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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23日，经国家药监局批准，九价

HPV疫苗在中国国内的适用人群从16-26岁

女性拓展到9-45岁女性。昨天，“扩龄”后的

上海首针九价HPV疫苗在复旦大学附属妇

产科医院等3家单位同时开打。27岁的瞿女

士如愿接种了九价HPV疫苗，“之前一直在

关注‘九价’，打好疫苗，心定了”。

记者了解到，宫颈癌是目前唯一可通过

接种疫苗来预防的癌症。不过，专家提醒，并

非接种了HPV疫苗就一劳永逸，仍要定期进

行规范的宫颈癌筛查，从而实现疾病的早发

现、早治疗。

接种HPV疫苗，越早越好

HPV有200多种型别，在所有高危型

HPV病毒中，HPV16、18“毒性”最强，超过

70%的宫颈癌都与它们有关。还有其他高危

型，如31、33、45、52、58，约20%以上的宫颈

癌与这些亚型有关。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报告发现，中国女性

最常见、感染最严重的5种高危HPV型别分

别是16、18、58、52和33。根据中国的人群数

据来看，HPV52和58导致宫颈癌和宫颈病变

的占比高于全球水平。妇科肿瘤专家、复旦

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党委书记华克勤介绍，

中国女性HPV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

第一个高峰在17-24岁，第二个高峰在40-44

岁。二价疫苗可预防HPV16、18型，四价疫

苗可预防HPV16、18、11、6型，九价疫苗可预

防HPV6、11、16、18、31、33、45、52、58。九价

HPV疫苗“扩龄”后，9-45岁女性均可获益。

在昨天的接种现场，不少人都有与瞿女

士相似的经历，九价HPV疫苗之前没排上，

等着等着自己就超龄了。对此，复旦大学附

属妇产科医院宫颈疾病诊疗中心主任隋龙给

出的意见是，25岁以上已经有性生活的成年

女性，建议越早接种HPV疫苗越好。为了九

价疫苗长时间等待，如果在这期间感染了

HPV反而得不偿失。

相关研究显示，从9岁开始，年龄越小接

种HPV疫苗，诱导出的抗体水平越高，预防

宫颈癌的效果也更好。随着年龄增长，免疫

力下降，对疫苗的应答反应逐渐变差，保护效

力自然相应减弱。

也有不少女性询问，已全程接种完二价、四

价疫苗，能否再次叠加接种九价疫苗？对此，

隋龙表示，目前尚无临床数据支持全程接种二

价HPV疫苗后叠加接种九价HPV疫苗；九价

HPV疫苗说明书明确，全程接种完四价HPV疫

苗后，可间隔12个月再接种九价HPV疫苗。

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是关键

“接种HPV疫苗是宫颈癌的首要预防手

段，但接种HPV疫苗仅是宫颈癌一级预防

措施中的一个部分。”隋龙强调，要想真正

远离宫颈癌，即使接种了疫苗，也要定期进

行宫颈癌筛查，积极做好预防工作。

基于此，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也呼

吁全社会每位女性积极行动，参与“三级

预防”。华克勤介绍，一级预防是HPV疫

苗接种、健康教育；二级预防是宫颈癌筛

查、癌前病变早发现早治疗；三级预防是宫

颈癌病人管理。

“随着一级预防策略的推进，HPV疫苗

接种已经广泛开展。但我们发现，二级预

防的重要性仍未得到部分女性的重视。二

级预防的缺失将导致宫颈癌前病变诊治不

及时，同时加重三级预防的工作负担。”华

克勤说。

据悉，目前，宫颈癌筛查诊断方法为

“三阶梯法”，包括宫颈细胞学筛查、阴道镜

评估与组织病理学确诊等。

国内适用人群从16-26岁女性拓展到9-45岁女性

九价HPV疫苗“扩龄”，上海首针开打
■本报记者 李晨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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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中国古典乐坛实力新秀的演出，

