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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对近50万38岁至73岁人群的脑数

据研究发现，睡眠时长与中老年人的认知能

力、精神健康呈显著关联，且7小时是恰到好

处的睡眠时长。简言之，睡眠时间过短或过

长，都与认知受损有关。这是复旦大学类脑

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冯建峰、程炜团队近

日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

聚焦儿童大脑发育与身心健康之间的关

联以及老年人大脑与认知、疾病之间的关系，

复旦大学类脑研究院去年一年已在《科学》《自

然》等顶尖期刊集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成果本身更吸引人

的，是脑研究的全新范式和路径。研究院院

长冯建峰告诉记者，从大脑发育的起点到衰

老，制作儿童健康大脑和老年健康大脑的“百

科全书”，再“拼”上目前对脑疾病理解的模

块——通过“解码”人脑的发育和工作机制，

最终实现模拟人脑。

儿童睡眠时长与脑结构
发育显著相关

从人出生后到11岁左右，是儿童大脑快

速发育的阶段，其后加速度逐渐降低。理解

大脑发育风险因素的作用机制，是理解人脑

的重要一环。故此，冯建峰团队五年来持续

研究儿童大脑发育与心理健康风险因素之间

的关系。

“对少年儿童的大脑研究不仅是一个科学

问题，青少年的‘脑力’也关乎国家的未来，揭

示儿童心理健康的脑神经机制对于促进儿童

身心健康与脑发育有重要意义。”冯建峰说。

调查显示，我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

年，大约有3000万人受困于各种行为问题和

情绪障碍，学龄儿童和青少年已成心理疾病

的高危人群，确诊人次逐年递增，并呈低龄化

趋势。在冯建峰看来，儿童的大脑与心理健

康之间有密切联系。

以备受关注的睡眠时间为例。一直以

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儿童睡眠最佳时长为

9到11小时”。但这究竟是为什么，科学依据

在哪里？冯建峰团队通过研究发现，睡眠时

长与眶额叶皮层、前额叶、颞叶、楔叶以及缘

上回等脑区的皮层面积相关，而这些脑区又

是抑郁等精神疾病和认知功能相关联的核心

脑区。

“我们发现，睡眠时间少于7小时的儿童，

较之睡眠时长9到11小时的儿童，行为问题

平均要高53%，而认知则平均低7.8%。其背

后原因在于，儿童睡眠时长与这些脑结构发

育显著相关。”研究团队成员程炜告诉记者。

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从大脑机制来看，

人在儿童时期，睡眠时间越长越好；而到20

多岁后会出现一个转折点，睡眠最佳时长为

7到9小时；随着人步入老年，7小时是恰到好

处的睡眠时长，睡眠时间过长或过短都与大

脑认知受损有相关性。

“睡眠需求的变化与大脑发育及衰老之

间有着什么样复杂的联系，目前也在研究之

中，这对于未来干预大脑衰老进程和防范认

知退化有着重要的意义。”程炜说。

数据“讲故事”，开启科研
的第三种范式

这些研究成果让科学界和医学界对儿童

心理健康与脑发育的关系有了新的认知，更

重要的是，这一系列研究开启了科研的第三

种范式，即理论研究、实验研究之外，以数据

和算法为基础的全新研究。

“数据也会讲‘故事’。过去，不少研究数

据中的信息及其存在的因果关系无法被获取，

而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算法的升

级，包括医工的多学科交叉，那些隐藏在数据

背后的‘故事’逐渐被完整还原，使成果加快落

地、造福大众成为可能。”冯建峰介绍，如今，通

过综合大型队列数据的人脑发育全图谱、发育

全程数据，同时，通过更新的算法，科学家甚至

可以预测一百年后人类大脑的变化。

团队通过对各类数据的非线性关系的研

究，不仅揭示了睡眠与大脑发育和认知能力、

抑郁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关系，更多与儿童

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的脑机制也得以被发现。

比如，大脑运行机制与儿童多动症之间的关

联，城市化进程与青少年儿童的大脑结构及

精神健康之间的特异性关联、家庭环境与儿

童行为问题关系的脑结构基础等一系列问题

都在研究中有了进一步的结论。

此外，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与原本的“常

识”并不一致的科学结论。比如，过去人们总

认为25到28岁是最佳生育年龄，但通过大数

据方法对儿童大脑发育队列数据分析发现，

从儿童大脑发育角度来看，最佳生育年龄在

30岁左右，而父母育龄的过高和过低都与儿

童心理健康问题有着显著的相关性。

基础科学研究推动应用，
为精准医疗提供支持

让研究人员感到兴奋的是，从人脑的起

点开始，到类脑人工智能和脑疾病的精准医

疗，原本始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类脑智能研究

正离我们的应用越来越近。

