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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入伏， 我国三分之一地

区出现高温天气。 上海中心气象

台昨日 10 时 54 分发布今年首个

高 温 橙 色 预 警 ， 最 高 气 温 冲 上

38℃。 烈日炙烤下，沪上各大医院

的门急诊量节节飙升， 一些临床

科室住院病人爆棚， 医护人员进

入“战高温”模式。 本报记者深入

各大医院， 直击高温下的临床一

线，记录“高温下的医者仁心”。

高温下的医者仁心①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生团队研发的中医健康服务机器人。 （上海中医药大学供图）

“反套路”毕业致辞缘何走红
樊丽萍

每年大学毕业季， 总有一些 “重
磅”演讲让人难忘，或校长讲话，或嘉

宾致辞，或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不管

这些嘉宾具体讲啥， 不变的基调是美

好的祝福。
而今年，一篇“反套路”的毕业演

讲这两天却意外走红， 一度刷爆了朋

友圈———这是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

官约翰·罗伯茨到卡迪根山中学参加

他儿子初中毕业典礼时发表的一篇演

讲。面对台下一群十几岁的孩子，这位

大法官语速缓慢、语调平和，却语出惊

人：他的祝福是———“祝你不幸”。
“我希望今后你能时常遭遇不公，

这样，你才能懂得公正的价值。”“我希

望你能遭受背叛，这样，你才能领悟忠

诚的重要。 ”“我希望你能时常体验到

孤独，这样，你才不会视朋友为理所当

然。”“我祝你偶尔运气不佳，这样你才

会意识到机遇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
从而明白你的成功并非天经地义，而

他人的失败也不是理所当然。”……有

趣的是，很多人看到视频、读完这篇致

辞后忍不住纷纷点赞、转发、分享。
乍一看，罗伯茨大法官真够心狠，

给孩子们端上的是一碗 “毒鸡汤”，但
仔细一想， 这真是为人父母才有的感

怀：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生活在 21
世纪的孩子， 尤其是大城市的独生子

女们，成长过程过于顺利。 这一代人，
没经历过战火，没饿过肚子，平日的起

居生活都由父母一手打理， 对于贫困

可能带来的生存压力， 这一代人几乎

无从体会。
成长中缺少逆境， 究竟是不是一

种幸运？中国早有古语：“生于忧患，死
于安乐。”而事实上，过于安逸的环境，

已经造成不少孩子精神世界“免疫力”
下降。

今 天 很 多 孩 子 长 着 一 颗 “玻 璃

心”，生活中的一点小困难，时不时就

会被放大为“人生的大灾难”，而一旦

受到人生挫折的“突袭”，一部分人会

手足无措。 比如，几次失利的考试，老
师不经意间的一句批评， 都会引发他

们的厌学、焦躁情绪，动辄要计算“心

理阴影面积”。 还有每年的高考时节，
为了给孩子创 造 一 个 安 静 的 考 试 环

境，可以说是“草木皆兵”。
记 得 多 年 前 ， 一 本 名 为 《黑 天

鹅》 的畅销书， 让很多人有醍醐灌顶

之感。 “人类总是过度相信经验，而不

知道一只黑天鹅的出现就足以颠覆一

切。”简单来说，人们长期习得的经验对

付不了突然发生的“黑天鹅事件”。环顾

当今世界，无论是金融危机、地震海啸，
还是恐怖袭击、难民危机，“意外”事件

不断， 全球治理期待全新方案。 对于

个人而言， 情况也是一样。 从升学、
职业选择， 到参与社会交往， 总有一

些结果出乎人们意料， 甚至让人倍感

