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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4 月， 上海浦东担起中国改革开放的重任， 大
刀阔斧、 破冰探路。 30 年后的今天， 这个黄浦江畔的 “小
渔村” 焕然一新， 变成了今天高楼林立、 车水马龙的摩登
之地， 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最为闪亮的路标。 1999 年， 上
海移动成立， 与上海人民共同经历通信生活的变迁， 为提

升城市核心竞争力注入动力。 迈进 2000 年， 上海移动浦东
营销室正式揭牌， 浦东首家营业厅云莲营业厅对外营业，

上海移动从此深度融入当地经济发展， 与浦东新区开发开
放并肩前行、 实现新时代的新突破。

守初心齐奋斗， 整装再出发
上海移动与浦东开发开放并肩前行， 走出向上向好节奏

信息赋能共逐梦想

为高水平开放
装上智慧“引擎”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 通信行

业不仅走在市民对通信信息需求的最

前沿， 也成为城市中心能级提升至关

重要的基础。 经历了 2G 跟随、3G 突破

和 4G 引领，到如今的 5G 时代，上海移

动以高品质综合信息服务支撑上海浦

东在高水平改革开放上闯出新天地。

时间倒回 2000 年初，洋山深水港

刚刚开工动土、厚积薄发。 2005 年，洋

山深水港被纳入上海市重大工程建设

项目 “一号工程 ”，为确保移动通信畅

通，上海移动的建设者们开始了“洋山

岛大攻坚”。 岛上施工条件极差，所有

设备、人员靠船运输 ；岛上没吃没住 ，

施工人员自带干粮淡水； 在通往 130

米高的山顶机房路上， 仅有一条简易

的小道，设备、材料只能靠人力肩挑背

扛。 这群网络建设人员不畏艰苦、脚踏

实地， 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在深水港上

铺设了一条平稳安全的通信道路。

2010 年，上海格外引人注目，一场

“成功、难忘、精彩”的世博会点亮了浦

江两岸 180 多天的流光溢彩。 开园前，

上海移动开通世博园区内首个 TD-

LTE 站点———白莲泾站， 成功打通首

个 TD-LTE 电话，会期，全球首个 TD-

LTE 规模演示网同步正式面世， 人们

对 4G 的美好憧憬即将照进现实。 2013

年，上海正式进入 4G 时代，人们从此

将开始与信息生活密不可分的生活 。

在浦东，上海移动不断加快 4G 网络建

设，短短两年时间，上海移动在浦东开

通的 4G 基站超过 4000 个，4G 网络能

力初具规模。 同时，越来越多的 4G 信

息化应用也开始在浦东落地开花， 4G

“智慧站牌”实现候车区精准报站和社

区公告延伸服务， 解锁公交车动态信

息采集与发布的新模式； 4G “智能停

车”借助物联网智能停车平台，将社区

停车位资源数字化；“NFC 一卡通刷遍

园区”也在张江高科技园区解锁，将智

慧生活带进园区。

2019 年，5G 来了。 上海移动已率

先完成新国际博览中心、 东方体育中

心、 东方明珠等多个浦东标志性区域

的 5G 网络覆盖，越来越多方便 、快捷

的 5G 业务向百姓、企业开放 ，为推动

上海浦东 “改革开放再出发” 筑起坚

强的信息后盾。

“新基建” 按下 “快进键”

开足马力
助推临港再上台阶

2019 年 8 月 20 日 ， 上海自贸区

临港新片区揭牌， 全世界的目光再次

聚焦东海之滨这片热土， 上海浦东更

深层次、 更宽领域、 更大力度的全方

位高水平开放全面铺开。

上海移动在临港新片区的建设也

按下 “快进键 ”。 同一年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开幕式上， 上海洋山深水港智

能重卡项目正式发布。 该项目由上海

移动与上海上汽 、 上海上港共同携

手 ， 打造全国首个 “5G+智能驾驶 ”

的智慧港口。 上海移动 5G 网络覆盖

东海大桥、 洋山深水港和深水港物流

园区 ， 通过实时监控 、 高精度定位 、

编组队列行驶等 5G 应用 ， 提升港口

码头在物流运输、 安全监控等运营效

率， 扩大上海港集装箱吞吐能力， 对

巩固提升上海港国际枢纽地位发挥十

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去年年底上海移动临港新片

区发展服务中心的正式揭牌， 上海移

动继续 “快马加鞭 ”， 当好临港新片

区的 “店小二 ”。 以临港新片区发展

服务中心为平台， 上海移动统筹对接

临港新片区发展需求， 聚焦 “重大项

目 、 重要行业 、 重点示范 ”， 提供一

站式网络建设、 业务创新、 应用落地

及服务响应 ， 助力新片区蓄势而发 、

一展宏图。

今年 3 月 4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 “加快 5G

网络、 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进度 ”， 作为一切数字化的基础 ， 数

据中心第一次进入最高层重视的视

界。 在临港新片区， 上海移动最大的

IDC 研发项目正在茁壮成长。 上海移

动临港 IDC 研发与产业化基地项目是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七大一类 IDC 中心