冯建峰介绍，基于数据和算法，未来还会

有更多有趣且有价值的发现。在推动人工智

能和脑疾病研究发展的同时，这两者又会进

一步帮助科学家加深对人脑机制的理解，由

此形成一个科研发展的“闭环”，不断迭代、交

叉融合。

据了解，目前类脑研究院正与国内的医

院合作建构人脑数据库，构建精神分裂症、抑

郁症、神经退行性疾病、自闭症、脑卒中的大

数据队列以及大学生队列。研究人员还通过

脑影像平台，在已有数据和对大脑理解的基

础上，发展各种算法。围绕大脑学习、记忆、

情感以及成瘾的神经机制，从遗传分子、神经

环路等多个层面做了很多基础的研究。这将

为未来的精准医疗提供支持。

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启用全新研究范式
“解码”人脑的发育和工作机制，过去一年来重磅成果迭出

不同年龄段的人，睡眠最优时长各有不同

老年人有高血压、糖尿病

等慢性病，可以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吗？新冠病毒变异了，现

在打还有用吗？眼下，许多社

区都在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那么，老年朋友到底要不要

打？昨天，针对老年人群在接

种新冠疫苗方面的疑惑，中国

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教授、著名病毒学家闻玉

梅接受记者专访，一一回应。

她呼吁市民尤其是老年人要科

学认识疫苗、科学接种疫苗。

老人接种疫苗的
好处有哪些？

“我今年89岁了，已完成

两针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今

天我特别想告诉老年朋友，要

从科学角度理解为什么老年人

要打疫苗。”闻玉梅直言，对老

年人而言，接种新冠疫苗最重

要的获益就是可以预防重症乃

至死亡。

“老年人不被感染最好，但

一旦感染，容易重症化，要吃苦

头，浑身可能插满管子。那何

苦要吃那个苦头呢？如果现在

可以预防，为什么不呢？”闻玉

梅以大白话来解释老年人最关

心的“打疫苗的好处”。

研究表明，新冠病毒疫苗

可以极大降低发生重症和死亡

的风险。本轮上海疫情死亡病

例中，超过90%是未接种过疫

苗的老年人。老年人完成了新

冠病毒疫苗的基础免疫，即使

感染，发展成重症的风险至少

降低60%，如果还接种了加强

针，风险可以降低90%以上。

如何科学看待疫
苗的“副反应”？

“听说打疫苗有副反应？”

“不打是不是最安全，大不了我

不出门”……闻玉梅院士坦言，

自己也听到这样的说法，但在

她看来，这些说法并不科学。

她解释，从医学角度看，“反应”是必然的，因为疫

苗对身体而言是“外来物”，身体会对此产生反应，也就

是免疫反应，若不产生反应，接种反而无用。至于老年

人关心的“副反应”，她表示，也许有些人会出现局部手

臂红肿、轻微发烧等情况，这都是正常反应。

至于有老人表示自己索性“闭门不出”，闻玉梅笑

言，这不是很理智的说法。她鼓励老年人还是要出去

走走，而她本人也坚持日行3000步。“人要活动，不然

没有病却长期待在家里，等于有病了。另外，即便自己

不出门，难道子女不探望？亲戚不走动？外卖不收

了？我们与外界的接触是免不了的。”

那么，老年人基础疾病较多，能接种新冠疫苗

吗？对此，闻玉梅答道：“我也有高血压、糖尿病，

但我为什么接种了？因为我的高血压、糖尿病都控制

了。我还想告诉大家，我的姐姐今年92岁了，平时

有过敏，打新冠疫苗前经医生建议服用了抗过敏药

物，病情稳定，如今她还完成了第三针加强针的注

射。”闻玉梅强调，老年朋友要根据自己情况及时接

种新冠疫苗，有慢性病的，把病情控制好了、处于稳

定期，就可以接种。

病毒变异了，现在接种是否还有作用？

针对有老年朋友咨询“新冠病毒变异了，现在接种

是否还有作用”这一问题，闻玉梅表示，新冠病毒的变

异是局部的，整体上没变，因此严谨地说，疫苗不是失

效，而是减效，但依旧是有效的。也正因此，大家会发

现，接种新冠疫苗后，也许依然会感染，但很重要的一

点是，不太会发展到重症和死亡。这点对老年朋友尤

其重要。

关于“加强针”打不打的问题，闻玉梅解释说，加强

免疫就好比人际交往中的“加深印象”，人与人许久不

见，可能记忆会模糊，加强针的功能就在于加深身体对

病毒模样的“记忆”，让免疫“加固”。

“我特别想对老年朋友说，不要过度害怕，不要听

信谣言，凡事得实事求是。”闻玉梅说，上海老龄化比较

严重，这些年她始终倡导要实现健康老龄化。老年人

不想给社会、给子女造成负担，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家人。

最后，她还给老年朋友一点“小贴士”：打疫苗得打

得心里舒坦、家人放心，如果内心确实非常紧张，就缓

缓，因为紧张可能导致血压上升。请牢记做什么事都

要泰然处之，平日多吃蔬菜水果，注意休息，适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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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嘉旖 占悦）记者昨天从
市民政局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

