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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民器官捐献量逾200例
捐献率为百万分之五，器官移植质量居全国之首

本报讯 (记者陈青)记者从上海市
红十字会和市卫生计生委昨天联合主办
的“2016 年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移植论
坛”上获悉，上海作为全国开展“中国人
体器官捐献工作” 的 11 个试点省市之
一，自 2013 年 8 月出现首例公民逝世后
自愿捐献器官案例， 到今年 6 月 28 日，
上海器官捐献数量已突破 200 例。目前，
上海每百万人口捐献率为百万分之五，
是全国平均百万人口捐献率的 2.5 倍；
器官移植质量更是高居全国之首。 市红
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高解春表示， 在这些
数字的背后，是 5000 多张志愿捐献人体
器官的同意书； 是 200 个家庭无私奉献
的大爱义举， 成就了更多家庭在生死离
别之际的重新“团圆”。

据悉，6 月 15 日晚长海医院烧伤科
进修医生宋巍捐献一个肝脏、两个肺脏、
两个肾脏、两个角膜和皮肤组织的事迹，
感动了许多上海市民。 来自上海市红十
字会的数据显示，近半个多月来，平均每

天有 3 人登记捐献器官，目前共有 39 位
市民自愿登记捐献器官， 而此前平均 2
天有 1 人登记捐献器官。

但是，与国际上其他发达城市相比，
上海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尚处于起步
阶段。 来自中国器官移植中心的数据显
示，2015 年共新增登记 12154 名肾移植
等待者和 4076 名肝移植等待者。当年共
实现 2766 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然而
我国仍约有 30 余万患者因器官功能衰
竭而在等待器官移植手术。 而现阶段可
供移植的器官的供需比大约为 1誜30 左
右，远远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

与会专家指出，要从法制政策、舆论
环境、医学技术等多方面入手，建立与上
海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相匹配、 与上海
人文传统相适应、 与国际先进的理念和
做法相接轨、 与红十字的原则和人道精
神相契合的器官捐献体系， 突出生命尊
重、规范优先、科技创新、人道救助，促进
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健康发展。

今年本科提前批录取明天开始
普通批录取工作 7 月 15 日启动

本报讯 （记者樊丽萍）今年沪上 9
校综合评价录取结果已经公布， 而到昨
天为止， 清华、 北大零志愿及两校特殊
类型招生录取已经完成。从明天开始，今
年本科提前批录取将开始。 高职（专科）
提前批招生将于 8 月 6 日—7 日进行。
从 7 月 15 日开始，今年本科普通批的录
取工作将启动。

根据市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消息，列
入本科提前批招生的有军事 （含国防
生）、公安、航海、政法、海关、护理、航空
飞行等院校（专业）、免费师范专业、香港
的两所纳入计划内招生高校等。 列入高
职（专科）提前批招生的有学前教育、航
海、空中乘务等专业。今年的本科提前批
录取从明天起至 13 日进行，在零志愿批
次录取结束之后、 地方农村专项计划批
次录取之前。

今年，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理工大
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中医药大
学、上海师范大学等 8 所市属普通高校参
加“地方农村专项计划”招生。市教育考试
院介绍，符合市教委规定的本市农村户籍
的考生均可填报“地方农村专项批次”。报
考的考生须参加当年全国统一考试，且高
考总分不低于本科控制线，方具备投档录
取资格。 投档时，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根据
志愿优先的原则， 按招生院校专项计划

120%的比例向招生院校投档（投档方式
与提前批投档方式相同），由招生院校按
招生计划择优录取。 未被“专项计划”录
取的考生，不影响后面批次录取。

特别提醒考生的是， 被本科提前批
录取，后面的志愿全部失效；被高职（专
科）提前批录取，后面的高职（专科）普通
批志愿就自然失效。

从 7 月 14 日 22：00 起，考生可查询
本科提前批、 本科艺体批和地方农村专
项计划的录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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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技术支撑人才
亟待打通体制瓶颈

上海光源开放 7年，用户队伍不断扩大，使用水平不断提高

浦东张江，“鹦鹉螺”体内的“创新之
光”将有更多被引出。 上海光源二期 16
条光束线站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工， 预计

3 年后开始陆续出光。 待二期建设完成，
光源将有近 40 条束线向用户开放，每年
来光源的实验人数将超过 1 万人次。

自 2009 年向用户开放至今，上海光
源正一步步走向成熟的科研 “黄金时
期”。 在这 7 年间，国内一大批科学家利
用先进的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 做出了
优秀的工作， 冲击世界前沿的实力正大
幅提升。 而上海光源随中国科学家一起
成长，根据用户需求，技术支撑团队发展
出了多种实验方法， 二期更是配套建起

