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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科学
仪器和科研试剂是科学研究和技

术创新的基石，其发展情况体现

着科技产业整体水平。为夯实这

一“基石”，市科委日前印发《上

海市促进科学仪器和科研试剂创

新 发 展 行 动 方 案 （2025—2027

年）》。方案提出：到2027年，建

设1-2个技术测试验证平台，搭建

5个以上应用场景和用户体验中

心，培育5家以上细分赛道科技领

军企业，形成5个以上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的科学仪器、10个以上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的科研试剂，科

学仪器和科研试剂产业产值450亿

元左右。

科学仪器被称为科学家的“眼

睛”，具有技术门槛高，对工艺稳

定性、一致性、可靠性要求高，单

台价值高和对售后服务需求高的特

点。科研试剂作为“质量的标

尺”，产品种类多、批量小、采购

频次高，生产、存储及运输要求

高，市场需求量大，且呈现定制

化、专业化和高端化发展趋势。

《行动方案》聚焦关键技术和创新

产品、培育一流企业、完善创新体

系、构建产业生态4个方面，提出

19条举措。

在突破关键技术和创新产品

方面，上海将开展精密机械加

工、光学设计与制造、专用特种

试剂和标准物质等技术研发，支

持高精度传感器、特种探测器、

光学元器件、双曲面四极杆、特

种光栅等研发。聚焦液质联用

仪、角分辨光谱仪、高效液相色

谱仪等，研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高端

通用和专业科学仪器设备。支持

研发高纯超纯试剂、高端酶、电

子专用化学品等产品以及科学仪

器配套试剂。上海还将推动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和科技园区

建设具备共性技术研发、小试中

试、检测验证功能的公共服务平

台，搭建国产中高端科学仪器和

科研试剂用户体验中心。

在培育一流科技企业方面，上

海将利用孵化器、创新创业大赛

等，发现一批创新团队，孵化一批

初创企业。推动企业与我市出入境

检验检疫、食品药品检验、医疗、

疾控等相关机构用户对接。支持企

业开展收购并购和国际化发展。

在完善创新支撑方面，上海

将支持开发数据分析软件等产

品，以及智能化仪器控制系统、自动化数据处理平台、实验室信

息管理系统等解决方案。支持建设高端科研仪器产学研用融合支

撑服务平台。

在构建良好产业生态方面，将发挥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

（上海）作用，加强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打造松江科学仪器产业

园区，引导科学仪器、科研试剂及供应链相关领域的中小企业向松

江、张江等区域和科技园区集聚。加大“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学

仪器、科研试剂和技术标准等领域项目的支持力度。发挥三大先导

产业母基金、未来产业基金等引导作用，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上海

还将强化监管创新，优化研发用物品进出口试点政策，支持企业建

立产品全生命周期追溯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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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是世界公认的第一运动，在增强

