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顶尖医院“科研全景图”彰显各家潜力
上海38家三甲医院最新科研竞争力榜单出炉，中山医院拔头筹，瑞金医院与第九人民医院并列第二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上海

各大医院的科研表现如何 ？ 近日发布

的 “上海市 38 家三甲医院 2018 年度

科研竞争力排行 ” 给出答案 ， 前十名

依次为： 中山医院、 瑞金医院/上海第

九人民医院 （并列）、 仁济医院、 华山

医院 、 长海医院 、 长征医院 、 上海市

第六人民医院、 肿瘤医院、 新华医院、

东方医院。

上海市三甲医院科研竞争力排行统

计与发布由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

中心、 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完成，为国内首创、也是至今国内唯一针

对三甲医院科研实力的分析榜单。

据悉 ， 该榜单每年发布一次 ， 今

年是第五次发布 。 这份排行由 2 个一

级指标 、 5 个二级指标 、 43 个三级指

标构成 ， 涉及医院人才与科研项目 、

科研基地与学科建设、 论文专利授权、

学术获奖等 ， 可谓上海三甲医院 “科

研全景图”， 显示出各家医院在全市三

甲医院体系里的坐标与位置。

除中山医院拔得头筹，此次也是该

排行自发布以来首次出现 “并列第二”

的现象。 此前，该榜单前两名始终为中

山医院、瑞金医院，其中，中山医院四次

登顶 。 此次排在第二名的第九人民医

院，这些年表现出了非凡的 “爬坡力 ”：

从 2015 年度排在第六名到 2016 年度

第四名、2017 年度第三名，再到 2018 年

度与瑞金医院并列第二。

从具体指标看 ， 第九人民医院首

次跻身 “第二”， 主要源于其 “科研产

出与投入比 ” 相当稳健 ， 投入大 ， 产

出也大 ， 并在一些重要科研领域表现

突出。 比如， 在 2018 年度获得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方面 ， 第九人民医院

拥有首席科学家项目 3 个 、 子课题负

责人项目 10 个， 在上海三甲医院里处

绝对第一位置 ， 紧随其后的是中山医

院、 瑞金医院。

与第九人民医院的飞速发展相比，

中山医院属于 “稳定型高分选手 ”，四

次排名第一 ， 科研势头强劲 。 据上海

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统计 ，

2013 年至 2018 年， 本市三甲医院中 ，

中山医院连续六年蝉联上海市三甲医

院科研产出排名第一 。 统计显示 ， 中

山医院各学科在全市排名前五的占

64%， 呼吸病学、 肾脏病学、 心血管病

学等学科的科研竞争力居上海第一 ，

还有大量学科位列上海前五。

值得一提的是 ， 根据上海市卫生

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2015 年至 2018

年的统计 ， 上海三甲医院专利成功转

化共 71 项 ， 中山医院占 37 项 ； 其中

的发明专利转化共 43 项， 中山医院占

23 项。 可见， 中山医院专利成功转化

项目和发明专利转化项目数在全市三

甲医院专利转化领域占半壁江山 ， 处

绝对领先地位。

勇立临床科研潮头 ， 成为创新型

医院的引领者 。 中山医院副院长周俭

称 ， 近年来 ， 中山医院出台了一系列

鼓励科研创新的措施 ， 比如将 “科研

评分 ” 引入医生的绩效考核 ， 并在职

称 、 职务晋升上加大了科研工作及新

技术应用成绩的比重。

上海三甲医院的数量与能力在全

国数一数二 。 如果说医疗能力反映的

是医院今天的发展 ， 科研能力则事关

医院明天的发展 。 也正因此 ， 这张榜

单已成为各大医院院长绝不会忽视的

一张表格 。 对此 ，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向记者强调，

科研竞争力排行犹如一台医院科研能

级的 “X 光机”， 照出各自的长板与短

板 。 “数据不会撒谎 。 希望这份榜单

更好地服务于医院在 ‘比学赶超 ’ 中

找到精准发力方向 ， 服务上海顶级医

院向更高质量发展 ， 服务上海亚洲医

学中心的建设工作。”

