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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左妍）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日前揭牌成立国家眼部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眼内液检测中心。该检测中心依托国家眼

部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由检验医学中心

筹备建设。成立后的眼内液检测中心将全

面提升眼部疾病的实验室诊断水平，特别是

葡萄膜炎的精准诊疗。

眼内液是眼部微环境的组成部分，包

括房水、玻璃体、泪液等成分。通过检测眼

内液中的炎症因子、特异性抗体、细菌、真

菌、病毒、肿瘤细胞等，可真实反映眼内病

变，为临床提供眼内局部病原学、免疫学等

信息，有助于快速查找病因，精准诊疗。但

由于眼内液量微和检测技术的局限性，目

前国内常规开展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实验室

较少。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眼科中心

主任孙晓东教授表示，市一医院是国家眼部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挂靠单位，同时拥有

强大的检验医学中心，在建立眼内液检测中

心上拥有“天然优势”。眼内液检测的发展

将极大助力眼底病的精准诊疗，并有望形成

标准化的眼内液采集、运送、检测“市一模

式”，服务更多患者。医院检验医学中心通

过引进新技术、优化检测方案、建立标准化

流程，不断攻克眼内液量微的检测难点，开

设了7大类70余项眼内液检测项目。目前

仅需150微升眼内液，即可检测出几十余项

实验室指标。

未来，眼内液检测中心将持续引进并研

发微量检测新技术、开展新项目，逐步建立自

身免疫相关性眼病、遗传及代谢性眼病等的

整体实验室诊断解决方案，全面提升实验室

诊断服务眼部疾病诊疗的能力，将眼内液检

测服务以更便捷的方式辐射整个上海乃至华

东地区。

30片叶片
挂一个果

在推介会现场，一些“明

星品种”仍是大家关注的对

象。上海仓桥水晶梨专业合

作社带来的仓桥水晶梨皮薄

汁多，虽然个头小，但口感细

腻、糖分高。其中的“早生新

水”品种在全国早熟梨等级标

准研讨暨优质产品擂台赛上，

在南方15个省市114个样品

中获总分第二名。

“今年是梨的‘小年’，出

梅后高温天气多，梨的个头较

小，但甜度能达12度至13度，

口感仍很鲜甜。”合作社理事

长钱培华说，“水晶梨的奥秘，

一在于实施‘计划生育’，普通

梨树每棵能结果 200—300

个，但水晶梨按30片叶片挂

一个果的标准，每棵树都要控

制挂果量在80个以内，这样

才能更好地输送养分，让梨更

甜。二在于‘伙食不同’，水晶

梨施的是钾肥，虽然价格更

高，但能让甜度增加。”

精心“养育”的水晶梨，很

受市场的青睐，2015年就从

“论斤卖”变为“论个卖”，还曾

远销中国香港等地，为上海水

果打响了知名度。如今，合作

社已经有22位股东，每户生

产的水晶梨都用统一标准、统

一包装。

钱培华还透露，近年来合

作社推出了“梨树认养”项目，

市民花880元即可认养一棵梨

树，不仅每年可以收获100个

梨和两箱葡萄，还能在成熟季

体验采摘的乐趣。

黄龙果虽贵
但销路好

推介会上还有一些小众的

“后起之秀”，比如，火龙果的

“近亲”——果皮为黄色的“黄

龙果”，令人颇感新奇。切开

后，里面的果肉是白色的，口感

酸甜软糯。

来自金山吕巷绿田蔬果的销售人员陆

诗佳表示，黄龙果比红色的火龙果糖分低，

入口稍有些荔枝味，虽然价格更贵，但销路

很好。“我们从2014年开始种

黄龙果，目前约有5亩，35元一

斤。产量不是很大，因此目前

大部分通过微信订购，也有视

频号和微店。”她说。

除了黄龙果，这家果园还

有“双色果”“粉色果”和“红水

晶”。双色火龙果中的果肉也

是粉白双色相拼，“颜值”很

高。“红水晶”则个头较小，但果

肉口感像果冻，入口即化。

成熟虽晚
但甜度较高

记者获悉，今年的“乡土有

约”将陆续推出果品公园集市、

林果知识大百科、精品林果旅

游线路发布、生产和营销平台

对接、果品品鉴会等活动，为市

民、企事业单位和果农搭建面

对面交流的平台，倡导“吃在当

地，食在当季”。此外，今年活

动还邀请了安徽六安和福建三

明推介当地林产品，用实际行

动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探

索构建多层次、宽范围的区域

合作体系。

上海市林业总站表示，受

天气影响，今年本市主栽桃、梨

等早熟品种的成熟期较去年推

迟约一周。梨因春季花期低温

预计减产20%左右，桃、葡萄和

柑橘产量预计和去年基本持

平，全年果品总产量预计近18

万吨。不过，出梅后晴热天气

持续，果品加速糖分积累，甜蜜

口感升级。

目前，深受市民喜爱的葡

萄品种夏黑、京蜜、日光红已

上市，网红品种阳光玫瑰、妮

娜皇后、浪漫红颜也将登场，

葡萄销售期可一直延续到10

月。梨的早熟品种早生新水、

苏翠1号等7月中旬已上市，

翠冠梨也将进入采摘旺季，可

一直销售至8月底。水蜜桃

品种大团蜜露、湖景蜜露、新

凤蜜露等正处采摘旺季，预计

8月初结束。奉贤黄桃“锦”字

系列（锦香、锦圆、锦绣、锦花

等）即将大量上市，预计可持

续至8月底。金山蟠桃正当季，销售期预

计持续到8月上旬。

本报记者 金旻矣

一滴眼内液可测多种眼病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成立眼内液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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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龙果的“近亲”——“黄龙果” 金旻矣 摄

