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长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 AAA 级企业 中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受委托，本公司于 2020年 8月 12日（周三）上午 11:00在“公拍网”（www.gpai.net）、上海
市黄浦区乔家路 2号（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举办网络现场同步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复兴东路 671号 6层房地产，建筑面积 303.24平方米，房屋类型：商场，房屋用途：

会所【30万元】；2、复兴东路 691号 6层房地产，建筑面积 627.76平方米，房屋类型：公共
设施用房，房屋用途：游泳池【60万元】；3、复兴东路 681号地下一层房地产，建筑面积
3614.5平方米，房屋类型：其他【60万元】
二、注意事项：（详见《拍卖特别规定》）
1、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咨询电话：（021）62668899，咨询时间：2020年 7月 28日—

2020年 8月 11日（节假日除外）。 2、报名及交付保证金截止时间：竞买人应在 2020年 8

月 11日（周二）15时前凭有效证照至上海市黄浦路 99号 22楼办理登记手续，并交付【 】
中的拍卖保证金。 以票据支付的保证金须于截止时间前到达本公司账户。 3、保证金汇入
账户：户名：上海长城拍卖有限公司，账号：441659230025，开户行：中国银行上海市北外
滩支行。
公司地址:上海市黄浦路 99号（上海滩国际大厦）22楼 电话:（021）62668899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下称“长城公司”）与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下称“东方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长城公司已
将其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
债协议、还款协议以及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于 2018年 12月 7日依法转让给东
方公司。 长城公司与东方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东方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

公告刊登之日起立即向东方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担保合同以及相关协议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2020年 7月 28日

公告清单
截止基准日（ 2018 年 8 月 31日）债权本金及利息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21- 6886951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联系人：郭经理 联系电话：021-64959171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
暨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借款人 本金 利息 担保人/其他责任主体

上海宝奥
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19799987.62 7702831.59

成都宝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四凯华川实业有
限公司、成都宝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宝投物资
有限公司、彭爱冰、林志花、郑小慈、林茂强、中远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记者 李晨琰

人造磁场为火星留住大气和水

火星能重回宜居环境吗？科学家透露一个“大计划”

有大气、有水痕，火星是否如地球一

般曾适合人类居住？ 随着我国首次火星

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发射飞

赴火星， 人们对于这颗红色星球的遐想

再次升温。在最新一期墨子沙龙上，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执行

院长汪毓明透露，已有科学家提出，可以

为火星加一个人造磁场， 帮助它留住大

气中的氢氧元素， 而这就相当于留住了

水。经历相当的地质年代之后，火星上的

环境或许又会变得与地球较为接近。

为何火星不能像地球一样留住大量

的水？不像地球一样拥有自己的磁场，是

火星的一大“硬伤”。“地球磁场为地球提

供了一个‘保护罩’，使得太阳风很难将

大气带走，这样水分也不会大量流失。 ”

汪毓明解释说， 缺乏内秉磁场保护的火

星，每当太阳风来袭，其大气就会被“刮

走”，“带走了大气，就等于带走了氢氧元

素，而太阳风暴期间，大气被‘刮走”的速

率可增加 10 至 100 倍”。 历经数千万年

“风吹日晒”， 火星就变成现在这副赤野

千里的荒凉尊容了。

“五年前，就有科学家提出，如果为火

星人造一个磁场，或许能逆转历史。 ”汪毓

明说，这个想法有些天马行空，具体方案是

在拉格朗日点安置能产生1万-2万高斯强

磁场的大型永磁体。如此强大的磁场目前

只能在实验室里瞬时产生， 要想让其持

续成百上千万年，技术还无法达到。若是

由相对小型的磁铁组成一个阵列呢？ 对

于设想中其体积至少要与一颗卫星相当

的永磁体装置， 或许真能激发科学家的

无穷创造力去挑战困难，并加以实现。

“人类走出非洲大草原，走向整个蓝

色星球，花了200多万年；人类从发明望

远镜到第一次进入太空， 花了350年；而

人类从深空进入到星际空间， 只花了50

年。 ”汪毓明说，或许实现这些看似科幻

的“不可能”目标，会比我们预想的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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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三阴性乳癌缓释率从10%提升至29%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全球首发“最凶险”乳癌治疗成果