“难兄难弟”同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兄弟同患高IgM综合征，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免疫+血液”联动，使患儿重获新生

“指标正常 ， 继续保持 。” 摸了摸铭

铭和滔滔兄弟俩的脸颊， 复旦大学附属儿

科医院血液科副主任钱晓文高兴地和郭妈

妈分享最新检查结果。 又到了每周一次的

复查 ， 小家伙们精神不错 ， 牵着妈妈的

手， 咿咿呀呀 “说” 个不停。

这对兄弟， 是两个得了高 IgM 综合征

（一种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 的孩子 。 两个

多月前， 一岁半的铭铭与七个月大的滔滔

顺利走出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血液科的

移植仓， 结束了在病房隔离的日子。 兄弟

俩同时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治愈高

IgM 综合征， 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下达病危通知，“娇娃娃”急
坏父母

家住福建厦门的郭妈妈难以忘怀一年

半前添丁的喜悦。 然而紧接着， 烦心事就

来了： 出生不久的铭铭开始不断生病。

六月龄时， 铭铭第一次得肺炎， 与病

魔抗争的序幕就此拉开 。 “一会儿感冒 、

一会儿咳嗽， 医生用药一次比一次狠， 孩

子的病却总是不见好。” 郭妈妈很是焦心，

直呼孩子是 “娇娃娃”。 今年 4 月 ， 铭铭

再次发热， 直接烧到了 40℃以上。 夫妻俩

赶忙带着孩子到当地的县医院治疗 。 不

想， 吃了退烧药、 输了抗生素， 一个多礼

拜下来， 孩子丝毫不见好转， 妈妈又带着

他赶往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今年 5 月 3 日， 当妈妈带着铭铭奔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时， 孩子已昏

迷不醒， 医生摇了摇头， 直接下了病危通

知。 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之际， 5 月 7 日，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传来了好消息： 实验室

从孩子的血样中培养出了罕见的马尼尔菲

青霉菌。 对症下药！ 终于， 铭铭的病情开

始好转。

看着渐渐回过神来的孩子， 郭妈妈稍

有安慰，但这口气怎么也松不下来。 “铭铭

可能是患了 X-连锁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女性携带、男性发病，弟弟滔滔多半也有同

样疾病。 ”医生的话，萦绕在她心头。

两兄弟确诊罕见疾病，移植
手术仅隔一天

在当地医生的建议下， 郭妈妈带着兄

弟俩来到上海 ， 前往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的临床免疫科就诊 。 通过免疫功能

评价和基因诊断 ， 儿科医院临床免疫科

主任王晓川团队为其确诊为 CD40LG 基

因缺陷导致的高 IgM 综合征 ， 这是一种

临床极为少见的联合免疫缺陷病， 以多系

统损害为特征。

“唯有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 才能彻

底根治这种疾病 。” 钱晓文与郭妈妈坦诚

交谈，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世界范围内

治疗血液病和免疫系统疾病最有效的手段

之一 ， 遗憾的是移植成功率并非 100%。

若术后出现严重排异反应， 孩子可能因此

丧命。

今年 8 月 31 日与 9 月 1 日 ， 铭铭与

滔滔相继转入血液科移植仓， 接受化疗的

同时等待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 9 月 9 日

和 10 日 ， 手术人员 “唤醒 ” 了配型成功

的脐带血造血干细胞， 将其缓缓输入铭铭

与滔滔体内。

A 型血 O 型血互换， 新生
命就此开始

幸运之神是眷顾这对兄弟的 。 移植

后， 除了些许皮疹等排异反应， 兄弟俩并

无大碍。 配型成功后的小家伙们都需要待

在移植仓内。 检测发现， 铭铭的血型已从

原来的 A 型转化为 O 型， 滔滔的血型已从

原来的 O 型转化为 A 型， “移植很顺利。”