4 个辅助实验室、1 个用户数据中心，为
科学家提供更好、更便捷的实验服务。

上海光源中心主任、 中科院上海应
用物理研究所所长赵振堂说， 光源是帮
助科学家洞察微观世界的火把———火把
的运用熟能生巧， 是中国科学家的科研
智慧，让上海光源的“创新之光”越来越
耀眼。

“创新之光”怎么用？科学
家一起探索

回忆起七八年前， 上海光源中心副
主任邰仁忠和同事们像跑客户一样，向
国内科学家推介光源， 很多科学家问得
最多的是“可以做什么？能做得出吗？”当
时，他也挺迷茫，光源有了，但具体配套
的实验方法还需要摸索。 7 年过去了，现
在科学家已踏破了光源用户办的门槛：
有人同时预约好几条不同光束线站的机
时，系统解决自己的科学问题；有人随着
研究的一步步深入， 不停向线站提出新
的实验要求， 和光源技术研发人员一起
设计实验方案……

早在 2007 年， 上海光源刚出光时，
国际著名催化专家、 中科院院士包信和
团队就开始了与光源线站的 “摸爬滚
打”。 他曾利用北京同步辐射装置，以及

国外的光源做过实验， 深知优质的同步
辐射光对于催化剂研究的重要性。 他建
议，光源 X 射线吸收谱的线站一定要拥
有原位动态的实验能力———这对了解催
化剂原理、作用过程非常重要。

优化实验装置、分析吸收谱数据、设
计实验方法……包信和团队与光源技术
团队一起， 开拓同步辐射光在催化领域
的应用。 2010 年，他的团队就有论文登
上了《科学》杂志。 2014 年 5 月，他利用
光源又做出了一项重量级成果， 在天然
气直接转化利用上，找到了突破性方法，
被德国同行评价为一项“即将改变世界”
的新技术。 目前，中石油、沙特石油公司
等企业，已与他签订合作备忘录。

而上海光源在催化剂研究上的实验
能力， 在全球光束线站中也随之赫赫有
名。 “现在一有科研需求，他的团队马上
会找光源。 ”邰仁忠说，包信和还在各种
国际学术交流场合宣传光源的应用，“X

射线吸收谱线站一共产出 500 多篇论
文，其中 1/3 与催化相关，不少用户都是
慕名而来。 ”

2009 年 解 析 甲 流 病 毒 蛋 白 结 构 、
2013 年测定 H7N9 禽流感病毒结构，研
究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 埃博
拉病毒、 寨卡病毒等流行病毒蛋白结构
与机理， 中科院微生物所高福院士团队
在上海光源做出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成
果，先后发表在《自然》《科学》《细胞》等
国际顶尖杂志上。

几乎每条光源线站上， 都有一批这
样的“铁杆”用户。 国家纳米中心陈春英
研究员要打造一种可以装载药物出入细
胞的纳米“笼子”，既要看清“笼子”出入
细胞的具体位置， 又要看清药物如何与
周围蛋白质结合， 她先后动用了三条光
束线站，来获取需要的数据。

最近， 光源用户拉起了一个个微信
群， 任何实验需求都会在群里讨论，“像

陈春英这样同时用到两三条线站做实验
的， 我们会尽量把机时安排得靠近些”。
上海光源 BL08U1A 线站用户负责人张
立娟说，“这样，她只需准备一批细胞，就
可以完成实验了。 ”

据统计，上海光源用户数从刚开始的

932，增加到目前的 13708，发表高水平论
文数量也与日俱增，过去一年就有 600 多
篇发表在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上。

光源技术支撑，稳定高水
平团队不可或缺

即将开建的二期线站， 更强调为用
户提供实验便利。 “光源最大的意义，在
于帮助科学家在研究上取得突破， 获得
高水平研究成果。 ”赵振堂说，但真正要
做出高水平工作， 还必须有一支高水平
的技术支撑队伍， 来发挥和挖掘光源的
潜力。

“国外很多光束线站已经实现了自
动化，但我们还刚刚起步。 ”上海光源中
心副主任何建华说，任何大科学装置，建
造完成并不是终点， 而是其科研生命的
起点。上海光源的黄金生命期约十几年，
此后就会被“后起之秀”赶超。 但一个大
装置的使用水平， 更重要的是看其实验
技术的水平———有了名刀宝剑， 自然要
想方设法让它发挥最大威力。

