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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金娇）上海海洋大学
水产与生命学院唐文乔教授研究团队通过

形态学和分子系统发育学等分析方法，发现

并命名两个鱼类新物种，分别为珠鳍爬岩鳅

和绿斑爬岩鳅。两物种目前仅分布于中国

广西中部至云南西部地区的山溪中，是中国

特有鱼类。日前，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知名

动物学期刊《动物系统学与演化》上。

这项研究还解决了爬岩鳅属部分类群

长期存在的物种混淆问题，为科研、生态保

护工作者以及自然爱好者提供了新的分类

学检索方法。上海海洋大学生物学专业博

士研究生陈敬琛为论文第一作者，唐文乔

教授为论文的通讯作者。

据唐文乔介绍，两年前，几名鱼类爱好

者在山溪中发现了一种长相奇特的鱼类，

它像圆盘一样吸附在石头上，身体呈深绿

色，有着斑马一样的黑色条纹。鱼类爱好

者将其称为“绿斑马”。为鉴定其真实身

份，团队前往原产地采集标本并通过基因

测序发现，“绿斑马”与已知最接近物种的

遗传距离达5.20%，远超同类群中多数已

知物种之间的遗传分化程度。形态学证

据和 DNA分子遗传学证据已经可以证

明，“绿斑马”是新物种。团队借用了爱好

者们对它的昵称，将这个物种命名为“绿

斑爬岩鳅”。

在调查“绿斑马”其他栖息地的过程

中，团队意外发现，在云南和广西交界的地

区，生活着一群形态类似秉氏爬岩鳅的鱼

类。特殊的是，它们的胸鳍上有一串串“珍

珠”状的颗粒。这些种群尾柄较为短粗，胸

腹鳍形成的“吸盘”较小。这是否会是一个

新物种？随后团队将标本带回实验室，经

DNA测序分析，发现这一物种与秉氏爬岩

鳅的最小遗传距离竟达到11.15%。唐文

乔解释，这一数字意味着遗传分化程度非

常高，接近属的分化水平。根据胸鳍前

6-9根鳍条上存在“珍珠”这一关键特征，

团队将其命名为“珠鳍爬岩鳅”。

“此次新发现的珠鳍爬岩鳅和绿斑爬

岩鳅都隶属于鲤形目腹吸鳅科爬岩鳅属，

形态学和分子系统发育学均显示，两物种

与爬岩鳅属其他物种区别显著。”唐文乔介

绍，常见的淡水鱼类，如鲤鱼、武昌鱼呈纺

锤形或侧扁型，而这次新发现的两物种身

体呈平扁形，这在淡水鱼类中较为少见。

从身体结构上来看，它们的头部和胸腹部

扁平，胸腹鳍延长，身体特化为“吸盘状”。

这种特化结构可以将自身牢牢吸附在石块

上，不被水流冲走，因此又被称为“吸鳅”。

唐文乔说，由于身体结构特化，这两个新物种无法像正常鱼

类那样，通过口的张开和闭合方式从水中获得足够的氧气。它

们必须生活在含氧量高，水流湍急的地方，对水质要求极高，并

且吸附在水流湍急的岩石上，通过高频率抬头，让快速流动的水

通过口部，再从鳃流出，来获得足够的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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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一支

