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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让外科手术更精准
长征医院手术机器人系统创下多项第一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王根华）

泌尿外科手术能否不开腹？ 对外科医生

来说，以前如同科幻小说般遥不可及，如

今却在手术机器人的帮助下成真。“中国

医师协会医学机器人医师分会第一届年

会暨世界机器人医师协会 2018 亚洲年

会” 日前在沪召开，13 台机器人现场直

播手术演示，众多医疗界“大咖”分享医

用机器人手术成果。

屏幕上， 只见医生在病人的肚脐上

开一个约 2 厘米大小的切口， 置入机器

人单孔专用通道， 将代表机器人的 “左

手”“右手”“眼睛”的三只手臂探入，腹腔

内精细而灵活的动作清晰显现。 有别于

传统手术 ， 医生坐在两米开外的控制

台内， 熟练地在平台上操作着机器人，

从而完成手术 。 这是海军军医大学长

征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王林辉教授在现

场手术演示机器人辅助腹腔镜肾部分

切除术 ， 其手术精准度和微创性让人

惊叹。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微创外科

手术系统， 达芬奇机器人系统这项微创

外科新技术超越了传统手术的局限，为

微创手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手术中，

通过进入人体内部的特殊镜头， 术者可

以自行调整镜头， 高清晰的立体三维视

觉形成光学放大 10 倍的高清晰立体图

像。 灵活的仿人手操作系统可完全模仿

人手腕动作， 七个自由度的活动范围远

大于人手， 狭窄解剖区域中比人手更灵

活，突破了微创的极限，增加了手术精确

度，减少了损伤和失血量。

“利用机器人系统手术，一根毛细血

管看上去就像一根自来水管一样； 可以

360?无死角旋转的机器臂， 能完成以前

很多无法完成的手术操作。 ”王林辉说，

手术机器人的诸多特殊优势已为外科精

准手术提供了有利条件， 今天可以在手

术室实现“隔空取物”，今后还可以拓展

“机器人远程手术”。

目前， 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和长

海医院共装配了三台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系统，在临床工作中，机器人辅助手术已

在泌尿外科、胃肠外科、肝胆外科、妇产

科、胸外科、儿科等科室陆续开展。 手术

机器人系统的普及， 推动长征医院在机

器人手术技术应用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

位，创造了多个“第一”：亚洲首例机器人

单孔肾动脉无阻断肾癌肾部分切除术；

国内首例术中荧光显影下肾分支动脉阻

断保肾手术； 国内首例机器人单孔腹腔

镜肾上腺肿瘤切除术； 国内第一例机器

人单孔妇科恶性肿瘤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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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而学，怎能激发孩子运动兴趣
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指数评估报告显示，中小学生主动参与健身运动意识不强

近日， 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指

数评估报告（2017）在沪发布。 其中一组

数据值得深思 ： “体育健身效果指数 ”

80.1 分， 而 “体育健身行为指数” 仅有

40.0 分。 这意味着明明体育健身的效果

不错， 孩子们主动参加体育健身的意愿

却不高。

在教育界、体育界专家看来，推动儿

童青少年主动参与体育健身， 培养学生

运动的兴趣和爱好， 体育课有着不容推

卸的责任。虽然今年沪上中考新政推出，

将体育课的平时成绩也纳入考核标准，

希望能够推动青少年的体育运动兴趣和

爱好的培养。但是，如果中学体育教学模

式不变，“为考而学、为学而学”，则很难

满足学生运动技能提升的需求。

把运动拆解成一个个动
作知识点反复模仿，难以提升
学习兴趣

体育老师示范一个个动作要点 、学

生反复模仿， 传统的体育课如果用一个

词形容，那就是“灌输”，充满魅力的体育

运动被拆解成一个个动作知识点， 这怎

么可能让学生有兴趣？ 华东师范大学体

育与健康学院教授、 普通高中体育与健

康课程标准修订组负责人季浏坦言，为

了学而学的体育课非常沉闷。 没有师生

间合作、学生间合作，也很难激发学生对

运动项目的兴趣。 “要把老师示范、自主

学习、分组合作结合起来，把合作练习作

为教学重点， 让学生在合作和运动中提

升兴趣。 ”

篮球课上，这节课教学生原地运球，

下节课教学生双手胸前传接球……盘点

现在中学体育课的教学过程， 看似每堂

课都有明确的教学目标， 却把运动技能

拆解成为了碎片化的技术动作。季浏说，

以篮球课为例， 碎片化的教学方式不利

于学生对运动技能的掌握， 应该将多种

技术结合起来， 让学生在比赛中体验篮

球的乐趣。

民立中学体育教研组组长孙亮对此

也颇为认同。 他说：“老师给学生的练习

都应该经过设计， 我从美国带回来一套

大学生体育课的篮球游戏视频， 这些游

戏技巧完全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 基础

改良后用于中小学教学， 比如六七年级

的学生可以在比较小的场地中做一些相

对简单的篮球游戏， 更高年级的学生可

以有一些篮球比赛， 在游戏中和比赛中

学习，才能培养学生对篮球的兴趣。 ”

合格的体育课要让学生出汗

“在不少中学， 学生上完一堂体育

课，连汗都不出。这样的体育课就应该改

革。 ”沪上一名体育教研员感叹，“体育课

只有出汗了，才有锻炼效果和愉快感觉，

每节至少 10 分钟体能训练不可或缺。 ”