目前， 在近 400 人的上海光源团队
中，大多数人从事的是技术研发、装置建
造工作， 专为研究装置本身如何提高性
能、 如何实现用户的科学实验设想而努
力。 “不过，由于在现有的体系中尚缺乏
对这类装置技术支撑人员的稳定支持渠
道，坚持在这个岗位上，还是需要有相当
的奉献精神的。 ”赵振堂说，除了技术人
员稳定支持机制需要改进外， 提升装置
性能的技术研发的渠道也有待打开，“我
国的大科学装置越建越多， 所需要的高
端技术支撑人才也会越来越多， 为其打
通体制瓶颈，将有利于‘国之利器’显露
锋芒， 也让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获得更
充分的回报”。

上海光源技术人员正帮助用户做实验准备。 胡蔚成摄

理性医生直面产妇悲喜人生
面对大量重病缠身不宜生育的孕妇，产科主任又是摇头又是叹气

从医 30 多年， 如今上海仁济医院
产科主任林建华每天上班，要先吃一把
药，否则撑不下去。

跟着她在产科查一次房，真是感觉
“走错了门”———法络氏四联症（一种严
重的心脏病）、肠源性低蛋白血症、慢性
肾功能衰竭……这哪里是产科，分明是
重症监护室！

“这些危重病人根本不能怀孕，即
便不怀孕，她们也是严重的病人，需要
接受治疗。”看着这些“多难”的产妇，林
建华又是摇头，又是叹气。

仁济医院产科挂着好几块牌子：上
海市危重孕产妇会诊抢救中心、上海市
产妇心脏病监护中心，加之这家百年医
院的风湿、肾脏病治疗特色，好多有此
类合并症的产妇来了。林建华早应该习
惯了挑战各种高难度，确实，三甲医院
的医生不就是干这个的么？ 可是，大量
根本不能生育的女性也挺着大肚子来
了！ 尽管有点匪夷所思，但这确是真实
的仁济产科一线。

做出违背“医学常识”决定
去年 9 月， 怀孕 19 周的年轻孕妇

挺着肚子找到林建华，她是先天性肺动
脉闭锁患者， 一种严重的先天性心脏
病。 因为心脏“修复”有一定的时间窗，
错过了就可能永远无法再修复，所以在
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医院里，好多患
这类疾病的孩子在 2 岁左右就做了修
复手术。 但她出生在偏远地区，小时候
没开刀，更没治疗，揣着这颗羸弱的心
脏，长大成人。

“作为孕妇，她的身体肯定是不行
的。”林建华直叹气，怀孕导致孕妇全身
血容量上升，心脏无法承受，将直接危
及生命。 无奈孕妇却无畏地特别真诚，
“老公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这辈子的愿
望就是为他生一个孩子。 ”“我就是死，
也要生。 我愿意搭上我这条命。 ”

原来， 姑娘原本只身在深圳打工，
眼看心脏病病情越来越重， 一群 IT 小
伙子得知后为她发起募捐，并找到医院
给她做了临时性姑息治疗。 奇妙的是，
手术做完了，姑娘和募捐发起人的爱情
也产生了。 婚后，小两口搬到上海。 不
久，姑娘怀孕了。

听了这对小夫妻的故事，林建华没
再多说一句，“批评她不懂科学，不爱惜
自己，都是徒劳的。”这个产科“老法师”
决定做些违背“医学常识”的事：为这个
家庭保住孩子。

每天观察孕妇情况， 调整治疗策

略，一直保到 32 周，孕妇的心脏负荷太
大了，林建华决定实施剖宫产，她自己
上台主刀手术———1500 克的小生命 ，
母子平安！林建华感受着从业以来从未
有过的高兴。“产科里的每个女人，背后
都有一个故事。 当你了解这个故事，医
生们会感觉和产妇是同仇敌忾的，要去
帮助她们完成这个梦想———就是拼了
命地保大人、保小孩。 ”林建华说。

为了生个孩子连命都不要？
什么叫“违背医学常识”？这个深圳

孕妇现在是皆大欢喜，但极有可能的另
一种结局是：小孩出生，母亲去世。 所
以，医学常规告诉医生，这类产妇应该
终止妊娠。常人难想见林建华和同事所
冒的风险，当然，担风险的前提是这群
医生对产妇的情况有把握。

也因为风险的存在，产科常会遇到

3 种“最让医生头疼的产妇”：第一，知
道自己有重病，也告诉医生的；第二种，
自己糊涂，到临盆了才因为各种症状出
现意识到出问题了，比如出血、昏迷；还
有第三种人，对医生隐瞒病情的。“我要
说了，你就不给我生了。”这是林建华和
同事常听到产妇说的一句话。

