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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镜面人”植入双腔起搏器
近 50 分钟手术极大考验医者逆向思维能力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冯伟 )
心脏长在右边，肝脏却长在左边。这是一

种极为少见的人体内脏解剖变异， 全部

内脏的位置呈 180 度反位， 似正常人的

镜面像，而循环、呼吸、消化功能均正常。
近日，奉贤中心医院首次为这样一位“镜
面人”成功植入了双腔永久起搏器。

家住上海奉贤南桥镇的老赵， 连续

一周出现眼前发黑、晕厥的情况，被送至

奉贤区中心医院就诊。 24 小时心电监测

显示，最长心脏停跳的时间居然达到 8.7
秒，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根据老赵

的病情， 心内科医生诊断其为病态窦房

结综合症，需立即植入心脏起搏器治疗。
而在询问病史的过程中， 医生才得知老

赵是一位脏器完全转位的“镜面人”。
要为“镜面人”做手术，医生的手术

习惯、技巧等也都要跟着一起“转位”，这
将极大地考验逆向思维能力。

该院心内科专家反复讨论， 一致认

为植入永久性起搏器是最佳的 治 疗 方

案。 尽管在该院心内科心脏起搏器植入

术已属常规手术，但是，对于完全脏器转

位的右位心双腔起搏器植入， 还是第一

次。 右位心植入双腔心脏永久起搏器的

病例在国内极为罕见， 这无疑给手术者

增加了一定的压力。
2 月 16 日，经充分术前准备 ，手术

由乔增勇主任带领曹华副主任共同为患

者实施。因患者心脏呈反位，位于右胸腔

中，电极方向均反，正确判断各腔室的位

置，了解是否还伴有其它心血管畸形，是
手术成功的关键。 手术中两位主任从不

同的角度审视， 以找到适合电极定位的

最佳位置。经过近 50 分钟的努力，心房、
心室行双螺旋电极固定成功， 监测起搏

参数完全符合植入要求，手术成功。
昨天，“镜面人”老赵康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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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卫 广告