到，本市将从7月1日起调整最低生活保障等

社会救助标准，失业保险金等也将上调。

本次调整的社会救助标准包括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民政定期定量补助对象救助标准、

特困人员供养标准、低收入困难家庭申请专

项救助收入认定标准、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

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救助标准等。

据了解，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每人

每月133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420元，增加

90元；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未满16周岁的

未成年人提高救助标准，从每人每月1730元

调整为1850元，月增加120元。

民政定期定量补助对象救助标准调整提

高。重残无业人员、司法老残等三类对象，按

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调整，从每人每

月1730元调整为1850元，月增加120元；散居

归侨、因公致残知青等七类对象，在原救助标

准基础上，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幅同步增

长，每人每月增加额在150元至370元之间。

本市特困人员供养标准按照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的1.3倍，从每人每月1730元调整为

1850元，月增加120元；本市低收入困难家

庭申请专项救助经济状况认定标准中，收入

标准调整为：居民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

低于2840元，其他标准仍按现行有关规定

执行。

此外，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就业人

员收入豁免标准为每人每月870元，与去年

标准保持不变，同时鼓励申请社会救助家庭中

有劳动能力的人员积极就业。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介绍，自7月1日

起，上海对失业保险金支付标准进行调整。具

体来说：第1至12个月支付标准为2055元/月，

第13至24个月支付标准为1644元/月，延长领

取支付标准为1420元/月。

自2022年1月1日开始，上海对2021年12

月31日前发生工伤致残或因工死亡人员的工

伤保险三项待遇标准进行调整。

2021年12月31日前发生工伤且致残一级

至四级工伤人员的伤残津贴在2021年享受的

标准基础上调整。其中，致残一级增加 532

元/月，致残二级增加489元/月，致残三级增加

462元/月，致残四级增加426元/月。调整后的

伤残津贴最低标准为：致残一级8824元/月，致

残二级8226元/月，致残三级7730元/月，致残

四级7230元/月。

2021年12月31日前发生工伤且经确认生

活不能自理工伤人员的生活护理费在2021年

享受的标准基础上调整。其中，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工伤人员增加529元/月，生活大部分不能

自理工伤人员增加423元/月，生活部分不能自

理工伤人员增加317元/月。调整后的生活护

理费标准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5698元/月，生

活大部分不能自理4559元/月，生活部分不能

自理3419元/月。

2021年12月31日前因工死亡人员供养亲

属的抚恤金在2021年享受的标准基础上，每人

每月增加108元。

这两天，沪上多所高校公布2022年本科

生招生方案。今年上海秋季高考统考将于7

月7日-9日举行，眼下正是考生复习冲刺阶

段。一些多年从事高招工作的专家表示，从

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有几个招生新亮点、新

趋势值得今年的考生和家长关注。

本硕博贯通项目，为基础学
科拔尖人才培养探新路

目前，复旦、上海交大、同济等沪上知名

高校均在最新发布的2022年本科生招生方

案中公布了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高校将依

托书院制、试验班等，聚焦小规模、高质量的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潘伟杰介绍，今年，

