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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步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根据最

新统计，上海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达到

553.66万人，约占户籍总人口的36.8%。而

位于中心城区的静安区，老年人口的占比

更已高达41.5%。在此情况下，不少养老机

构存在“养有余而医不足”的困境，而居家

养老的老人对日常照护、健康管理等方面

也有着较多需求。

怎样为老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老和医

疗服务？记者跟随上海市卫健委调研采访

获悉，今年，静安区在区域内试点居家和社

区整合性照护服务模式，简称“五床联动”。

据悉，这是民政部“十四五”首批居家

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在上海

的唯一试点。这一“全国首创”尝试联动区

域内散落于卫健、民政系统等的养老床位，

多方携手打破部门藩篱，围绕“一张床”做

好医养深度结合这道新题目。

“五床联动”，“上有老”的压
力变小了

住在恒裕曹家渡老年福利院的傅爷爷

今年95岁了，他是福利院里签约“五床联

动”服务的300多位老人之一。一个月前，

傅爷爷出现了反复低烧、持续咳嗽，工作人

员就联系附近的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社区医生上门诊治。经社区

医生转诊，傅爷爷由救护车转运至静安区

中心医院，住进老年科病房。在十多天的治

疗后，他康复出院，顺利转回福利院。

“老人在养老院住了十几年，我们以前

最怕接到养老院电话，因为一旦老人生病

了，就得全家出动——把老人往医院送，排

队、挂号、等床位，等恢复得差不多了，还要

担心养老院是不是还能住得回去。这次很

不一样，我们几乎没费神，就通过绿色通道

直接搞定了。”这趟流畅的医养服务让傅爷

爷的家人感慨，“上有老”的压力变小了。

在静安，社区医务人员频频提到的“五

床联动”，是指家庭养老床位、养老机构床

位、家庭病床、医疗病床（区内一级、二级医

院的治疗病床）和安宁疗护病床（临终关怀

病床）。所谓的联动，旨在这五张床之间建立

起服务转介、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机制，从而

满足老年人健康预防、疾病诊治、长期照

护、临终关怀的综合需求，形成“五床”之间

可接续的联动模式，让老人在居家和社区

养老中真正实现“老有所医”“老有所养”。

今年8月，“五床联动”在静安区启动

试点。曹家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恒

裕养老院以及静安区中心医院签订了三方

协议，在该养老院内设置了医护的第二执

业点，并组建了由全科医生、护士等组成的

服务团队。试点至今，养老院里的378位老

人已有363人签约“五床联动”服务，总计

接受服务超3500人次。

将医疗照护服务延至老人
“身边”“床边”

郑诗韵是曹家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全科医生，同时也是日常对接恒裕养

老院的社区医生。“五床联动”启动后，郑诗韵

和养老院的互动频繁了，以至于从养老院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短短300多米的距离，她

都要跨上电动车往返，为的是尽可能节约出

更多时间为老人服务。

昨天下午，郑诗韵带着厚厚一沓老人的

资料以及简易的听诊设备来到恒裕养老院，

挨个为新“结对”的20多位老人进行身体检

查。“以前我每周去半天养老院，主要是为签

约家庭病床和家庭医生的老人提供医疗服

务，‘五床联动’启动后，这里的300多位老

人，我们统统都得管起来。所以我们的服务队

伍也扩大到了现在的10人团队。”

这个新“服务包”除了常规的问诊、查房、

代配药，还能让老人们在床边享受抽血、化

验、开中药等医疗服务。在曹家渡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主任叶涛看来，“五床联动”快速

