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患者、 家属与医务人员合影 （为保护患者隐私， 图片已作处理）。 （华山医院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通讯员 刘 燕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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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线”将给上海带来什么
我国首条公里级高温超导电缆示范工程启动，超导电缆实用产业化正式起步

最晚 10 个月后， 我国第一根公里

级高温超导电缆就将正式挂入上海电

网，连接中心城区的两座变电站。 这也

将是全球范围内首次在超大城市的腹

地引入超导电缆，它所承载的电流容量

也将会是世界第一。

超导电缆将如何铺设？ 它将给城市

带来什么价值？ 未来，超导产业会面临

怎样的发展机遇？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

展开了采访。

超导电缆将在徐汇区泡
个“地下冰水浴”

即将在上海铺设的这根超导电缆，

是超导应用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也将

是新材料和电力行业的重大示范工程。

根据规划，电缆将连接徐汇区田林地区

的两座变电站，主要采取地下埋设的方

式，总长约 1.2 公里。 建成挂网后，将用

于 35 千伏线路 ， 电流在 2000 安培以

上，可以取代四根传统电缆。

所谓超导材料 ，简单说 ，就是在一

定的温度之下电阻为零的材料。 利用这

种“超导特性”，超导材料制成的电缆可

以在传输强大电流的同时，几乎不损失

任何电能。

上海即将铺设的超导电缆，核心技

术源自本地———包括上海电缆研究所，

上海超导、 上创超导两家带材供应商。

示范线所用材料属于属于第二代高温

超导体，要在-196℃或者更低的温度区

间内，才可以表现出零电阻特性。 为此，

与铺设一般金属电缆不同，超导电缆在

布线的同时，还要辅之以冷却手段。

与早期超导技术相比，上海的高温

超导电缆对温度的要求其实不算苛

刻———-196℃，这正是液氮的温度区间，

而液氮是一种制备较简单、 价格较低廉

的冷却介质。 在地下铺设超导电缆的同

时，上海应该会配套建设制冷系统，从而

让超导线材持续地泡“冷水浴”。

事实上，这并不是上海第一次将超

导电缆用于实际。 2013 年，宝钢曾引入

了上海研发的一段约 30 米的低温超导

电缆。 正是由于那次试点收获了经验和

信心，才使得这次“公里级”高温超导应

用水到渠成。

绿色无辐射，还能释放城市空间

将超导电缆引入中心城区 ， 这一

“吃螃蟹”之举将给城市带来什么价值？

国家电网上海电力公司总工程师

谢伟告诉记者，上海高温超导示范项目

是电网发展史的里程碑事件。 一根细细

的超导电缆，可以取代多根传统的金属

电缆。 对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受制于

土地资源，新建输电线路难度很大。 超

导示范工程如果能成功， 进而推广，就

可以缓解超大城市用电负荷密集与输

电通道狭小之间的矛盾。

作为示范工程落地方，徐汇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超导电缆实际上不会新占

用已经很紧张的地下管网资源，只是使

用原先一根金属电缆 “退役 ”后留下的

空间。 即便如此，超导电缆的横断面积

依然小于原电缆， 从而为日常检测、应

急维修等留足了空间。

此外 ，与金属电缆相比 ，超导电缆

非常绿色，基本没有电磁辐射。 徐汇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超导电缆能进一

步推广，市中心或许就可以逐步拆除输

电铁塔，不仅可以消除 “视觉污染 ”，更

可释放大量的公共空间。

上海瞄准世界级超导产业中心

在超导电缆研发领域，上海一直居

国内领先地位。因此，上海不只是超导技

术的应用方， 更有机会成为创新策源地

和产业中心。 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

前沿引领技术， 超导不仅可以为用户传

输电力，在磁悬浮交通、大科学装置等领

域也都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超导，完全

可以为上海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上海电缆研究所的超导中试基地

是我国首个超导中试平台，也是目前国

内唯一具备在线连续化生产大长度高

温超导电缆的单位， 示范工程所用电缆