失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 罗伯茨大法

官今年在毕业季演讲时 端 上 的 一 碗

“毒鸡汤 ”， 其实是苦心孤诣 ， 让 年

轻 人 对 今 后 生 活 中 可 能 冒 出 来 的

“黑天鹅” 有所防备， 不被现实生活

的困顿击败， 经历风雨后， 才会更加

珍视平凡生活的美好。
这些年，在毕业季的“最后一课”，

我们听到的很多致辞已经陷入一种套

路。 而事实是， 比起那些漫无边际的

“宏大叙事”和简单祝福，年轻人更期

待的是走心的话语。唯有真诚，方能打

动人心。

让医学科技惠及更多百姓

上海卫生科技活动周启动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21 年的努

力，为的是让胰腺癌患者活得更有尊严；
20 年的光阴， 就为研究一个脂肪性肝

病， 最终把中国人的大样本研究成果写

进国际指南； 基于一根小小银针， 提出

“从肾论治” 类风湿关节炎。 昨天，2017
年上海卫生科技活动周开幕， 一批上海

的医学科技成就获得集中展现。
本 届 科 技 周 的 主 题 为 “ 万 众 创

新———向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进军”。 上海健康促进中心主任顾

沈兵说，上海医学科技工作者始终勇于创

新，攀登着一个个医学科技高峰。 在接下

来的一周里，全市范围将集中展现科技进

步对民生改善的新成果，这其中包括“高
大上”的最新医学成就，也包括新科技对

医疗服务的改善， 比如医院智能挂号体

系、移动支付系统、在线化验查询等。
上海科技活动周是市卫生计生委从

2012 年起设立的大规模群众性科学技

术活动，已举办五届。据介绍，即日起，全
市还将举行特色科普讲座、 医务人员演

讲比赛等一系列活动， 希望让医学科技

惠及更多百姓，提升市民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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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一代”多诞生在宇宙8亿岁前

中国科学家发起的 LAGER 项目首获重大进展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大爆炸

后约 8 亿年，宇宙中的中性氢“大雾”已

消散近半， 这是中科院上海天文台郑振

亚研究员及其合作者在宇宙再电离研究

领域获得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一重要研

究近期发表在国际一流天体物 理 期 刊

《天体物理快报》上。 美国国家光学天文

台以 “遥远的星系揭开宇宙黑暗时代末

期的面纱”为题，专门撰文报道了此项研

究突破。
宇宙大爆炸之后大概 30 万年，整个

宇宙处于黑暗时代。在那段时期，宇宙中

没有恒星，没有星系，整个宇宙被中性氢

所充满。在这个黑暗时代末期，宇宙第一

代恒星和星系开始形成， 它们发出的紫

外光辐射电离了周围的中性氢， 使得整

个宇宙开始明亮起来。 这段整个宇宙的

整体相变过程被称之为再电离。 确定再

电离的细致过程以及第一代星系是何时

形成的， 是天体物理前沿一个极具挑战

性的问题。
宇宙早期天体所辐射的莱曼阿尔法

发射线光子会被星系际弥散的中性氢原

子散射，如果周围环境开始电离，大雾就

会变弱，完全电离则大雾消失。对莱曼阿

尔法发射线星系的观测因此是探测宇宙

再电离的关键手段。
“宇宙再电离时期的莱曼阿尔法星

系”（英文缩写 LAGER）， 是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王俊贤教授发起组织的一个由中