体质之外还能磨炼意志，培养队员的拼搏

意识和团队精神。

放眼沪上中小学校园，尤其是不少新

建学校，拥有一片足球场不算稀奇，但细心

的人会留意到，部分校园足球场的利用率

并不高。除了运动会、足球赛、球队训练等

“固定项目”，平日里很多绿茵场都安安静

静，鲜有孩子们的冲刺、呐喊和加油声。

如何让安静的球场变得热闹，让更多

学生爱上足球、享受足球、领悟足球？上

海市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用十余年来

的一千多场“蓬超”联赛，给出了一个全新

的答案。

从秋季开学踢到来年六一，
超长赛制堪比五大联赛

“‘梅西’来啦，快换衣服热身！”周一早

上7点15分，人称“三（7）班梅西”的陈佳铭

和爸爸一同出现在学校的五人制足球场

边。冷风中，“梅西”脱下厚棉服，身上“银

河战队10号”的橙色球衣格外醒目。

另半边场地上，穿着一袭黑衣的三（6）

班“闪电雷霆”队队员兴奋地围住了“伤愈

复出”的头号射手刘璟轩。坏消息是，刚动

完小手术的他，此次只能作为守门员出

场。不过好在来了不少替补队员，其中还

有一位女将。

时间到了早上7点半，随着蓬莱路二

小体育学科负责人邵斌一声哨响，比赛开

始。“梅西”不负众望，连入三球。眼看赢球

无望，“闪电雷霆”队主教练，也就是刘璟轩

的爸爸，连忙把跃跃欲试的替补队员挨个

换上……20分钟战罢，输了球的“闪电雷

霆”依旧雀跃，和拉拉队一一击掌。7点55

分，换好校服的“梅西”和队友一起进了教

学楼。而这个时间点，才是一天里正常的

入校时间。

这样的早间“蓬超”联赛，在这片五人

制足球场上已坚持了十余年，举办的比赛

超过一千场。有人可能会问，这是什么概

念？简单说，去掉寒暑假和下雨的日子，大

概每年会举办100至130场球赛。

学校体育学科负责人邵斌介绍，每年

“蓬超”都会从秋季新学期开学，一直踢到

来年的六一儿童节。这一跨度已堪比欧洲

五大联赛。

以今年为例，全校22个班，共有18支

球队分两组参赛。第一阶段，18支球队每

队打8场比赛。第二阶段6进4，每队要赛

满5场。到了第三阶段8强战，由今年前4

名和去年前4名再进行单循环，最终的前

四名再决出冠亚季军。

比赛规则不断改进，让更多
学生有机会上场

在寸土寸金的黄浦区有这么一片热闹

的足球场，着实令教育同行们羡慕。2012

年，当这片球场刚刚铺上人工草坪时，邵斌

想得最多的就是怎样把场地用足、用好。

“我们也办过淘汰制的比赛，孩子们兴

致勃勃地穿上定制的球衣，可输了一场球，

球队淘汰了，球衣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很

多孩子说，如果能多参加点比赛就好了。”

于是，“蓬超”在2013年应运而生，它和其

他校园足球赛最大的不同就在赛制上：不

搞淘汰赛，而是搞循环赛，让更多孩子能有

上场踢球的机会。

这一点，说来简单，做到不易。“蓬超”

面向全校学生开放，学生们既可以班级名

义参赛，也可跨班、跨年级自由组队。“我们

的校队规模比较大，有近百人，这些队员分

散在各个年级和班级作为‘足球大使’，在

他们的带动下，几乎所有班级都有自己的

球队。”邵斌说。

组建队伍只是第一步。对大多数没有

足球基础的孩子来说，如果比赛双方实力

过于悬殊，哪怕能打多场比赛，可能也会很

快丧失兴趣。因此，这些年“蓬超”的比赛

规则也在不断改进。比如，球队主教练由

家长担任；不允许铲球；低年级和高年级

对战时可以多上场一人；胜负已定的情况

下要让替补队员多上场……这一条条规

则，大多是出于保护普通学生的足球兴趣

而立。

“蓬超”项目逐步扩大，挖掘
体育育人深层次价值

热闹运转十余年，在很多学生和家长

眼中，“蓬超”俨然已是学校最核心的体育

文化。邵斌说，以前“蓬超”的积分榜、射手

榜都贴在体育办公室门口。一下课，很多

孩子就会兴奋地跑来看榜单更新。不少入

场观赛的家长也会拿起手机为其他不在场

家长“现场直播”比赛。甚至有些学生家庭

的体育梦就是能在毕业前参加一次“蓬超”

的总决赛。

在校方看来，让孩子们在场上尽情奔

跑、拼搏，除了强健体魄，还能获得更多面

的锻炼。不论寒暑，每天早起到校参赛本

身就需要毅力和坚持，而在漫长的赛季里，

如何面对伤病，如何兼顾学业，这些足球之

外要面临的挑战对孩子来说一个不少。

有个画面让蓬莱路二小校长余祯很感

触，每年的“蓬超”决赛几乎都有球员抱头

痛哭，“现在的孩子缺少挫折教育，也缺少

这类充满对抗的团队运动。我们想通过

‘蓬超’提升孩子们的体力、视力、耐力、协

作力、抗挫力，将体育深层次的育人作用挖

掘出来。”