研制生产， 就将在该基地内完成。 事实

上，示范工程的启动，同时意味着在高温

超导技术产业化方面， 上海已经做好了

技术、工程、人才、产业等的各项准备。

从 1970 年代开始， 上海科研人员

就开始介入超导电缆研究，而今终于要

迎来产业化最为关键的“临门一脚”。 上

海电缆研究所党委书记李竹影说，示范

工程的启动，将对所有一线科研人员形

成重大激励 。 超导电缆领域代表性人

物、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崇褀告诉记者，

本次示范应用是产业化前的中试，也是

实现超导材料在输配电领域规模化应

用的必由之路。 随着工程的推进，上海

将有机会全面、系统验证该技术的可靠

性、稳定性和经济性 ，积累第一手的数

据和经验。

随着示范项目的启动，上海也开始

对产业化进行深度布局。 据悉，上海将

以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为主要承载区域，

积极推进高温超导产业基地的规划建

设。 除了电缆，未来还将在超导变压器、

超导限流器 、 超导储能装置等领域探

索，完善超导产业链。 最终，上海希望能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超导产业集聚

中心，打响“上海制造”品牌。

示范线预计今年底在上海挂网运行
董云虎出席启动大会并讲话

本报讯 （首席记者张懿）我国首条公里级高

温超导电缆示范工程昨天启动， 这标志着我国超

导电缆实用产业化正式起步。 示范线预计今年底

可在上海挂网运行， 所用电缆将在上海电缆研究

所超导中试基地完成研制生产。 市政协主席董云

虎出席启动大会并讲话。

董云虎指出， 新材料是重要的战略性、 基础

性、先导性产业，对上海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上海高度重视高温超导

材料研发应用，初步实现了高温超导技术自主化，

形成了国内最完整的超导电缆研发和制造产业

链，具备了原创性突破的基础和能力。高温超导电

缆示范工程是该领域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迈出的

重要一步，对高温超导产业化具有里程碑意义。要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 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强化研发创

新，攻克核心技术，发挥优秀民营科创企业作用，

在提高高温超导电缆技术产业化的可靠性、 稳定

性和经济性上下功夫，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在

富于创造中引领高温超导技术发展， 为上海增强

创新策源能力，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作出新贡献。

启动大会上， 上海也释放了将进一步加强超

导产业布局的信号———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将与上

海超导产业联盟合作建设高温超导基地。同时，上

海电缆研究所和两家超导带材公司———上海超

导、 上创超导也都与国网上海电力公司签订了带

材供应和工程运维合作协议。

超导输电正越来越“热”
当前， 全球范围内较长距离高温超导电缆

的实用化、 商用化进程正在加速， 主要集中在
美国、 日本、 韩国、 德国。 目前已投运的最长
高温超导电缆位于德国埃森市 ， 全长约为 1

公里， 与上海示范工程的长度接近， 采用的是
第一代超导材料 BSCCO。

同时， 多国正在计划开展超导电缆大规模
商业化应用。 如美国 AMSC 已经正式启动将三
大电网实现完全互联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
的 “Tres Amigas 超级变电站” 项目； 韩国
正在推动现有电力传输网采用高温超导电缆
的进程， 预计在五年内将实现 50 公里高温超
导电缆在实际商业电网中的使用和服务 ； 日
本、 德国、 荷兰、 丹麦等国家也正在积极构建

超导电缆输电网络。

我国自 “九五 ” 时期以来即开展高温超
导电缆的研究 ， 先后研制出多条超导电缆并
投入实际工程运用。 2013 年， 上海电缆研究
所牵头建成的国内首套 30 米 、 35 千伏低温
绝缘高温超导电缆在宝钢挂网运行 ， 标志着
我国在实用低温绝缘高温超导电缆技术中获
得重大突破 。 目前 ， 国内尤其是东部沿海地
区对建设高温超导电缆示范工程都表现出极
大兴趣 ： 南方电网已选址深圳平安大厦建设
420 米高温超导输电示范工程 ； 天津富通百
米级二代超导示范线已挂网运行 ； 河北雄安
新区也有意向在智能电网建设中采用高温超
导输电技术。

■相关链接

上海好心人“千里追病人”
安徽女青年“逃离鬼门关”

