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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健康

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记者王宾、陈聪)
国家、省、市三级医疗质量安全体系逐步完善，
血站核酸检测实现全覆盖，医疗机构细菌耐药
上升态势得到遏制……近年来，我国医疗资源
供给持续增加，医疗质量安全持续提升，服务供
给侧改革稳步推进。

打 造 中 国 质 控 模 式

医疗质量安全持续提升

麻醉是保障患者围手术期生命安全的关键
一环。从子宫内胎儿到百岁老人，从“不敢”“不
能”到广泛展开微创、个体化的术中管理，我国
麻醉学科质量安全不断提升。数据显示，我国
麻醉相关死亡率约为 12/百万，显著低于 141/
百万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脑梗死等 16 个病种住
院患者死亡率持续下降，脑卒中复发率从 2006
年的 16% 下降到 2017 年的 5 . 3% ……一系列
临床学科的关键指标体现出质量安全提升。

近日，权威期刊《柳叶刀》发布最新全球医
疗质量和可及性排名显示，中国排名从 2015 年
的全球第 60 位提高到 2016 年的第 48 位，受到
国际广泛认可。

面对每年庞大的总诊疗量，质量控制的“生
命线”不容松懈。“我国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不断
在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上发力。”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有关负责人郭
燕红表示，在部分专科、重点病种和手术诊疗
质量稳中有升的背后，是政府监管、机构自
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新格
局———

《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和 18 项医疗质量
安全核心制度要点发布，制度顶层设计日渐
清晰；在国家层面成立麻醉、病理等学科和心
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重点疾病的质控
中心 35 家，工作网络和合力不断形成。

郭燕红说，下一步我国将不断完善质控
体系，让质量控制从业内引导走向社会公开，
更好地满足百姓多元化健康需求、维护群众
健康权益。

提升技术能力

推动资源下沉

2017 年 6 月，46 岁的李先生因心脏衰
竭住进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衰病房。

分秒必争，医院胡盛寿院士团队为李先
生成功实施了国内首例第三代全磁悬浮人工
心脏植入术。“人工心脏被称为‘医疗器械皇
冠上的宝石’。”阜外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这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研制的人工心脏
体积小、生物相容性好。同时，抗电磁干扰、泵
运转温度监测等关键性能得到了优化。

从人工心脏到大器官移植，再到卵母细
胞及胚胎冷冻技术，越来越多的先进医学技
术为患者带来健康“福音”。

医学发展不仅要在“高精尖缺”上下功
夫，还要让优质技术资源沉下去。“十二五”期
间，国家财政累计投入 60 亿元支持临床重点
专科建设，重症医学、病理等平台专业和儿
科、急诊等薄弱专业得到快速发展。对口帮扶
和城乡对口支援让基层技术能力和质量双提
升。据不完全统计，50% 的县医院已能够开
展颅脑肿瘤手术、颈椎手术等复杂手术。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
划》提出，推动解决卫生与健康领域的重大科
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应对重大疾病防控
挑战、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着力突破 20-30
项前沿、关键技术并转化应用。

“技术创新要靠系统化集成、多要素协
同、规模化组织。”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
长吴远彬表示，下一步将启动实施面向 2030
年的健康保障重大工程，对癌症、心血管病等
重大疾病进行研究和部署，为健康中国建设
提供更加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构建医疗卫生保障一张网

提升健康服务“获得感”

“挂号、缴费动动手指就能解决，还能及

时在线咨询医生，越来越方便了。”在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门诊，刚看完病的成都市民于
先生指着手机上的医院 APP “华医通”对
记者说。

随着全国医疗卫生保障网逐渐延伸，让
数据多跑腿、患者少跑路，“指尖上的医
院”“远程会诊”等健康服务新举措先后落
地。

改善医疗健康服务，要在医疗资源上破
解“梗阻”。专家指出，要破解医疗资源紧
张、患者看病难，医疗质量精细化管理是关
键。强基层、推行“两票制”、建立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一系列改革“组合拳”走深
走实。

