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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5

    本报讯（首席记者 王蔚）上海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今天成立，秉
持“助力孩子健康成长，促进家庭教

育发展”的理念，致力于家庭、学校和
社会的三方联动和共建共享。这也是

上海建立社会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体系的重要举措。中心将充分发挥上

海开放大学的优势，在浦东、长宁、杨

浦、静安、奉贤等区设立分中心，联动
上海开大各分校，让广大家长能够就

近、便捷地参加家庭教育的学习。
今天的中心挂牌仪式是与一场

“智慧父母成长课堂”主题活动相结
合的，请来的专家是中国预防青少

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心理学

会法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李
玫瑾教授。入场听众需要网上报名，

没想到网络通道一开放，500 个席

位已被“秒杀”，这也反映了当前广

大家长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的需求十
分旺盛，建设学习型家庭的意愿在

显著提升。
前来听课的张奶奶颇多委屈，

平时在家带两个小孙子，但却在育
儿理念和方式上与儿媳妇矛盾不

断，还常常弄得家庭气氛相当紧张。

她说：“我就是来充电的，无论年轻
的父母，还是上了年纪的祖辈，都需

要学习。家长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努

力向上嘛。”

家长王先生今天特地请半天假
来参加活动。他说：“很怕孩子会产生

焦虑、叛逆等心理和行为。现在家教指
导服务中心成立了，堪称‘家长之家’，

也是培养合格爸爸妈妈的摇篮。”
娃娃才两岁的张女士说：“祖辈

带孙辈，更多是关注孩子是否吃饱

穿暖，而我作为母亲，更要注重培养
孩子的健康心理和良好品行。我希

望通过不断地学习，让自己从一个

新手妈妈尽快成长为榜样妈妈。”

李玫瑾教授也在现场传授给
家长们知识：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

成长，不要把注意力过多集中在孩
子的吃穿上；要多关注孩子的道德品

质和人格养成，不要太看重孩子的
分数和名次；要多关注孩子综合素

养的提升，不要太偏重于某一方面的

技能训练；要多关注孩子今后踏入社
会的人际交往和适应能力，不要太

强调孩子的个性张扬和需求满足。

家庭教育专家倡导家长树立正确理念

多关注孩子品质 不要太看重分数

    本报讯（记者 左妍）面对平

均检测时长两小时的脑电数据，
不到 8 分钟，“AI 新手”已将三份

报告完整准确呈现在银幕上，而
医师团队 10 分钟只来得及完成

一份报告。昨天，中国数字健康
医疗大会在海口召开，中国首届

儿科 AI应用大赛拉开帷幕，国家

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
科医院的专业人士组成“人类战

队”，与全新发布的小布医生多个
系列智能产品展开“大对决”，结果

如何？
“小布脑电机器人”的首次亮

相就让大家刮目相看。第一份脑电
图数据包含了一次近两小时的检

测，数据量巨大。10分钟计时结
束，“AI新手”已经完成了三份报

告的解读，医师团队仅完成第一份
报告。记分员对两组报告进行展

示，并对比既往金标准报告，确认
了“小布脑电机器人”在报告结论

和针对异常的细节描述方面都达

到了临床报告的要求。

新生儿脑病是导致新生儿危
重症患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脑电图检测是其早期识别的重要
途径，新生儿视频脑电图检测具