中职教育有另一种“打开”方式
《走进艺术宫》课程开展四年，吸引申城上千名学生、上万名市民参与

日前， 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建筑工

程装饰专业教师周培元执鞭了一堂 《画
中的建筑、建筑中的画》欣赏课。 特别的

是，他把课堂搬进了中华艺术宫大厅，来
自青海果洛的藏族学生和市民坐在楼梯

上，一边看画，一边听周培元讲述建筑中

的艺术奥秘。
周培元的课程从四年前就出现在了

这座楼梯上。 上海中职教育 《走进艺术

宫》 课程开展四年来， 全市 32 所中职

校的 29 门课程已经走入中华艺 术 宫 ，
涉及艺术、 外语、 政治等多门学科。 授

课面向中职生、 中小学生及其家长。 它

们中的 15 门课程成为了中华艺术宫的

常设课程。
从 2013 年底开始， 由市文广局、市

教委牵头， 中华艺术宫和市教委职教处

合作推出了四季《走进艺术宫》课程，课

程先从艺术门类进行探索， 又扩展到语

文、政治、外语等非艺术门类课程；《走进

艺术宫》“三岁”时，主办方开设了 9 堂跨

界、多元、形式多样的艺术宫课程，并组

建优秀教师团队为开课教师进行指导，
建设“导师制”。如今，中华艺术宫已经将

15 门经典课程设置为“常态课程”，每个

月推出 2 至 3 节常态课， 面向中职生和

全社会开放。 课程报名每每在网络上公

开，几乎所有名额都被“秒杀”。

在师生心中播下“匠心”的种子

2014 年，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校

的田茜茜在参与了 《走进艺术宫》 课程

后，被一座巴金雕塑深深吸引。 “那几天

一回家， 我就把巴金的著作全部都拿来

品读一遍， 巴老历经半个世纪的创作激

情激励和感染着我。”田茜茜用自己篆刻

好的中华艺术宫图标， 通过印章方式创

作出了一幅巴金画像。 这幅《巴金像》还
成为上海中职生作品代表， 在米兰世博

会上展出。
艺术宫里藏品背后的故事， 在中职

生心中播下了一颗文化启蒙的种子，让

他们感受到了“匠心”精神。 对于老师来

说，由于教学空间和时间的转换，他们的

教学热情再次被激发。
2015 年 10 月末， 上海浦东外事服

务学校 （上海市东辉职业技术学校） 特

级教师任玉芬得到一项特别的任务———
到中华艺术宫里去讲一节课。 课程内容

是什么、怎样讲、授课目标群体是谁……
一 连 串 的 问 题 在 任 玉 芬 脑 海 里 打 转 。
“我发现， 前面 30 多年的教学经验全用

不上。” 为了寻找答案， 任玉芬先后五

六次走进中华艺术 宫 ， 最 终 根 据 中 华

艺术宫 0 米层大厅里的 9 件艺 术 展 品

设计了 《跨越时代、 寻找梦想的翅膀》
主题班会课程， 由 3 位教师和6 名学生

共同上课， 给中职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

德育课。
据介绍， 课程开展四年来 ， 32 所

中职学校逐步构建起的优秀教 师 资 源

团队 ， 成为了课程探索过程中 最 宝 贵

的财富。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职业
教育生态系统

“两个月打磨出来的课程，难道给学

生上一次就结束了？ ”展示课结束后，任
玉芬不能平静。 她主动向校长和中华艺

术宫领导提出延续课程的想法。 2016 年

3 月至 11 月，任玉芬将东辉职业技术学

校 7 个班级的学生带进了中华艺术宫。
此外， 任玉芬还不断转变授课的形

式和内容，将课程面向小学生、家长等群

体。例如在《探索真理》一画前，除了让学

生们了解画作的背后故事， 还让中小学

生更多了解上海的文化历史背景。
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校摄影专业

教师庞晓婷在中华艺术宫里开设了 《摄
影与绘画》课程。 课程面向职校学生时，
庞晓婷引导学生通过摄影技巧对于中华

艺术宫里的展品进行再创作； 课程面向

社会时， 她又将课程内容设置为探索艺

术宫的亲子摄影课。
据统计，全市有 32 所中职学校师生

设计出了 29 堂不同类型 “艺术宫课程”，
产生 6 大类 43 组 102 件艺术作品现场教

学创作。《走进艺术宫》吸引了全市上百位

教师、近千名中职学生参与其中，更有近

万名社会各界、各地市民前来参观，构建

了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生态系统。
这种创新性的授课方式还走出了上

海，去年，浙江的职业院校来中华艺术宫

取经，筹划着开设相关合作项目。

上个周末，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教师徐本方在中华艺术宫开课。
本报记者 张鹏摄

坐在轮椅上，也能走自己想走的路
赵亚男不仅是华政的“学霸”，更被众多师生称为“华政的张海迪”

在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 有位

女 “学霸” 很受瞩目： 她考研前已自

学获得英语、 法学两个本科学位； 前

年考研时， 她的成绩在学院排名第一；
就读华政前 ， 她就是一名职业 译 者 ，
译文超过 250 万字， 已有两本个人译

著出版并大卖……
这些成绩放在一名普通学生身上，

称得上 “优秀”， 而在这位名叫赵亚男

的女生身上， 实谓 “卓越” ———从小，
赵亚男就没有离开过轮椅。 因为身体

残障， 她曾被一所大学拒录。 但她靠

着顽强的毅力在家自学， 一举拿下两

个本科学位。
之所以要报 考 华 政 ， 赵 亚 男 说 ，

是因为自己有个心愿： 圆一个迟到的

大学梦。 之所以要掌握英语和法律两

门专业， 是希望在自立之余， 有机会

帮助他人。
在学校， 赵亚男被很多同学称为

“华政的张海迪”。 在今年初揭晓的“中
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评选中，她成为沪

上获得这一殊荣的 4 位学子之一。

不愿为难别人，也不勉强自己

外柔内刚，这个词用在赵亚男身上

再贴切不过。 虽然她行动不便，生活中

离不开轮椅，但是这些都没有阻碍她走

自己想走的路。
2003 年参加高考时， 老家在河北

沧州的赵亚男报考了一所离家较近的

理工科院校。 尽管她学习十分优秀，高
考高出录取线 146 分，却因为身体原因

被挡在大学门外。 当时，身边很多人给

赵亚男出主意：“不妨找有关部门，找媒

体，这事肯定能解决。”但这个倔强的女

孩用一句话了结此事：“不录就不录吧，
我不想为难别人。 ”