改善医疗健康服务，要在医患关系上加
“润滑剂”。目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
实现县级区域全覆盖，医疗责任险和医疗风
险互助金参保医疗机构近 7 万家，覆盖超过
90% 的二级以上医院。江西省医疗纠纷预
防与处理条例、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等
地方条例相继出台，相关部门在构建和谐医
患关系上不断发力。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后还将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加强临
床科室和医技科室医院感染管理、深入推进
优质护理等，让老百姓方便就医、明白就
医、满意就医。

我国麻醉相关死亡率显著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医疗机构细菌耐药上升态势得到遏制……

我国医疗质量排名何以能 1 年跃升 12 位

新华社沈阳 6 月 4 日电(记者罗捷)6 月 4 日，辽宁省
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发布关于中高考期间保健食品的消费
提示，提醒考生及家长，我国从未批准过任何“补脑”保
健食品，考生不要盲目食用保健食品。

考生紧张备考时，家长十分重视考生的饮食营养。个
别不法经营者抓住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虚夸保健食品的
补脑、安神、提高智商等功能，宣称产品“增强记忆力”
“补充大脑营养”“缓解大脑疲劳”，误导消费者。

辽宁省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提醒考生家长，我国从未
批准过任何“补脑”“提高智商”等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国
家批准的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增强免疫力等功能的保
健食品不适用于补脑、提高智商、缓解脑力疲劳。有些家长
寄希望于保健品来提高孩子考试成绩的想法是不切实际
的。不可迷信所谓“补脑”产品，不可轻信宣称某保健食品具
有补脑、提高智商等功能的虚假广告与宣传。

考生家长不可迷信轻信

所谓的“补脑”保健食品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美国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纳米
机器人，能由超声波推进在血液中游走，清除病菌及其产生
的毒素，将来有望成为安全有效的解毒手段。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在新一期《科学·机器
人学》杂志上发表报告说，该校研发的这种机器人已在试验
中成功清除了血样里的一种“超级细菌”和毒素。

新型机器人由黄金纳米线制成，宽度约是人类头发丝
的二十五分之一，表面有特殊的混合细胞膜涂层，由人类血
小板和红细胞的膜结合而成。混合细胞膜涂层拥有血小板
和红细胞表面的多种功能蛋白质，因而具有一些生物功能，

可与病菌结合并清除毒素。黄金纳米线在超声波影响下能
在液体中移动，促进其与清除目标有效结合，它在血液中的
运动方式很像天然细胞，速度可达到每秒 35 微米。研究人
员选用被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超级细菌”污染
的血样进行测试，结果发现，用纳米机器人处理 5 分钟后，
血样中病菌和毒素水平较未处理血样大幅降低。

该研究尚处早期阶段，研究者希望借助这种机器人开
发出适用于多种情形的通用解毒手段。

新型纳米机器人血中游

可清除血液病菌和毒素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姚玉洁、龚雯)6 月 1
日，上海西南门户松江与嘉兴、杭州、金华、

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九地宣布共建
共享面向长三角的 G60 科创走廊，聚焦规划
对接，推动长三角区域产业链、创新链、价值
链布局一体化。

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G60 科创走廊沿线是中国经济最具活
力、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 G60 科创
走廊从上海松江区的 1 . 0 版本，到沪嘉杭联
动的 2 . 0 版本，再到沪苏浙皖九地区的 3 . 0
版本，不断扩容升级的背后，正是长三角地区
科创驱动、融合发展、区域一体化共识不断深
化的过程。

上海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说：“秉持新发
展理念，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实体经
济， G60 科创走廊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优化
资源配置，将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
有更大作为。”

为保障合作内容能够务实有效推进，九地
区共同探索建立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制度
和专题会商机制，在松江成立实体化运作的联