分享自身治病历程， 来自江苏宜兴

的朱阿姨难掩激动之情。 从三年前被确

诊为三阴性乳腺癌，经历手术、化疗，再到

化疗药物出现耐药性， 她曾面对无药可

医的境地， 直至遇见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乳腺外科团队，治疗才出现了转机。

针对多轮治疗后仍出现进展的三阴

性乳腺癌，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主任邵志敏

教授团队开出了精准治疗方案：先为患者

进行“复旦分型”，再开展精准治疗，成功

将治疗后肿瘤缩小的患者比例从不到

10%提升至29%，其中部分亚型三阴性乳

腺癌患者更是100%获得缓解。 该研究成

果昨天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研

究》（Cell Research），影响因子达20.5分。

三阴性乳腺癌因缺乏靶点、 复发转

移风险高，常被认为乳腺癌中“最毒、最

凶险”的一种。 患者因雌激素受体、孕激

素受体和HER-2三个主要治疗靶点均

为阴性而被称为“三阴”，约占所有乳腺

癌的15%左右。 不少患者经过多轮治疗

后病情仍然无法遏制， 经常规方案治疗

后肿瘤缩小患者比例不到10%。

同样的治疗为何获得不同的疗效？

历时五年研究，邵志敏团队发现，三阴性

乳癌并非单一类型的疾病。 通过绘制全

球最大三阴性乳癌基因图谱，对500多个

基因热点进行检测， 研究团队首次在国

际上提出“复旦分型”标准。 三阴性乳癌

据不同基因特征可分四个不同亚型：免

疫调节型、腔面雄激素受体型、基底样免

疫抑制型、间质型。为便于临床上简易、快

捷鉴别患者分型，研究团队又进一步设置

了四个在临床上常用的免疫组化标志物

（雄激素受体 、CD8、FOXC1、DCLK1），把

它们作为三阴性乳腺癌亚型的“标签”。

邵志敏介绍， 目前临床上仅需进行

数百元价格的免疫组化检测， 便可通过

这四个 “标签” 快速得出患者的分型结

果，诊断耗时短，具有广泛的可推广性。

进一步分析后， 邵志敏团队发现，不

同三阴性乳癌亚型癌细胞所表现出的特

性也有较大差异，以免疫调节型三阴性乳

腺癌为例。此类乳腺癌细胞周围有大量淋

巴细胞， 这意味着此类亚型可能对免疫

治疗敏感； 而在腔面雄激素受体型乳腺

癌细胞则有明显的HER-2基因突变，这

类病人则可能适用针对性的靶向治疗。

基于精准的分型方法， 乳腺外科研

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名为 “FUTURE （未

来）”的“伞形”研究。 研究纳入69例几乎

“无药可医”的三阴性乳癌患者，而朱阿

姨就是其一。 结合分型“标签”对患者分

类，研究团队对500多个热点基因进行检

测， 精准锁定不同分类患者癌细胞的特

征，随后予以相应的靶向治疗。

研究成果令人欣喜： 约29%的患者

明显缩小， 远超当前国际前沿治疗方法

10%左右的缓解率。 通过免疫治疗和联

合化疗的方法， 免疫调节型三阴性乳腺

癌约52.6%的肿瘤出现缩小。

在FUTURE研究中， 研究团队也不

断发现“新大陆”。邵志敏介绍，分类为腔

面雄激素受体型的三阴性乳腺癌比预计

中的恶性程度更高，进展也更快，且对抗

雄激素受体的治疗不敏感。 这部分患者

尚需进一步分析其特征， 并调整相应治

疗方案，以获得长期疗效。针对三阴性乳

癌重磅科研成果的接连推出， 邵志敏坦

言，这与研究人员想法创新、医院伦理审

批提速，与知名药企紧密合作不无关系。

目前， 团队正准备将“FUTURE伞形”研

究推至临床一线，造福更多患者。

■本报记者 李晨琰

申城医院迎战今夏第一波就诊高峰
医生建议：老年人烈日减少外出，年轻人别“玩命运动”