昨晚同时闪耀于上海舞台：

作为第三届上海艾萨克 ·斯特恩国际

小提琴比赛六强选手之一，00后新秀林瑞

沣首次与吕嘉执棒的上海交响乐团合作，

演绎华人作曲家周天为比赛委约而作的

《夜途》乐队版，弓弦飞舞之间，融入了林瑞

沣对这部充满国际视野的中国作品的独到

理解。

同一时间，在凯迪拉克 · 上海音乐厅

B2音乐立方，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青年中提

琴才女沈子钰，献上了她归国后的首场独

奏会，这也是上海舞台少有的中提琴独奏

会，沈子钰演绎了《探戈的历史》《幻想曲雀

之吟》（中国首演）等风格多元的作品，其中

不乏她自己改编的曲目。

这两位获得业内瞩目的古典音乐新秀

将他们个人演艺生涯最重要的舞台选在了

上海，并通过琴声表述着各自对东西方音

乐乃至多元文化交流的理解与思考，也展

现了当代中国新生代音乐家的闪亮风采。

“上海给了青年新秀展示自己的机会，也见

证着他们在曲目上进一步开拓音乐视野和

想象力。”指挥家吕嘉对中国年轻音乐家满

怀期待——“他们用音符传递的中国声音，

将会在国际舞台被更多观众欣赏。”

为传神演绎《夜途》，他观看
了作曲家列下的中西“灵感清单”

