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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浓！昨天是中秋国庆假期后

的首个工作日，阴雨伴随着冷空气“到

货”，马路上不少市民缩起脖子，换上

长袖，穿上了外套。今天正值寒露，这

是今年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

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点。此时，尤其要

警惕心脑血管疾病“发作”。记者昨天

从申城一些医院获悉，连日来已接诊

多例心梗、脑梗病例，心脑血管患者就

诊量呈小幅抬头趋势，有些情况比较

危急。对此，医生提醒：夏秋过渡时

期，气温波动较大，确实容易造成血压

波动，诱发心脑血管疾病。这其中，不

止老年人，中青年也要保持良好的生

活习惯，根据气候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身边还可备些硝酸甘油、保心丸等“救

命药”。

三天六例心梗，冷空气
也“吹倒”中青年

“一到换季，天气转凉或气温骤

降，心梗发病率会明显抬头。”上海市

第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车

文良告诉记者，长假最后三天已接连

收治了六例心梗病例。

原以为气候变化，只有老年群体

要注意防护，但车文良告诉记者，“从

就诊情况来看，50岁以下心梗患者

人数增多，冷空气同样也会‘吹倒’

中青年。”

就在前几天，一位40岁的男性患

者因胸痛到上海十院就诊。经检查发

现，该患者心脏的三根主要血管中，有

两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闭塞和狭

窄。“情况较严重的一根血管，几乎完

全闭塞，仅留一根丝的缝隙。”车文良

说，幸好患者就诊及时，目前身体情况

稳定。

身强力壮，并且没有基础疾病的

中青年，为何会突发心梗？原来，该

男子有多年吸烟史，不仅烟瘾大，还

经常熬夜，发病前，他已连续多日熬

夜、抽烟，加之气温一变化，心梗便发

作了。

“吸烟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一大

‘凶手’，秋冬也是心血管疾病高发期，

长期大量吸烟加上熬夜更加速了心梗

等心血管疾病发威。”复盘近期收治的

病例，车文良分析，假期过后，心血管

疾病迎来就诊小高峰，一部分受冷空

气影响，容易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

梗，另一部分则属于“节后综合征”，如

果假期生活缺乏规律，加之暴饮暴食、

缺乏运动等，就容易导致节后心血管

疾病就诊量增多。

一旦出现先兆现象，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研究显示，气温每降低1℃，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将增

加0.49%；气温每降低1℃，收缩压升高1.3毫米汞柱，舒张压升

高0.6毫米汞柱，这也就是为什么高血压患者更容易因为寒冷刺

激导致血压急剧上升而发生心梗、脑梗等意外。

在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心血管患者就诊量同样迎来小高

峰。就在不久前，该院神经内科收治了一例年轻脑梗患者，

32岁的小张与同伴利用假日到上海旅游，没想到，一整天游

玩后，她突然出现视物模糊、言语含糊、恶心呕吐、腿脚无力

等症状。

“只当是运动过度和劳累导致的，没想到稍作休息后没有好

转。”同伴说，看到小张的情况越来越差，当即拨打了“120”。

“CT结果确诊为脑梗死，我们考虑该患者是颅内动脉夹层

导致的脑梗。”浦东新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刘赞华说，好在

送医及时、救治及时，小张如今已康复出院。

“颅内动脉夹层常好发于40岁至50岁年龄段，是青年卒

中的常见原因，占中青年缺血性卒中的20%。”刘赞华提醒，高

血压患者、动脉相关疾病患者等要特别注意，一旦出现中风的

先兆现象，如头晕、肢体无力麻木、嘴麻、口角歪斜、与往常不

一样的头痛、昏沉嗜睡等，应立即前往医院就诊，为治疗争取

宝贵的时间。

在采访时，不少医生还提到，气温波动容易导致血压波动，

引发心脑血管意外。“大家应该意识到，随着气温降低，心肌耗氧

量增加，加之交感神经兴奋，就容易导致血管中本就不稳定的斑

块破溃。”车文良说，如果将斑块比作火山，火山喷发岩浆涌流，

就会进一步堵塞血管。

如何防患于未然？医生提醒，日常生活中就要关注心脑血

管健康情况，定期监测自身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控制好肥

胖、吸烟、熬夜等危险因素，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处理，将气温对

身体的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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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晨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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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铁5号线闵行开发区站沿着东川

路往西走一公里，就是达闼机器人产业基

地。这家曾致力于研发“可与波士顿动力

比肩的服务机器人零部件”的企业，正在进

军机器人产业的尖端领域——人形双足机

器人。

而在东川路另一头，上海非夕机器人

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了全球首款自适应并联

机器人“玄晖”。它突破了“手眼协同”难

题，具备出色的“指尖功夫”，只依靠手感就

可转动一个小球。

大模型时代，人们对人形机器人有了广

阔的想象空间，但如何让机器人的“手”和

“脚”真正像人类一样灵活，至今仍是难题。

近期，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同意《上海

市促进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创新发展行

动方案（2023—2025年）》，提出要扎实推

进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全力打响智能机

器人“上海品牌”。随着人工智能（AI）与机

器人产业深度融合，上海一批机器人企业

发挥各自优势，正在向这一前沿赛道挺进。

人人期待的“会走路的手机”

