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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鑫鑫

教科卫 公告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记
者李恒）秋冬季是儿童呼吸道疾病
高发期。近期，一些地方儿童呼吸

道疾病病例数量明显增加，儿科诊

疗服务任务繁重。为指导各级妇幼

保健机构加强儿科医疗服务，增加

儿童呼吸道疾病诊疗资源，满足患

儿就诊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

厅近日印发关于指导妇幼保健机

构做好儿童呼吸道疾病诊疗服务

的通知。

通知提出5项要求：多措并举

加大妇幼保健机构儿科医疗服务供

给，依托“互联网+”优化儿科服务

模式，加强健康教育和托幼机构业

务指导，统筹协同优化区域儿科医

疗资源配置，加强组织领导抓好工

作落实。

通知要求各地指导妇幼保健机

构强化院内医疗资源统筹，通过多

种渠道充实儿科门诊力量，扩充服

务资源总量。就诊高峰期，通过延

长门诊时间，增加门诊号源，加开诊

室、诊疗区域，开设夜间门诊和周末

门诊等举措，最大限度满足儿童就

医需求。做好药品等物资储备，保

障全面充足供应。充分发挥中医药

在儿童疾病预防保健、诊治康复方

面的特色优势。

通知要求各地指导妇幼保健

机构提供“互联网+”诊疗服务，方

便儿童就医，引导错峰就诊。优

化门急诊布局和就诊流程，实现

呼吸道疾病患儿与其他就诊人群

合理分流，避免院内聚集，减少交

叉感染。

通知还要求各地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充分发挥妇幼保健机构在儿科

诊疗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及时发

布辖区内开展儿科诊疗服务的妇幼

保健机构名单及相关就诊信息，方

便儿童就医。做好区域医疗资源应

急预案和统筹调度方案，必要时通

过跨院跨地区调度支援，及时应对

高峰期儿童就诊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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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晨琰）当前是冬季呼吸道疾病流行季
节，记者昨天从上海市卫健委获悉，眼下到本市大型儿童专

科医院就诊人数较多，本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增开诊室，延

长服务时间，尽力缩短患儿候诊时间。

为方便家长带患儿就诊，市卫健委整理公布最新全市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儿科诊疗服务信息，从三级综合医院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本市16个区均有儿科分布，各区均有

医疗机构24小时开设儿科发热门诊，患儿家长可在“健康

上海12320”公众号检索，根据所需就近就医。

记者检索名单发现，这份医疗机构名单覆盖全市16个

区，注明医疗机构名称、地址、儿科医疗服务时间和联系电

话，还特别标注了24小时开设儿科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

除大众熟知的上海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等儿童专科医

院可提供24小时发热门诊诊疗服务外，分布于各区的上海

市东方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第

六人民医院、同仁医院、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等均可提供相

应的儿科诊疗服务。

近年，本市加强儿科医联体建设，通过技术平移、品牌

平移、服务平移，将儿科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至各区，推动儿

科医疗服务同质化。在这份医疗机构名单上，也不乏多家

区域医疗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市卫健委同时呼吁，大家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多开窗

通风，做好预防工作。对于一般常见感冒发热、咳嗽，可就

近选择医院就诊。

上海  个区均有医疗机构
  小时开设儿科发热门诊

本报讯（记者储舒婷）上海交通大学新校区即将落户崇明
陈家镇东滩地区，校区设计方案规划目前正在公示。记者获悉，

上海交通大学崇明校区占地面积约350亩，规划建筑面积

159576平方米，设计方案遵循科技与自然共融的理念，未来将

建成一座生态低碳、空间开放共融的共享校园。

2021年6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崇明区人民政府和上海交

通大学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签署战略框架合作协议，三方将共

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农业与生态学院”，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建设和上海交大“双一流”高校建设蓄势赋能。