从婉约的旋律到充满光彩的炫技，从

中国民族音调的应用到爵士音乐中的强烈

节拍，由周天应上海交响乐团委约而作的

《夜途》，是一首现代与古朴互相交融、东方

与西方彼此对话的小提琴协奏曲。昨晚是

这部作品的乐队版世界首演，为了更好地

传递音乐的韵味，林瑞沣多次与远在美国

的周天云端连线，向其取经并观看了作曲

家列下的中西“灵感清单”。

这份“灵感清单”里，有中国的音乐和

电影——比如二胡曲《二泉映月》和陈凯歌

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在小提琴协奏曲

《夜途》里有滑音的元素，带着浓烈的中国

戏曲韵味和中国音乐独有的悲愁，我把它

理解为所有人在独自夜行时，都会产生的

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用林瑞沣的话说，

中外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中都会用到滑音，

“外国作曲家的滑音更多的是一种声音效

果，而中国作曲家笔下的滑音，就像在抑扬

顿挫地讲话”。

《夜途》的音符里亦有其摩登和都市化

的一面。滨口龙介的电影《偶然与想象》和

JamesBrown的音乐《NightTrain》，都给予

了林瑞沣很多启发，帮助他去理解《夜途》

想要表达的氛围，“那种感觉，可能是一个

人坐上出租车后，看到灯光透过窗户一棱

一棱闪过的画面，又或许是带着狂热和闪

光 的 节 奏 感 极 强 的 乐 段 ，就 像 James

Brown极度疯狂的舞台感染力”。

前几日，周天聆听了《夜途》的首次排

练以后，在乐队部分做出了一些速度细节

上的调整，这也是打磨一部新作过程的魅

力所在。在吕嘉看来，“这些调整像是用线条

把单独的珍珠翡翠串联了起来，让作品变成

了一条更完整的项链”。吕嘉也给了林瑞沣

很高的评价，“作为一个还在读书的新人，他

是个未来可期的小提琴手，担任这次《夜途》

的独奏，他从技术上来说是无可挑剔的”。

时隔八年，她再度演绎这首融
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当代作品

“沈子钰有实力，但中提琴的曲目有限，

将来的发展还要看她的全面能力，只靠演奏

不够。”上海著名音乐教育家丁芷诺教授对沈

子钰有着不一样的期待。这位从上海走出去

的女孩，过去几年里曾受邀在世界多地成功

举办音乐会，与海外乐团合作并登台多个国

际音乐节。

如今，本着回馈母校的情怀，沈子钰选择

回国发展。“目前，国内关注中提琴作品的人

依然很少，演出曲目也有限，当代作品更少，

而我特别想在这方面做些事情。”成为上音中

提琴专业首位在读博士生的她，将在11月15

日举行的上海当代音乐节开幕式暨管弦乐作

品音乐会上，携手上海交响乐团演绎徐孟东的

《交响幻想曲》（为中提琴与管弦乐队而作）。

《交响幻想曲》见证了沈子钰的成长与变

化。早在八年前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当

时只有17岁，还是上音附中学子的她，就曾

携手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演绎过这首作品。

“《交响幻想曲》以古琴曲《流水》作为主题与

发展乐思，融入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主奏中

提琴炫技般的大胆探索与乐团营造的深远意

境，好像一幅泼墨山水画。”回忆起当年与欧

洲乐团合作的场景，沈子钰说，“指挥是传统

的德奥风格，非常注重还原与细节的处理”。

如今女孩回到上海舞台，即将与指挥家张国

勇执棒的上海交响乐团合作，让她感到十分

期待。

00后小提琴新秀林瑞沣与中提琴才女沈子钰各自献演

弓弦飞舞，两位实力新秀同晚闪耀申城舞台

■本报记者 姜方

她自嘲是“瑞金医院院花”——“愿意

花时间做科普的人”；受邀在世界心脏日说

了一档“良心脱口秀”，意外“出圈”，这条5

分钟不到的脱口秀短视频一周不到转发量

突破“10万+”，目前点击量已破千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心内科

主任医师陈桢玥“火了”。由于后台留言太

多，陈桢玥近日还应邀“返场”，向公众介绍

血管的另一个强敌——脂蛋白a。

“我喜欢科普，脱口秀只是一种形式。”

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陈桢玥特别与

记者聊起严肃医疗与脱口秀的“适配问

题”。她的目标很明确：希望把科普知识运

到大众心里。

“可以搞笑，但我不能只有搞笑”

收到同事转来的“良心脱口秀”短视

频，陈桢玥知道自己有点“火”了。因为连

着几天，亲戚、同事频频给她发来这条脱口

秀。在这条5分钟不到的短视频里，陈桢

玥“一本正经”说脱口秀，获得点赞无数。

视频里，身穿黑西装的她显得有点严肃，但

全程“包袱”不断抖出。比如，她说做科普

是因为“受了刺激”——患者不听话，跟患

者说不要“吃红肉”，结果患者告诉她“不吃

红烧肉了，现在都煮着吃”……她甚至感

慨，如今血脂异常的年轻人太多，30多岁

就来看门诊，民“脂”民“高”令人揪心。

脱口秀里，“谐音梗”伴着笑点，让手机

屏另一头的网友们记住了这名将从《诗经》

到《围城》的知识信手拈来、提醒大家重视

血脂管理的女医生。生活中的陈桢玥，也

爱开玩笑。有住院患者甚至说，每天等着她

查房，因为这位医生很有意思、让人开心。

不过，对于脱口秀里的“包袱设计”，陈桢玥

有自己的坚持：“医学脱口秀的本质还是科

普，可以搞笑，但我不能只有搞笑，我要有

干货带给大家。”

坚持“绿色科普”，患者关心
什么就说什么

陈桢玥是“综艺小白”，但不是“科普小

白”。此前，陈桢玥参与过一些媒体的科普

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的“盛况”，让她见

识了大众对权威科普的需求。

“经历疫情之后，公众对科普的需求更

大了。”2020年，陈桢玥开了自己的视频号

“知心陈医生”，起初只是把已录好的科普

项目视频上传，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于是

持续更新在线直播、短视频、文字科普。

“你背后有没有团队？”听到记者这则

提问，陈桢玥乐了。“你回看就可以发现，一

些制作不那么精良、甚至有点粗制滥造的视频，其实是我自己剪了

以后上传的。”陈桢玥说，自己之所以保持一定的更新频率，并非基

于“养号”的考虑，而是来自临床的“敦促”。

陈桢玥至今保持每周三个半天的门诊。也是在瑞金医院日

常门诊工作中，陈桢玥发现，“病人对有些事真的弄不懂、记不

住”。以颈动脉斑块为例，随着体检中新增了这个项目，它的发

病率一下子变高了，随之出现两种态度：一部分人不懂，觉得无

所谓，也不加以干预管理；另一部分人有点懂，但又过度恐慌。

陈桢玥目睹患者的烦恼，在家录了一个小视频介绍和颈动脉斑

块相关的知识，告诉大众如何干预，目标值应在哪里，如何随访。

“现在健康科普很多，甚至有点泛滥。”她也常提醒患者，

建议看那些出具实名的医生的权威科普，而不是上搜索引擎

找答案，“找出的答案要么是推荐药物的，要么把情况说得很严

重，把人吓死”。陈桢玥给自己的科普造了一个词——“绿色科

普”，就是说干货、不带货。如何看待他汀类药物？鱼油、咖啡怎

么吃……临床上患者关心什么，陈桢玥就在短视频上讲什么。

绝不当患者见不到、不看病的“网红医生”

“红”了之后，有人找来“签约”，希望陈桢玥去平台开科普短

视频，被她婉拒；有人则说“疾病是很严肃的事，不应该那样开玩

笑”。近期受邀返场“良心脱口秀”的陈桢玥并不回避质疑，“我

曾经也很认同这个观点，但后来发现，你严肃地说，大伙儿可能

当笑话听，你干脆当笑话讲，如果真能听进去，反而笑不出来

了。科普的形式只是载体。”