六台人形机器人排成一列，伴着优雅

的音乐节奏，十二只胳膊有模有样地上下

翻飞，这是达闼机器人“小姜”们表演的《千

手观音》。尽管“小姜”拥有整套智能柔性

关节，全身颈、肩、肘、腕、手、腰、膝等处遍

布着超过40个柔性关节，可实现精准运

动、视反馈抓取、安全感知、多模态交互等

功能，但和真人相比，它依然如美人鱼般欠

缺“一双腿”。

“我们身处的建筑空间都是根据人的外

形来设计的，如果机器人没有腿，想要进入

人们的生活空间很不方便。”达闼机器人股

份有限公司人形机器人专家梁聪慧透露，他

们正在研发一款双足机器人，取名“七仙

女”。“七仙女”拥有60多个智能柔性关节，通

过多模态大模型RobotGPT赋能，具备多模

态融合感知、认知、决策和行为生成能力，可

实现平衡站立，拥有优美步态和灵巧的双臂

及双手操作，步行速度约为5公里/小时。

达闼CEO黄晓庆将“七仙女”比作一

台会走路的手机，“未来每个人或每个家庭

都希望拥有的更伟大的手机”。除了站立

和行走，公司希望研发中的“七仙女”能实

现蹲跑等更多功能。达闼的人形机器人从

软件到硬件全部自研，因为拥有更灵活的

云端大脑，可挑战更复杂的技术。

机械臂可以“像人一样学习”

自年初发布首个力控型并联机器人

后，非夕机器人公司正在深耕自适应机器

人领域，打造更全面的平台型产品线。其

自主创新的通用型夹爪GRAV、AI通用平

台NOEMA、穹知系统等，在工业机器人垂

直应用领域拥有首屈一指的“金刚钻”。

“自适应机器人”是一个新名词，指的

是沿着仿人化技术路线打造的、深度融合

工业级力控、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等多元

技术的通用智能机器人。这个名词由非夕

机器人公司定义，不仅在国内被采纳，也被海

外机构研报收录。

上海非夕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应用产品

总监岳强告诉记者，传统机器人在工作前需

要先了解工作环境，工程师会根据实地情况

为其设计工作轨道和任务步骤。而自适应机

器人可以像人一样通过学习来适应陌生环

境，凭感觉自发作出决策和动作。

如今，非夕设计的七轴机器人“拂晓”在

传统机械臂基础上增加了精准力控感知，已

在打磨抛光、高精密零部件组装、按摩理疗等

精细化场景中落地应用。

无处不在的机器人，无处不
在的智能

达闼和非夕所在的东川路沿线，一个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智能机器人产业正在加快落