2019年，蓬莱路二小被评为全国青少

年足球特色学校。刚结束的上海市学生运

动会足球比赛，蓬莱路二小又取得历史性

突破，摘得全市第四名。不少家长打趣说，

足球文化在蓬二已“深入骨髓”。可如果有

的孩子不喜欢足球怎么办？余祯笑言，学

校始终坚持，不能只让喜欢足球的孩子在

学校感觉很幸福。于是这些年，“蓬超”的

项目也在扩大，从乒乓球到小轮车……只

为让更多学生体验到竞技运动的乐趣。

寒来暑往，蓬莱路第二小学坚持十余年举办了上千场足球联赛

“蓬超”为什么这么火

■提升青少年体质的“上海解法”

作为国内顶级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在数字化这条赛道上同

样是行业领跑者。在持续打造云上智慧医

院过程中，其数字化转型部门负责人、信息

中心主任赵艳带领团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艳所率的信息中心，规模超过60人，

是上海乃至全国医院中能力最强、人员最

多的信息技术部门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国

内不依赖采购或外包、主要靠自主研发来

推进数字化的医院可谓百里挑一，瑞金医

院就是其中的“一”。在医院顶层设计和数

字化愿景牵引下，赵艳和同事们从患者、医

者、管理者三方的需求和痛点入手，与全院

各部门科室相互赋能，聚焦“健康管理全周

期、医患服务无边界”的目标，全力打造更

有效率、更有温度、更有智慧的未来医院。

突破边界的互联网医院

都说数字化能让服务和管理突破传

统边界，事实正是如此。如今到瑞金医院

看病，只要一台手机，就能获得许多特别

的体验。

比如，门诊挂号前，在微信上接入瑞金

互联网医院，通过智能导诊板块将症状等

告知之后，人工智能（AI）就会推荐最适合

的科室预约。到院后，手机上的瑞金医院元

宇宙会提供三维导航指引，让你快速找到

诊室。做完透视或者化验，影像等结果都会

推送到患者手机。要付费，打开电子医保卡

页面直接扫一扫就好……对那些只需要续

方或者为常见病配药的患者，完全不用到

院，瑞金的互联网医院能提供从配药、付费

到送货到家的全过程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瑞金医院成

为上海首批获得互联网医院牌照的医疗机

构之一。同年，在赵艳团队的努力下，瑞金

医院在全市率先完成“便捷就医”数字化转

型场景1.0版建设，此后持续升级，将患者

服务数字化迭代到4.0版，实现“一部手机

走遍全院”，患者平均等待时间缩短到不足

30分钟。

在高质量完成全市便捷就医数字化的

“规定动作”之外，为进一步提升诊疗品质

和温度，瑞金医院还做了不少“自选动作”。

比如开出“云陪诊”，让子女能远程在线陪

老人看病，以免出现记不清预约时间、找不

到诊室、听不懂医嘱等问题。他们发布“智

能随访”，通过AI做出院随访，在完善就诊

后服务的同时也增加科研数据收集覆盖

面。对于需要多学科会诊（MDT）的患者，

信息中心和门诊部的同事们打造相应的在

线平台，让各科医生不用反复凑线下碰头

时间，而是直接在线讨论，这一举措使得很

多病种的诊断治疗都提速了，例如原先平

均要1到2周的甲状腺肿瘤诊断和手术准

备时间缩短到最快一天。

整体上，瑞金医院数字化发展水平被

公认为全国领先。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为

数字医院设立的3个评价标准——医院

智慧服务评估、电子病历系统评级、医疗

信息互联互通测评，国内能拿到全部“最

高分”的只有3家综合性医院，其中包括

瑞金医院。

“快迭代+广参与”的价值

瑞金医院的数字化进程始于上世纪

80年代末，赵艳见证并参与了其中大部

分，在她看来，他们之所以能在这条赛道上

跑在前面，源于全院从上到下的重视和支

持，以及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医疗与信息技

术的深度融合。

30多年来，瑞金医院的数字化从最初以

计算机取代手工记录，到不断建设“点状”的

信息化项目并“串珠成链”，特别是2020年

后，这一进程进入新阶段，数字化从临床进一

步向服务患者、支撑管理升级。在此期间，根

据医院顶层设计，赵艳将数字化重点确定为

提升3个“度”，也就是病人的“便捷度”、医者