陈桢玥坦言，之所以愿意花时间做科普，是希望给患者一个

正规了解科普的通道。“有患者看了我的科普回来说，‘医生你说

的我都听懂了’。病人很开心，我也很开心。患者是讲道理的，

跟他们说明白之后，我们在临床上就不用再讨论要不要治疗、费

力解释药物副作用与获益的问题，而是可以真正就患者的具体

情况讨论如何治疗的核心问题。”

对于科普与临床，陈桢玥有自己的坚持：“绝不当一个临床

上患者见不到、不看病的‘网红医生’。”

“科普是为了临床，本质上我是一名医生。医生的底气来自哪

里？必须来自临床，不了解临床存在的问题、临床患者真正的需

求，这样的科普是与真正的需求‘脱钩’的。”科普短视频中要说什

么，陈桢玥始终很清楚：必须得有健康内容的输出，要有一个完整

的故事表达，“不能全程很好笑，但笑完了之后，什么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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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闻佳

▲沈子钰献上了她归国后的首场独奏会。 （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供图）
 林瑞沣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绎《夜途》乐队版。 （上海交响乐团供图）

制图：冯晓瑜

（上接第一版）据介绍，预计将有上千名全球

生物医药领域嘉宾参会，构筑起链接创新的

开 放 场 景 ， 其 中 包 括 国 际 药 学 联 合 会

（FIP） 主席多米尼克 · 乔丹，2013年诺贝

尔奖得主托马斯 · 苏德霍夫，中国工程院外

籍院士藤岛昭，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蒋

华良、董晨等近20位国内外院士，以及罗

氏集团、波士顿科学、百济神州、默沙东等

120余名国内外知名企业高管、投资人和医

务工作者，他们将从权威视角为上海建设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建言

献策。

本届产业周共设置5个“主题矩阵”，分

别是引领突破、数智发展、转化融合、生态支

持、人才汇聚，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产

品链等不同角度，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地展现

生物医药产业全景。针对“产医融合”痛点堵

点，本届产业周将发布一系列创新平台和创

新成果，例如为上海市首批产医融合创新基

地授牌，启动2.0版的医企协同研究创新平

台，发布首批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先锋

企业等，以彰显上海通过机制探索和模式创

新赋能产业发展，以行业标杆引领数字化转

型的实绩。

此外，还将邀请国内外龙头企业、创新主

体重磅发布“生物医药上海愿景”，勾勒上海

生物医药产业未来3到5年的发展布局，彰显

产业的创新活力和美好未来。

生物医药是上海重点发展突破的三大先

导产业之一，也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支柱

产业。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链条齐备，创新资

源富集，综合配套优势明显，在国内保持领先

地位。今年以来，上海生物医药展现出强大

的产业韧性和创新活力，不少企业在抗击疫

情期间作出积极贡献；虽然受到各种风险挑

战冲击，但从长期趋势看，上海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基本盘没有变、在新发展格局中应有的

地位没有变，依然长期向好。本届产业周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副组

长、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吴金城表示，举办

产业周是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会客厅，

擦亮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新名片的具体举措，

有利于彰显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战略决心，

搭建吸引国内外企业来沪发展的大平台，为

产业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能。产业周期间

举办的一系列高规格论坛会议，还将汇聚

行业内的前瞻思想、前沿技术，把握行业

最新趋势，构建开放融通的生物医药产业

创新格局。

加快打造生物医药世界级产业集群

（上接第一版）

园林“走”出围墙，“秋日百景
图”徐徐展开

百年来，复兴公园，一直是有围墙的。

19世纪80年代，这片土地上原是一个名

为顾家宅的小村，人们将顾姓人家在此建造

的小花园称为“顾家宅花园”，这是复兴公园

的雏形。1908年，这里被辟建成公园并于

1909年竣工、对外开放，此后经历多次修缮改

建。抗战胜利后改名“复兴公园”，沿用至今。

上世纪60年代，这里建起上海首个旋转式

30座电动木马的电马场，凭借“旋转木马”一跃

成为上海公园中首个拥有游乐场所的公园。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小囡，95后学生关