之一 ， 也是 2019 年 8 月临港新片区

成立以来开工的首个大型数据中心 。

其一期工程已于 2018 年底陆续投产

使用， 装机率高达 90%， 有效满足客

户海量云数据通信和存储需求。 目前

在建设中的二期工程面积规模是一期

工程的 1.5 倍 ， 于 2019 年第二届进

博会期间正式开工， 柔性建设将高科

技的通信技术与传统的建筑工程有机

结合， 使项目可以兼顾新型数据中心

近期和远期的需求， 预计完工后提供

超过一期 2 倍的机架空间。 上海移动

积极投身浦东信息化建设， 聚力 “新

基建 ”， 构建高效的 、 高性能计算体

系， 服务 “五个中心” 建设， 助力上

海 “数字经济” 再上台阶。

保障技术一路升级

智慧展会
亮出 “新名片”

2012 年 ， 亚洲移动通信博览会

首次移师上海， 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

成为全球顶尖的通信行业峰会新的

“根据点” 和 “试验田”。 作为 “东道

主” 的通信行业排头兵， 上海移动从

此开启了保障世界移动通信盛会 “升

级” 之路， 一套套对标最高标准的保

障方案成为行业的 “开路先锋 ”， 为

上海浦东开放画卷再添新彩。

2014 年 ， 亚洲移动通信博览会

改名世界移动大会 （上海 ）， 一跃而

起迈入世界平台， 其规模和范围都跨

上新台阶 。 从 2012 年 “引领新移动

时代 ”， 到 2019 年 “智联万物 ”， 世

界移动大会 （上海） 引领着移动互联

网技术的千帆竞发， 见证了移动智能

终端的层出不穷。 有着世界移动大会

的 “加持” 的上海浦东， 吸引了世界

各地的业内人士和媒体驻足。 全世界

汇聚这里， 见证通信进步的新步伐和

浦东开放的新作为， 领略上海移动保

障智慧展会的实力和风采。

首届展会， 上海移动为参展方和

观展者提供 2G、 3G、 TD-LTE 高质

量无缝连接的网络保障服务和全业务

解决方案， 保障展会迎来 “开门红”。

七年展会风起云涌， 展台上的通信技

术飞速更迭， 展馆内的信息化保障也

不断翻开新的篇章 。 2019 年 ， 中国

5G 商用元年 ， 世界移动大会展馆内

5G 场景 “扎堆儿 ” 亮相 。 上海移动

在新国际博览中心展馆内率先开通了

2.6GHz 和 4.9GHz 的双频商用 5G 网

络 ， 确保现 场 商 用 终 端 轻 松 实 现

1Gbps 以上的下行体验速率 ， 中国

移动 2.6GHz 和 4.9GHz 频段 5G 网

络双频组网 “立体化 、 智慧化 、 高

性能 ” 的优势有目共睹 。 展馆附近

的上海移动应急通信指挥车也升级

到 5G 版本 ， 车内的保障人员可进

行 5G+AR 远程巡检 、 5G+VR 展台

监控 ， 增添保障新实力 。 同时 ， 户

外两条快速开通的 5G 精品线路建

设与展台现场的精彩交相辉映 ， 其

中位于浦东的 5G 精品线路起点为

新国展 N1展览馆， 途经浦东嘉里城、

梅花路、 世纪公园地铁站， 终点为上

海东锦江逸林希尔顿酒店， 实现全程

1Gbps 以上的体验速率 ， 搭乘参观

车， 还可一路体验 5G 高清视频通话、

云游戏等 5G 业务。

站在新时代、 肩负新使命， 上海

移动积极践行 “5G+ ” 计划 ， 实现

“新基建 ” 加速跑 ， 加快建设上海

“双千兆第一场”， 助力浦东改革开放

再出发！

首个国产三代靶向新药阿美替尼上市

打破晚期肺癌患者耐药困境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正值第26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

