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求旺盛 “新基建”带动经济增量逆势爆发 “两大关键”发挥威力

■本报记者 史博臻

马路上，京东无人车为疫情一线医院
配送订单，可完成超过 50%的单量 ；医院

里，送药机器人、消毒机器人、巡逻机器人自行工作；小区门口，智能取餐柜快
速落地，最大程度防止交叉感染……在防疫中，智能经济按下了“快进键”。

而作为智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接触配送也突然走红 ，需求呈现爆
发式增长。 上海正在打造“在线新经济”高地，这股新生力量在战“疫”中不仅
化危为机，更无声融入 “新基建 ”，为上海培育新动能 、构筑新优势 ，抢占产业
制高点。

■本报记者 徐晶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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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体打响免疫战，“炎症风暴”为何可怕？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在新冠肺炎重症以及危重症患者

的救治过程中，“炎症风暴” 为多名医

学救治专家所提及。 “炎症风暴”是什

么？ 它会给病人带来什么样的打击？

陈德昌说， 炎症反应是人体自身

的防护机制。 当人体受创伤或病原微生

物攻击后，机体会产生炎症反应，目的是

创伤修复和清除体内的病原微生物。

当体内炎症反应低弱， 会产生什

么影响呢？ 损伤修复缓慢或感染难以

控制，这就是后果。 生理情况下，人体

内炎症反应是自限性的。 但如损伤较

重或体内入侵的致病微生物数量巨

大，体内炎症反应则趋于失控。

“当体内炎症反应过于强烈，那就

会出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两败

俱伤的局面。 ”陈德昌进一步解释，所

谓“炎症风暴”，是由感染等造成的体

内过度的炎症反应。在新冠肺炎中，疾

病早期患者体内免疫功能尚处于反应

性亢进阶段， 病毒本身和病毒侵袭造

成的组织坏死， 激活体内的固有免疫

系统， 诱发体内炎症介质释放的级联

反应。 这也即是炎症的“级联瀑布”效

应。 届时，体内炎症反应强烈，导致多

器官功能损伤乃至衰竭。

部分新冠肺炎患者由肺内强烈炎

症反应诱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 迅即全身多个器官受累，出

现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MODS），

如不及时救治，患者很快会死亡。

问 “炎症风暴”究竟是怎么回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上海市第一批援武汉医
疗队重症组带头人陈德昌： 当人体受创伤或病原微生物攻击后， 机体会产生炎症
反应， 目的是创伤修复和清除体内的病原微生物

新冠肺炎患者体内出现 “炎症风

暴”是疾病趋重的示警信号。 因此，第

一时间 “读出 ” 这些示警信号尤其

重要 。

毛恩强称， 这些信号包括的临床

表现有：患者会出现 38.5 摄氏度以上

的高烧， 心率常在 120 次/分钟以上，

甚至高于 150 次/分钟，心输出量高于

生理范围的一倍以上， 白细胞总数和

分类升高或降低，C 反应蛋白、铁蛋白

等急性相蛋白极度升高 ， 同时伴有

IL-6、IL-8 等细胞因子的升高， 进而

患者出现多器官功能损伤。

一旦怀疑新冠肺炎患者体内出

现 “炎症风暴 ”，临床应对上 ，首先要

查清诱发原因，如免疫功能反应性亢

进，存在混合性感染，如细菌感染、真

菌感染和其他病毒感染等，要进行病

因治疗。

药物治疗方面， 可以选择糖皮质

激素如甲基强的松龙，1-2 毫克/公斤

体重，疗程 3-5 天。 乌司他丁具有一

定的抗炎作用， 按卫健委推荐剂量酌

情应用。 妥珠单抗具有拮抗 “炎症风

暴”的作用，但易诱发两重感染，应充

分评估，酌性应用。中药血必净具有活

血化瘀、 清热解毒拮抗炎症反应的功

效。 另外，血液净化如血浆置换、血液

滤过等能清除和调控血液内炎症介质

的水平，对减轻体内“炎症风暴”效应

有积极的疗效。

问 救治过程如何应对“炎症风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急诊科主任、 上海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成
员毛恩强： 一旦怀疑新冠肺炎患者体内出现 “炎症风暴”， 临床上首先要进行病因
治疗， 查清诱发原因。 在进行对症治疗的同时， 全身支持治疗同等重要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无接触配送：抗疫“黑马”抢位融入“新基建”
智能经济按下“快进键”，新技术、新服务快速应用到各大场景