常人一听，会觉得这些产妇的逻辑
有问题———命是自己的，又不是医生的，
她们为了生个孩子连命都不要？ 是的。

林建华遇到过一个江苏产妇，心脏
房间隔缺损足足有 3 公分，怀孕 16 周、
怀孕 19 周时分别在当地医院两次写承
诺书，保证“是我自己要生，去世了跟医

院无关”，两次被当地医院拒绝。
就这样，怀孕 9 个月时，产妇找到

仁济医院。 怀孕的负担让她的肺动脉高
压飙到 148mmHg，按医学常规，肺动脉
高压达到 50mmHg 以上就不能怀孕了。

“我 30 年没见过这么高的肺动脉
高压。 ”林建华用“惊人”来形容这个病
例。 这个产妇患上艾森曼格斯综合征，
加之怀孕的负担，这真是产科的凶症之
一， 分娩期和 72 小时的最初产褥期是
最难挺过去的。

怀孕 36 周零 3 天， 产妇接受剖宫
产， 产后医生们费了大量心思抢救，第
1 天，第 2 天，第 3 天，熬过了 72 个小
时，但第 8 天，产妇还是去世了。

“孩子 3000 克，健康，但产妇进了
重症监护室，连孩子一面都没见到。”这
天以后，林建华反复说着两句话，“她应
该早点来”“给我们的时间太少了”。

医生有时能说的不是医学
论医学， 这些产妇一个都不能生。

可科学至上、绝对理性的另一面，恰是
产妇的五味人生，她们的决定可不乖乖
遵循“科学”“理性”。

最近，林建华遇到一个产妇，怀孕

17 周，整个人却瘦得皮包骨头。 产妇原
本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肠源性低蛋白
血症。这导致产妇又是胸水，又是腹水，
整个大肚子可以甩来甩去，就跟水袋子
一样，水扑扑的。

身体的毛病让这个产妇的全身营
养支持很差，根本不足以支撑怀孕。

可她为什么要怀孕？ 产妇是“新上
海人”，多年前跟丈夫一起来上海打拼。
结婚 10 年， 她一直没怀孕———肠源性
低蛋白血症让她本身就不容易受孕。因
为要不到孩子，只能离婚。但刚一离婚，
孩子来了，还是一对双胞胎！

“我不准备找这个男的了，但我一
定要把孩子生出来。 ”林建华记得产妇
说的每个字，“因为没有孩子，我的婚姻
没了；现在孩子来了，我一定要！ ”

真是人间剧场，青春离奇。林建华再
一次感觉，当医生，就是在给别人圆梦。

有个孕妇 27 周找到仁济医院，慢
性肾衰竭。 到 28 周，产妇宫缩了，赶紧
准备生。林建华对产妇说，“你的孩子救
了你，孩子自己启动了宫缩。”如果再等
下去，很可能一尸两命。

还有一个心脏病产妇，好不容易在
仁济医院生出了儿子，一家人都抱着孙
子回老家了。 医生问住在监护室的产
妇：“你怎么办？ ”产妇回答：“我没关系
的，我坐动车回去。”“你没搞错吧！好不
容易把你这条命救回来，哪还经得起长
途颠簸？”一群医生跳起来，逼迫着产妇
家属叫了跨省救护车，一路开回老家。

“我们没办法放弃这些人，我们是
危重孕产妇抢救中心， 即便不建卡，只
要她来了，我们就不能拒绝她。 我们不
要 ， 可能也就没人要了 。 ” 疲惫 、无
奈———每次看到林建华，听她说产妇的
故事，一下子就读懂了这些表情。

她说，看着病房里各种离奇的产妇，
医生有时能说的不是科学、不是医学。

■蹲点笔记，医院惊奇②
中刚：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上接第一版) 中非合作发展互有需要，
互有优势。 中方将秉持真实亲诚的对非
政策方针和正确义利观， 同非洲友好国
家一道， 以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
内斯堡峰会成果为契机， 着力实施 “十
大合作计划”， 把中国发展同助力非洲
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实现合作共赢、 共
同发展。

萨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
表示刚中关系牢不可破， 两国多年来在
基础设施、 电信、 水电、 卫生等领域合
作成果斐然。 刚果和其他非洲国家赞赏
中国在国际社会、 特别是非洲事务中发
挥的积极作用， 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布的中
非 “十大合作计划”。 刚方愿以建立刚

