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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日前举行的2024年上海市“全国

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光辉透露，我国

已启动氢燃料电池、生物燃油、混合动力等“绿色飞机”技术验

证。他表示，大飞机与低空经济可形成协同发展的良好生态，

形成技术互用、场景创新。

本月19日，中国南方航空首架C919飞机迈入商业运营

新阶段。至此，国内三大航空公司已全部开启国产大飞机商

业运营。目前，共有9架C919飞机交付客户，安全运营1万小

时，通航5个城市，载客逾50万人次，平均客座率86%。

吴光辉表示，在经历了性能驱动和商业驱动的发展模式

后，未来民用飞机的发展趋势将是可持续驱动，即更环保舒

适、进一步降低成本。目前，国际民航组织大力推动绿色航空

发展，制定了更为严苛的污染物和噪声排放标准，力争在

2050年实现全球航空业的净零排放。

为提升飞行运行效率、满足减碳要求，主要航空制造业国

家和地区已围绕新型气动布局和新能源推进技术开展了一系

列探索和研究。例如，波音公司承诺到2030年在制造和基础

设施领域实现净零排放；空客公司表示力争到2050年实现净

零排放；中国商飞公司提出“绿色商飞”的建设构想，明确绿色

飞机、绿色家园、绿色产业链“三位一体”的发展方向。

据悉，中国商飞氢燃料电池验证机已成功试飞。这架飞

机身形细长，机身长50.3米，储氢罐位于机身前后部。在同一

个赛道，美国ZeroAvia公司的道尼尔228氢燃料电池改装验

证机也已成功首飞。

“未来20年全球将交付4万多架新机，价值达6万亿美

元，其中中国新交付飞机数量超过9000架，市场潜力巨大。”

吴光辉表示，民用飞机应抓住低空经济的发展契机，实现“大

小飞机”协同发展。被称为“空中出租车”的电动垂直起降飞

行器（eVTOL），与能承载几百人的新能源大飞机同样具备电

动化、精密化、智能化的特点，双方可在技术研发、场景创新、

系统更新和网络布局上相互促进，共享未来发展机遇。

2024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日”活动9月15日至25日举行，

主题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协力建设科技强国”，活动期间全

市开展了2000余项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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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许琦敏）一位罹患1