博医团，来到云南大理州开展为期一周的志

愿服务。记者跟随这支博医团，记录下他们

的足迹——

7月7日，抵达的第一天上午，团队成员

就做了一台乳腺癌根治教学手术，不仅救治

患者，也帮助当地医生解决困扰已久的术中

出血过多的难题；此后，博医团的师生们前往

大理州永平县，一路在大山穿行、送医入户；

博医团每到一处都开启的“红讲台”青春期教

育培训也都吸引了当地妇幼学科的医生、学

校的老师积极参加……

持续开展30年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博医团志愿服务，已是第6次到大理州永平

县，这里的县人民医院也是复旦大学附属医

院对口支援的医疗机构。这些年，他们的到

来，不仅帮助当地提升医疗水平和百姓健康

意识，更重要的是，这些未来的卓越医师们，

在行走中感悟医者的责任与担当。

“从医学生到医生，一字之差，后者不仅

意味着具备更娴熟的临床能力、更饱满的人

文情怀以及更高超的专业技术，还有对国情、

对基层情况的了解。”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博

医团大理永平县领队、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

医院党委副书记王珏直言，此行也许只能解

决两三百名当地患者的实际问题，但持续的

对口支援和博医团实践，能让“输血”变成“造

血”，将帮扶真正落到实处。

上门义诊遇到的病人，和平
时诊室里的太不一样

复旦大学已对口支援永平县10多年，复

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每年都会向永平县派

出5名不同科室的医生。

“过去我认为做医生只需要不断精进医

术即可，没想到在这里做医生，不仅需要医

术，还需要会挖路、会烧饭，因为下乡送医路

上，随时会遇到塌方等意外事件。这让我明

白，优秀的医生不能只关心各种学术和技能

上的KPI，还有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和爱。”作

为博医团成员之一、华山医院博士生林金榕

在结束7月11日位于永平县的义诊和送医入

户后，感慨万千。这位从牛津大学学习归来

的博士生发现，这里很多老人不识字，健康意

识薄弱，还有些患者关节已严重变形，却从未

拍过一张X光片、从未做过一次血液常规检

查……如何提高偏远地区居民的医疗条件和

健康意识，他陷入了思考。

“义诊和上门服务的病人，和我在日常门

诊时遇到的病人太不一样了。”华山医院皮肤

科博士生李铭此次上门走访、义诊的对象，是

一位老年妇女，因为她脊柱侧弯，走路时身体

近90度弯折，必须拄拐行走，脚上皮肤也开

始溃烂。于是，李铭联合林金榕以及另一位

博医团成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

博士生苗嘉芯，一起进行“多学科会诊”。

苗嘉芯也十分感慨地说：“帮助村医提升

科普服务能力，帮助大山里的居民提高疾病

防治意识，太重要了。”也正因此，复旦大学附

属妇产科医院在来到此地开展送医上门服务

的同时，已将所有的线上科普通道向当地的

医生和患者开放。

助力偏远地区医学发展，要
做通“人”的工作

在博医团成员中，有不少复旦大学各附

属医院的专家。大理州妇幼保健院本月底即

将开诊，医院ICU负责人杨正中连续两天跟

随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ICU主任戴青青

开展义诊。“我们不仅跟随戴主任一起义诊，

科室的年轻人还和上海专家一起开了交流

会，这让我对从零开始建设ICU充满信心。”

杨正中说。

大理州妇幼保健院是滇西地区的妇幼医

疗中心，却一直没有重症医学科。重症妇女

和儿童只能在住院部用临时呼吸机进行生命

支持，待病情稍有稳定再辗转三小时车程前

往昆明治疗。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特地

在此次博医团西行时，安排戴青青一同前往。

“要建重症医学科，设备、仪器、药物都容

易准备，比较难的是人。很多ICU医生在年

轻时都经历过迷惘，因为从职业发展来看，重

症医学科没有其他学科的显示度高，但这是

医院的平台学科，包括快速更新的生命支持

技术等，这会给医生带来成就感，对医院整体

的发展很重要。”戴青青熟练的诊疗技术以及

对重症救治工作的深刻理解，也化解了当地

年轻医生们心中的迷惘。

除了戴青青，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

院邱晓頔主任也针对当地在设备、技术、人才

培养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给出进一步建议；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贺木兰医师围绕如