“都是老年人，抢救室的患者比上

个月多了近一半。 ”在同济大学附属东

方医院， 急诊内科主任白建文语速飞

快，早上 10 点不到，救护车已拉来多名

患者，不大的急诊室内摆满病床，医护

侧身从缝隙间穿过，步履匆匆。

送走“最长梅雨季”后，申城医院已

切入“战高温”模式：热浪滚滚之下，门

急诊迎来今夏第一波就诊高峰。

谁说中风冬天才有？ 夏
季更要当心

日前 ，90 多岁高龄的王老伯被送

到东方医院时已昏迷不醒，头颅 CT 显

示：大面积脑梗死。“老爷子不舒服好几

天了， 送到医院已错过了最佳溶栓时

间。”白建文说，尽管目前正给予对症支

持治疗，但考虑到老伯岁数大，又有其

他基础疾病，后续结局并不乐观。

脑梗又称“脑卒中”“脑中风”，一旦

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会引发致残乃至致

死等不良结局。

以往，大家总认为冬天气温低，血管

容易收缩，要当心中风，实际上，夏天也

要预防中风。记者从多家医院急诊获悉，

已接到过几例老人倒在书店、 酒店大堂

的病例， 主要是因为夏季室外高温，室

内空调温度较低，巨大的温差导致血压

波动，诱发了老年中风。为此，医生特地

提醒老年人注意：夏季高温天，减少外

出， 不要在温差巨大的地方进进出出，

如一定要外出，注意及时补充水分。

上海已经建立覆盖全市的卒中救

治网络，二三级医院在列，并向患者开

辟“卒中救治绿色通道”。但不少医生都

谈到，很多患者没来得及在最佳治疗时

间内“赶到医院”。脑卒中属于脑血管病

范畴，脑缺血时间越久，脑细胞坏死就

越严重。 所以，医学上有卒中“黄金 4.5

小时”抢救的说法，患者在这个时间窗

内越早获得有效救治，损伤越低。

酷暑 “玩命运动 ”，结果
可能真要命

除了脑梗， 对夏季心梗的救治，也

真正是“时间就是生命”，晚一点点，结

局可能是生死之别。

前几日，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心

血管科主任曲新凯接诊的一名患者不

免让人后怕 ：80 多岁的老奶奶在家胸

闷难受了整整 48 小时，才告知子女，最

终送医时，已造成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

死。 所幸最终经介入手术治疗，目前老

奶奶病情稳定，已回家休养。

曲新凯直言，气温过山车让病魔有

了可乘之机，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心梗

患者陡然增多，七月来已收治 20多名心

肌梗死患者。他也呼吁，家中小辈多关注

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有不对劲要及时就

医，同时避免饮食油腻、骤冷骤热，这些

都是引发心血管急症的罪魁祸首。

惊险一幕日前也发生在上海新华

医院：一名61岁的患者突然倒在医院预

检处，心脏骤停，生死关头，新华医院的

医生们迅速就地抢救病人， 心肺复苏、

气管插管、支架植入等一系列专业的救

治一气呵成，从死神手中抢回了生命。

倒在医院的患者某种程度是幸运

的，采访中，有急诊医生谈及近期一些

遗憾的病例： 有年轻人倒在了健身房，

有小伙子倒在了户外跑道上……均为

30 多岁，心脏骤停，他们已经没有机会

获得救治。

多名急诊医生提醒：夏日里，心梗、

脑梗的老年患者明显增多，而老人对胸

闷胸痛等症状敏感性的下降，让“及时

就诊”成了难题，也加大了医生救治的

难度，这需要小辈多点关心。与此同时，

年轻人尤其是酷爱运动的健身族务必

注意，别以为自己年轻体壮，酷暑天里

“玩命运动”，结果可能真要命。

儿科 “夏季档 ”开启 ，医
院提醒可利用在线服务

除了综合医院，申城的儿科医院近

期也开启了就诊“夏季档”。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门诊数

据显示 ， 出梅这几天日均门诊量达

5000 人次 ， 与前段时间相比有所上

升， 发热门诊更是持续 “战高温”。 一

会儿经受阳光炙烤，一会儿又吹起空调

凉风，经历冰火两重天，不少小朋友纷

纷“中招”。

除内科外， 儿科医院的中医科、骨

科、内分泌科等专科专病就诊人数均有

上升。 在内分泌科诊室外，记者见到了

不少“小胖墩”。 “疫情期间，吃得好，运

动少。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内分泌

科主治医生郑章乾直言，看病的小朋友

平均胖了五公斤，甚至还有孩子六岁就

患了脂肪肝。

目前，儿科医院内分泌科就诊患儿

以肥胖、早熟、矮小为主，日均门诊量在

500 人次左右。 郑章乾提醒，幼儿要保

持良好的生活作息、注意均衡饮食和适

度运动，“小孩子身高体重都有标准，超

过体重也要减肥，家长不要不舍得。 ”