收获老年人的欢迎，源于其将专业医疗机构

“里边”和社区“周边”的医疗照护服务，延伸

至老人的“身边”和“床边”，为老年人化解了

在居家和社区养老中的医养、康养痛点。

“当老人的身体状况发生变化时，养老机

构会及时与‘五床联动’成员单位对接，完成

健康档案流转，并开通绿色通道，建立家庭病

床，或转至医疗病床。一旦老人健康状况好

转，就可通过绿色通道再转回家庭养老床位

或养老机构床位。而当老年人临终时，也可优

先入住社区的安宁疗护病床，享受临终服务，

从而实现老年人治疗期住院、康复期护理、稳

定期生活照料，以及临终关怀一体化的健康

养老服务，解决后顾之忧。”叶涛说。

拓宽“边界”，让社区“原居康
养”服务更可及

除了惠及养老机构的住养老人，对广大

居家养老的老人，“五床联动”同样让他们对

健康生活多了一份从容感。

家住石门二路街道的92岁老人叶奶奶

和同龄老伴是“纯老家庭”，子女长期不在身

边。不久前叶奶奶不小心摔倒骨折了，老伴无

力照料，便把她送到了社区长者照护之家，接

受中短期康复服务。回归家庭后叶奶奶出现

了认知障碍，两位老人就购买了家庭养老床

位服务。由社区长者照护之家为老人配备紧

急呼叫“一键通”设备，安排护理员每周上门

服务两次，并将老人的身体情况反馈给社区

家庭医生，便于后者调整用药。如此家庭养老

床位和养老机构床位间的互转，让老人得以

在熟悉的环境中实现“原居康养”。

作为典型的居住型社区，宝山路街道老

龄化程度较高，老人对康养医疗方面的需求迫

切。为此，街道在“五床联动”的基础上推出“五

床联动+”特色服务包，包含床边查房、上门健

康体检、医疗护理服务、中医药服务等延伸

服务，进一步拓宽服务“边界”。宝山路街道

办事处主任俞宙冬说，街道还将与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一起突破养老、医疗等条线壁垒，在