何对孩子开展青春期性教育做了专题指导，

也吸引了当地大批医生前来学习、交流。

在带教中解决医疗难题，有
力支持当地医院良性运行

到达大理后的第一天，复旦大学附属妇

产科医院主任医师吴克瑾就在大理州妇幼保

健院为新辅助化疗结束后的患者李女士进行

了乳腺癌改良根治术，这台示范教学手术的

出血量仅为当地同类手术的十分之一，且手

术时间减半。术后，吴克瑾针对该病例拓展

讨论，并对术后恢复进行现场指导。第二天

查房时，这名病人的状态让人几乎看不出她

经历了6个周期化疗、又刚刚接受了一台大

手术。

在大理州妇幼保健院，还有一名筛查出

乳腺癌的患者原本打算去外院手术，吴克瑾

仔细查看其检查报告、沟通病情，病人当即决

定，办理入院手续。

博医团成员们都明白，医疗水平的提升

不只取决于医生在专业上的付出，还取决于

医生能否与患者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就拿保

健院来说，这里每年实施的乳腺癌手术只有

大约40例，因为大多数筛查可疑的乳腺癌患

者都会选择去上级医院做手术。“我们为保健

院的医生提供进修机会，但如果没有患者，医

生进修回来后没有手术可做，再高超的手术

水平都不可能持久，学科也很难发展。”吴克

瑾说，在和当地医生充分沟通后，她建议，基

于现有病人状况和疾病特点开展工作，进一

步发挥特色，留住患者。

如何提升当地整体医疗水平，一直是博

医团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对口支援的医生

们最关注的事。过去几年，在复旦大学附属

妇产科医院的帮扶下，永平县人民医院妇产

科已成为大理地区的妇科腔镜手术中心，年

腔镜手术量达120余台，微创技术的提升，也

吸引了不少周边县市的患者赶到这个县级医

院来就诊。如今，这家医院的外科也开始开

展腹腔镜手术。同时，在对口支援的复旦大

学各家附属医院的支持下，永平县人民医院

还建立了卒中中心，并被评为当地优秀溶栓

中心。

变“输血”为“造血”，复旦上医博医团暑期实践第6次走进云南大理州永平县

未来卓越医师，在行走中感悟医道

■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 ·暑期社会实践随访记

■本报记者 姜澎

博医团成员们在大理州永平县为当地村民义诊。 （院方供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

液科对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有“以院包科”的

援建传统。在沪藏两地多年共同努力下，

当地血液科室发展稳步前进。今年，在卿

恺医生带领下，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血液科

持续完善国内最大的高原红细胞增多症患

者数据库，并成功获批市级血液病质量控

制中心。这种接力传承，是上海医疗援藏

的承诺，也是卿恺奋力守护的骄傲。

解高原红细胞增多症之难

65岁的藏族老人平措（化名）躺在病

床上，他刚刚结束红细胞单采术的治疗。

卿恺站在病床边，仔细观察。平措说，他感

觉浑身轻松了不少。

平措患的是高原地区最常见的高原红

细胞增多症，由于慢性低压性缺氧诱发红

细胞过度增生，使得血流变缓、红细胞淤积

以及微循环功能障碍，并带来全身多器官

多系统的缺氧性损伤。严重者可出现脑梗

塞、肺动脉高压、心肌梗塞从而危及生命。

在上海援藏专家指导下，日喀则市人

民医院血液科于全球高原地区首次引入血

细胞单采仪，开拓性地运用红细胞单采术

治疗高原红细胞增多症，至今已有8年。

目前累计开展红细胞单采术超过1300例

次，获得很好的短期疗效。

高原红细胞增多症治疗的不断完善，

亦是瑞金医院血液科援藏的见证。2015

年，首批上海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员、瑞金

医院血液科高晓东主任赴日喀则援建血液

科工作。2017年，陈赛娟院士工作站在日

喀则揭牌成立。2021年，日喀则市人民医

院血液科正式独立，成为西藏自治区首个、

也是目前唯一的独立血液病专科。

建国内最大高原红细胞增多
症患者数据库

红细胞单采术在日喀则取得成功，但远

期效果还有待继续观察。因此，随访复诊工

作就很重要。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牧民

来一趟医院很不容易。不少病人接受一次治

疗后，感觉身体舒服了，后续就不再前来复

查，随访工作很难开展。在前几批援藏医生

工作基础上，卿恺把每名出院病人拉进微信

群，群里还有当地血液科团队的其他成员。

借助微信群开展工作，使病人出院而不断

线。团队成员专人对接患者的时间与交通需

求，创造便利条件保证患者持续接受随访。

打通随访环节，有利于积累高原红细胞

增多症患者的大量长期数据。目前，日喀则

市人民医院血液科团队建立了国内最大的高

原红细胞增多症患者数据库。今年，在卿恺

帮助下，团队获批西藏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

及日喀则市自然科学基金各一项。此外，卿

恺的两个徒弟张银银和李欢，通过数据库总

结了613名高原红细胞增多症患者的疗效情

况，投稿了一篇高水平SCI论文。

编汉藏双语科普图书《血液
的故事》

进藏两个月后，卿恺遇到一名15岁的藏

族女孩央拉（化名）。央拉入院时白细胞高达

530?10
9
/L，同时伴有呼吸困难、低氧血症等

症状，确诊为慢性髓系白血病。卿恺在瑞金

医院后方支持下，为她制定了最优化的治疗

方案，最终使小姑娘转危为安。出院那天，央

拉的妈妈向医生们献了哈达，并且用不太熟

练的汉语不停地道谢。那一刻卿恺百感交

集，感觉这段时间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随着工作的深入，卿恺与当地医生合作

越来越默契，感情也越来越深。卿恺与当地

普布旺堆主任作为共同主编，编写了汉藏双

语的科普漫画图书《血液的故事》，他还与本

地医生一起，录制了多个高原血液病相关科

普视频。

卿恺：传承“瑞金血液”援藏接力棒

■本报记者 沈竹士

人物小传

卿恺，中共
党员，医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血液内科主治
医师，援藏任日
喀则市人民医院
血液科主任。