席会议办公室，建立“利益共享、责任共
担”的工作机制等。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秘书
长郁鸿胜说：“长三角一体化是由浅入深逐
步发展的概念。包括区域布局、要素合作、
制度协同，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聚集融通以
后长三角经济活力不断增强，创新能力不断
提高，产业结构不断深化。”

不独善其身 不独惠其身

“经过多年发展，长三角已经跳出了同
质竞争的老路，走出了一条错位协同、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的一体化发展新路。”松江
区副区长高奕奕说，“近年松江有一些利税
大户转移到长三角其他省市，我们对此是乐
见其成，甚至主动帮助企业跟对方政府衔
接。”

2016 年至今， G60 科创走廊不断升
级，松江区新增市场主体 6 万多家，其中来
自苏浙皖的企业就占了约三分之一。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长三角唱响“双城
记”“多城记”。上海艾乐影像材料有限公
司研发在松江，生产在嘉兴嘉善县；国能汽

车于 2012 年收购萨博汽车及其所有知识产
权，招商阶段就是上海松江、浙江嘉兴联合
招商，国能最终决定在松江打造一个包含新
能源汽车技术、智能电力公路、智能车联网
在内的三网合一智慧交通全球示范工程，其
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则落户嘉兴……

新能源与工业电气企业正泰电气，在
G60 科创走廊沿线开启了“三城”模式，在
松江、嘉兴、合肥三地布局。

“从温州起步时的‘正泰电器’，跟上
了长三角融合发展、产业能级提升的步伐。
目前，我们在松江建设正泰启迪智能港，在
嘉兴布局华东智慧能源与电气产业基地，在
合肥设立智能电力制造设备基地，实现了产
业链、价值链的最优配置。”正泰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陈成剑说。

打破行政藩篱 解决“卡脖短板”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雁阵”，长
三角地区产业配套完善，科研院所密集，高
端人才集聚，最有条件发展高端制造、智能
制造。

最新的 G60 科创走廊总体发展规划提

出，长三角协同创新攻关推动高质量发展一
体化，加强“卡脖子”重大领域联合攻关的
专题合作，切实承担起国家科技创新重点攻
关任务。

两年多来， G60 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
现：超硅半导体 300 毫米、 450 毫米集成电
路用晶体生长系统，清华启迪小型便携式质
谱仪等为代表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持续落
地……

推动长三角区域制度供给一体化， G60
科创走廊在打破行政藩篱、打造最优营商环
境方面持续发力。在浙江“最多跑一次”、
江苏“不见面审批”、上海松江“简政放权
+互联网+店小二”等经验基础上，九地区
提出推进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一网通
办”试点，深化“零距离”综合审批制度，
推动各地电子政务平台的横向对接和数据共
享，逐步实现协同服务、一网通办、区域通
办。

江苏省苏州市发改委主任凌鸣表示，
G60 科创走廊沿线城市正在考虑围绕政策壁
垒做一些突破，首先是人才资历和科技成果
的相互认证，争取做到一地认证、多地认
可，方便人才流动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聚焦规划对接，攻关“卡脖短板”

G60 科创走廊串起“智造”长三角

▲ 6 月 4 日，索尼公司工作人员在发布会现场展示如何使用“电子纸”。

当日，索尼中国专业系统集团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在中国市场发布
DPT-RP1 电子纸产品。该产品大小与 A4 纸相当，厚度约 5 . 9 毫米，重约
349 克，可显示清晰的文字和图表。 新华社记者陈建力摄

索尼发布“电子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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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
阳 6 月 4 日电
(记者骆飞)中
国 科 学 院
FAST 重点实
验室日前在贵
州省平 塘 县
FAST 台址正
式挂牌成立。
这个重点实验
室将依托世界
最大单口径射
电 望 远 镜
FAST ，致力
于推动低频射
电天文研究与
技术方 法 发
展。