家门口实现日托、助餐、康养等一系列更专业、

贴心的联动，让社区老人“就地养老”更安心。

采访中，多方对这一居家和社区整合照

护服务模式的未来表示关切。如何在价格与

服务间找到平衡，如何协调多方获益等，事关

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可推广度。用社区康养

从业者的话说，试点探索，这才开始。

面对老龄化挑战，上海于全国率先探索居家和社区整合照护服务模式

能否“原居康养”？盘活床位试点开始了

人工智能（AI）对科研的影响不仅在

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人

工智能可以做的更多，甚至用人工智能

模拟微型社会可为家庭、养老政策的制

定提供决策。昨天复旦大学举办的“社会

学学科周”启动仪式暨人工智能与社会

研究（2023）学术研讨会上，海内外专家

共同研讨人工智能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

的影响及融合创新的前沿成果。

当天，多位来自社会学、计算机科

学、心理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公共管

理等领域的专家提出，随着人工智能深

度融入跨学科、跨机构、跨范式的交流，

人文社科研究将迎来飞跃。

“   社会”孕育人文社科
领域新突破

不久前，清华大学教授沈阳利用人

工智能平台、经66轮对话，创作了一部

科幻作品《机忆之地》。他以此匿名参加

了第五届江苏省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

赛，获二等奖。沈阳说，不止文学创作，所

有学科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中文大模

型的回答问题水平已达到普通研究生刚

入学时的水平。如今，人工智能对一些问

题回答甚至超越一般研究者掌握的知识

范围。

“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正使人文社

科研究出现全新研究范式。改变过去人

文社科研究相对单一的视角，让不同领

域的专家共同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从

而推动社科研究创新。”普林斯顿大学教

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

学院院士谢宇对人工智能给社科研究带

来的影响感触很深。

谢宇认为，当人工智能与社会这两

个“大课题”结合，社科研究将迎来巨大

突破。他解释称，技术的最主要特点就是

积累性和公共性。基于这两个特点，一个

社会的规模比如人口规模越大，就越有

助于技术发展。中国的人口规模成为人

工智能进行社科研究时的巨大优势。

他进而以大语言模型为例谈到，世

界范围内，英语和汉语的使用者数量分

列第一、第二。对需要大量数据训练的大

语言模型来说，使用者多的语言具备明

显优势。又如，从不同国家地区的十大

App使用情况看，中国使用最多的十大

App全部是本土的，这为技术积累带来

了巨大优势，也是中国互联网应用发展

迅速的一大原因。同样地，AI用于社科

研究，“重启”了中国的人口优势。

谢宇称，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中国

还具备一些独有优势。自古以来，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过，因此，中国

的文字语料库比很多国家都丰富。此外，中国从事学术研究的人

数也更多，这也有助于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发展。

“   ”为人文社科研究带来新方案

人工智能也为人文社科研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的新方案。近

十年，家庭研究越来越重要，养老、托育、婚姻等面临新挑战。复旦

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正尝试使用ChatGPT辅助家庭研究。

彭希哲谈到，人口老龄化形势下，中国的家庭如何变迁、“一

老一小”的支持政策如何制订，成为学界热点。但是，过去囿于条

件限制，人文社科学者只能根据有限的调查进行理论推演，如今

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可以进行更科学的研究。彭希哲就利用人

工智能算法，模拟了微型社会，从而推测未来家庭的变迁模式。

他表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看到家庭变迁对人的生活、

职业发展等带来的影响。

人工智能的引入也使跨学科研究越来越水到渠成。复旦大

学老龄研究院教授郭秀艳正利用人工智能解码人类认知心理。

她表示，人类拥有目前已知最强的智能，但其生成机制依旧是

谜，比如记忆能否被存储、操纵和转移。现在，认知心理学前沿正

与脑科学、拟人智能等领域紧密联系，相关应用场景包括利用无

创脑机接口，通过解码认知神经活动并连接人的肢体，为脑卒中

患者的康复提供新方案。

多位与会学者表示，在广泛的人文社科研究中，AI能帮助

人类及时快速收集大规模的数据，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并进

行分析。未来，基于海量数据，AI还将提高人对社会现象变化趋

势的预测能力，人类或可通过AI模拟、认识政策干预的潜在影

响，从而形成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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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晨琰）中国学者主导的肺癌研究迎来重要
时刻。记者日前从上海市肺科医院获悉，该院周彩存教授领衔的

两项国际多中心三期临床研究获重大突破，新疗法显著延长非

小细胞肺癌患者中位生存期。相关成果近日同期刊发于《新英格

兰医学杂志》，周彩存同时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2022年全国癌症报告显示，胸部肿瘤占全体肿瘤的1/4以

上。其中，肺癌发病率逐年走高，已成为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

高的恶性肿瘤之一。由于肺癌异质性极强，治疗方案在不同患者

身上常呈现截然不同的治疗效果。

“针对一些罕见的肺癌分型，通常缺乏有效的治疗策略。”为此，

周彩存团队领衔两项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LIBRETTO-431

研究和PAPILLON研究，以期探寻非小细胞肺癌中两类罕见靶

点的治疗新方案，让患者有更优的治疗选择。

RET融合阳性是非小细胞肺癌中较为罕见但重要的分子变

异类型。LIBRETTO-431研究证实，与“含铂方案化疗?帕博利珠

单抗”相比，塞普替尼可将此类患者中位生存期延长1倍以上。

对于携带EGFR（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外显子20插入突变的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而言，PAPILLON研究证明，“埃万妥单

抗+化疗”治疗方案可显著延长患者的中位生存期。

“这两项研究进一步证实，及时且全面的基因组检测将为非小

细胞肺癌患者的初始治疗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周彩存同时表示，

罕见靶点治疗策略的确定，可以推动临床基础转化领域的进步。

此次同一名中国学者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双重身份在同

一期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两篇研究成果，在中国肿瘤研

究领域尚属首次。

在周彩存的带领下，上海市肺科医院肿瘤科团队牵头开展了

一系列肺癌治疗靶点挖掘及临床转化研究，肺癌的早诊率从69%

提高至95%，分子检测帮助95%的晚期肺癌患者找到驱动基因，

越来越多的患者在该团队治疗方案的引领下，获得了长期生存的

机会。目前，上海市肺科医院肿瘤科建立了一套肺癌精准化诊疗

体系，肺癌患者从初诊到初步确立治疗方案仅需4个工作日。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首次同期刊发
中国学者两项重要肺癌研究成果

新疗法显著延长患者中位生存期

“颠覆性技术正在改变中医药研究的面

貌。”日前在2023上海中医药与天然药物国

际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表示，中医

药研究越来越注重采用转化医学的理念，研

究模式日趋深入化、定量化和系统化。

研究理念与模式的升级，带来产业发展

的提速。2022年我国中药制药市场规模达

790亿元，近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5%。不少

与会专家都提到，今年中医药市场的增长曲

线有望“跑赢”整个生物医药的增长曲线。在

新技术的加持下，中医药产业正迎来收获期。

让经典名方焕发新价值

“2019年至今，公司产值保持30%以上的

年均增长，今年预计将突破40%。”梦阳药业董

事长张敏说，增长曲线的实现，主要依托于一

款名为“生白口服液”的纯中药制剂，它源于我

国名老中医邵梦扬教授的一张药方，主要用

于治疗因肿瘤放化疗引起的白细胞减少症。

推动市场快速接受“生白口服液”的，是

梦阳药业用科技手段对药方进行了现代化诠

释。张敏透露，在循证医学方面，他们联合全

国多位院士专家和临床医生为“生白口服液”