 卿恺（左

二）组织日常教

学查房。

（采访对象供图）

（上接第一版）

《汉籍合璧精华编》为全球汉籍合璧工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针对中国内地以外

的所有国家和地区所藏汉籍开展系统调查，

在此基础上，撷取最具文献价值的珍稀版本

或精华品种，通过标点、校勘或集注、汇评、

汇校、补正等形式整理，分期分批出版系列

成果。

首批面世的10种，包含《孟子集成》《韩

诗佚文汇辑通考》《帝范集注汇校》《借树山房

诗草》《孔子家语正印》《盱坛直诠校注》《战国

策三注旁训评林》《文心雕龙校笺》《妆史校

注》《翁方纲诗集辑校》，共500余万字。它们

的整理底本有的是稿本，有的是刻本，但均为

孤本或国内缺藏的稀见版本，具有无可替代

的多维价值。其中4种为存藏孤本的首次整

理。比如，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孟子集

成》是目前海内外仅存的完本，一直不为学界

所知，此为首次点校整理。《孔子家语正印》三

卷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天启三年（1623年）怡

庆堂余完初刻本，不见于《中国古籍善本书

目》，前人著述中从未提及，此本独一无二。

《战国策三注旁训评林》所用万历年间刻本，

目前仅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

善本书部、日本内阁文库的两部。《妆史校注》

底本为藏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

馆的孤本。

其余6种，亦为细致校勘的严格之选，力

求底本最优、参校最详、注释精当。比如，《韩

诗佚文汇辑通考》在全面总结前人《韩诗》辑

本的基础上，大量增入域外汉籍所见《韩诗》

新佚文，对《韩诗》学派可考的佚文进行全新

辑录。《帝范集注汇校》汇集了中、日、韩三国

藏《帝范》稀见版本近20种，其中中国藏本9

种，日本藏本7种，韩国藏本3种。《文心雕龙

校笺》使用《文心雕龙》版本达54种，其校本

多为海外存藏的珍本，包括英藏敦煌藏经洞

出唐写本、日本九州大学藏明万历刻本、京都

大学藏明万历刻本、日本冈白驹校正句读本、

美国哈佛大学藏明本、日本尚古堂活字本等。

化身百千，嘉惠学林

据透露，截至2023年5月，全球汉籍合璧

工程已对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95

个国家和地区的1988家藏书机构进行了汉

籍存藏调查，并与法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

图书馆、俄罗斯国立图书馆等境外藏书机构

合作，完成了1600种汉籍的复制回归工作。

作为合璧工程的另一个子项目，《汉籍合璧珍

本编》从世界各大图书馆复制回归的汉籍中，

精选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稀见版本影印出

版。此次出版的《日本藏中国珍稀文献》第一

辑，收录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国立公文书

馆、名古屋大学图书馆、蓬左文库等藏书机构

所藏珍稀汉籍136种，编为100册，这些汉籍

均为首次在国内出版，化身百千，嘉惠学林。

域外汉籍收藏，汉学研究者扮演着重要

角色。以法国汉学家沙畹为例，他是杰出的

学者，也是藏书家，曾觅得许多汉文的珍本秘

籍，如二十多种旧版《史记》。以往，因为没有

正规编制、公开出版的目录，海内外对其这些

古籍善本详情不了解，也无法检索阅览。

2013年，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法国亚

洲学会签订合作协议，中方由陈正宏教授领

衔，率团队赴巴黎，与法方专家合作，系统整

理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所藏沙畹、马伯乐、戴

密微三位著名汉学家的旧藏汉籍，为其完整

编目，并编纂出版中法双语版的善本图目。

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也是中法文

化旅游年。经过十年细致择选、鉴定、编目而

成的《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沙畹文库汉籍善

本图目》，即是该中法合作项目正式出版的第

一项成果。该书共著录汉籍善本148种，分

经、史、子、集、丛五部，其中经部31种、史部

63种、子部37种、集部10种、丛部6种，另有

附录1种。编者采用图目的形式，不仅详细

著录了每种书的版本和附注信息，还辅以大

量书影，直观地呈现了各书的正文卷端、相关

牌记刊语、序跋、钤印、避讳及批注札记等信

息。在书目选择方面，注重版本价值，既选取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籍善本，又放宽时限，同

时打破空间限制，对日本、越南的汉籍珍善本

进行著录。这一中法双语图书，既揭示了沙

畹文库所藏汉籍善本的面貌，为了解20世纪

初欧洲汉学家从事东亚研究时所据文献的实

况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视角，也有利于促进未

来中法学术交流。

海外珍稀汉文古籍以书为媒“回归”

（上接第三版）

多次会议强调：要遵循改革规律和特点，建立全过程、高效

率、可核实的改革落实机制；推动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科学