型糖尿病长达11年的患者通过强化

胰岛素治疗仍无法有效控制血糖，多

次发生低血糖危及生命。通过尝试一

种细胞治疗新方法，患者如今已告别

胰岛素注射，血糖水平稳定，疗效已持

续1年以上。

为其实现1型糖尿病临床功能性

治愈的是一种化学重编程诱导多能干

细胞（简称“CiPS细胞”）来源胰岛细

胞的细胞治疗新方法。昨天深夜，国

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Cell）上线了

这一重要突破的相关论文。

1型糖尿病根治难已是医学界共

识，患者只能靠长期注射胰岛素、服用

降糖药物来维持生命，但无法有效避

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胰岛移植让

1型糖尿病患者迎来治愈希望，但人

胰腺供体极其稀缺，得到救治的只是

极少数“幸运儿”。

一旦胰岛移植失败，是否意味着

治愈无望？让成熟体细胞“返老还

童”，变成具有分化潜能的多能干细

胞，这一干细胞重编程技术在2012年

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开启

了细胞治疗的全新道路。

或许能用患者自己的细胞“变”出

胰岛细胞，使其胰腺功能“绝处逢

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昌平实

验室领衔科学家邓宏魁在细胞重编程

领域深耕20多年。在深厚学术积累

的基础上，他开始尝试用这种再生医

学领域最具潜力的“种子细胞”来制备

胰岛细胞，为糖尿病移植治疗开辟新

的供体来源。

首先，将人成体细胞转化为胰岛

细胞，需要有安全的转化方法。2013

年，邓宏魁团队在《科学》杂志发文提

出了“化学重编程”的全新方法——仅

使用外源性化学小分子，就实现了细

胞“命运的逆转”，将小鼠体细胞重编

程为多能干细胞。2022年，他们又在

人成体细胞上获得了成功，论文发表

于《自然》杂志。

基于这一关键核心技术，邓宏魁

团队建立了通过人CiPS细胞高效分

化制备功能成熟胰岛细胞的方案，并

在灵长类糖尿病实验动物模型体内证

明该方案分化出的胰岛细胞对治疗糖

尿病是可行、安全和有效的——这是

国际上唯一一个在该领域正式发表论

文完成大动物模型验证的团队。

此次，邓宏魁团队与天津市第一

中心医院沈中阳教授、王树森研究员

合作，在首个临床研究中即让首例接受移植的患者恢复了内

源自主性、生理性的血糖调控：患者空腹血糖水平逐步恢复正

常，外源胰岛素需要量持续下降。更神奇的是，移植75天后，

患者完全脱离胰岛素注射治疗；移植5个月后，血糖达标率提

高到98%以上；移植一年后，糖化血红蛋白降至4.76%，这表明

血糖水平已长期处于正常状态。截至论文发表，患者完全脱离

胰岛素治疗超过1年，无移植物相关异常迹象。

“这些结果初步证明，化学重编程多能干细胞制备的胰岛细

胞疗法安全有效。”邓宏魁表示，这次成功仅是一个起点，表明化

学重编程有望成为高效制备各种功能细胞类型的通用底层技

术，将为细胞治疗在重大疾病治疗上的广泛应用开辟新途径。

此外，研究团队还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胰岛移植策略“腹直

肌前鞘下移植”，使得移植后的胰岛细胞更易长期存活和功能

维持。这种新移植方案创伤小、操作简便，移植物易于长期追

踪观察，必要时可进行移除，保证了体内移植细胞的安全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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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遗愿清单》描绘了这样一个故事：

面对寥寥无几的剩余时光，两位身患绝症的

主人公写下一份遗愿清单，再一件件去完成

他们未了的心愿。

“假如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你还有什么愿

望？”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不一样的答案，

来自福建省的老林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寻找

50年前如亲人般照护自己的上海市肺科医

院护士沈凤新。

一封不期而至的来信，一场猝不及防的

告别，其背后的护患情跨越了半个世纪。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谢谢
你们”

时针拨回至20世纪70年代。彼时，老林

因结核性支气管扩张症到上海市第一结核病

医院（现上海市肺科医院）就诊，住进了第六

病区。也是在那里，他结识了沈凤新。

“我家庭贫困，并无亲人陪护在侧，当时

病房护士沈凤新对我百般照顾，悉心护理。”

老林在信中写道，因病情严重，他需行左肺切

除术。这场大手术，一度令他十分担忧，可沈

凤新的照护给他吃了颗“定心丸”。在基本的

医疗照护之外，沈凤新还会给他喂饭、喂药，

连脸盆和茶壶都会定时清洗。在老林眼里，

这名护士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后来，经过两个月的治疗，老林康复出院

了，可这份护患情并未中断。此后，他与沈凤

新保持了长达10多年的书信交流。“我们年

龄相仿，很是投缘，逢年过节便会往来书信，

互通近况、互道安好。”沈凤新说，可惜的是，

两人的联系后来因她动迁搬家而中断。

漫漫时光，许多记忆都斑驳了，可老林始

终记挂着沈凤新。半个世纪后，他写信到上

海市肺科医院：“我与沈护士久未联系，但对

她的恩情始终感怀在心，时间愈久，其念愈

深，现我已八十三岁，急欲了解沈凤新护士情

况，恳请贵院代为查询沈护士或她家属的通

讯方式。”

老林很迫切，对于这封来信，上海市肺科

医院同样很重视。医院退管办主任王芳告诉

记者，收到来信后，她第一时间着手查询沈凤

新的信息，很快便拿着信件登门拜访。

“我有些诧异，又有些惊喜。没想到过了

这么多年，还有患者记得我。”沈凤新接过书

信，仔细阅读信中的字句，眼泪在眼眶中打

转。当天，她便按照信上提供的联系方式，拨

通了老林的电话。两位老人激动万分，隔着

一根电话线，他们相互问候，询问对方的身

体、生活及子女近况等。

通话中，老林多次表达了对肺科医院的

感谢。“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谢谢你们！”

当时，众人只当是一个本不抱希望的寻

人故事有了圆满的结局。可这次连线后，沈

凤新就再也联系不上老林，慢慢地，肺科医院

的医护们才读懂这句感谢背后的深意。

“我只是尽护士应尽职责，没
想到让患者念了一辈子”

“老林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你能帮我问

问怎么回事吗？”不久前，王芳接到沈凤新的

电话，她辗转联系到老林的儿子，这才得知，

老林已经去世。她恍然大悟：在生命最后时

刻，寻找当年救治过自己的医护，或许就是老

林人生最后的愿望。

得知这一消息，沈凤新也很难过，多次重

复说着一句话：“我只是尽了一名护士应尽的

职责，没想到让患者念了一辈子。”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像老林这般孤身一

人到肺科医院求医的患者并不少。用当时护

理部主任施湧波的话来说：“很多外地患者砸

锅卖铁，甚至背了一身债，就为了到上海来治

病。不少患者即使有家属陪伴一起过来，但

也常因住不起旅馆，只能在病床旁打个地铺，

对付一阵子。”