临港星空之境海绵公园
预计年底完成现场工作

本报讯
（驻临港记者祝
越）记者昨天获

悉，临港新片区

星空之境海绵

公园项目日前

顺利通过联合验收工作， 正在积极推进景观海绵及建筑工

程的全面建设工作， 力争在今年 8 月基本完成环湖西三路

一侧景观海绵工程，10 月上海天文馆周边区域可以对外开

放，预计年底完成所有现场工作。

该项目是全国第二批海绵试点城市的重点示范项目，

位于临港新片区二环带生态环西北核心区域， 西起临港大

道，东至 B41 路，南侧为环湖北二路，北侧至环湖北三路，

占地面积约 57 公顷（约 860 亩）。场地内以现有河道为界划

分为 A、B、C、D 四个地块，未来将有观演草坪、重力流湿地

等多种地形，在向公众展示初期雨水净化、雨水蓄存及生

态净化补水等常规海绵功能的同时，也精心打造景观生态

廊道及城市雨水滞蓄净化等一系列特色海绵设施。

所谓海绵公园，就是在公园建造中运用海绵城市理念，

将自然途径与人工措施相结合，打造出能吸水、蓄水、渗水、

净水的“海绵体”。据该项目经理宋扬介绍，星空之境公园项

目绿地面积大，本就是天然的“绿色海绵”，并且这块“海绵”

还能将穿过它的河流和雨水的水质从 V 类提升至 IV 类。

走进这个海绵工程，地上醒目的红砖可不一般 ，这些

砖块是利用陶瓷原料制作成的透水砖 ， 有着极佳的透

水性能 ，即使是遇上连续 24 小时 、降雨量 250 毫米的特

大暴雨，雨水下渗也很快，真正做到“小雨不湿鞋，大雨不

积水”。

透水砖排不掉的雨水会自然流向旁边地势较低的绿化区

域， 进入下一个奇妙的循环———雨水花园、 植草沟和生态旱

溪，这些栽种着美丽花草的绿地有着十分强大的水处理能力。

施工人员告诉记者，雨水花园下，首先是一层介质土，然

后是碎石以及碎石中的盲管，在碎石层底下才是最原本的土

层。 这让星空之境公园项目能肩负另一个责任，即土壤改良。

下雨时，雨水通过下渗作用带走土壤中的碱，流入缝隙更大

的碎石层，并通过盲管排走。 经过这样一个简单的物理过程

逐步降低土壤的含碱量，从而达到土壤改良的目的。

星空之境公园项目建成后， 将呈现给市民一个集景观

示范、海绵示范、科技建筑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公园，也将

为临港新片区发展蓝图绘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两港大道快速化工程加速铺展
建成后将分流特斯拉等重大项目对外物流运输，有效缓解S2高速通行压力