钱晓文很是高兴。

如今， 郭妈妈带着兄弟俩住在医院附

近， 保持着每周一次复诊的频率， “如果

一切顺利， 一年之后孩子就可以接种疫苗

了。” 她笑着说 。 如同血型变换一样 ， 兄

弟俩的新生就这样在家人与医护人员的精

心呵护下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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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建筑本身“讲故事”更有助于人们感受历史
“上海历史建筑文化与科技国际周”举行，专家表示并不是所有的新科技都适合老建筑修复

8 个炮弹孔、430 余个枪眼……每一位

走过位于苏州河畔西藏路桥北岸的人，无不

对这面布满弹孔的四行仓库西侧墙体动容。

历史建筑是历史的一部分， 对它的品鉴，本

身就是在聆听一个故事。

上海是一座历史建筑遗产丰富的城市，

如何展现历史建筑的当代价值，让历史遗迹

在修缮中得以重生？在昨天由市科协和市住

房城乡建设委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上海历史

建筑文化与科技国际周”———红色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研讨会上，专家建议，要更好地处

理高科技展示技术与历史建筑的关系，让建

筑本身 “讲故事”， 才会更有助于人们主动

“沉浸”到历史的横断面中去感受、去体验。

还原战争痕迹，让四行仓库
“开口说话”

上海市中心，南昌路，一条普通的石库

门老弄堂里， 就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组

织、第一个团组织、第一所干部学校、第一个

党领导的工会以及《新青年》编辑部等红色

历史建筑。这么多历史遗迹，如何让它们“开

口说话”？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海松认为，四

行仓库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四行仓库位于

苏州河畔，80 多年前， 参加淞沪抗战的八百

壮士在这里孤军奋守， 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

的抗战故事。其中，四行仓库西面墙体在战争

中遭受了最为密集的攻击。但是，这么多年过

去了，谁也无法肯定西墙原物是否还存在。

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上海建筑设计研

究院资深总建筑师唐玉恩说，四行仓库一开

始的计划是恢复到 1935 年刚建成的样子，

这个方案有历史图纸作为依据，西墙是经粉

刷的完整墙面，但是这样一来就无法展现战

争的惨烈，她始终心有不甘。

王海松说，在历史建筑修复中，建筑师

时刻要考虑的是“保留什么、修复什么、强调

什么、模糊什么”———这四组关系，将直接影

响今天的人们会如何看待一座历史建筑。

唐玉恩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西墙上的战

争痕迹， 在剥离了一块区域的水泥砂浆后，

露出的青砖与红砖部分之间的差别竟然与

历史照片中弹孔的痕迹完全吻合，这给团队

以巨大鼓舞。 最终，修复团队通过查找老照

片和历史档案，修复了日军炮击形成的 8 个

主要的炮弹孔和 430 余个枪眼弹点。

现在走过苏州河畔，人们能看到的是一

面透露着岁月斑驳痕迹的土黄老墙，上面布

满一个个深孔，它或许不够“好看”，但王海

松说，“哪一个中国人走过它身边时，耳边不

会响起枪声，心绪不会荡漾？ 这就是真实还

原场景的说服力。 ”

别让 “科技感 ”降低老建筑
的“历史感”

在历史建筑的修复过程中，科学技术的

进步为其增色不少。 唐玉恩举例说，在修复

和平饭店穹顶时使用的夹胶安全玻璃，就让

早期为防止玻璃掉落而安装的密格铁丝网

失去作用。故此，密格铁丝网得以拆除，屋顶

的透光性也变得更好。

用好科技手段，能让更多建筑背后的故

事为人所知。事实上在寻找四行仓库西墙弹

孔时， 就用到了无损红外热成像等技术手

段，但是专家也提及，为了更好地保护老建

筑，必须要注意科技手段运用和建筑本身的

关系。

“在展示过程中， 也要注意科技手段和

展示主题之间的关系。 最好不要让人们一

进屋内， 就看到满墙的屏幕、 或是一个个

机器人。 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虽然方便内容

呈现， 但如果运用得不好， 会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由建筑环境带来的历史真实感和沉