当时，我国肺结核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这

类乙类传染病传染能力强，常常一人得病，全

家传染。碍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实际情况，

医院针对肺结核的治疗原则也与现在不同，

基本疗程一般为3到6个月，直到连续三次结

核杆菌测试均为阴性，患者方可出院。施湧

波告诉记者，当时，患者住院时间较长，和护

士长时间相处，基本没什么矛盾，反倒让护患

关系更融洽，关系更近了。

而当时，医院的护理工作也受到各种条

件限制，比较辛苦，很多事情都需要护士的智

慧。比如，冬天没有暖炉，脓胸患者赤膊换药

太冷，护士们就会先用电炉将一个小房间烘

暖，再挨个给患者换药。到了夏天，天气热又

没有风扇，护士们便去食堂买大冰块，给病房

降温。施湧波回忆，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

多，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外，想办法帮患者多做

一点事，几乎是每位护士的共识。

对医护来说，看着患者一个个康复出院，

心里就会有一种成就感，会觉得这份付出是

值得的。“不少患者对医生、护士心存感激，但

手头又不宽裕，会在出院时买点冰棍、饼干，以

示感谢。”回看过去几十年的职业生涯，施湧波

直言，医护工作中似乎总有这样一股“执拗”的

劲头，但正是这股劲头，使很多出院的患者时隔

多年仍记挂着他们。

“如今，我们这些医生、护士都已经是七八

十岁的人了，还不时有曾经的患者打电话问候

我们，或许这便是这份工作留给我们最珍贵的

隐形财富。”施湧波说。

八旬老人悄悄完成临终遗愿，找到  年前如亲人般照护自己的病房护士

一封来信延续跨越半世纪的护患情
■本报记者 李晨琰

沈凤新读着老林的来信感动不已，如今她

也83岁了。 （院方供图）

今年，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艺术类

高考传来捷报，两名考生的美术与设计类

综合成绩分别位居西藏自治区第二名和第

九名。就在高考前7个月，他们在绘画专

业方面还处于刚刚入门阶段。而对他们的

指导老师、上海紫竹园中学援藏教师张烨

来说，在高原上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

美术老师为什么躺着上课
还要唱   ？

去年，张烨受命指导日喀则市上海实

验学校高中部的艺术生。他见到了参加

今年艺考的两名学生。他们对于美术的

认知仅仅来自于看过的动漫和西藏的唐

卡，也没有接触过艺考必考的素描、色彩、

速写3门课。张烨对自己说，哪怕学生是

“一张白纸”，也能带出优秀的艺术生。

这份决心既来自援藏强烈的责任感，也

源于他17年的美术教育职业生涯所带来

的自信。

去年起，西藏艺术类高考进行了改革，

张烨要用7个月完成他在上海花3年才能

达成的教学任务。这注定需要加倍的付

出。学生平时要上文化课，没时间练绘画

基本功。他让学生中午来画室。午休时

间，援藏教师一般会回到宿舍吸氧休息。

张烨留在画室里，插着氧气管，指导学生从

怎样握笔、怎样画一根直线开始练功。不

巧的是，张烨的腰椎间盘突出发作了，情况

很严重，医嘱是在两个月里保持绝对平

卧。他在画室的地上摆了一张行军床，躺在床

上仰视学生作画的背影。学生遇到问题或者

要点评习作，就把画拿到床头。

除了加倍努力，更要花心思。藏族学生

群培喜欢Rap（说唱音乐），个性很强，一心想

考内地的高校，看一看高原以外的世界。色

彩考试中，要按照一定的顺序画出相应的层

次，尽管经过反复练习，群培就是记不住堆叠

颜料的顺序。在焦虑中，张烨灵光一现，把这

个顺序编成一套说唱歌词，念出来如连珠爆

豆一般。群培喜欢说唱，竟把这些知识点记

住了。

艺术类高考时间是在12月。正值高原上

寒冷的旱季。寒冬的夜空分外清朗，晚上到

画室的路上，抬头能看到满天的星星。考试

那天，张烨陪着学生，顶着寒风、踩着积雪，

来到考点。令人欣慰的是，学生发挥得很不

错。群培遂了自己的心愿，考上了北京印刷

学院；另一名学生巴桑次仁被西藏大学美术

学专业（师范类）录取。

用情呵护高原美育种子持续成长

学生考上好学校固然值得高兴，但张烨

觉得援藏使命并不仅仅是传授应试技巧，更

要传播上海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他倾力

带动当地美术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提升业务

能力；积极参加当地美术教师的听评课工