为有效应对暑假接诊高峰，儿科医

院门诊已采取一系列措施： 调整号源，

增派医生；增派一线人员帮助患儿及家

属快速完成随申码、测体温等工作。

儿科医院门急诊管理办公室主任

沈国妹介绍，从 7 月份上半月的门诊客

流数据分析，周一至周六患者就诊最集

中，每日患者数量均在 5000 人次左右，

周末患者数量较平日减少近一半，建议

患者在就诊前做好实名制预约，可错峰

出行，按时就诊。

目前上海大部分三级医院都推出

预约制就诊，以及互联网医院，老病人

可在线求医问药，或根据预约时间到院

就诊，不必一窝蜂“挤早市”。

■本报记者 王星

编者按
暑期又至， 对青少年来说， 眼下

正是一年中不容错过的读书好时节。

在很多家庭， 父母们都十分重视
孩子的阅读， 在买书上投入了不少财力、 物力。 在教育界， 呼
吁让孩子多读书、 读好书的声音也由来已久， 不少老师更是率
先垂范， 甘当孩子们阅读的领路人。 在阅读这件事上， 家校双
方观念高度一致、 通力合作， 但为何有的孩子仍然迟迟没有养
成热爱阅读的习惯？

如今的中小学生都是不折不扣的 “互联网原住民”， 如何
让这些从小对电子屏幕无比熟悉的 “触屏一代 ” 主动亲近书
本， 有意识地养成阅读习惯？ 如何让孩子热爱阅读， 并通过阅
读主动汲取 “精神养料”， 让书本伴随青春的足迹、 丰润自己
的心灵？ 要让书本成为孩子的朋友， 让其终身受益， 家庭、 学
校和社会又可以做出哪些新的努力？

本报即日起刊发系列报道， 以期为青少年群体构建一个更
“悦读” 的环境。

■青少年暑期阅读调查①

多少家庭阅读环境有待升级：你家的书放对了吗？

这是一对年轻爸妈在装修新房时，

围 绕 宝 宝 房 布 置 而 发 生 的 一 场 争

论———

妈妈：“宝宝的房间，游戏区可以小

一点，阅读区一定要有。 儿童书架、书桌

都要配齐，要从小营造阅读的氛围。 ”

爸爸：“孩子这才几个月大，不如先

留点地方让他多玩玩，读书的事等大点

再考虑吧。 ”……

阅读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 不言

而喻， 不少年轻父母从宝宝出生开始，

就有引导孩子阅读的意识 ， 可谓用心

良苦 。 但问题是 ， 为何在很多家庭 ，

父母明明高度重视 ， 但孩子却未能养

成爱读书的好习惯 ？ 问题的症结可能

在哪里？

“很多父母勤于为孩子买书 ，但根

本不知道买回家的书 ， 应该摆放在哪

里。 ”观察不少家庭的亲子阅读现状后，

教育学博士、上海市优秀阅读指导员房

欲飞给出了这一结论。

很多家长可能还没发现：虽然为孩

子买书花费了不少，但论及家庭的阅读

环境，真的有待升级。

不管空间大小， 请为
孩子留出独立的“阅读区”