国、美国、智利三国天文学家参加的研究

项目。 该项目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即取得

重要突破。 LAGER 在第一个目标天区

（计划 4 个）即探测到了宇宙年龄在 8 亿

年处 23 例莱曼阿尔法发射线星系。分析

发现，宇宙再电离的过程始于更早期，在
宇宙年龄 8 亿年时仍然未完成， 大概处

于一半电离一半电中性的状态， 并且是

非均匀的。
这个结果意味着， 宇宙在它当前年

龄不到 6%处，这场大雾（宇宙整体的中

性氢环境）已经开始消散（50%电离）；早

期宇宙中很大比例的第一代星系需要形

成于宇宙年龄 8 亿年之前。

“0岁”病人，烧在你身痛在我心
为何烧伤科病人数量随着气温一齐攀升？记者在瑞金医院寻找答案

一双粉嫩的小手卷缩着，这是君君

全身仅存不多的完好皮肤。小家伙的床

头挂着他的病例牌：“急诊入院，热液烫

伤”，年龄栏写着“0 岁”。 不到 1 岁的小

患者， 在瑞金医院烧伤整形科病房，统
一记为“0 岁”。

“2 岁以下的烫伤病例很难处理，
集中到我们这里，看着很痛心。”烧伤科

主任郇京宁眼看高温天来袭，可收小病

人的特别床位早就满了。
在瑞金医院，烧伤科病人量跟着气

温一同攀升，单日门诊量猛增到 400 人

次以上，与秋冬季一般 200 人次的门诊

量比，相当于翻了一倍；急诊单日量从

平日的 50 多人升到七八十个。其中，小
儿烫伤病例占三分之一。

为什么气温飙升，病人就会多？ 哪

些伤痛是可以避免的？ 昨天，在病人爆

棚的瑞金医院烧伤整形科，记者找到一

些答案。

一个夜急诊， 收到两个
“0 岁”病人

紧挨着瑞金二路的烧伤科老大楼，
沿着上世纪 50 年代的老楼梯往上走，
沿途要避开如石榴籽儿般密密坐在楼

道里的家属，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到别人

的手、脚，还有手机。一些跟着父母来的

孩子索性把玩具撒满一地，趴在地上玩

起来。
“烧伤科都是隔离病房， 家属进不

去，还等在门口做什么？ ”记者不解。
“心情，理解家属的心情。 ”郇京宁

叹了口气。烧伤科病房 60 张床位，躺在

这里的都是危重病例， 有的全身 80%
面积烧伤，有的送来时已奄奄一息。 其

中，还有一个特殊群体———2 岁以下的

孩子，不少还是“0 岁”。 记者数了数，60
张病床上，总共躺着十多名 2 岁以下的

孩子，占了近三分之一。 他们被安排在

距离护士台最近的病区。
他们有的出生不过几天就被送进

来， 因为严重烧伤会在这里住很久，获
得“可计数的岁数”。君君身边就躺着两

个 1 岁的孩子。门口的家属不少就是这

些孩子的父母，隔离病房会随着医生进

出自动开闭，有家长说：“往里头哪怕看

一眼，也好的。 ”
家长心里是有愧疚的。 “儿童烫伤

的原因匪夷所思。 ”烧伤科医生向军为

孩子遭罪而着急，有孩子清晨 4 点多来

看急诊，父母是摆早点摊的，孩子被滚

烫的豆浆兜头浇在身上；还有的家长是

开拉面店的，孩子跌入牛肉汤桶，惨不

忍睹。
昨晨 8 点多， 记者赶到瑞金医院，

向军刚结束一个 24 小时的急诊班，一

夜就接到两个急诊烧伤的孩子，其中一

个才两个月大，家长逗孩子玩，把孩子

往开水里送，烫伤了；另一个孩子八个

月大，爸爸是快递员，不着家，妈妈照看

三个孩子，结果最小的这个爬到地上一

摊开水里，四肢烫伤。
“这些桥段反复在不同家庭上演

着，你写出来，人都不信。 ”向军对记者

说，2 岁以下的烫伤病例， 多是因家长

看护疏忽所致，怎么提醒都不为过。

烧伤科医生连上 30 小
时班是常态

烧伤科其实很看“气温指数”，医生

说得直白：衣服穿得少了，皮肤暴露多

了，烧伤危险系数也就大了。
有医生分析，中国人不论寒暑都爱