周，肺癌临床研究领域传来新利好：由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科主

任陆舜教授领衔的临床研究———国内首个、世界第二的肺癌第三

代EGFR靶向药阿美替尼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

这个由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EGFR靶向药的问世，打破了

晚期肺癌治疗耐药后只能依赖一种进口药的困境， 为深受病痛

折磨的患者带来新希望。

中国每天约有1万人确诊癌症， 肺癌位列我国癌症发病率、

死亡率第一位。 从单纯的手术治疗、化学治疗到靶向治疗，再到

近年来兴起的免疫治疗， 肺癌诊疗方式日新月异， 疗效持续提

升。对有基因敏感突变的晚期患者而言，第一代的靶向治疗已成

为标准选择，但病人在服药9至11个月后，会不同程度地出现耐

药反应。临床上，根据耐药后基因改变，需要选择新的治疗，但新

的药物少、治疗难度大，这是国际性的难题。 针对晚期肺癌患者

反复耐药后的治疗困境，陆舜团队进行了开拓性探索。2017年11

月，他领衔团队启动了阿美替尼的国际多中心、开放性临床研究。

仅两年时间，这项临床研究取得显著进展，完成了从一期到三期

的整个过程，并在2019年底迎接了国药监局的新药上市评估。

该项研究显示，在对EGFR一代或二代药物产生耐药后的晚

期肺癌患者， 如果其基因检测中显示EGFRT790M有阳性突变，

阿美替尼能带来非常良好的疗效。 它的客观缓解率高达68.9%，

疾病控制率高达93.4%，无进展生存率达53.0%。 与目前临床上

使用的进口三代药物相比，阿美替尼的毒副反应更小，不良事件

更少，在耐药性和安全性上都有着优异的表现。 此外，针对一代

靶向药对脑转移效果较差的问题， 阿美替尼也交出了令人欣喜

的答卷。 研究证实，阿美替尼能突破血脑屏障，有效抑制脑部病

灶，对脑转移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有效缓解率高达61.5%。

救治新冠肺炎患者，中西医始终相伴而行
近93%上海本地确诊病例接受中医药治疗

截至4月16日，上海共收治新冠肺炎确诊

患者628例，按境内和境外输入分类：境内病

例339例，313例接受中医药治疗； 境外输入

289例，210例接受中医药治疗。

昨天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中西医协同

救治新闻通气会上传出的这组数据让人眼前

一亮。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市中医药管

理局副局长张怀琼表示， 在上海对新冠肺炎

患者的救治过程中，中医药的作用举足轻重。

“中医有一个非常好的理念， 叫同病异

治、异病同治。 ”在上海新冠肺炎治疗专家组

组长、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

文宏看来，中医与西医分属不同学科体系，而

在此次对患者的救治过程中， 中西医相互弥

补对方的短板， 在对病患的救治上取得了可

观成效。

张怀琼介绍， 为强化一线救治团队里的

中医力量， 来自全市的近20位中医骨干参与

了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病区救治工作。 担任专

家组组长的上海市名中医、 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龙华医院终身教授吴银根第一时间率领

专家团队研究制定上海中医诊疗方案， 专家

组成员及时入驻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全程指导中医临床救治。

“在本地病例中，接近93%的患者均使用

了中医药。”张文宏表示，上海在救治过程中，

完全是“中西医并重”。他以查房举例，在市公

卫中心，一般都是西医查房后中医再查房。在

这里，中医并非配角，而是主力。

上海坚持中医“一人一方”，精准施治。张

怀琼介绍，在具体遣方用药上，结合“麻杏石

甘汤” 等有效经方和名老中医临床经验的基

础上， 还不断根据患者病情调整用药， 做到

“源于经典而不囿于经典”。在治疗方法上，根

据轻症、重症或危重症等病人不同情况，灵活

采用口服、鼻饲、灌肠等不同给药方法，使每

个患者得到最佳的个性化治疗。

中医在治疗中的效果如何？ 谈及这一话

题时，张文宏打了个形象的比方：中西医如同

武功的两个门派，有的武功快速迅猛，有的武

功源远流长， 而中医的威力则是在日积月累

中慢慢显现出来的。

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呼吸科

主任张炜看来， 中医治疗重症患者同样有用

武之地。 数据显示，上海收治的31例重型、危

重型患者中， 有29例临床救治中全程应用了

中医药治疗。 对于重型合并腹胀、高热患者，

使用中药治疗可起到截断病情作用， 有利于

减少重型转为危重型的发生。 此次重症患者

中有近75%的患者出现肺纤维化， 吴老伯就

是其中之一。 他在入院之初情况十分危急，不

仅依赖呼吸机，ECMO也使用了很长时间。 掌

握这一情况后，张炜采用了中药“扶正通络方”。

老人喝了三天中药，外加俯卧位通气一天，复查

CT提示肺部纤维化有所好转，气胸吸收。

“中医药对改善发热、咳嗽、咽痛、食欲不

振、乏力、便秘腹胀或腹泻等症状具有优势。”