辛聊起这个公园依旧心痒痒：谁小时候没在

大喷泉前合过影？“碰碰车”更是考了前几名

的“奖励”。“每辆碰碰车的背后，还翘着一根

长长的辫子，两车‘碰撞’，天线尾巴冒出火

星。孩子们尖叫着笑成一片。”

长大后，学艺术设计的她发现了复兴公

园的别样魅力。荷花池，小溪流水曲径通幽；

大草坪，融中西风格为一体。现在，位于复兴

中路、重庆南路的公园南门依旧保持着建造

时最初的样子。

如今，这座法式园林打开围墙“走”了出

来。“隐”在内里的古树名木也跟着“破墙”。这些

或年逾百岁或树种名贵的黄荆、银杏、欧洲七叶

树、白栎旁，铭牌上大方“介绍”着自己的岁月。

“透气友好”——小红书的日志里，关辛为公园

加上了新标签。她在悬铃木前深吸一口气，感

受公园徐徐展开的“秋日百景图”。

拆除围墙后，细微之处带来的感官变化

放大了体验感。比如，重庆南路出入口拓宽

了，新的紫藤廊架形制与园内春广场的廊架

形制遥相呼应，行人在远处就能一窥其整体

风貌，公园游人也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此次景观提升改造，包括绿化景观的提

升，设施更新都遵循与原有风貌一致，还增设

了新街边座椅。“让公园不断‘往外走’，把更

多游客‘往里引’。”黄浦区绿化管理所公园管

理科科长臧军说。

延展服务延伸边界，让“公
园+”有更多可能

开放式的布局并不容易。对复兴公园的

保护带来考验，也考量着精细化管理与服务

的能力。

为尽可能方便市民游客，又保护植物生

境，公园做起加减法。譬如特意在复兴中路口

增加一条曲径通幽的漫步道，方便市民信步入

园；为避免24小时的持续照明环境影响园内植

物“休眠作息”，夜间，公园花坛周边区域少了

光辐射，改用漫射型灯光，温度低、光照更柔

和，局部区域提亮，也呵护了“小精灵”。

涉及安全保障，公园将在后续管理上根

据运营情况升级人防、技防举措，也会提前做

好应对大客流的预案，更对接好周边居民日

常生活合理需求，以“服务+”带动“公园+”。

和公园打了十多年交道，臧军有自己的

理解：公园物理界面的打开，不仅在于外观，

更在于服务的延展。比如，公园一直秉持以

公共性、公益性为主的功能定位，曾携手相关

部门在园内增加健身设施，拓展健身区域，方

便市民晨练。

未来，公园还将引入花艺集市、艺术团

队、科技团队，举办适宜不同年龄层次游人的

活动，与思南公馆区域相融合实现“文化+”、

与百年淮海路相呼应实现“商业+”，延伸公园

的边界。“复兴公园不只有沉淀百年的故事，

将以更开阔的形态、生趣盎然的姿态，吸引老

百姓共同来创造新的城市记忆。”臧军说。

复兴公园“走”出围墙“+”出更多可能
本报讯（记者何易）历时3个月，电影《奇迹乐队》近日在上

海圆满杀青。《奇迹乐队》围绕一群有音乐梦想的视障青少年开

展，讲述他们在组建乐队时克服重重困难，最终登上舞台实现梦

想、创造奇迹的励志故事。

影片是由盲人青少年素人真实出演的剧情片，致力于表达这一

特殊群体的精神世界。影片也得到了老艺术家奚美娟的支持。在

电影《妈妈！》中，她是被妈妈呵护的女儿，而在电影《奇迹乐队》中则

担任盲校老师，成为无私帮助和支持视障孩子们组建乐队的“妈妈”。

本片导演兼编剧徐春玲相继采访了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

众多视障人士，深入他们的家庭，力求在电影中真实再现他们的

生活。“剧本反复修改60余次。”徐春玲介绍，希望能为视障群体

拍摄一部电影，让更多人能伸出援手，鼓励他们有尊严地生活、

有勇气去追求梦想。

据介绍，影片力求唤取社会各界对残疾人的关注和理解，体

会到残疾人“从活着到活好，直至活得有尊严”这一诉求，并围绕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在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强化特殊教育普

惠发展、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等重要论述，讲好中国残疾人

的故事，演绎残疾人平等、参与、共享理念。

《奇迹乐队》得到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单位的关心和支持。

影片后期将制作成无障碍电影，让视障朋友和健全观众一起走

进影院感受电影魅力。

视障青少年素人真实出演

电影《奇迹乐队》在沪杀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