产城融合，交通先行。 在临港新片区，一

条条道路正加速铺展， 将区域内的核心节点

紧紧串联。

两港大道快速化工程是市域骨干道路网

的重要一环，也是临港地区、洋山港重要的对

外快速通道。 该项目西起规划 S3 沪奉高速，

北至 S32 申嘉湖高速， 全长约 50.8 公里，分

为奉贤段、临港段和浦东段。

当下正在施工的范围为两港大道中段，新

四平公路至 S2 沪芦高速，全长 10.9 公里。 建

成后，车道规模为双向“六快二慢”地面城市主

干路+双向六车道高架城市快速路。 在建设现

场，白底黑迹的工程进展图分布着新一年紧锣

密鼓排开的项目节点， 绿色卡车来回奔走，橙

色铲车挥动铁臂，穿着反光安全服的工人挥汗

如雨，几种色彩构成工地上别样的生机。 项目

负责人介绍，通过增加施工作业面和机械设备

投入，全员呈现鏖战状态，争取在两个月内追

回工期，确保实现今年的既定目标。

高架城市快速路的桩基支撑着承台与上

方的立柱、盖梁、箱梁。这些梁柱，制作起来本

来最费时间，在这里反倒成了缩短工期的“秘

密武器”。若按传统工艺，桩基施工完毕后，先

进行地面硬化，再进行承台浇筑、支脚手架、

搭模板、 放钢筋、 浇混凝土……一套程序走

完，要耗费近两年时间。而两港大道项目采用

了特有的预制拼装结构， 立柱等构件都在工

厂里预制加工， 再运到施工现场吊装。 据了

解，一根预制立柱从工厂基地运来，从卸车、

翻转、试吊、坐浆，直到装配就位，只需要用两

个多小时。

强工艺，抢工期，“顶梁柱”率先顶上去。

两港大道中段工程自 2 月 11 日取得复工批

复后，截至 4 月初，已打下 750 根 PHC 管桩，

同时拼装完成 26 根灌注桩、8 根立柱、7 个承

台。 按照目前施工进度，每周可向前推进 300

米路程。

工程复工，生产运营也要及时跟进。两港

大道一工区承担着整个工程 1.6 万吨钢结构

的加工制作与协调组织。 据施工方上海建工

机施集团介绍，在化身“粮草库”之余，一工区

还是衔接两港大道中、西两端的重要节段，贯

通新四平公路至正琅路， 工期可谓一环套一

环。在上海建工总承包的通盘安排下，一工区

项目部已向各政府职能部门完成管线交底、

路政审批等相关事宜，积极组织设备、人员、

材料进场。

随着两港大道快速化工程的有序推进，

临港区域内的交通将更加快捷高效。 目前从

上海主城区到临港新片区的最主要交通路线

是 S2，行车时间约 40 分钟，项目建成后就能

缩至 20 分钟，产业区内的特斯拉、积塔半导

体等重大项目的物流运输， 对外都可以由此

分流，缓解 S2 的通行压力。

放眼未来， 新片区的交通网络还在不断

升级，从打通向畅通迈进，更大限度地激活提

升区域价值。根据日前发布的《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交通提升三年行动

计划（2020-2022 年）》，新片区将加快推进对

外交通“1+2+2+2”运输体系建设。 在高快速

路方面，除两港大道外，还将布局 S3，新建工

程已于去年底动工， 继续完善上海市高速路

网及沿海大通道。

上图：两港大道快速化工程效果图。

杨浦区高乐寿养老院共有 95 间

房，住着超过 100 名老人，147 平方米

的公共餐厅提供一日三餐 。 防疫期

间，由于物流阻滞，一些食材买不到，

一些供货商无法送货，这让副院长藏

兰娣有点着急 。 此时的养老院不

仅想要一站式购齐新鲜蔬菜和低

脂肪肉类 ，更希望配送能以无接触形

式来完成，以切断安全隐患。 他们最后

选择了食材采购线上下单、线下无接触

配送。

张小进是美团点评旗下快驴进货

的配送师傅，每天穿梭在城市里，负责

对接养老院。 在他看来，新冠肺炎疫

情为传统快递行业带来了一个新的关

键词，叫作“人车货分离”———食材会

放置在指定的柜子里 ， 避免可能的

交叉感染 ，“以前从没有意识到需要

这些安全措施，疫情改变了消费和配

送习惯”。

这种“隔空取物”的新需求，在消

费者端尤其明显。整个 2 月份，无接触

配送几次升级，最终智能柜出场 。 饿

了么在上海本就有智能取餐柜，春节

后紧急完善配送模式 ， 打造了一套

“隔空取物”的自循环系统；美团紧急

研发智能取餐柜 ，将保温 、消毒等功

能集于一体，目前已在上海日航饭店、

瑞金医院、长宁区一些写字楼等 50 处

落地。

隔空取物 切断潜在安全隐患

“非接触经济” 一夜成为风口，为

“在线新经济”发展打开了新空间。

机器人 “赤兔 ”就是在疫情中 “出

道”的。最初的需求来自温州，一家作为

隔离点的酒店希望找机器人代替服务

员为隔离人员送餐，饿了么高级算法专

家闵伟得知需求后顿觉眼前一亮，似乎

看到了机器人服务的新场景。 很快，散

落在各地的机器人小组成员开始了一

场远程部署。

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到达新的工作

场所前，“赤兔”需要在大脑里输入一幅

现场地图，但在防疫状态下，调试人员

无法进入酒店，饿了么物流研发团队当

机立断，用了几天时间为“赤兔”开发出

一套无人扫图的新功能，让它在关键时

刻得以上岗工作。

针对复工安全保障需要 ，Yogo 在

全国投入近百台配送机器人，主要分布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 其中上海落地 60

台。在楼宇里，配送机器人可以自行上楼

送外卖，解决了配送末端的难题。在上海

有个机器人有限公司 CEO 赵明看来 ，

“疫情下，消费者购买商品后，涉及递送

过程中的两个关键点， 一是配送效率，

二是物品安全，这使得人工智能、物联

网等新技术逆势爆发。”他告诉记者，春

节期间 ，Yogo 配送机器人订单上涨两

三倍，目前包括配送机器人、喷雾消杀

机器人在内，意向订单额已超千万元。

无接触配送模式逐渐渗透到各行

各业。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成功应用后，3

月，Yogo机器人KAGO5又进入上海华

山医院， 每天可为院办公室消毒七八

次，后续还将进入上海市九医院、中山

医院和新华医院等，提供无接触配送及

消毒服务。

扎根紫竹高新区的非夕科技同样

在医学领域找到发力点。 这家企业专

研自适应机器人， 是人工智能领域中

“触觉控制”的专家。非夕科技上海地

区副总经理胡晓平告诉记者， 公司已

经立项， 正忙于B超机器人的方案测

试，未来还将研发打针机器人，与送药

机器人一起， 将在传染病及重症监护

领域提供机器人替代方案。

我国已经明确要加快5G网络、数

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在

赵明看来 ，“新基建 ”就是以5G、人工

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

型基础设施， 也是转型升级的重要支

撑，“从这个角度来说， 无接触配送是

‘新基建’的一种物化形态，势必也会

发挥重要作用，进而带动经济增量。”

安信证券分析认为， 智能快递柜

作为无接触配送的重要载体之一，对

于末端配送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

2019年快递柜存量规模约为33万组，

预计2025年可达200万组，整个智能快

递柜行业今年有望迎来需求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