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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郜阳）记者昨天获悉，

2024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WLF）相关论坛活

动将于10月25日—27日在位于临港的世界

顶尖科学家论坛永久会址举行。

为搭建广大科学“粉丝”、专业观众与顶

尖科学家交流的开放平台，今年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首次开放公众注册通道，并面向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科创企业等开展团队参会

的意向征集，使公众有机会亲临盛会，近距离

接触诺贝尔奖、图灵奖、沃尔夫奖等世界顶尖

科学奖项得主，感受顶尖科学家风采，现场提

问交流。

本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延续标志性的

“三大会”主架构，将于10月26日召开三场全

天候的大型论坛。今年首次开设的“物质科

学大会”，通过聚焦能源、材料科技的前沿研

发与创新应用，探讨物质科学对文明发展的

深远影响；“生命科学大会”将从技术和伦理

角度深入探讨医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未来卓

越医师、科学家的培养路径；而“智能科学大

会”将特别聚焦人工智能（AI）技术给社会带

来的深刻变革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威胁，探讨

全球AI监管体系。

在专业论坛板块，多位“顶科”老朋友暌

违多年将线下出席，如“冷冻电镜之父”、2017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约阿希姆 ·弗兰克，沃尔

夫基金会执行主席、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

主丹 ·谢赫特曼，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7

年图灵奖得主约瑟夫 ·斯发基斯等，他们将带

来对科学前沿和未来的思考。此外，还有多

位“顶科”新朋友将首次亮相。

据悉，2024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官方网

站即日起上线，公众可通过网站了解参会嘉

宾信息以及论坛筹备实时动态。

记者蹲点全上海拔鱼刺最多的医院，医生告诫——

鱼刺卡喉有轻重“土办法”别乱用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月在沪举办
今年首次开放公众参会通道

不久前，著名音乐剧演员洛
朗·班在瑞金医院“拔鱼刺”的经历
引发全网共鸣——鱼有多好吃，
鱼刺就有多让人恼火。
你知道拔鱼刺要挂什么科

吗？全上海拔鱼刺最多的医院是
哪家？为什么小小一根刺，有时
竟需用胃镜才能取出？
记者蹲点采访发现，拔鱼刺

看似简单，其实并非如此。严重
的情况下，小小一根鱼刺甚至会
引发出血或穿孔。

年轻人观念转变不愿接班 缺乏竞争力跟不上时代

日本百年企业 上半年破产猛增  %

新华社上午电 美国司

法部24日向一家联邦法院

提交与波音公司达成的认罪

协议，波音在协议中承认在

737MAX机型寻求适航认

证过程中“密谋欺诈”美国政

府，接受2.436亿美元罚款。

据美联社报道，这份认

罪协议已提交得克萨斯州一

家联邦地区法院。在协议

中，波音承认就737MAX型

客机的飞行控制软件和飞行

员就此所需的训练内容，“以

不诚实方式”提供“不完整和

不准确信息”，欺骗审核该型

客机的联邦航空局。

波音接受2.436亿美元

罚款，并承诺未来3年内为

合规整改、提升安全规范投

入至少4.55亿美元。

这份协议同时要求指派

一名独立监督员，任期三年，

每年向公众汇报波音的整改进展。

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印度尼西亚

狮子航空公司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航班先

后发生空难，总计346人遇难，失事飞机均为

波音737MAX型客机。调查发现，事故原因

和该机型新软件系统的安全设计漏洞有关，

而波音向联邦航空局故意隐瞒其风险以使该

机型获得适航认证，也未就该软件系统加强

飞行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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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

至6月，日本百年以上企业的破产数量同比

猛增95%，创历史新高。不少企业将破产归

咎于经营成本上升和没有继承人。

老企业破产数创纪录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一项最新调查结

果显示，今年上半年74家创立百年以上的

日本企业陷入破产，是去年同期的近两倍，

刷新2000年开始统计该数据以来的历史同

期最高纪录。

截至2023年9月，日本有43631家百年

以上企业。物价高企导致利润下降以及缺

少接班人成为日本百年企业破产的主要原

因。分析人士预计，今年百年企业破产数量

将大幅超过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2008年。

帝国数据库公司负责人旭海太郎说：“近年

物价高涨导致企业现金流紧张，基于长期合

作关系的价格转嫁变得愈加困难。”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和零售业各占破产

企业总数的约30%，后者如传统食品店和连

锁杂货店。14家企业认为经营成本上升导

致其破产；11家企业称，没能找到可接替年

迈经营者的继承人。

今年3月，在东京地区制作日式传统甜

点已有200多年的青木万年堂启动了破产

程序。疫情期间，这家老牌商店因为停业和

减少营业时间损害了现金流，而疫情后，未

能复苏的客流迫使其最终关闭了所有门店。

有报道指出，通货膨胀和继任问题对老

牌企业造成打击，而随着规模更大、现金充裕

的竞争对手以低廉的价格和稳定的供应扩大

市场份额，老牌企业预计将持续遭遇逆风。

老牌子缘何不吃香了
曾经受推崇的老牌子，缘何不吃香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陈友骏认为有
多方面因素。首先，没有合适的接班人，导

致日本老牌企业经营青黄不接。

“一方面，少子化使得人口在减少，另一

方面，年轻一代的观念也在改变。”陈友骏表

示，不少日本老牌子是家族企业，采用“长子

继承制”，大儿子无论在外做什么、做得如

何，最后都要回来继承家业。但随着社会的

变化，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回家接班而导致家

族企业关停，特别是传统的餐饮业、服务业，

比如日式旅馆。

其次，跟不上时代脚步也是一大因素。

陈友骏指出，一些企业依托劳动密集型生

产，导致成本持续上升；而老企业经营者往

往观念守旧，在技术革新和产品“上新”上都

没能与时俱进。“在当前科技迅猛发展的背

景下，企业要实现中长期发展，需要一个‘向

心力’，诸如独到的技术或有特色的服务。”