当昔日高中同窗走进大学校园时，
赵亚男则开始了在家长时间的自学生

活。她喜欢外语，希望成为一名翻译，把
学习目标锁定于英语专业。可当她把自

己的梦想职业告诉家里的一些亲戚后，
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你以为自己是

张海迪吗，谁会请你做翻译呢？ 不要说

别的， 我们这小地方连个出版社都没

有，今后就业怎么办？ ”
虽然亲戚的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

这没有动摇赵亚男学习英语的决心。在
她看来，谋生固然重要，但如果只是为

就业而放弃自己喜欢的事情，实在没必

要———她也不愿意勉强自己。

那时的互联 网 远 没 有 现 在 发 达 ，
要上网还得通过电话拨号。 “我自学

英语， 主要还是靠看书。” 通过两年半

的自学， 她参加成人高考并获得了英

语本科学位。

主动出击找稿源， 当自
由译员原来没这么难

从掌握一门外语，到成为一名职业

译者，到底距离多远？ 是不是如很多人

所想的，没有一家翻译公司会把稿源给

这样一个女孩？
“很多事情如果不去试，又怎么知

道自己做不成呢？ ”赵亚男开始利用网

络，搜索招聘译员的翻译公司，一家家

打电话联系。 有时候，一些公司明确告

诉她，已经找到了译员，赵亚男仍会主

动提出，可以无偿翻译样稿，证明自己

的能力。
赵亚男记得很清楚，她接的第一单

活 ，是翻译一份中药说明书 ，有 10000
多字。 她以最快时间翻译完，获得了很

高的评价，第一笔译稿稿酬被打到了父

亲的银行卡上。“稿酬虽然偏低，但我想

证明，我可以自立了。 ”赵亚男说。
2010 年， 她获得了一个试译图书

的机会，凭借着过硬的翻译功底，出版

社很快和她签约，请她担任译者。 这本

书名为《做你自己：股神巴菲特送给儿

子的人生礼物》， 是赵亚男的第一本译

著，后来一度成为亚马逊的畅销书。 而

她的第二本译著《黑箱社会：掌控金钱

和信息的数据法则》， 则是与中信出版

社合作，已于 2015 年出版。
赵亚男告诉记者，这两本译著的翻

译机会，都是她主动出击的结果。 第二

本译著最初就是她在豆瓣网的翻译论

坛“闲逛”，认识了一位编辑，然后获知

有这本图书的翻译项目后，通过试译才

得到了认可。

享受大学生活，看好未来出路

正如赵亚男所言， 虽然坐在轮椅

上， 但这无碍自己去追梦。 不喜欢循

规蹈矩 ， 希望自己尝试更多的 可 能 ，
这是后来赵亚男边当翻译边自学法学

专业的原因。 2015 年， 她以专业排名

第一的成绩被华政外语学院法律翻译

专业录取。
身为赵亚男的导师，华政外语学院

院长屈文生对这位女弟子赞赏 不 已 。
“她是我众多学生中最特别的一个，也

是华政学生中最特别的一个。 ”
当初赵亚男考研面试时的场景，华

政外语学院党委书记余素青印象深刻：
看到坐在轮椅上的她时，所有的面试老

师都感到十分意外：因为这个女孩不仅

考分高，而且口语非常流利，发音也很

棒。 老师们都觉得，光凭在家自学很难

达到这个水平，不免心生好奇：还有谁

在帮你？ 赵亚男回答再次让老师们讶

异。原来，为了练习口语，她经常在网络

上各种英语论坛通过音频和国外网友

对话。
虽然过了而立之年才圆了大学梦，

但赵亚男说，学校里的很多事情都让她

兴奋不已。 她加入了社团，和本科生们

在一起参加辩论和模拟联合国的活动，
并在和学弟学妹用英语交流的过程中

大叹“后生可畏”。 在课堂上，老师生动

的讲解、和同学们在一起讨论，这些师

生间的现场互动都让赵亚男体会到了

学习的乐趣。“这种和老师、同学在一起

的现场感，跟我以前自己看视频在网上

学习的体验是截然不同的。 ”
今年下半年， 赵亚男就要毕业了。

屈文生鼓励她在毕业论文时选择“残疾

人法的翻译与移植”这个课题，为更多

残障人士尽一份力量。为了给爱徒找一

份理想的工作， 屈文生最近没少奔走，
尽最大可能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积极

推荐。 据悉，目前已经有好几家企业向

赵亚男伸出了橄榄枝，有两家知名外企

已经给了她面试机会。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在“微留学”中开拓视野审视未来
每年百余名闵行中学学子走进“海外课堂”