按照协议，三方将以现代农业为重点，与相关国际著名大学

合作，建设交大国际农业与生态学院；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杰

出师资队伍、世界级创新平台与前沿研究中心，构建社会服务与

乡村振兴战略智库，逐步推进全健康、低碳生态、环境科学与工

程等交叉学科的合作与建设；重点打造世界一流农科、健康民生

和低碳生态可持续发展新兴国际化大生态学科群。同时服务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面向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发展需求培养人才，并建设种业创新、城乡生态、现代都市农

业、动物医学、未来食品、全健康生态、低碳生态等研究中心，建

设自然资源与环境生态科技馆、动物诊疗实习医院等创新平台

和科普基地。

上海交通大学新校区将落户崇明

本报讯（记者唐闻佳）到院就医能否“一
卡通用”？跨域就医能否“一卡通行”？“一院

一卡、多卡并存、互不通用”等就医难题正在

破题。昨天，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院举行的“一卡在手、健康随行”医疗机

构电子健康卡跨域主索引服务与多卡（码）协

同便民服务应用现场会传来消息：当前，医疗

机构电子健康卡主索引服务已在上海、武汉

和厦门的先行示范单位落地实践。

长期以来，医院内部业务系统由多方参

与建设，存在多个患者业务标识，无法支撑患

者开展连续医疗服务。近年来，国家发布一

系列卫生健康政策文件，要求普及应用居民

电子健康码，建立居民以身份证号码为主、其

他证件号码为补充的唯一主索引，推动“一卡

通用”；明确国家建成电子健康卡跨域主索引

服务系统；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实现院内患

者主索引标准统一。为保障落地实效，国家

卫健委选取上海、武汉、厦门为试点城市先行

先试，试点跨域互联。

本次现场会由国家卫健委规划发展与信

息化司指导，国家卫健委统计信息中心和上

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办。上海、武汉、厦门

三地医疗机构交流先行试点经验。

在仁济医院的现场会上，该医院就跨

域“一卡通行”、院内“多卡协同”及检验检

查报告互通共享三大便民服务场景进行现

场演示。

跨域“一卡通行”场景中，仁济医院信息

中心副主任邵维君使用手机上申领的电子健

康卡，在诊区自助机即完成身份识别及挂号

付费，完成签到后，诊区大屏即刻出现了叫号

信息。邵维君介绍，此项功能不仅能在医院

自助机上实现跨域“一卡通行”，在手机上通

过仁济医院就医服务号也可快速申领，线上

全流程完成就医，方便了患者跨域就医和连

续诊疗的需求。同时，院内就医也能实现“多

卡协同”，患者在整个就诊流程中可使用电子

健康卡、社保卡、医保电子凭证等任一就诊介

质便捷完成相应诊疗，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

提高就诊效率。

进入诊间后，医生在电脑上打开“门诊工

作站”选择病人，弹窗立即显示其在上海其他

医院的检验项目提示。邵维君介绍，现阶段，

上海地区内的检验检查互通互认已基于国家

及申康医联平台搭建成熟，未来还将依托电

子健康卡服务，力争实现全国检验检查结果

互通共享。

记者了解到，上海的这项试点工作由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支持推进。早在

2006年，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即启动建设了

市级医院临床信息交换共享平台暨“医联工

程”，实现了37家市级医院间临床诊疗数据

与业务运营数据交互共享。2019年，申康

医院发展中心建成“上海市级医院互联网

总平台”，并推出“电子健康卡服务”。结合

电子健康卡应用，市级医院间同步实现了

医院检查检验信息互联互通互认。2022年

起，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还配合国家卫健

委研究制定相关技术指南，推进区域医疗背

景下医疗机构主索引建设的规范化、标准

化、统一化。

仁济医院是该项工作的上海首发试点单

位。多年来，仁济医院紧跟国家政策指引与

地方工作要求，形成了多院区一体化的信息

化发展格局，此前已完成医疗付费“一件事”