合理的改革评价机制；要盯责任主体，抓“关键少数”……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抓改革的关键，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

出位置来抓，不仅亲自抓、带头干，还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

硬的骨头，做到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

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扑下身子，狠抓落实。”2017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

十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

压实责任明确“人”、动态监测精准“督”、追责问效科学

“评”，从中央到地方，全链条改革落实闭环机制逐步建立完善。

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里。如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确定的改革任务已总体完成。

新加坡《联合早报》曾经评价，环顾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

像当今中国这样，以一种说到做到、只争朝夕的方式全面推进改

革进程。

永不止步：
“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

发展永无止境，改革不会停步。

“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

要抓手，把准方向、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

放新篇章。”

2023年4月，在党的二十大闭幕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定调。

开启新的征程，中国如何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蓝图

举世关注，中央深改委会议无疑是一扇重要的观察窗口。

紧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这一新时代最大的政治，明确要坚持用改革开放“解决发展中的

问题、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要科学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聚焦妨碍中国

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明确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

顺序、主攻方向、推进方式”；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积极主动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

中央深改委会议不断传递出新的改革强音，宣示“改革不停

顿、开放不止步”的坚定决心。

与此同时，中央深改委会议接连出台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面向未来运筹帷幄，在重点领域布局落子。

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关于完善

科技激励机制的若干意见》《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

新主体地位的意见》《关于加快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的

意见》《关于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的若干意

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一系列改革新举

措推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大幕开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大潮

澎湃。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

固化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一

以贯之，彰显中国无比坚定的改革决心和信心。

今天的中国，奋进的脚步愈发铿锵。发展与改革融合激荡，

汇聚起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

上下同欲者胜。勇立改革潮头，弘扬改革精神，将党的意愿

与人民意愿相统一，将党的行动和广大人民心声相结合，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必然成功，也一定能够成功！

新华社记者 邹伟 韩洁 谢希瑶 丁小溪 严赋憬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将新时代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