体发展

中， 始终与上海的发展

同频共振。

右图 ： 2018 年 11

月 5-10 日 ， 上海联通

全面参与进博会通信服

务保障。

本报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