和半个月前相比，打理了胡须的周志杰看

上去清秀了不少——那次，头发蓬松、胡子拉碴

的他站在跟前，任谁也不敢相信这是位00后上

海小伙。周志杰微微一笑，道出原因：“前两天

回家了。”

做“少塘主”的日子，其实挺单一的。夏天

太阳升起得早，周志杰每天6时就起床了，差不

多6时30分，换上下水裤，就得开始调水质、打

除草剂、测数据，这一忙碌就得奔着9时去了。

稍事休息，他会和同伴们在学习室读文献，补补

理论知识。吃过午饭，正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

小伙子还得钻进塘里忙活一小会儿。到下午4

时30分，又开始投喂饲料、开增氧机……忙起

来，得到晚上六七时才能“上岸”。

谁都不敢想象，眼前这位经验老到的“水产

人”，曾经的梦想是当导演！高中时，就读于

上海市控江中学的周志杰选择了艺考——中

央戏剧学院导演系。“5000多人报考，最后进入

‘三试’的也就约60名，我是其中一位。”他有些

“小得意”。不过很遗憾，他没能继续一步。那

会儿已经是4月了，来不及多想，他投入紧张的

复习，高考后报考了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养殖

专业。

“无论是艺考，还是报考水产专业，父母都

很支持我，让我放手去追逐自己喜欢的事。”周

志杰说，自己从小就喜欢养小动物，家里曾养过

一大缸鱼儿。

他没放弃自己的“导演心”，进入大学后就

加入了话剧社。2021年，他参与的大师剧《朱

元鼎》在上海市大学生话剧节长剧组中，斩获一

等奖。“剧里有句台词，让我感触很深，‘胸怀水

养情，奉献为渔民’。”周志杰告诉记者，话剧社

的经历，更让他意识到水产专业的意义。那一

刻，“导演心”“水产梦”交织在了一起。

如今，这位“少塘主”正开展“4个特色品系

在成蟹阶段的养殖性能比较”实验，每天过得忙

碌而充实。“夏天最关键的是保草，水草是不耐

高温的，这种天气很容易死亡，而水草的好坏是

大闸蟹质量的关键。”他说，河蟹科技小院里，还

住着一对养殖户，平时遇到问题会向年轻人请

教，而“少塘主”们也从养殖户身上学到了很多

课本里不会教的经验。

近50亩的池塘四周分散，步行需要时间。

为了“争分夺秒”，基地里的电动车、三轮车就成

为大家的交通工具。“第一次开三轮车，我就掉

沟里了。一个人坐在小院门口，等着大伙儿回

来才把三轮车抬上来。”周志杰回忆，“现在已经

超熟练了。”不光是学会骑三轮车，在河蟹科技

小院这几年，他还学会了修灯、接电线、插秧，甚

至缝衣服！

“陪家里人的时间少了，很少有上海孩子像

我这样的。从过年到现在，回家的次数一只手

数得过来。”他叹了口气说道。不过，当他把自

己参与培育的“白玉蟹”带回家给父母品尝时，

还是能看到爸爸妈妈眼中的骄傲。

崇明区科委党组书记张旭日表示，懂农业、

有技术、爱农村，95后、00后的一批年轻大学毕

业生，在上海海洋大学吴旭干等专家教授的引

领下，逐步迈入崇明乡村振兴的“C位”。为促

进崇明河蟹产业科技的发展，崇明区科委、区科

协通过搭建河蟹科技小院这种科技载体，培育

了一批接地气的年轻技术专家队伍。崇明世界

级生态岛的建设也更需要大批有知识、有能力

的年轻人，以青春为笔墨，在广袤田野上勾勒出

崇明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图景。

过几天，台风要来了，“少塘主”倒是一点儿

也不担心，“科技小院基础设施很棒，我们有信

心养大蟹、养好蟹。” 本报记者 郜阳

00后上海小伙在崇明
乐当“少塘主”

有颗“导演心”
做着“水产梦”

三十七八摄氏度
的高温，烈日烘烤下，
崇明的田间地头，热得
发烫。

当记者来到河蟹
科技小院时，上海海洋
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硕士研究生周志杰还
在塘里忙碌。见有来
客，也做完了手头事，
他麻溜地从塘里爬上
来，利落地卸去下水
裤，换上拖鞋，俨然是
位“老手”了，“这儿穿
拖鞋最方便干活了，穿
着板鞋，别说装样子，
就连路都不好走”。

各种优质本地
产水果汇聚一堂，
“乡土有约”    年
夏季优质果品推介
会昨天在沪举行。
市林业总站介绍，今
年桃、梨、葡萄等成
熟期较去年推迟约
一周，但随着出梅后
的持续晴热天气，果
品加速积累糖分，因
此甜蜜依旧。

■ 周志杰放下地笼捕捉实验对象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