浸感。” 王海松提出了善意的建议。 他举例

说， 在法国巴黎圣母院入口附近的墙壁橱

窗里， 游客能看到不同时期巴黎圣母院的

建筑图纸及形体分析图， 院方并没有用亮

晶晶的屏幕进行显示。 由此可见， 虽然现

代展示科技发达， 幻影成像、 视屏播放等

手段层出不穷， 但并不是所有的新科技都

适合老建筑的气质。

“参观历史建筑要的是感同身受、 震

撼心灵。 有时一封家书、 一方桌椅、 一面

砖墙……很多时候，一些真实的老物件更容

易把参观者带回那个时代，也更能实现教化

育人的目的。 ”王海松说。

提高借助建筑说故事的能力

早在 2005 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党

史研究室等部门即联手系统性地发掘、梳理

上海的红色文化资源。 近年来，一批纪念场

馆建成开放，一批纪念场馆改造升级，一批

已消失的中共早期在沪革命遗址集中设立

了纪念标志。 根据去年 7 月 1 日问世的《上

海红色文化地图》， 上海已经确认的红色文

化资源达到 387 处。

“要让红色文化和红色建筑深入人心，一

方面要继续挖掘红色资源， 另一方面要提高

借助建筑说故事的能力。 ”王海松目前正在做

一个红色建筑的修复项目， 那是当年共产党

人在上海郊区组织农民运动的地方。 市科协

党组书记、副主席马兴发也介绍说，市科协正

在挖掘“党的诞生地”南昌路背后的故事，要

使这条百年老弄堂进入人们的视线。

在讲好“红色故事”方面，新的探索也在

不断产生。 不久前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20

万平方米范围内，上演了一场寻找 256 位英

雄足迹的沉浸式探索体验，参观者们依靠一

封写于狱中的家书、 一份写满批注的笔记、

一个千疮百孔的皮箱，在“闯关”的旅程中实

现了一场“不能忘却的纪念”。 参与者表示，

通过切身参与体验，他们对革命先烈的敬佩

之情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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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我国台湾艺人

高以翔在录制跑步娱乐节目时突感不适， 最

终因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根据院方的说法，

这名艺人死于心源性猝死 。 事实上 ， 近年

来， 中青年心源性猝死病例并不鲜见。 个中

原因是什么， 预防猝死的有效举措是什么？

记者昨天采访了相关专家。

“心源性猝死早期症状不易察觉， 但其

实是有一些蛛丝马迹的。” 昨天， 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医生朱文青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介绍， 心源性猝死病例通常有基

础疾病， 也与一些人平时压力大、 生活方式

不健康有关。 心源性猝死的早期症状， 包括

短期内持续熬夜 、 疲劳后出现胸闷 、 胸痛

等。 遗憾的是， 年轻人通常对此不重视， 导

致年轻心源性猝死病例时有耳闻。

朱文青同时补充， 心源性猝死有黄金救

援时间， 通常是在五分钟内。 这是因为 “五

分钟后会带来脑损伤等不可逆致命、 致残等

情况。”

也因此， 近年来， 专家一直呼吁在公众

场合普及除颤仪 （AED） 及相关急救操作。

在没有除颤仪等急救设备的情况下， 徒手用

力捶打胸部， 也可能为病人争取生机。

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来， 中青年心源性

猝死病例往往发生在高强度运动状态下， 比

如马拉松跑步现场。 仅在 2017 年城市马拉

松跑步运动中， 猝死事件就高达 6 起！ 6 个

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 我国每年死于心

脏猝死的人数是 60， 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

由跑步诱发。

如今， 跑步锻炼的人很多， 预防跑步猝

死也不是没可能 。 医生直言 ， 预防跑步猝

死， 得 “走心”！ 中山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

师王翔飞称， “运动有助于身心健康， 我们

应鼓励更多人运动起来， 但在运动前， 需要

判断一下自己的身体素质是否适合运动， 以

及适合什么样的运动。”