的中药材做了指纹图谱，药物上市后又联合

全国21家医院进行了多中心临床研究，生产

过程也实现了中药提取全自动化控制。

去年，梦阳药业入驻上海奉贤区。在这

里，他们正在研发一款小分子药物，一种从中

药五味子中提取的单一化合物，主要用于预

防化疗药物对心脏的损伤，目前该药已进入

二期临床。之所以选择奉贤，张敏坦言是看中

了东方美谷中医药产业园的集聚效应。园区

拥有和黄药业、凯宝药业、雷允上药业等14

家中医药特色企业，2022年中医药产业累计

纳税同比增长21.4%。

让道地药材品质可控产量有保证

对中医药来说，药材有保证，药品质量才

有保证。受制于产地、气候等因素，中药材的供

给不稳定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医药发展。上海

生物医药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积宗表示，中药

有别于西药的一个明显不同是，化学药物能随

产量扩大而降低成本，而药材作为农产品产出

是有限的。如何让科技从源头上确保中药材品

质，是中医药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梦阳药业的保肝药物“猪苓多糖胶囊”需要

用到猪苓，而这是一种无性繁殖药材，无法通过

育种种植，因此产量有限且风险较大。张敏透

露，他们正和相关专家共同开展猪苓的有性

繁殖研究，让药材品质更可控，产量更有保证。

在做出“麝香保心丸”“胆宁片”等爆款产

品后，上海和黄药业仍在中医药“宝库”里不断

挖掘。公司总裁周俊杰说，麝香保心丸和胆宁

片都源自原上海中药制药一厂，通过这几年

的不间断挖宝，多个经典名方陆续推向临床。

眼下，和黄药业正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国

强合作研发一款预防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药

物，其关键成分红景天苷需要从价值不菲的红

景天中提取。经过多年不懈研究，林国强团队

用苹果籽中糖苷酶合成出了红景天苷，解决了

这一难题，推动了这一经典名方的转化。

人工智能助力中医药发展

随着研究手段的推陈出新，中医药的

“有效证据”也越来越多。比如，中国科学

院院士沈自尹在研究肾阳虚的过程中，发现

人体尿液中“尿17羟基皮质类固醇”可作

为肾阳虚的一个生物标志物；中国科学院

院士岳建民从中草药金粟兰科里找到了有

效成分乌药烷型倍半萜和它的二聚体，发

现它的抗疟疾作用比青蒿素强1000倍，且

没有耐药性；中国医科院药物所的研究团

队发现小檗碱（黄连素）能够调节血脂和血

糖，揭示了人体内存在着不同于他汀类药物

的另一个血脂调节通路……

陈凯先认为，自动化、信息化、高通量

的实验研究技术平台和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的中医药研究，将深刻改变中医药研究的