喝热水， 滚烫的热水就构成烫伤隐患，
所以中国的烫伤病人会比其他国家多

一些，这其中主要受害者是孩子。
这里也有成人病人。 有医生说，高

温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他们遇到

过有病例因在马路上中暑或突发心梗

后晕倒， 结果被炙热的柏油路面烫伤。
也有病人乘坐摩托车后，被滚烫的排气

管灼出水泡，甚至构成三度烫伤。
气温攀升，有人的心情也跟着“中

暑”。瑞金医院接收的成人烧伤病例中，
有人在早点摊上因为琐事就往对方身

上泼热豆浆。
医院， 成为修复这些心情、 身体

创口的中间站。 病人大量涌来， 瑞金

医院烧伤科 22 名医生已全员满负荷运

作起来。 以向军为例， 前天结束 24 小

时的班头后， 他还不能回家， 紧接着

得赶到手术室 ， 下午还有专家 门 诊 ，
又一个 “30 小时” 的班头， 这是烧伤

科在盛夏的常态。
病人量太大，烧伤科排班甚至以单

日量来估算。每天这样百人次的新病人

涌来， 在临床一线最直接的画面是：门
诊换药的医护人员从早忙到晚， 其间甚

至连口水都顾不上。尤其到每周一，因为

积压了周日的病人， 门诊到晚上关都关

不上，换药要换到 7 点多。

门急诊量全国第一 ，为
病患守着几十年“老规矩”

在瑞金医院烧伤科，半数以上是外

地病人。 “真的都是慕名而来。 ”向军很

感慨，就在他最近一个班头上，他看了

一位江西上饶过来看瘢痕治疗的病人，
为了挂上号，还提前一天坐火车到上海

住一夜；还有一位杭州病人也是坐火车

过来，就为换药。
向军对病人说， 这些当地都能看，

跑过来太辛苦了。 病人说：“就到这里，
放心。 ”一句话，说得向军感动，又重整

旗鼓投入工作中。
瑞金医院烧伤科的门急诊量在全

国医院烧伤科中位居第一，这里是中国

最早建立的烧伤科， 自 1958 年对钢铁

工人邱财康的成功抢救后，烧伤这个学

科被正式建立起来。 此后，各地出现了

不少烧伤科。

在上海，目前开设烧伤科的综合医

院除了瑞金医院，还有长海医院、市九

医院、电力医院、八五医院、金山医院等

少数几家。 这样一来，病人就很容易在

这几家医院扎堆集中。处理棘手的儿童

烧伤更是如此，没有强大的儿科及其他

学科支持，谁都不敢接这样的病例。
郇京宁记得，有一个孩子因头面部

严重烧伤导致气道压迫， 眼看要窒息，
当地处理不了，转运上海。一路上，急救

人员就 “捏着皮球”———给孩子构建人

工气道， 保证孩子在转运途中的呼吸。
孩子目前正在瑞金医院治疗。

眼下，郇京宁最操心的是云云，一岁

六个月大，全身 80%的面积烧伤，已经经

历了 5 次手术。“全身可以供皮的地方真

的非常有限，孩子小小的头皮上，要被不

断取皮，去覆盖 80%的烧伤面积，进度可

想而知。 ”床位医生黄晓琴说。
云云的身边躺着一个会唱歌的小

飞机玩具， 护士长一有空就拨动发条，
让小飞机唱歌，跟云云和其他孩子说说

话。 “他们的父母会不时地送些汤水进

来，我们就尽可能地喂孩子吃些，这些小

生命还不会说话，但真的顽强，承受了常

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护士长滕培敏说。
不论对成人还是儿童病患，这个烧

伤病房有着死守了几十年的 “老规矩”：
能给病人省多少钱，就省多少钱，医护人

员能手工做的，就不要上机器。老医生们

留着一些话：烧伤的病人大多来自社会

底层，他们或因为文化程度所限，或要

为生活奔命，或因家庭环境简陋，导致

了意外发生。 所以，大家能帮则帮。
在瑞金医院 ，24 小时的 “烧伤急

诊”灯箱就这样，一直为病人亮着。

让“望闻问切”站上人工智能“风口”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生团队参与研发中医健康服务机器人