据 了
解 ， 中 国 科
学院 F A S T
重 点实验室
于 2 0 1 8 年 1
月 获 准 成
立 ， 旨 在 面
向 国 际 天 文
前 沿 问 题 和
国 家 重 大 战
略 需 求 ，开
展 相 关 设 备
研发，探索科
研 与 技 术 有
机 结 合 新 模
式。

记 者 从
中 国 科 学 院
国 家 天 文 台
获悉，目前，

FAST 重点实验室拥有国际一流的射电观
测设备 FAST 及相关技术研发平台、实验
场地和科研设备，形成了一支基础扎实，
技术储备雄厚的优秀团队，并已在天文学
研究和相关技术研发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
成果。

未来， FAST 重点实验室将基于大科
学装置，聚集国内外创新资源，力求在低频
射电天文领域产生原创性成果，形成国际重
要影响，力争实现中国射电天文研究跨越式
发展。

新华社合肥 6 月 3 日电(记者徐海涛)记
者从中科院技术生物与农业工程研究所获
悉，该所研究员吴正岩课题组近期利用废旧
纸箱研制出一种高效去除水体中重金属的纳
米复合材料，为重金属污染修复和废弃纸箱
循环利用提供了新思路。美国化学会学术期

刊《朗缪尔》日前发表了该成果。
当前，水体重金属污染现象时有发生，

其中六价铬是一种常见的、严重威胁人体健
康的重金属离子，业界需要低成本、高效的
六价铬污染修复技术。

近期，吴正岩课题组利用废旧纸箱作为

前驱体制备出一种微米碳球，可作为载体负
载零价纳米铁，有效提高其分散性。

据介绍，该复合材料可高效去除水体中
的六价铬，控制其迁移，抑制其被植物吸
收。同时工艺简单、成本低，具有较高的应
用价值。

中科院利用废纸箱研发重金属修复剂

新华社微特稿在烈日下或风雨中撑伞行走，胳膊是不
是很累？利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日本一家企业发明
“会飞”的伞。这把伞能够悬浮空中跟随打伞人头顶移
动，省去人们撑伞之累。

这款“自由阳伞”重近 5 公斤，能够在空中悬浮 20
分钟。设计人员有信心让这把会飞的伞减重至 1 . 8 公
斤，把飞行时间提升至超过 1 小时。不过，具体飞行时间
可能会因天气而异，大雨和狂风都会影响飞行时长。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研制企业“日本朝日能量服
务”计划 2019 年正式向市场推出“自由阳伞”，预计每
把售价 275 美元(约合 1765 元人民币)。 (袁原)

“飞伞”悬浮空中随人走

下雨天解放双手不撑伞

不同物种间视觉差异巨大

人类视觉敏锐度排名靠前
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各种动物看到的世界都是一样

的吗？美国一项新研究说，针对视觉敏锐度这个指标，对约
600 种动物进行了评估与比较，结果发现不同物种之间存
在巨大差异，人类视觉敏锐度排名靠前。

美国杜克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美国《生态学与进化
趋势》杂志上发表的报告说，与昆虫、鸟类、鱼类及一些哺乳
动物相比，人类虽然在色彩辨别能力及昏暗光线下的视力
等方面不及部分动物，但视觉敏锐度很好，是猫的 7 倍、老
鼠的数十倍、蚊子的数百倍。

这项研究用来衡量视觉敏锐度的单位是“周期每度”。
这是指在眼前呈现黑白相间的条纹，每一对黑白条纹称作
一个周期，在黑白条纹变得密集以至于看起来模糊之前，眼
睛在每度视角内能辨别的周期数目，即为代表视觉敏锐度
的数值。研究显示，人眼的视觉敏锐度约为 60 周期每度，黑
猩猩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与人类相似。

一些动物的视觉敏锐度远超人类，如老鹰、秃鹫、猎隼
等猛禽可达 140 周期每度。但另一些动物的视觉敏锐度则
比人类差很多，如一些鸟类及鱼类不足 30 周期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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