等多个数字化转型示范场景。随着日益庞大

的医联体规模和不断增长的患者数量，信息

互联互通成为医院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一大

挑战。基于此，仁济医院先行先试，在国家卫

健委、上海市卫健委和申康中心统一指导下，

以电子健康卡跨域主索引为技术核心，率先

试点患者主索引标准统一建设。据此实现的

医疗场景电子健康卡、社保卡、医保电子凭证

等“多卡协同”，将进一步方便患者就医，也将

提升医院管理效能。

上海仁济医院列入国家首批试点名单

破题“一院一卡、多卡并存、互不通用”就医难

云南西双版纳州超过8000名妇女接

受了上海医生的义诊——乳腺癌和宫颈癌

筛查；1002提光明“优+”牛奶跨越2600公

里，从上海运抵云南保山市隆阳区山区学

校，孩子们喝上了营养丰富的“上海味道”；

“新鲜出炉”的320套彩虹艺术课桌，这一

头由上海田园第二外语实验小学同学们亲

手绘制，那一头送往隆阳区芒棒小学和新

城小学，替换东拼西凑的老旧课桌……近

年来，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与多家机构、爱心

企业携手合作，关注云南妇女健康、呵护当

地青少年儿童成长。

“粉蓝丝带公益行”保障妇
女健康

今年9月，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携手复

星医药在西双版纳州妇幼保健院启动“粉

蓝丝带公益行”公益项目，以扩大当地女性

两癌筛查率、助力基层医疗水平提升为目

标，免费为超过8000名当地妇女开展乳腺

癌和宫颈癌筛查，预计两年内受益人数将

超过1.6万。同时，捐赠智慧两癌筛查解决

方案，提升当地医疗可及性。

“我们与复星医药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以云南妇女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和受益人

群，以西双版纳州为主要实施地点，开展公

益项目。”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副秘书长朱亚

萍介绍。

活动当天，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

保健院主任医师王丽华、副主任医师吴佳

皓，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主任医师贡

海蓉等5位专家，在西双版纳州妇幼保健

院开展乳腺癌、宫颈癌、儿科等领域义诊、

专题培训、带教查房等活动。

“这次专家们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关

于疾病领域的新思路和宝贵经验，解决了

我们实际工作当中遇到的难题。”西双版纳

州妇幼保健院妇科主治医师谭超说。

未来，基金会还计划为当地医生免费

提供至上海三甲医院跟岗一个月的进修机

会，切实提升西双版纳医生诊疗能力和水平。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长姜樑表示，已

与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就对口帮扶西双版纳州

工作达成共识，援助目标为3年总计投入不

少于100万元。据悉，去年以来，基金会在西

双版纳州实施的公益项目总价值逾500万

元，已超额完成目标。

彩虹两端，看得见的小美好

上海白玉兰、云南花蝴蝶绽放在彩虹

两端——这些漂亮的手工画作绘制在标准

化课桌上，架起沪滇沟通的桥梁，让孩子

们心中的小美好从东海之滨传递到彩云

之南。

今年上海咖啡文化周期间，上海宋庆龄

基金会“啡常暖”咖啡公益专项基金宣布，将

向云南山区咖农的孩子们捐赠一批由上海小

朋友亲手绘制的艺术课桌。

该专项基金由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与上海

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会共同发起设立，主要

用于支持咖农子女教育医疗，以及与云南咖

啡产地乡村振兴相关的公益项目。此项公益

活动将为上海的咖啡文化注入特有的人文关

怀，让“咖啡+公益”续写一段“啡”比寻常的

暖心故事。

9月举行的捐赠仪式上，上海宋庆龄基

金会党支部书记廖永红提及，首批320套彩

虹艺术课桌之所以选择保山市隆阳区芒棒小

学和新城小学两所学校，是因为保山属云南

咖啡核心产区，两所受捐学校里咖农子女就

读人数较集中。新城小学校舍建设年代久

远，课桌椅损坏较严重；芒棒小学搬到新校

址，课桌椅数量不足。“有了新的课桌椅，相信

孩子们读书也会方便很多。”