30 岁的安徽女青年小霞没想到 ，

自己险些告别人间， 幸得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与上海警方锲而不舍地

“千里追人”， 险情才被解除， 如今能

够和家人安心地生活。

咳血症状埋伏着凶险病情

去年 10 月 ， 年轻的小霞突然出

现了刺激性干咳 ， 还咳出了凝血块 。

当地县医院根据 CT 报告考虑这是肺

部感染 ， 给予抗感染治疗 ， 但效果

不佳 。

随后 ， 小霞又多次在省医院就

诊， 经过一系列检查和治疗， 她被诊

断为 “肺部感染 ” 和 “白塞病 ”， 后

者是一种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使用激

素和抗生素治疗一段时间后， 小霞的

病情有所缓解， 但咯血和胸痛症状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卷土重来， 而且还愈

演愈烈。

今年 1 月 6 日， 小霞再次出现痰

中带血的情况。 1 月 23 日， 在丈夫陪

同下， 小霞来到上海华山医院， 就诊

于呼吸科主任李圣青教授。

李圣青是肺栓塞、 肺动脉高压领

域专家， 在仔细研究了小霞的病情后，

她认为， 这可能为白塞病累及肺动脉，

导致肺动脉炎和原位血栓形成。 “此

病临床罕见， 但病情凶险， 患者随时

有大咯血致死风险。” 李圣青赶紧给她

开了肺动脉 CTA （肺部血管造影） 检

查， 并嘱小霞待检查结果出来， 务必

要立即到医院复诊。

“警报”发出病人却失联了

当晚， 检查结果就出来了。 果然！

小霞患的是肺栓塞， 而且是左肺动脉

主干及左下肺动脉内栓塞。 这一类主

干栓塞不仅会引起反复咯血， 甚至会

因为急性肺动脉高压而导致右心衰竭

和窒息， 随时有生命危险。

肺栓塞是放射科检查的 “危急检

查结果” （简称 “危急值”）， 指可能

严重影响患者健康甚至导致死亡的异

常检查结果。

根据华山医院危急检查结果报告

制度， 当晚结果一出， 放射科立刻告知

门诊办公室， 希望通知患者立即就诊。

但是， 病人却失联了!

放射科、 门诊办公室根据患者留

下的手机号码， 从报告出来当夜到第

二天上午， 连续拨打数十个电话， 对

方始终关机……难道陌生号码都被屏

蔽了？ 医院同时通过短信平台给患者

发送检查结果以及 “请您尽快来我院

急诊就诊或当地医院急诊就诊后住院

治疗” 的通知， 依旧杳无音信。

费尽周折帮患者脱险

“一个危急值就是一条生命啊！”

华山医院门诊部常务副主任刘杨获

悉这一消息 ， 立刻借助医院保卫处

的 “华山医院危急值警民联系群 ”

微信群 ， 将病人的情况告知了群里

的霍剑明警官 ， 希望能帮忙一同寻

找患者 。

上海警方高度重视， 立刻和当地

警方取得联系， 说明情况， 并通过当

地的公安部门联系了村委会， 希望能

找到这位患者。

在此期间， 医院也没有停止寻找

的工作， 他们又查到了小霞预约时留

下的另一个手机号码， 但打过去， 依

然是关机状态。

医院仍然继续不断地打电话， 因

为既然关机总有开机时！

最终， 1 月 25 日下午， 小霞的家

人接起了电话。 “患者在上海 CTA 检

查结果出来了， 肺动脉主干栓塞， 情

况危急 ， 务必尽快至急诊就诊 ！” 医

院、 警方， 连续两天努力， 终于把这

个消息告知了患者。

原来， 小霞与爱人在华山医院看

完门诊的当天下午就返回了安徽老家，

忙碌中忘记了看检查结果， 直到通过

亲戚接到了这通电话。

在李圣青的安排下， 小霞赶紧返

沪， 住进了华山医院病房， 及时给予

激素、 免疫抑制剂和抗凝治疗。 三天

后， 胸痛缓解， 咯血停止， 自觉症状

明显缓解， “危急值” 终得解除。 如

今， 各项指标平稳的小霞， 终于顺利

出院， 安心和家人回家了。

得知情况如此凶险以及医生们

“千里追人 ” 的曲折经历 ， 小霞的爱

人感动不已 ， 写下 “医者仁心 ”， 感

谢华山医院医生高超的医术 、 崇高

的医德 ， 感谢华山医院全体医务人员

及上海警方不放弃每一个病人的每一

次救治机会。

新学期，消防安全记心头

上海全市中小学前天正式开学， 新学期第一周安全教育也同时启动， 普

陀、 青浦等区纷纷派出消防员深入学校， 通过知识问答、 展板展示、 模拟逃

生等活动， 开展形式多样的消防安全教育， 让学生们从小树立安全意识。

图为普陀区消防应急救援支队将大型宣传车驶进小学校园。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影报道