该校新增的计算机科学拔尖人才试验班，首

次采用“本研贯通”培养模式，由院士、知名专

家共同参与人才培养，而且每一名学生都配

备学业导师，按照“一人一方案”进行个性化

培养。此外，“经济学本博贯通拔尖项目”今

年也将继续推进，经济学类专业新生入校后

经选拔才能进入该项目。潘伟杰表示，高校

加大本硕博贯通培养，主要是为了探索更长

周期的人才培养规律，保证学术型人才成长

的连续性和高效性。尤其在基础学科领域，

有助于稳定优秀人才的选择。

在上海交通大学，“强基计划”为学生度

身定制了“4+4”或“4+5（含海外）”本博培养

模式。本科阶段主要以理工交叉为特色，学

业优秀的学生可免试直升进入博士培养通

道，大四就可提前选修研究生课程。在博士

阶段，学生可以选择继续在原学科深造，也可

以选择进入关键领域的工科专业进行学习。

今年，同济大学本科生招生方案中出现

了多个首招、首设。首次在本科一批次设工

科类“国豪精英班”，聚焦人工智能、先进制

造、智能建造、数字城市、未来交通、绿色发展

等重大战略领域，培养国家急需的应用基础

创新人才。其中，国豪书院实行全程导师制、

完全学分制、本博贯通、专业任选等政策；首

设的医学试验班（国豪精英班），也采取本博

贯通培养模式，在基础医学专业培养面向未

来的教育型、科研型医学人才。

今年，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在理科实验

班类新增“本硕博一体化”拔尖人才培养，8

年即可取得博士学位，具体的培养方向包含

数学与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理论与应用力

学和材料设计科学与工程等四个专业。

四年拿下两个学位，复合型
人才更符合未来用人需求

当前，市场对人才的衡量已不再局限在

某个专业领域，而是希望从业者具有更加广

博多元、跨界整合的能力和水平。今年，沪上

多所高校新增跨学科双学位项目。多所高校

招生办主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学校的

追踪调查，近年来，复合型人才在未来的发展

和职业生涯中将占据优势，建议考生和家长

加以关注。

上海交大今年的本科招生章程显示，双

学士学位试点项目多达15个，涵盖理工、文

管、医文等多种类型的交叉复合。以“船舶与

海洋工程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为例，

主要培养未来能解决船海工程领域高精尖技

术中“卡脖子”问题的人才，“金融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双学位项目，则聚焦培养高端科

技型金融人才。

在华东师范大学10个双学士学位复合

型人才培养项目中，有3个为今年新增的项

目，分别是翻译-历史学、人力资源管理-应

用心理学、通信工程-教育技术学。华东师

范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主任孟钟捷介绍，

该校双学位项目所依托的学科专业都具有博

士学位授予权，且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门

类。“下学期，学校还将推出微专业，为学生提

供更多学习机会，扩充跨学科知识，快速成长

为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上海财经大学也增设了4个双学士学位

项目，由该校金融、经济、公共经济与管理、统

计与管理、数学等5个强势学科学院联合招

生培养，将授予经济学+理学学位。上海财

经大学招生办副主任彭曦介绍，步入数字经

济时代，量化金融、智能投资等成为经济金融

的未来发展方向，从行业发展趋势看，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需要进一步促进基础学科交

叉融合发展。

实验班实验区覆盖多学科，
提供更自由选择空间

实验班、实验区也屡屡成为今年沪上

高校招生简章中的“新面孔”。一些高招专

家认为，这类培养平台往往涵盖多个专业

和方向，给予学生更自由的选择空间，也

值得关注。

着力培养交叉复合人才，目前，同济大学

实验区共有八个项目，涉及理、工、文、管、经

济等专业，除少量不对转专业的新生开放外，

其他的实验区均欢迎新生按照自己的兴趣、

遵循自愿原则，参加选拔。学生进入实验区

的项目后，将转入项目相应的专业，按照项目

培养方案进行培养。同济大学本科招生办公

室主任陈宇光介绍，经过对前几届毕业生的

跟踪反馈，实验区培养的学生呈现深造率更

高、毕业生就业质量更高、未来发展更广的特

点，考生和家长可以给予特别关注。

拥有数学天赋和特长的高中生也迎来

“利好”。今年，复旦大学数学英才试验班首

次面向高中招生，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前置。

此前，英才班的选拔皆在大学内进行。潘伟

杰表示，数学是基础学科中的基础，像人工智

能、集成电路等如今大热领域的发展都离不

开数学。“从大学的角度来看，未来在哪里，人

才培养的方向就在哪里。让专业更专业，让

交叉更交叉，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完全

可以同时进行。”

今年上海秋季高考统考将于7月7日-9日举行，沪上多所高校近日公布招生方案

高招新趋势：让专业更专业、交叉更交叉
■本报记者 储舒婷 吴金娇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申城今年首个高
温日，用电负荷创下新高。记者昨天从国家

电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获悉，23日午后全市用

电负荷攀升至2997万千瓦，逼近3000万千瓦

关口，为今年入夏以来的新高，较去年6月最

高负荷增长11.28%。国网上海电力表示，今

夏本市最大用电负荷预计为3500万千瓦，最

大供电能力约3650万千瓦，可以满足全市电

力供需平衡。

上海用电水平近期已有明显上升。6月前

三周，本市最高用电负荷周环比平均涨幅为

11.88%，用电量周环比平均涨幅为10.85%。

国网上海电力日前举行迎峰度夏反事故

演练，重点模拟了可能出现的电力平衡突发

事件，检验电网安全生产领域的预案落实情况

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开展防汛专项检查和

综合整治，累计处理各类地下配电站房、易涝配

电设施防汛隐患2000余处；开展树线矛盾治

理，累计修剪树木7万余棵；抓好常态化应急抢

修管理，优化全市173个网格驻点的资源配置，

确保3300余人的专业抢修力量快速及时响应

电网突发状况及客户故障报修。

截至目前，国网上海电力已完成21项迎峰

度夏工程建设。其中，500千伏黄渡站、杨行站

增容改造，以及220千伏妙香站、锦绣站扩建等

电网工程按时投运。

左图：国网上海电力带电作业人员在市中

心区域开展杆上带电消缺。

2997万千瓦！上海用电负荷创今夏新高

7月1日起，本市上调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失业保险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