开学不过数日， 闵行中学高二年级

的谢雨轩、金希源、宋凌浩、姚成捷、沈佳

晨、施宸淤就忙得不可开交。 寒假期间，
这六个男孩用三周时间， 在美国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与专业的科研团队一起探

索课题 “石墨烯材料在海水淡化中的纳

米技术应用”。 最近，带着“任务”回国的

他们还在进一步挖掘后续研究， 并合作

撰写英语论文。这场特别的海外游学，不
但点亮了他们的科研梦想， 还令他们对

未来之路有了新的规划和期许。

在纠错中感受科研的魅力

“刚开始做研究时，我们一直在‘犯

错’，但后来就知道怎么做了。”对沈佳晨

来说，这次科研体验最大的意义，莫过于

让一向信奉“成功是王道”的他，头一回

意识到了“失败”的珍贵。

“我们几乎是在不断的失败中，逐渐

摸索出经验，接近成功的。 ” 金希源说，
一开始他们 3 人一组，由于缺乏沟通、目
标不明确， 导致作阶段性报告时数据无

法形成对照，后来重新调整分工，一人绘

制图像、一人总结、一人协调，效率才大

大提高。从最开始遇到错误、疑惑就习惯

于求助他人， 到后来尝试自己分析和解

决问题，他们六人在不断纠错的过程中，
逐渐窥见了探索科学的奥妙和乐趣。

“做科研需要大胆尝试和发散性思

维，但不能忘了合理的预先规划，科研需

要热情，更需要理性。”金希源回国后，在
心得体会中郑重地写道。

在“微留学”生活中学会独立

游学的压力一方面来自科研， 另一

方面来自生活。 宋凌浩就第一次感受到

打理一个“家庭”的不易。
“开始时，洗衣机、烘干机、洗碗机、

烤箱，我们一个也不会用，自己做饭总是

手忙脚乱。 ”身在异国，这个由六名学生

和一名带队老师组成的 “临时家庭”，经
历了一段不短的“磨合期”。 由于缺乏独

立生活的经验， 团队中的大部分人都不

太会做菜， 这时， 宋凌浩主动请缨当了

“掌勺大厨”。后来六人逐渐分工明确，在
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脱离长辈庇护的生活固然能够锻炼

人， 融洽欢乐的校园环境也让这些孩子

感受到不一样的温暖。沈佳晨说，在游学

的三周内， 除了课堂学习和科研活动以

外，他们还参加了丰富的拓展活动，例如

徒步登山、在海边操纵无人机、观看伯克

利大学与犹他州大学的篮球比赛等，与

当地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拓宽“课堂”范畴，给学生
搭建多元平台

为什么要推行“海外课堂”？ 校长何

美龙坦陈，不是为了倡导孩子出国，而是

让他们能够感受卓越的国外教学， 并且

有更宽阔的视野审视自己的未来。
在何美龙看来， 学校要尽力为学生

创设与同龄佼佼者一起交流、 体验的机

会。随着“海外课堂”惠及更多学生，不少

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正变得更开放，也

更多元。
据介绍，目前闵行中学的海外“合作

学校”包括澳大利亚斯考茨公学、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 每年超过 100 个

学生能够“走出去”。如今，学校还在争取

让更多国际名校成为学生的 “海 外 课

堂”，同时也在不断拓宽“课堂”的范畴。
近期， 学校正在与加拿大的多所大学进

行洽谈，而“夏威夷州政府实习项目”等

活动也在推进当中。此外，学校已于去年

与“法国科技学院联盟”达成“升学直通

车项目”的合作。
尽管“走出去”的学生只是全体学生

中的一小部分，但学校在“海外课堂”方

面所作的探索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并

非要倡导学生出国留学，但是身处上海，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具备国际视野，
所以学校想给有需求、 有兴趣出去看看