此外，陈友骏表示，近年来，日本多个周

边国家快速发展，也令日本很多传统优势产

业优势不再。

继任危机催生新产业
面临继任危机的日本老龄化企业，反而

催生了一些初创公司的发展。

有报道称，一家名为“团队共享”的美国

初创公司专门收购缺乏继任者的小企业，并

将其转变为员工所有制。这家总部位于纽约

的公司去年成立了日本子公司，这是它首度

进军美国以外的市场，并获得了风险投资。

这家公司从企业主那里买下企业，然后

雇佣新的管理层，并在20年内给予员工

80%的股份。到2025年，日本70岁以上的

小企业主将达到245万，其中近一半尚未确

定继任者。对于这些企业而言，这会是它们

的新机遇吗？ 本报记者 王佳烨

记者来到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市五官科医院）急诊，这里是号称全上

海拔鱼刺最多的医院，每天都有人被鱼刺卡

住而来此求助。“我们急诊24小时开放，每天

都有至少二十多个来拔鱼刺的患者，节假日

会更多。”急诊科主任张明告诉记者。

卡得“不巧”要用胃镜取出
“才六点多，就连着拔了2个呢！44岁的

鲁先生鱼刺卡在扁桃体，56岁的徐阿姨鱼刺

卡在舌根部，好在处理起来都不算难。”在急

诊耳鼻喉科的诊室里，刚刚拔完鱼刺的值班

医生张阳说，在鱼刺位置偏上、病人配合度较

高的情况下，一般几分钟即可拔出；若遇位置

偏下或深度较深、拔刺过程中病人频繁干呕

等情况时，则需花费更多时间。

鱼刺卡在不同的部位，使用的工具也不

一样。张阳指着工具台上的银色器械告诉记

者，“这个是枪状镊，如果卡在扁桃体部位，我

们用镊子就可以夹取。再深一点，就用这种

弯头的异物钳。当然，也有卡得‘不巧’的，比

如鱼刺卡在了食管里，我们在急诊室还处理

不了，需用胃镜或全麻后在食道镜下取出。”

69岁的徐先生就遇到了“不巧”的情况。

他牙不好，吃东西无法充分咀嚼，晚饭时吃了

带鱼，一边吃一边说话，想不到一根鱼刺扎在

喉咙口。他试了吞饭团、喝醋，也试过使劲咳

嗽，鱼刺就是出不来。接诊医生王家莉说：

“一般能看到的就能取出，这个鱼刺看不到，

就要做个CT。”在CT报告上，能清晰地看到这

根鱼刺卡在了食管，耳鼻喉科医生已无法在

急诊室施展“技能”。她建议徐先生晚上不要

再吃喝东西，急诊入院全麻下硬管食道镜下

取或第二天一早去综合性医院做胃镜取出。

中国医生为啥有此“绝活”
张明说，如果鱼刺卡在扁桃体表浅处或

舌背上，张嘴就能看到。没有看到的话，就要

借助间接喉镜观察。如果还是没有看到，会

使用电子喉镜仔细探寻。经历这几步，多数

鱼刺能被清楚定位。但当鱼刺过于隐蔽时，

就需要做CT来确定位置。

有意思的是，中国医生是全世界最擅长

拔鱼刺的，通常情况下很快就能为患者解决

困扰，收费只要几十元。中国医生的这项“绝

活”今年春节期间还上过热搜。这是因为中

国人淡水鱼吃得多，而欧美国家民众更多食

用的是海洋鱼类。两者主要区别之一就是有

没有肌间骨，也是吃鱼会不会卡鱼刺的关键。

在五官科医院接诊的拔鱼刺患者中，以

中老年居多，老年人舌头灵活度不高，如果一

边聊天一边吃鱼，容易被鱼刺卡住。“除了鱼

刺，还有鸡骨、鸭骨、枣核也很容易卡住，有时

候还会遇到吃烧烤的竹签、一次性筷子上的

刺等，卡住喉咙的异物五花八门。”张明说，老

年人的假牙也是“危险因素”，有的假牙带金

属钩，很容易划伤食管。

“土办法”不管用还有危险
喉咙里感觉有东西，一定是有鱼刺吗？

其实也不一定。如果只有异物感而没有明显

刺痛，也不影响吞咽，要么鱼刺比较小，要么

是鱼刺擦伤但已经脱落。遇到这种情况，医

生通常会建议患者先观察一下。如果感觉疼

痛或者异物感症状加重，再及时就诊做检查。

有时人还会出现被鱼刺卡住的幻觉。记

者采访的这段时间，就有两位患者自认为被

鱼刺卡住喉咙好几天，医生看了半天始终没

有发现鱼刺，其中一人是扁桃体附近长了口

腔溃疡；另一人验血后发现是急性感染。

被鱼刺卡住后，约80%的患者尝试过吞

米饭、喝醋等“土办法”，这些办法不仅没用，

有的还十分危险。张明说，醋没法在短时间

内软化鱼刺，吞米饭容易把原本在咽喉部位

的鱼刺带入食道，相当于将钉子越钉越深，带

来更大的危害，比如穿破动脉危及生命、穿出

食道致食道穿孔。因此，遇到鱼刺卡喉要立

即停止进食，可以先试试咳嗽，看看能否咳

出，如果不行，最好及时就医。

张明提醒，老年人尽量少吃有小刺的鱼；

吃鱼时要专心剔刺，注意细嚼慢咽，尤其不要

边吃鱼边聊天；最好单独吃鱼，不要混在米饭

里一口吞。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