肖永智：有勇有谋的抗日骁将

肖永智 ，1916 年生 ， 河南新县人 。

1927 年参加儿童团，1931 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肖永智曾任红

4 军第 10 师少共团委书记、 红 31 军政

治部宣传队队长、第 91 师政治部宣传科

科长、91 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参加了鄂

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

和长征。

1932 年 6 月， 肖永智带领 20 多名

战士，经过 1 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将偷

袭箭厂河的一个营的敌人歼灭， 创造了

速战速决、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 同年，

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他率

领百余名指战员伪装主力， 吸引牵制了

敌人一个师的进攻， 掩护了鄂豫皖中央

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红军主力 2 万

余人安全转移。由于他机智勇敢，屡建战

功， 多次受到鄂豫皖苏区创建人吴焕先

的称赞。到达陕北后，肖永智被派到中央

党校学习。

全国抗战爆发后， 肖永智任八路军

第 129 师 386 旅 772 团政治处副主任、

政治委员，先后参加长生口、神头岭、响堂

铺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1939年，

肖永智任第 129师先遣纵队政治委员，率

部在鲁西北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1940 年，肖永智任第 129 师新编第

8 旅政治委员， 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冀南

地区反“扫荡”作战。 1943 年 7 月，肖永

智任冀南军区第 7 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

共地委书记。他经常深入前线，开展战场

政治工作，并参与作战指挥，锻炼成为八

路军的一员骁将。

1944 年 ，肖永智率部抗战时 ，在山

东清平县陈官营（今属山东临清市）遭日

军突袭，突围时英勇牺牲，年仅 28 岁。

新华社记者 张浩然
（据新华社郑州 2 月 21 日电）

■ 实名制就诊
并留下确切的联系
方式有时候真的可
以救命 ， 请务必
对自己的健康和生
命负责

■ 跟每天 1 万
多的门诊量比起
来 ， 电话给错的 、

联系不上的确实是
少数， 但是只要发
生一件， 可能就要
人命， 找人找起来
也要人命

上海“一网通办”App“随申办”服务千万群众
（上接第一版） 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甚至还可以报名参加上海城市业余联

赛。 事实上， 这部分功能将把全市各委

办局的业务直接推送到市民面前， 不仅

展现出 “一网通办” 在 “通” 方面的优

势， 而且摆脱了 “官言官语”， 呈现出

一种非常亲和的风格， 使 “办” 变得更

加容易上手。

为了突出就近服务的特点， 满足不

同用户的需求， “随申办” 还对接了全

市 16 个区级行政服务中心 、 220 个街

道的社区事务受理点。 进入 “预约” 板

块， 市民可以方便地了解到各网点的地

址、 电话、 办事范围， 进而一键完成在

线预约。 当然， 市民也完全可以跳过预

约， 直接选择最合适的窗口办事———因

为 “随申办” App 上可以看到排队人数

和时间。

按钮位置靠上还是靠
下？ 对便利度和体验感近
乎苛刻的追求

目前， “随申办” App 的注册用户

已超过了 1000 万， 在全国同类 App 中

位居前列， 表明上海 “一网通办” 已具

备在移动端服务上千万人群的能力 。

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拥有如此庞大的

用户基数 ， 既表明了市民对于移动端

服务的需求 ， 也源自上海在智慧城市

方面的积淀。

牵头推进 “一网通办” 开发建设的

上海大数据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随申办” App 目前才刚刚起步， 未来

还有很多优化空间 。 移动互联网强调

的是在不断的快速迭代中走向完善 ，

对于提升百姓办事的便利度和体验感，

“随申办” 有近乎苛刻的追求， 将不断

根据用户反馈进行调整———包括为一

个按钮的位置是靠上还是靠下而仔细

斟酌。

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 正好印证了

今年上海 “一网通办” 的工作目标。 经

过了去年的 “启动年 ”、 确立 “一网 ”

架构之后 ， 今年 “一网通办 ” 将迎来

“攻坚年”， 会把更多精力放在提升市民

企业的办事体验 、 做足做透 “通 ” 和

“办” 的文章。

■医院温馨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