“感受度”、管理“精细度”。围绕这张蓝图，她

和同事们采取“小步快跑”策略——不求一步

到位，而是确定阶段性目标，快速落地应用，

然后不断迭代。

在赵艳看来，这种做法使瑞金的数字化

可以保持足够的连续性，实现“一张蓝图干到

底”。同时，也通过丰富的应用，带动各科室和

业务线一起参与，并在实战中提升数字化能

力。比如，智能导诊最初曾闹过笑话，在被问

及“刮胡子出血该看什么科”时，AI只能简单

地根据“头部”“出血”等关键要素，给出了“神

经外科”的建议。但很快，暴露的问题就被修

复，AI导诊越来越精确。

事实上，数字化本来就应该在赛场而非

实验室里成长，它不会一蹴而就，能否快速迭

代才是决定技术高下的关键。

赵艳一直认为，医院的数字化绝不能靠

信息中心单打独斗。为此，她组建了复合型团

队，除了AI专家、IT工程师，还从医疗部门引

入人才，让他们负责与临床一线沟通，从而真

正从需求出发进行开发。比如，他们和临床科

室合作研发了数据分析系统，能自动分析人

员配比是否合理，业务是否安排得当，并可根

据结果给出预警和建议。此外，一个应用上

线，赵艳常要求软件工程师到一线做志愿者，

教会病人和医生使用，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

问题，持续迭代解决问题。实际上，这就是让

工程师走出办公室，通过用户反馈提升能力。

赵艳强调，瑞金医院本身管理结构的扁平

化，以及数十年来一以贯之地注重IT自研团队

建设，使得她和同事们能在数字化和医疗深

度融合、加速前进的今天，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院内构建起人人参与数字化的开放生态。

要进一步释放数据和  的潜能

如今，在医疗数字化赛道上领跑的瑞金

医院，正进一步强化数据要素驱动力，释放

AI潜能，从院内到院外，不断提升数字化发

展的辐射带动力。

数据要素是赵艳和同事们近年来重点关

注的。目前，瑞金医院已打破数据孤岛，人、

财、物等关键数据实现统一归集管理，从而使

得医院内部可以基于透明、完善的数据体系，

做到“一屏观全院、一网管全院”。全院每一张

床位、每一台重点医疗设备、每包耗材的使用

情况，都实时可见。

他们还在不断丰富数据来源和使用场

景。比如启动“瑞链计划”，尝试让那些有意参

与的患者，能在院外通过可穿戴设备持续提

供数据，从而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闭

环。另外，他们开发数字化平台，不仅覆盖瑞

金在沪各分院，甚至延伸到全国多个省市，让

天南海北的集群合作医院都可登上“一张

网”，借助瑞金医院的专业能力，实现医疗服

务均质化。

当然，要充分释放海量数据的价值，就必

须进一步发挥AI的能力。目前，赵艳正积极

与各专业AI厂商合作，引入模型和算法，同

时也在内部建立专家团队。她强调，医院不能

只是做“技术二传手”，而是要掌握“医疗+

AI”主动权，形成从模型开发、微调到效果评

估、修改的闭环。“十五五”期间，她特别希望

能通过医生的深度参与，让AI更好赋能一

线，同时，一层层拨开、破解AI“黑盒”，用更

可控、可解释的模型来助力医疗数字化升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信息中心主任赵艳——

助力医院掌握数字化和  主动权

人物小传

赵艳，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信息中心主任，
中国医院协会信息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上
海市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委会主任委员，
获评2021年度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领
军先锋”。

左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信息中心主任赵艳。

（受访者供图）

每天清晨，蓬莱路第二小学的足球场上都会进行一至两场五人制足球联赛，同学们亲昵地称它为“蓬超”。 本报记者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