子布局。作为上海机器人产业重镇之一，闵

行区经过多年深耕布局，集聚了医疗机器人、

手术机器人、协作机器人、制造机器人等各类

机器人企业。截至今年8月，区内机器人产业

链存量企业达148家，仅“大零号湾”地区从事

机器人研发和生产的企业共11家，其中6家

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家为专精特新企业。

9月底，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

与7家人工智能（机器人）企业签约合作，标

志着“大零号湾”智能机器人产业由链成群迈

出关键一步。目前，“大零号湾”区域内的机

器人企业集群已明确了在马桥试验区扩租生

产2.4万平方米厂房的需求意向，未来计划打

造以节卡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为链主的30

多家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

“双脚”跃上台阶，并在草丛、泥泞路面上

稳定行走；“手指”自如地握住瓶子，抓握投递

篮球，甚至娴熟地制作咖啡拉花……正如中

国科学院院士丁汉在日前举行的2023浦江

创新论坛机器人创新科技论坛上所描绘的场

景，未来将是“无处不在的机器人，无处不在

的智能，实现无处不在的制造”。

随着  与机器人产业深度融合，机械“手脚”有望真正像人类一样灵活

智能机器人产业集聚闵行由链成群
■本报记者 沈湫莎

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里，上海师范大

学附属杨浦现代职业学校（原上海市杨浦职

业技术学校）车身修理项目实训基地里，21

岁的朱俊峰仅休息了一天就投入到紧张的训

练中。在不久前结束的全国第二届职业技能

大赛中，朱俊峰获得车身修理项目金牌，也由

此，他开始积极备战明年的法国里昂世界技

能大赛。“365天几乎全年无休，是我们训练

的常态。这次休息一天，是作为拿到全国金

牌的奖励！”这位00后小伙笑着说。

世界技能大赛有“青年技能奥林匹克”之

称，这是2013年以来上师附职连续第5次派

出顶尖选手参赛。从2013年申鑫获得世界

技能大赛车身修理项目优胜奖，到两年后罗

良获得银牌，再到2017年杨山巍首夺车身修

理项目金牌、2019年徐澳门再获冠军，上师

附职完成了中国世界技能大赛奖牌、金牌“零

的突破”。

一所上海的中职学校，为何能连续培养

出世界顶尖技能人才？上师附职世赛集训基

地总指挥、上师附职前校长卞建鸿颇为感慨

地说，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其实没有“最高

标准”，每个选手做的是“追求卓越”，“对标社

会发展新脉搏，面对00后新生代，‘大国工

匠’的培养目标不是重复照搬，更应是突破

‘最好’、创造新标准的极致追求。”

从“死磕”洗水池中读懂什么
叫精益求精

汽车维修的精度要求是多少？在国内的

汽车维修行业，保险杠、车门被撞出一个凹

坑，汽车维修人员通过专业技术处理，修复好

的凹坑对比汽车出厂数据，误差控制在5毫

米以内即可。然而，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

上，这一数据精度要求则为1毫米以内。

不论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还是世界技

能大赛，选手的技能水平都已达到了较高标

准。当高手们顶峰相见，比拼的更多是选手

内在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

职业精神的锻造，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

而是落在每一天、每一个操作细节中。如今，

上师附职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技能大赛车身

修理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在此集训的中国

队选手每天面临的都是近乎严苛的训练内

容。在这里，叠被子、洗漱、整理寝室，每一处

细节都有明确标准。为中国摘得世界技能大

赛第一块奖牌的罗良至今记得，一次，卞建鸿

让他清洗实训基地的水池。罗良洗了一遍

后，卞建鸿不满意。罗良再洗一次，卞建鸿还

是觉得“没洗干净”……反复洗了五六遍，罗

良把水池里里外外洗得透亮干净，终告过关。

看着自己“死磕到底”的这个水池确实

比“自己认为的干净可以更干净”时，罗良

说，“那一刻才明白，校长是希望我通过洗水

池这件事，悟出做任何事情都要精益求精，

追求极致是我们职业学校学生需要的一种

职业精神。”

连闯世赛，助更多“不服输”
新生代成就非凡

朱俊峰是从贵州遵义走出来的“山里

娃”，是上师附职历届优秀选手中唯一来自对

口支援“贵州班”的学生，四五年前就被该校

瞄准视作“种子选手”。卞建鸿告诉记者，该

校之所以能有学生连续站在世界技能大赛的

舞台上，得益于2018年起就开始搭建的技能

训练梯队。每年，学校会从入学新生中选择

一两个“好苗子”重点培养，朱俊峰就是那批

学生中的佼佼者。

如今，该校车身修复项目梯队已经有5

名学生，均为00后。能入选梯队培养的学

生，不仅思维活跃，更让教练团队看重的是，

他们自律、能吃苦以及永不服输的那股劲头。

在上师附职，“金牌教练”是一支由技能

专家、教练、翻译、设备保障和后勤服务人员

等七八人组成的团队。这其中有从企业聘来

的钣金行业大师，更有一代代选手的接力传

承。进入车身修复项目梯队后，朱俊峰第一

年上课就是跟着第45届世赛选手徐澳门。“门

哥干活，我们拿着本子记。休息时，他就会跟

我们复盘之前的难点和要点。”朱俊峰回忆。

原以为培养了多位世赛金牌选手后，学

校在人才培养方式上已驾轻就熟。然而，上

师附职汽车实训中心主任马波却感觉肩上的

压力越来越重。

“培养金牌选手的难度越来越大！”马波

解释说，一方面，全国各地都开始重视通过技

能大赛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中西部地区选拔

的技能选手水平逐年提升，赛场上选手们的

分差仅为毫厘；另一方面，技能大赛不断贴合

汽车产业发展动向，加入许多新的比赛模块，

比如塑料件的修复、新能源汽车铝合金车身

损伤修复等，“时时处处都要不断学习。”

在刚结束的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车身修理

项目比赛中，第一个模块便是铝合金修复。

与传统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为减轻车身

重量，多采用铝合金替代钢作为车身主要材

质，而修复铝合金的难度要比钢大。上师附

职从两年前起便在实训和教学中加入了铝合

金修复的内容，这也是此次朱俊峰斩获金牌

的重要技能之一。“高水平职业教育的目标不

仅仅要持续更新专业内容和技能，更要将精

益求精、超越、创造的精神传承给00后这些

新生代力量，助力他们成就非凡。”卞建鸿说。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现代职业学校车身修理项目连续5次冲击世界技能大赛