此外，4月，基金会与上海江崎格力高

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将营养小零食送抵云南

曲靖市妇幼保健院；3月，基金会新时代文

化专项基金管委会将1801套防寒校服送达

云南昭通市镇雄县场坝镇第二小学以及摩

多、麻塘、麻园3所村小，给孩子们带去温

暖……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张鸣表示，

基金会始终秉承宋庆龄“把最宝贵的东西给

予儿童”理念，致力于服务更多妇女儿童，切

实推动妇女儿童卫生保健、文化教育福利事

业可持续发展。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携手沪上多家机构、企业为云南妇女和青少年儿童送关爱

智慧“两癌”筛查两年将惠及1.6万妇女

“粉蓝丝带公益行”义诊活动现场。 （受访方供图）

新华社合肥12月1日电 （记者戴威）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精准

智能化学重点实验室汪义丰教授、傅尧教

授和张凤莲副教授联合研究团队发展了一

类手性硼自由基催化的不对称环异构化反

应。12月1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

权威学术期刊《科学》。

不对称催化是合成手性功能分子、认

识手性世界的重要方式。开发结构和功

能新颖的手性催化剂及其催化的不对称

反应是不对称催化领域研究的重点。自由

基物种含有未成对电子，其反应活性高，反

应模式与离子型反应不同，在有机合成化学

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利用自由基作

为手性催化剂的不对称反应，在反应机制、

催化模式以及官能团兼容性等方面不同于

过渡金属催化、有机小分子催化和酶催化，

有望为手性分子的合成提供全新的思路和

策略。

但是，实现该类型不对称催化极具挑战

性：一是有机自由基极其活泼，在反应中容易

失活，极难构建有效的催化循环；二是大多数

自由基的结构不易改造和修饰，难以对手性

环境进行精细调控。

围绕上述挑战，研究团队基于前期对有

机硼自由基性能的深入研究，设计了一类结

构新颖且易于修饰的手性氮杂卡宾-硼自由

基催化剂，并利用其对不饱和烃加成可逆性

的原理，发展了一类反应机制和催化循环全

新的不对称环异构化反应。

据了解，该类手性硼自由基前体制备简

单、结构丰富、易于修饰，为反应的手性调控

提供了基础。此外，研究团队还通过量子化学

计算、电子顺磁共振光谱、氘代标记实验等多

种手段，阐释了催化反应机理和立体选择性

来源，实现了对催化过程的精准调控，为未来

基于人工智能的催化剂精准设计奠定了理论

基础。

研究人员介绍，该工作不仅首次展现了

硼自由基催化不对称合成的强大功能，而

且也 将 启 发 和 推 动 其 他 主 族 元素自由基

催化剂及其不对称催化反应的发展，为手性

功能分子的合成提供全新的设计思路和催化

模式。

硼自由基催化不对称合成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据新华社重庆12月1日电 （记者周
思宇）记者从重庆大学获悉，该校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黄晓旭团队及其合作者利

用自主研发的三维透射电镜技术在纳米

金属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北京时间12

月1日，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

《科学》发表。

传统电子显微镜技术只能观察样品的

表层，或观察材料内部三维结构的二维投

影，大大限制了人们对材料微观组织的认

识。过去20多年，全球科学家致力于开发三

维表征技术，空间分辨率在微米尺度的三维

表征技术研发取得重要进展。

但是，要解决更深层次的材料科学问题，

需要纳米级甚至原子级的三维表征技术，这

一目标的实现极具挑战性。经过10余年努

力，黄晓旭团队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

的支持下，开发了一系列基于电子衍射的三

维透射电镜技术，填补了纳米级三维电镜取

向成像技术的空白。

研究人员介绍，该研究利用三维取向成

像技术，首次实现了纳米金属塑性变形的三

维电镜研究，发现纳米金属塑性应变可恢复

的反常现象，并揭示了这一现象的物理本

质。这一新发现发展了纳米金属塑性变形理

论，将为先进纳米结构材料研发、纳米材料使

役行为的预测和控制以及微纳器件功能优化

提供理论指导。

纳米金属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

我国科学家两项成果在《科学》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