作，在教学研讨中总结课堂得失，将自己最

擅长的融入当地的教学中去。

他和已经毕业的学生保持着联系。这

个月，巴桑次仁怀着新鲜感踏入了西藏大学

校门。闲聊中，张烨叮嘱道，大学学习与高

中不同，老师不会抓得那么细，要学的东西

也更全面，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学习主动

性。设想未来，为了艺术教育在高原上继续

发展，张烨觉得，可以通过视频连线或网课

形式，尽可能多地帮助西藏所有心怀艺术梦

想的孩子。

把“一张白纸”带教成优秀艺术生

人物小传

张烨，上海紫竹园中学高级教师，今年
获评上海市园丁奖，援藏任日喀则市上海
实验学校高中部美术教师、音体美信教研
组组长。

■本报记者 沈竹士

左图：张烨插着氧气管，在画室里为学

生讲解习作。 （受访者供图）

医线故事

昨天上午，“时光音乐会——上海大来

时间博物馆珍藏展”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

校区文博楼启幕。此次展览精选上海大来

时间博物馆馆藏的古生物化石、历代计时

装置、机械乐器及留声机等103件/组展

品，从多维度解读人类在计量时间、认识音

乐道路上的不懈追索及其重要意义。

此次展览不仅是一场关于时间与音乐

的深度对话与思辨，更是一次深化科学与

艺术融合、探索公众参与策展，拓展馆际合

作办展的生动实践。

本报记者 袁婧摄影报道

融合科学与艺术之美
探索科普展览新表达

（上接第一版）

作为高人气演员王俊凯的又一部电

影作品，《749局》 的更大看点也许是

导演陆川。不仅因为影片从筹拍到上映

历经8年时光，更重要的，电影故事与

导演的人生经历有着部分重叠，是他对

过往岁月的一次深情回望，也对未来社

会给出某种警示与反思。影片将通过

2030年的“近未来”设定，讲述749局

第三小队在应对巨大困境时展现的少年

成长，既有科幻类型的想象力，也试图

触及社会与人性等深刻主题。

高空犯罪片 《危机航线》 展现了

犯罪类型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故事从

一架超豪华客机在国际首航途中遭暴

力劫机讲起，国际安保专家需要一边

与亡命徒周旋，一边解救被绑为人质

的女儿和前妻。片中，饰演这“一家

三口”的分别是刘德华、刘涛和张子

枫，号召力可期。丧心病狂的劫匪则由

屈楚萧出演，从《流浪地球》到《一闪

一闪亮星星》，他已向观众展示了身为

演员的可塑性，此番从“白月光”张万

森变身反派悍匪，青年演员能否打开更

多可能性，是影片在高空动作戏之外的

一大看点。

名  “重出江湖”

今年以来，喜剧俨然成为各大档期

的票房担当。国庆假期，《爆款好人》

和《熊猫计划》联手逗观众一乐。

导演宁浩和“北京好人”这两大名

IP，一同重返喜剧赛道。继《我和我的

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之后，“北京好

人”张北京将第三次亮相国庆档。在

《爆款好人》 中，他从“好人”变成

“红人”。主演葛优解读张北京是“局气

的北京人”，故事的新篇里，时代在变

但人情味不变，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与坚

守，相信会引人会心一笑。李雪琴、杨

皓宇、刘敏涛等也齐来助阵。

世界范围内，长城、大熊猫、国

粹，常常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硬通

货。《熊猫计划》以国宝大熊猫作为主

角，志在打造一部专属于中国人的熊猫

大片，不仅呈现国宝的可爱灵动，也展

现和谐共生之美。影片由成龙领衔主

演，魏翔、史策、贾冰等各路新老喜

剧人共同守护国宝熊猫。如果说大熊

猫素来是人见人爱的代名词，那么这

两年，《只此青绿》渐渐成为国风美学

的专属名词。这个从春晚走出、红遍大

江南北的舞蹈诗剧，如今将由原班人马

搬上大银幕。

动画片方面，《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

爸6：迷你大冒险》《皮皮鲁和鲁西西之

309暗室》两大经典IP双双上新。大头儿

子小头爸爸将进入“迷你状态”，皮皮鲁

和鲁西西也会解锁暗室的“黑科技”，带

来新的惊喜。《人生大事》之后，导演刘

江江继续在《出入平安》里与观众探讨生

命与情感的力量，希望以人性高光再度带

来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

国庆档预售启动，十部新片“开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