面貌。前者能够快速得到中药样品的成分或

组分的分离纯化结构表征、药理活性等关键

数据，后者有望对中药临床的遣方用药、中

药现代化研究，尤其是多组分、多剂量、多

配比背后的作用机理作出全新诠释。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之

快，是过去不敢想象的，这些技术将在中医

药研究和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陈凯

先说。

    年我国中药制药市场规模达   亿元，近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5%

新技术加持，中医药焕新升级迎来新机遇

这几天，19岁的江西女孩莉莉住进了复

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普外科病房，患有先天

性巨结肠的她即将经历第七次手术，有熟悉

的医护陪在身边，她觉得很安心。

莉莉并非儿科医院收治的首例成人患

者。日前，经上海市卫健委批准，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市儿童医院三家儿童专

科医院可为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的特殊

疾病患者提供连续性医疗服务。这一服务创

新的背后更是理念的进步，让不少患者心中

的石头落地了。

“延续诊疗”让患儿不必辗转
就医

刚出生两个月，莉莉就被家人发现了异

常，肚子总是胀着气，无法正常排便。1岁多

时，她在当地成人肿瘤专科医院动了两次手

术，可反复腹胀的情况没有缓解。此后，她又

到当地儿童专科医院做了第三次手术，可术

后出现吻合口裂开、盆腔感染等严重并发症。

家人带着莉莉找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普外科团队，先后经历三次高难度手术，她

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如今，距离上一次手术

已过去六年，曾经的女孩长成了大姑娘。儿科

医院肠道管理多学科团队综合检查结果后评

估决定再行一次手术，一并解决遗留问题，改

善莉莉的生活质量。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继续在儿科医院

接受治疗，解决了我转诊就医的麻烦。”莉莉

说。此前，由于超过了儿科类医院可诊治人群

的年龄，年满18周岁的“莉莉们”只能转诊至

成人医院，在此期间，有些患者甚至不得不面

临诊疗中断的问题。随着此次上海这一新规

落地，问题迎刃而解。目前，上海三家儿童专

科医院经批准，可收治儿童白血病和实体肿

瘤疾病、先天性结构畸形、先天性遗传代谢

病、罕见病等四类疾病成人患者。

“儿童与成人疾病谱不同，对一些先天性

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儿科团队独具优势。”儿

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陈功说，“延续诊疗”让

患儿不必辗转就医，医生对患者病情掌握更

全面，能确保患者实现诊疗最大收益。

儿科医生诊疗特有疾病更有经验

不少人会有疑惑：儿科类医院为什么要收

治成人患者？事实上，不止是需要延续诊疗的

患儿，一批成年患者也需要儿科医生的帮助。

日前，一名35岁患有严重复杂先天性心

脏病的男患者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成功接受

手术。患者来自浙江温州，从小患有复杂性先

心病——法洛氏四联症，由于种种原因，他迟

迟未能接受手术，直至20岁时在外地一家综

合医院做了第一次手术，可疗效不佳。得知上

海儿童医学中心获批可为成人治疗先天性心

脏病，他慕名而来。

二次纠治手术难度更高。主刀医生之一

的孙彦隽主任医师介绍，“成人体格更大，所

以手术操作视野更深远。此外，伴随成人的慢

性疾病，术前检查要更加综合、全面。由于体

重、年龄等关系，术后护理需求也更为复杂。”

闯过了一道道难关，目前患者已脱离危险期。

业内人士分析，此次获批可治的四类疾

病可见规则制定者的用心，儿童白血病和实

体肿瘤疾病、先天性结构畸形、先天性遗传代

谢病、罕见病，基本上都是儿科特有疾病，儿

科医生显然更有诊治经验。

将患者交到合适的医生手中、由儿科医

生延续诊治，也是国际惯例。上海市儿童医院

血液肿瘤科主任邵静波告诉记者，十几年前，

她在国外进修时，就见到儿童专科医院的病

房中不乏成年患者的身影，“尤其是像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相比成人医

院，儿童专科已形成完备的诊疗方案，儿科医

生处理起来也更有经验”。

全力保障特殊疾病成人患者
救治工作

这几天，邵静波还在忙着一件事，罗列

四类疾病下的细分病种，以便后续落实收治

细则。“患者群里都炸锅了。”邵静波说，科室

里，不少身患血液肿瘤的孩子结束化疗后需

要长期随访，诊疗延续至成年是常有的事。以

往，只要孩子一到成年，医生也跟着孩子及其

家属揪心。邵静波遇到过不少家长，拉着刚成

年的孩子到诊室请医生再看一眼。

“我们只能出于公益性质，帮孩子把把

关，但不能给出诊断意见，否则面临‘非法行

医’的风险。”邵静波说，如今，这批患者的诊

疗需求得到落实。

还有一类患者，先天性疾病在儿童期没

有得到很好纠治，或起病较晚而延续至成年

期。目前，三家儿童专科医院正进一步抓紧完

善工作机制，建立好转诊网络，或与成人综合

医院进行专项合作，全力保障这类成人患者

的救治工作。

“患者就医路径更宽了，我们也可以在延

续诊疗的过程中为他们寻找更合适的‘下一

站’成人医院。”邵静波说。

上海三家儿童专科医院获批可收治四类特殊疾病成人患者，创新背后是理念的进步

儿科类医院为何要收治成人患者

大城养老新探

郑诗韵在恒裕养老院了解老人身体情况。 本报记者 王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