突破“最好”，  后为“大国工匠”添新彩

■本报记者 张鹏

朱俊峰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比赛中。 （校方供图）

 节卡机器人。

▼如今，非夕设

计的七轴机器人已在

多个精细化场景中落

地应用。

（受访者供图）
制图：张继

（上接第一版）

国际名家与首演剧目助
力节庆申城舞台

“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拉长了

办节周期，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带来的四

台剧目，吸引超过1万人次观众走进剧

场，助力上海文旅市场消费。”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副总裁

杨佳露介绍，作为沪上最新文旅地标，西

岸穹顶艺术中心和前滩31演艺中心分

别将其开业相关演出与艺术节进行联

动；作为上海旅游节的闭幕演出，安娜 ·

奈瑞贝科在上海大剧院举行独唱音乐

会，则是上海两大文化品牌——艺术节

与旅游节首次携手合作，这些都展现了

上海文旅事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局面。

申城观众期待已久的海外顶尖艺术

家们在这个假期纷纷到访。时隔五年，

欧洲顶尖室内乐团柏林爱乐弦乐五重奏

再次回归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奏响贝

多芬、布鲁克纳、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的

杰作；德奥音乐剧女演员玛雅 ·哈克福特

再度来沪，她携手嘉宾凯文 ·塔特，在上

海文化广场带来《伊丽莎白》《吸血鬼之

舞》《莫扎特》等诸多德语音乐剧金曲。

双节期间，众多热门IP改编舞台作

品首次亮相。改编自东野圭吾著作的话

剧《虚无的十字架》，以及与《消失的她》

同源的话剧《她的审判》入驻星空间322

号，为升级改造后的世茂广场拉开演艺

新地标的大幕；在上海文化广场与兰心

大戏院，改编自人气电影与文学著作的

音乐剧《爱情神话》《纳尔齐斯与歌尔德

蒙》开启全国首演；全新原创音乐剧《将

进酒》国庆期间首次来沪，在上海大剧院

唱响诗人李白的传奇故事。

在上海的演艺场馆，不同年龄的观

众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节目。

以中秋节当日为例，上海音乐厅品牌项

目“家庭音乐会”带来三场德国经典童

话《胡桃夹子与老鼠王》，门票销售火

爆。现场，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海派钢

琴家方旻、钱蕊嫣组成的“海 · 上”钢琴

二重奏演绎经典作品，创意式互动深受

家庭喜爱。10月1日至2日，上海歌剧

院再度与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合作，带来

《地 球 脉 动Ⅱ——纪 录 片 视 听 音 乐

会》。汉斯 ·季默、雅各布 ·谢伊和加沙 ·

克雷比三位著名作曲家强强联手创作

的音乐，让大人和孩子都能获得寓教于

乐的欣赏体验。

多元主题演出打造沉浸
式节日体验

从传统到摩登，充满上海风情的多

元主题演出和艺术节展，在刚过去的假

期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过节体验。

为期11天，涵盖130万平方米超大

版图、5大内容板块的朱家角超沉浸艺

术季，让近40万游客在上海的古镇感受

到不一样的艺术氛围，游客数较去年增

长36.3%。近20种新奇的科技装置和超

120场的演出和文化活动，让观众与水

乡形成奇妙的互动。第五届豫上昆曲 ·

中秋曲会沿袭明清的曲会习俗，邀国宝

级艺术家联袂登台海上梨园；长江剧场

的上海笑天地——“人间笑味是团圆”赏

中秋滑稽独脚戏专场，和上海天蟾逸夫

舞台的“国庆笑哈哈”——滑稽独脚戏

专场，用上海观众们熟悉的传统滑稽戏

为大家送来欢乐；而林肯爵士乐上海中

心则定制了外滩夜上海爵士狂欢节，营

造专属于“亚洲爵士之都”的浓浓节庆

氛围。

在上海看音乐剧，是文艺青年假期游

申城不容错过的选择之一。在票务网站上

可以看到，这个中秋国庆长假，上海舞台上

同时售票的不同类型音乐剧数量高达30

多部。剧场方和运营方也通过各种方式，

让剧迷们获得观剧以外的更多新鲜体验。

以上海大剧院出品的音乐剧《卡拉马佐夫

兄弟》中文版为例，不久前该剧以100%上

座率完成了本年度上海收官轮演出。其

中，出品方策划的特别活动涵盖“卡兄主题

日”舞台导览、“中秋做月饼”等，为观众带

来台前幕后的全视角体验。

刚刚收官的2023年度“演艺大世界，

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活动，集合演出清

单、剧场档案、互动打卡、惊喜探班、快闪演

出、优惠赠票、专享观剧团等内容，持续推

出多条路线和贴心出行攻略，吸引市民游

客跟着演出在上海奔赴热爱、收获精彩。

申城假日舞台焕新高品质文旅消费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