越来越多体育教师认为， 体育课的

设计要考虑学生的身体负荷， 有运动量

才能培养学生体育健身的习惯。 体能培

养不止在课内，课外体育活动也很重要。

“现在一些学校利用学生社团、拓展课等

方式拓展学生的体育运动， 这就非常适

合培养和拓展学生的运动兴趣。 但活动

内容可以更加丰富， 不要仅仅局限于广

播操和长跑。 ”季浏表示，运动的魅力就

在竞赛， 要多开展学生之间高水平的比

赛。在高频率和高强度的比赛之中，学生

不仅提高了身体素质， 还会学到如何团

结合作、如何打好战术配合。

此外，新中高级中学原校长、上海市

中学生体协副主席徐阿根也提及， 学生

提高健身运动意识要家校配合， 社区要

完善健身器材面向学生开放， 鼓励学生

在课余时间走出补课班，走向运动场。

体育考核应看学生每年
运动健身能力的提升

报告还显现出另一个值得注意现

象， “体育健身意识” 得分最高的是初

二、 初三年级， 而 “体质健康水平” 得

分最高的是初三、 高一年级。 分析这一

“怪现象”， 说明体育纳入中考后对学生

体育参与水平和体质健康水平的提升有

效果， 但并没有对学生健身运动的参与

度产生持续效果。

“和其他学科一样， 考试对于学习

积极性肯定有促进作用 ， 特别是体育

中考的重要效益使学生体育锻炼的时

长有所保证 ， 但体育学习的目的不只

是拿高分， 而是增强身体素质， 了解体

育项目 ， 学习体育精神 。 ” 徐阿根表

示 ， 上海中考体育科目为学生留下了

项目选择的空间 ， 但另一方面 ， 中考

体育科目的日常考核评价标准还需要

进一步优化。

今年公布的上海中考改革方案中 ，

中考体育科目总分 30 分保持不变 ， 统

一测试的 15 分加入了乒乓球、 网球等

项目， 进一步扩大考生的选择空间； 日

常考核评定的 15 分从原来中考时学校

统一给分变为每年输入数据库生成最

后得分 ， 以此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锻

炼习惯。

在接受采访时， 不少专家提出， 未

来考试评价可采用既关注体育学习结

果、 又关注学习进步程度的方式， 学生

由于先天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会呈现出

非常大的体能基础差异。 “学校可以建

立每位同学的体育学习档案 ， 进行小

学到中学持续追踪 ， 每个学年的教学

起点应该是上一学年的成果 ， 最终的

中考体育成绩应将学生运动能力的提

升纳入考量。”

稻麦“氮肥厌食症”有望治愈
我国科学家的新发现为培育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的

绿色高产高效农作物新品种奠定理论基础

本报讯 （见习记者金婉霞 首席

记者许琦敏） 困扰全球科学家的高产

半矮化水稻和小麦 “氮肥厌食症 ” ，

最近由中国植物学家找到了治愈方

法 。 今天凌晨 ， 国际著名学术刊物

《自然 》 在线发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

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傅向东团队关于植

物生长与代谢协同调控分子机制的新

发现。

这一发现将有助于科学家深入理

解植物氮代谢 ， 为培育出 “少投入 、

多产出、 保护环境” 的绿色高产高效

农作物新品种奠定理论基础， 并提供

有重要利用价值的新基因资源。

全球高产的半矮化水稻和小麦品

种， 因为几十年前的育种缺陷而患上

了 “氮肥厌食症” ———对植物必需的

氮肥吸收不力。 这一问题源自上世纪

60 年代， 为缓解世界粮食短缺问题 ，

科学家在全球选育推广半矮秆水稻和

小麦新品种， 这些农作物因风雨倒伏

的风险较小， 因此粮食产量得以大幅

提高。 当时， 这一行动被称为 “绿色

革命”。 但这类半矮秆作物对氮肥的利

用率很低， 农民不得不增加氮肥的施

用量， 可是这些氮肥大部分被排放到

大气或流失到水体中。 这不仅增加了

农民的经济负担， 而且对环境的影响

越来越严重。

如何培育具有较高氮肥利用率的

新 “绿色革命” 品种， 成为实现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科学家发现，

“厌食症” 的始作俑者是 “矮个子” 农

作物自身 携 带 的 抑 制 植 物 生 长 的

DELLA 蛋白。

此次傅向东团队在携带 “绿色革

命” 基因的水稻资源材料中， 筛选出

一个氮素吸收速率显著增加的新品系，

并成功分离克隆到其中的关键基因

GRF4。 进一步研究证实 ， GRF4 基因

可直接参与促进氮素吸收、 同化和转

运途径， 以及光合作用、 糖类物质代

谢和转运等， 进而促进植物生长发育。

“GRF4 与 DELLA 蛋白相互作

用， 实现植物叶片光合碳固定和根系

氮吸收的协同调控， 从而维持植物生

长与碳—氮代谢平衡 。 ” 傅向东说 ，

“这一新发现揭示了植物生长和代谢的

耦合的分子机制 。 进一步研究证实 ，

可以利用优异等位基因 GRF4 培育水

稻和小麦新品种， 使其不仅能高效利

用氮肥， 还可保持优良的半矮化和高

产特性。”

据悉 ， 该项成果是中国科学院

“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 战略性

先导科技专项的又一重要突破。

实验显示 ，有

了 GRF4 基因的水

稻（右）相比没有该

基因的同品种水

稻， 提高了氮肥利

用效率和产量。

（中科院遗传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