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该从多大开

始？ 不少家长都曾咨询房欲飞同一个问

题，而她的答复是：这个提问，本身就错

了。 “家庭亲子阅读，没必要太介意时间

上的早晚 。 现在 ， 始终是一个最佳时

机。 ”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否为孩子阅读

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一点其实更关键。

“放假第一天 ，正好家里刚到了一

批杂志，桐桐一口气读了六本。 ”房欲飞

在微博上给 13 岁的女儿桐桐写下第

195 期阅读记录。从今年元旦开始算，桐

桐已读了 220 多本书。

结合自己的育儿经验， 房欲飞说，

虽然家里藏书众多，但要真正让孩子每

天愿意静下心来看书，家庭阅读的硬环

境和软环境都有讲究———可惜的是，对

这一点，很多年轻的父母都忽视了。

和成人按部就班的阅读不同，孩子

的阅读常充斥着“怪异”的行为：他们对

阅读的热衷往往是从爱上 “玩书 ”开始

的。 因此，在家庭中，就要有意识地去营

造一个能让孩子激起并保持阅读兴趣

的独立空间。 “这个空间不必很大，但要

有足够多的书， 能让孩子身处其中，不

受电视等因素影响。 ”房欲飞的建议是，

在家里开辟独立的阅读区，可以是一间

书房，也可以是卧室一角 、甚至是通透

的封闭阳台。 一旦地方确定下来，家长

每天都应抽一定时间，带着孩子在阅读

区域内看一会儿书、读一会儿绘本，“哪

怕刚上来孩子只是玩书，也要养成在阅

读区玩的习惯。 ”这样的亲子阅读，也是

房欲飞家每天雷打不动的保留节目。

比书架更重要的是书
的摆放：封面请朝外

如今， 不少学生家长碰头闲聊，免

不了会提及家中的藏书“负担”：书本堆

得像小山一样高，可很多书的封面上都

蒙了一层灰 ，孩子看也不看 ，问题可能

出在哪？ 像房欲飞这样对阅读有些研究

的专业人员给出的提示是： 你家的书，

放对了吗？

事实上，很多家长从孩子很小的时

候开始，就买了不少布书、绘本，试图激

发孩子的阅读兴趣。 但当这些书买回来

后，家长常常就随手放在电视柜上或者

幼儿的爬行围栏边。

房欲飞坦言 ，家里藏书多 ，这是好

事。 但并不是把书往家堆，孩子都会自

动爱上阅读。 推荐的做法是：在家中的

阅读区给孩子配上专门的儿童书架 。

“书架不用太高， 比孩子的头高一点点

就可以了，要让孩子伸手就能够到。 书

架的各个边边角角，最好都要用软角包

起来，以免孩子跑来跑去碰伤。 ”

有的家长可能会发现，随着孩子渐

渐长大，小小的阅读区已“圈”不住自家

宝贝。 当孩子已可以熟练地在家中各个

角落转场， 这时候， 家里的书又该如何

放？ 房欲飞的做法是，在女儿经常出没

的地方都放上儿童书架。 沙发旁、卧室

里 、 餐桌边……方便女儿随时随地阅

读。 除了在家中多布点，书的放法也有

讲究：家里的儿童书架 ，最好都够将书

封面朝外摆放，这样就能让孩子自主选

择自己感兴趣的书。

有专家做过调查，90%的孩子都会

选择拿封面朝外的书 。 至于图书的种

类，最好能混着搭配，数量尽量多一些。

因为孩子大多天生自带“过滤”能力，会

根据自己的需求在藏书中挑出适合阅

读的书。

“以身作则 ”陪伴 ，才
能更好激发孩子阅读兴趣

除了家中的 “基础设施 ”要支撑孩

子的阅读 ，在不少学者看来 ，比一间书

房、一张书桌更重要的是 ，敦促孩子阅

读的家长，自己要养成阅读的习惯。

爱看书的 80 后“奶爸”周浩对此深

有体会，每次出差回到上海 ，周浩都会

给女儿带上一本在出差地由他精挑细

选的书。 周浩的家里，摆有两个书架，大

书架在客厅， 稍小的放在 10 岁女儿的

卧室里。 平常，女儿有想要看的书，周浩

会在网上提前了解下大致内容，然后下

单购买。 引导孩子热爱阅读，周浩也有

一些妙招。 首先，“孩子要看的书，让她

当第一个读者。家长一般不会先去翻。 ”

而有些周浩自己要看、且认为适合孩子

看的书， 则会放在大书架的显著位置。

有时候， 孩子出于了解大人的好奇，就

会自动拿去阅读。

至于另一些家长认为孩子到了一

定年龄应该要阅读的书籍，比如对孩子

青春期成长发育有帮助的书，周浩的做

法是， 将书摆放在小书架的显眼位置。

“如果孩子长时间没看，我会提醒她：把

书‘借’给爸爸看看。 通常，好奇心也会

驱使她去翻一翻。 ”

让孩子热爱阅读，相比硬环境上的

布置 ， 家庭阅读的软环境支撑更为重

要。谈及孩子阅读习惯的培养，也有爱书

人士给出建议：家庭软环境的营造，很大

程度上在于家长能否以身作则， 能否在

忙碌之余，尽可能和孩子一起看书。 “如

果有些家长自己平时不爱看书， 在陪伴

孩子阅读时，请少看手机和电视。 ”

在家庭阅读氛围的养成上，比起买

书成习惯，今天的父母更应和孩子一起

建立阅读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