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契机， 进一
步推动两国以及非洲同中国合作。 刚方
希望加强双方在经济特区建设、 产能、
贸易、 人文等领域合作， 欢迎中国企业
加大对刚投资。 刚方支持中国在南海问
题上立场， 将继续密切同中方在国际事
务中协调配合。

会谈后 ，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外
交、 产能、 经济技术、 农业、 文化、 基
础设施、 金融及地方交流等领域双边合
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
外广场为萨苏举行欢迎仪式。 习近平主
席夫人彭丽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张宝文、 国务委员杨洁篪、 全国政协
副主席王家瑞等出席。

上海光源线站扩容能力升级
(上接第一版)

辅助实验室适用于材料、生物、化学
等学科制备常规样品，“现在， 用户必须
将样品从实验室制备好，带到线站现场。
万一样品受损，或不适合做实验，科学家
只 能 放 弃 实 验 ， 等 下 次 重 新 申 请 机
时———这一等可能就是半年。 ” 邰仁忠
说，而有了辅助实验室，用户可以当场补
备、调整样品，加快科研进度。

用户数据中心则能将光束线站上产
生的实验数据实时上传， 统一存储， 用
户可以远程访问数据。 “实验产生的数
据， 是整个实验的关键 。” 邰仁忠说 ，
光束线站上收下来的数据需要经过专业
处理、 分析， 才能给到用户， 如果数据
不理想， 又要等下次实验机会， 而数据

中心提供的高性能计算服务可以帮助用
户及时发现实验中的问题。

“随着科学发展， 国际上大科学装
置的实验水平一直在不断提升。” 中科
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赵振堂说，
现在国际上很多光源线站已实现了样品
的自动化操作或远程实验， 用户只需将
样品放到线站的样品池中， 后续工作都
可由机器人完成， 而上海光源目前仅有
生物大分子线站初步实现了自动化操
作。 “我们还需通过技术研发， 让光源
发挥出更大作用， 这需要一支高水平的
技术支撑团队。” 他说， 目前同步辐射
光源的寿命一般在 20 年至 30 年， 要抓
紧装置的黄金时期， 提高使用水平， 让
它产出更多重大成果。

坚定不移破解难题改革攻坚
(上接第一版 ) 必须进一步发挥企业作
为创新主体的作用， 特别是要牢牢抓住
国有企业改革， 加快提升国有企业的创
新能力。 必须按照中央 “松绑放权” 的
要求， 进一步完善人才政策 “20 条”，
为各类人才发展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
各区县必须坚持目标导向、 项目导向，
以 “双创 ” 基地 、 众创空间建设为重
点， 进一步营造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
良好环境。 必须进一步创造条件让更多
中央在沪单位参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市委副书记、 市长、 张江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推进组组长杨雄指出， 通过
一年来的努力，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成效
显著 ， 在思想观念转变 、 体制机制改
革、 政府职能转变、 重点项目布局等方
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同时， 也要清
醒地认识到不少问题尚待破题， 还有大
量艰巨的任务。 下一步， 要继续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的重
要指示精神， 紧紧围绕世界科技进步大
方向、 全球产业变革大趋势、 集聚人才
大举措， 咬定目标不放松， 坚持问题导
向、 市场导向、 项目导向， 大胆探索，
持之以恒， 全力以赴闯出一条符合国家
战略和上海实际的科创中心建设道路。

杨雄指出， 建设科创中心没有简单
套用的现成模式， 全市上下必须只争朝
夕， 埋头苦干， 抓紧再抓紧， 落实再落
实。 要按照既定的目标节点， 加强综合
协调， 调动各方资源， 加紧推进 2016
年 11 个重点专项和 70 项重点工作。 要
结合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国家实
验室建设， 聚集一批重点前沿项目和重
大科学设施， 创新组织机制， 发挥综合
集群效应。 要客观全面评估相关政策落
实情况 ， 深入调研分析 ， 抓住瓶颈难
点， 及时调整完善， 着力提高政策的针
对性、 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立足于实实
在在解题破题。 各区县要根据区域特点
和产业发展状况 ， 不等不靠 ， 积极摸
索着力点和抓手 ， 继续大力推进相关
工作。

市委副书记、 创新人才发展推进组
组长应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领导沈晓
明、 尹弘、 时光辉、 王志雄， 复旦大学
校长许宁生、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
同济大学校长裴钢、 中科院原副院长施
尔畏出席。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委
组织部、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市科委
负责同志汇报本市推进科创中心建设一
年来总结和评估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