的学生搭建一个多元平台， 让他们了解

更多。 ” 何美龙这样说。

■本报见习记者 朱颖婕

赵亚男在华政校园参加朗诵比赛。 （本人供图）

榜单越“硬气”负面效应越大？
(上接第一版 )在非 985 高校中 ，苏州大

学表现抢眼，有 15 位“高被引”学者，超

过了不少传统 985 高校。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国内对科研

人员的评价， 无论是 “长江学者” 还是

国家 “杰青”， 到目前为止还是以专家

评审的方式进行。 但 “高被引” 学者的

产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排除一切

人为因素的纯计量统计结果。 因此， 这

一排行榜的真正看点在于： 撇去了各种

人才的 “帽子” 和 “光环”， 仅统计一

名科学家在其学科内的论文被 引 用 次

数， 被引次数越高， 越证明其研究价值

和学术影响力。
据悉 ， 2016 年中国 “高被引 ” 学

者榜单采用了上海一家信息咨询公司开

发的方法和标准， 基于客观引用数据，
对中国研究者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进

行了系统的分析。

既起到“精准识别”作用，
也受到一些限制

从上榜的学者来看， 既有活跃在公

众视线中的院士、知名科学家，也有一些

知名度相对较低的年轻学者。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

一流大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莹介绍，
由于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在统计时，
只计入了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光是

这一条，就有“挤水分”的保证。 也就是

说，能够进入榜单的，都是长期在学术领

域持续辛勤耕耘并有学术成果获得同行

认可的学者。
有学者举例，在艺术与人文领域，尽

管本土高校有很多大家、 名家活跃在公

众视野， 但是谁能够在国际期刊上发文

并获得较高的同行引用， 这份榜单就起

到了“精准识别”的作用。“而此次上榜的

学者一共只有 5 位， 基本都不是公众熟

知的名字。 ”
类似的情况 也 发 生 在 某 些 科 学 领

域。 不过，也有学者坦承，艺术与人文学

科领域具有很强的国别性， 创作受语言

的限制比较大，因此也对“高被引”指标

造成了限制。

任何榜单仅具有特定参考
价值，适度使用成为一个问题

由爱思唯尔发布的中国 “高被引”
学者榜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出版

巨头科睿唯安（原汤森路透）发布的“全

球高被引科学家（作者）名单”。 在后面

这份榜单上，2016 年上榜的中国 “高被

引”科学家（包括港澳台地区 ）只有 196
位学者。

两份榜单， 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人

数差距，又该如何解读？同济大学高等教

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在接受采 访 时 指

出，这好比是两把不同的尺子，衡量人才

的精度不同，评价的目标也不一样。
科睿唯安是 依 据 其 基 本 科 学 指 标

（简称 ESI），按照 21 个学科领域进行被

收入论文的统计。 排名在前 1%的论文

为该学科领域的“高被引”论文，其作者

入选该学科领域“高被引”作者。
“事实上， 这份全球 ‘高被引’ 科

学家名单通常和科睿唯安发布的 ‘引文

桂冠奖’ 被放在一起， 一大功能是用来

预测诺贝尔奖的可能人选。” 张端鸿说。
不过， 这份显得很 “高大上” 的名单，
却无法覆盖所有的学科。 一些从事工程

学研究的学者， 其科研学术成就却无法

在这里得到公正评价。 谁都知道， 诺奖

没有工程学类的奖项设置。 相比之下，
爱思唯尔发布的中国 ‘高被引’ 学者榜

单显得更加 “接地气”， 学科门类就拓

展到 38 个， 能够将更多不同学科研究

者的学术成就公允地呈现出来， 给学术

界和公众提供的是 1776 名最具世界影

响力的中国学者以及他们的所属学科和

分布。
但是 ，任何排行榜 、指标 都 只 具 有

特定的参考价值，如何适度使用它们正

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在采访时，有学

者直言，一份榜单越“硬气”、越受关注，
或许其负面效应也会越大。 “最怕在‘双
一流 ’建设的大背景下 ，一些地方和高

校为了引进人才，按图索骥去挖人。 若

真如此 ，‘小 ’学校要想留住人才 ，可能

就越发难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