会问诊、会舌诊、会脉诊，采集血压、
血氧、血糖等人体生命信息后，可判断用

户体质， 生成专属养生保健方案———这

台被称为“中医界‘大白’”的中医健康服

务机器人， 由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工程

团队和学生团队共同研发， 日前斩获了

第二届“汇创青春”———大学生文化创意

作品展示活动“互联网+文创类”二等奖。
从创意到现实， 这群大学生创客既

要面对不少客观困难， 又要适应跨专业

的思维挑战。但他们的愿望很简单：让中

医在人工智能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让

健康多一种选择。

让机器人成为“家庭中医”
团队负责人、大三学生鲁义介绍，该

团队共有七人，分别来自药学、中医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等多个专业。 尽管大家

的专业侧重有所不同，但身为上海中医

药 大 学 的 学 生 ，他 们 很 好 奇 ：在 “老 龄

化 ”趋势加剧的今天 ，能否将传统中医

理论、健康辨识和养生保健与人工智能

技术有机结合，为老年人和其他人群制

作一款可以实现健康监测、咨询和健康

管理的机器人，满足人们“居家养老”和

“我的健康我做主”的需求？
根据前期市场调研， 他们发现目前

具有中医特色的科技产品包括舌诊检测

仪、电针治疗仪等，虽然能提供中医健康

辨识和治疗服务， 但在升级改造和研发

方面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还未能实现“有
病早治、已病防变、病盛防危、新愈防复”
的健康管理。

在中医工程研究所所长杨华元教授

指导下， 学生团队参与到校企合作的机

器人研发团队，经过近一年努力，第一代

中医健康服务机器人成功面世。据了解，
该机器人融合了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

算等技术，同时，可以通过人机互动方式

及外置设备如舌诊仪、脉诊仪、无线血压

仪、无线血糖仪等，完成用户生命信息的

采集。
在完成上述步骤后， 经过机器人的

信息处理和分析， 用户可以得出一份详

细的健康辨识报告以及健康养生方案，
指导进行穴位的按摩保健、音乐理疗、药
食管理等； 同时医生在线上工作站也能

为用户给出个体化的健康管理指导。

让传统中医变得“现代”
谈及参与研发的感受， 鲁义用 “突

破”二字概括。由于学生团队汇聚了三个

专业的同学，一开始大家并不相熟，每个

人也有各自的学科专长和短板。 大家各

司其职、取长补短，默契程度不断提高。
而团队磨合， 正建立在每个人 “突破自

我”的基础上。
学生团队成员姚勇来自生物医学工

程专业， 主要参与机器人的软件设计和

优化。作为一名大二学生，他学习编程时

间还不长，因此完成机器人架构设计、将
数据库中的数据标准化等工作， 对他来

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学生团队成员张君钰说， 科创比赛

中，很少有评审专家出自中医专业，因此

他们还受到了 “中医靠不靠谱”“产品有

没有用”等质疑。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产品

的理念和功能， 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准备

答辩， 语言能力和应变能力也得到很大

提升。
其间， 团队遇到的最核心的一个问

题就是如何将中医理论与人工智能相结

合。中医养生保健历史悠久，有其独特优

势。 然而，如何实现中医现代化，既是在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命题，也是中医人的

责任。 经过多次探索，团队选择《中医体

质分类与判定 》作为理论基础 ，通过一

系列程序，达到对用户问诊数据采集的

目的。 而血压等体质信息，则选择使用

外接设备来完成数据采集。 他们相信，
研发中医健康服务机器人， 就是让传统

中医变得“现代”的一次有益尝试。
据悉， 中医健康服务机器人正在申

请国家专利，而且团队已与企业合作，研
发面向家庭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两款

不同型号的“中医健康机器人”。 “不久的

将来， 这样的机器人有望成为惠及大众

的‘家庭中医’。 ”杨华元教授说。

■本报见习记者 朱颖婕

走进“汇创青春”

快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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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医院烧伤科护士长滕培敏在用玩具陪小患者说话。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