张怀琼表示， 据对上海轻型和普通型确诊病

例的不完全统计， 伴有腹部胀气患者经中药

干预后近90%症状有改善， 伴有消化道症状

或呼吸道症状患者经中药干预近70%症状有

改善， 伴有发热患者经中药干预后近50%体

温恢复正常。另有8例患者经中药干预后肝功

能指标显示有好转迹象。

越来越多的临床实践证明， 中西医结合

治疗新冠肺炎取得了良好疗效。 也有专家用

这四个字来形容上海在救治新冠肺炎患者时

中西医专家的工作状态：相伴而行。

在治疗境外输入性病例中， 中医中药也

发挥了许多疗效 。 张炜介绍 ， 除外籍人士

外 ， 输入性病例里中医治疗占 80%。 几乎

每一位留学生都接受了中药治疗。 此外， 中

医药对儿童患者救治也有独特优势， 轻型、

普通型儿童患者运用中药调理， 临床显示有

较好效果。 上海共收治儿童确诊病例 49 名，

其中 25 例患儿在救治中使用了中药， 其中

2 例患儿使用纯中医治疗。

目前 ， 中西医结合救治经验已被纳入

《上海新型冠状病毒病综合救治专家共识》。

张怀琼透露， 东南亚国家对传统医药也很认

可， 通过原有合作， 上海中医药管理局已与

泰国、 马来西亚等国开展相关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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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新冠疫情，洗手为什么这么重要

■本报记者 沈湫莎

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新冠病毒

防护指南中，第一条就是勤洗手，为什

么勤洗手这么重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细菌、 病毒

的世界中。有研究发现，地球上每平方

米的空间，就存在着8亿个病毒。 手是

人身体暴露最多、 与外界直接接触最

多、最容易受到污染的部位，比起与呼

吸道传染病患者近距离接触的飞沫传

播， 手接触致病的病原体导致感染的

可能性更大。

人会有许多无意识的手部小动

作。2015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 人在一个小

时里会触摸脸部约23次，即每2.6分钟

一次。 其中，大约44%的触摸是在嘴、

鼻子和眼睛等带有黏膜的部位， 这也

是最容易把病原体带入身体的部位。

朱仁义说，已经有许多研究表明，

用正确的方式洗手能洗去手上95%以

上的细菌，更为重要的是，勤洗手可以

有效降低感染发生的可能性。 在同等

条件下发生传染病的概率上， 强化洗

手的实验组比没有强化洗手的对照组

可减低70%。

问 勤洗手能有效降低感染发生可能性吗？

上海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感染控制科主任朱仁义： 手是与外界直接接触最多 、

最容易受到污染的部位， 人在一个小时里会触摸脸部约 23 次， 正确洗手能洗去手
上 95%以上的细菌

什么是正确的洗手姿势？ 崔松推

荐了“七步洗手法”，口诀是“内外夹弓

大立腕”。内：掌心来相对，手指并拢相

互搓；外：手心对手背，沿着指缝细细

搓；夹：掌心再相对，双手交叉指缝搓；

弓：弯曲指关节，旋转交换全面搓；大：

握住大拇指，置于掌心来打磨；立：指

尖相并拢，掌心旋转轻揉搓；腕：手腕

相互洗，保证清洁无遗落。 另外，洗手

时间要保证在20秒以上。

洗手需要用肥皂吗？崔松表示，洗

手本质是将皮肤表面的细菌和病毒洗

去，而并非杀死。停留在体表的病菌和

病毒附着于人体表面的油脂之上，用

普通香皂能很好地溶解油脂， 除去绝

大部分细菌。 至于是否需要使用抗菌

产品，崔松则表示不建议。目前，市面上

比较多的是抑菌产品，但没有证据表明

抑菌产品比普通肥皂的效果更好。

干手是洗手过程中最容易被忽视

的一步，研究显示，湿润的皮肤比干燥

的皮肤更容易传播微生物。不过，建议

用一次性纸巾擦干手部而不是用烘干

机， 因为烘干机会增加颗粒和微生物

向空气中的扩散，污染环境。

问 消杀产品比正确的洗手姿势更重要吗？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主任医师崔松： 正确洗手的口诀是 “内外夹弓
大立腕”， 洗手要超过 20 秒以上。 肥皂对除菌有效是因为它能溶解人体表面的油
脂。 没有证据表明有抑菌成分的消杀产品比肥皂更好

■本报记者 沈湫莎

■ “中医有一个非常好的理念，叫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在上海新冠肺
炎治疗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看来，中医
与西医分属不同学科体系，而在此次对患者的救治过程中，中西医相互弥
补对方的短板，在对病患的救治上取得了可观成效

■本报记者 李晨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