根据医生的建议， 初步判断方法就是当

你在日常运动、 活动时是否有出现不适。 比

如在洗脸、 刷牙时是否不适。 如果没有， 就

可以认为你的身体是适合运动锻炼的。 每个

人可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 并逐渐调整

运动量、 运动强度。

而如果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不舒服， 一定

要注意这些身体发出的信号。 这些信号说明， 身体在某些地方

可能有一些小问题。 因此运动之前最好要到医院做专业的运动

前评估。 据悉， 检查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是到骨科进行骨

骼系统的检查； 第二是到呼吸科进行肺功能的检查， 第三是到

心脏科进行心血管系统的检查。

“我们目前推荐给所有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标准运动前评估

被称为心肺运动测试。 医生必须要根据这个结果， 才能给你准

确的建议。” 王翔飞在接受采访时还专门提及： 运动中身体如

果出现任何不舒服， 请放慢运动速度或完全停下来。 如果持续

下去的话， 会对健康产生危害， 甚至可能导致猝死！

为了更好地吃，

听力变灵敏了？

英国《自然》发表我国古生物学家

揭示中耳演化新模式的重要发现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 为了更好地吃， 结果听力也

变灵敏了？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天方夜谭， 但却在进化史上真实

发生过。 我国古生物学家从一只 1.2 亿年前的小兽———盖氏热

河俊兽的头颅化石上， 发现了这段淹没在进化长河中的趣事。

今天凌晨， 英国 《自然》 杂志在线发表了这一论文。

当你独自在安静环境中咀嚼食物时， 耳中会听到牙齿切

割、 研磨食物的声响。 这是因为， 藏在头颅内的中耳离负责嘴

巴开合的下颌骨比较贴近的缘故， 不过， 这已经是中耳里的听

骨花了亿万年工夫 “逃离” 下颌骨所达到的效果。 如果负责听

力的骨块直接与下颌骨相连， 那种状况也许是今天的动物们难

以想象的。

那么， 中耳是什么时候 “逃离” 下颌骨的？ 在我国辽宁凌

源敞子沟下白垩统九佛堂组的地层里， 一只身长只有 15 厘米、

体重约 50 克的小兽揭示， 早在 1.6 亿年前， 它的异兽类同族

就完成了这步进化。

这只小兽目前被它的发现者，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海冰、 研究员王元青以及美国自然历

史博物馆教授孟津命名为 “盖氏热河俊兽”。 这只热河俊兽的

化石保存下了完好的中耳结构。 “我们发现， 它的下颌骨很特

别， 好像抽屉一样， 靠前后向活动来咀嚼食物。” 研究人员介

绍， 一般动物的下颌与头骨之间的关节都采用铰链式， 好像门

窗一样开合。 “而抽屉式的活动范围特别大， 原先通过软骨组

织与下颌骨相连的中耳就会受到特别多的牵扯， 因此也比同时

代动物早一步完成了 ‘逃离’ 下颌骨的进化过程”。 科学家发

现， 原本与下颌骨连接的一块独立骨骼———上隅骨， 在这只俊

兽身上， 已与听骨中的锤骨体在融合。

为了吃得更酣畅淋漓， 使得听力器官分离独立， 进化的

“无形之手” 真令人叹绝！ 但令人感叹的是， 热河俊兽所属的

多瘤齿兽类在进化过程中， 躲过了白垩纪末期的生物大绝灭事

件， 却在始新世晚期败给了生态中的竞争对手———拥有胎盘的

啮齿类动物， 惨遭大自然淘汰。

《自然》 杂志审稿人认为， 这一发现为早期哺乳动物中耳

演化提供重要线索， 论文中提出的假说很好地阐释了哺乳动物

中耳的演化历史。

■本报记者 沈湫莎

修复团队通过

查找老照片和历史

档案，修复了四行仓

库 8 个主要的炮弹

孔和 430 余个枪眼

弹点。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妈妈与铭铭在移植仓内。

本报记者 李晨琰摄

■本报记者 李晨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