有检测周期长，信号特征丰富等
特点，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读图的

复杂性，阻碍了相关检测和临床

应用的标准化和推广。

据了解，复旦儿科新生儿脑
病项目组历时一年研发出“小布

脑电机器人”，能对脑电信号进行
全自动化的信号处理、特征提取、

模型分析，为临床医生提供具有
参考价值的报告结论和预测矫正

胎龄。

儿科医院分子医学中心生物
信息学团队的儿研所助理研究员

董欣然博士是“小布脑电机器人”
的主要开发人员之一，据她介绍，

这是由儿科医院自主研发，具有完
整知识产权的代表性成果。研发过

程中，该系统得到了超过 1800例

临床脑电报告验证，分析一小时时

长的原始脑电记录，时间仅需 1分
钟，针对严重异常的预测准确率达

到 95%，中度以上程度异常的预测
准确率近 90%，胎龄预测准确率达

到 92.7%。
大赛现场，复旦儿科医院的医

护人员与 AI在辅助诊断、智能导

诊、影像识别、脑电分析及合理用
药五个场景进行 PK，结果显示，虽

然“AI 新手”答题迅速，诊断准确
率相当于专科医师，但面对临床

的复杂情况仍不能独当一面。中
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

会儿科专委会主任委员、复旦儿
科医院党委书记徐虹教授表示，

“此次人机大赛展示了人工智能
在儿科临床医疗不同领域应用的

成功案例，未来还将扩展到其他
专科领域应用，赋能基层社区、边

远地区，人机‘双脑’携手开启儿
科智慧医疗新时代，共同呵护孩

子们的健康。”

人机“双脑”打造“智慧儿科”
未来还将赋能基层社区、边远地区

“小院士”亮相

    本报讯（通讯员 芦雪峰 记者

左妍）昨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九人民医院辅助生殖科匡延平

教授团队在内分泌学国际知名杂志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En－

docrinology & Metabolism》上发表
一项有关女性不孕症的研究成果，

该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罕见性

的 LHCGR基因突变的女性不孕症
患者通过 IVF-ET技术（俗称试管

婴儿）获得了治疗并诞下健康婴儿

的系列成功病案。

目前 LHCGR基因突变女性病

例报道国际上仅有 13例（包括本
研究报道的 3例），除此以外均无

一例获得成功妊娠的报道。该疾病
被国际同行认为是不可治愈的疾

病。LHCGR基因突变的患者常表
现为月经紊乱、卵巢多发囊肿、经

常因反复发生的卵巢囊肿进行卵

巢囊肿剥除手术，导致卵巢功能损
伤，部分患者因反复手术导致卵巢

功能严重损伤。该病的另外一个重

要临床表现为按常规 IVF-ET治疗
无法获得卵子，被认为是“空卵泡

综合征”。
正常妇女维持雌激素合成及排

卵必须依赖于 LHCGR基因表达的
LHCGR 受体的正常功能，所以

LHCGR在卵泡发育、雌激素合成及

排卵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一研究在国际范围第一次提出了

LHCGR 基因突变不孕症患者在

LHCGR这一受体失活的状态下仍

可以通过增加配体的剂量延长诱发
排卵时间成功获得成熟卵子，为

LHCGR 突变的患者的治疗提出了
一项新的行之有效的 IVF-ET治疗

策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辅助生殖科在不孕症的临

床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近年
来有多项原创性的发明及研究成

果，为提高辅助生殖的治疗效率做

出了重要贡献。2013年，在匡延平

教授的带领下发现了黄体期促排
卵，并研究出高孕激素促排卵技术

（PPOS），被认为是控制性促排卵里
程碑式的进展；发明了二次刺激促

排卵技术，被国际同行命名为“上海
方法”（Shanghai Protocol）；先后改

进多种试管婴儿促排卵方法，对不

孕症患者实施促排卵方案的个体化
应用。此外，匡延平教授还和复旦大

学王磊教授合作先后发现了导致卵
子成熟障碍的致病基因 Tubb8、导

致卵子受精障碍的致病基因
WEE2、导致卵子死亡的致病基因

pannexin 1等等。这些研究为罕见
性不孕症的诊断及治疗提供了准确

的分子诊断指标，推动了不孕症的
精准治疗。

    2019年“雏鹰杯”———“红领

巾科创达人”挑战赛暨第十七届上
海少年科学院“小院士”评审活动

近日在上海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
分设自然生态小调查、人工智能小

设计、航空航天小论文和综合类四

个比赛版块。该项活动于今年4月
启动，共收到全市 16个区 600余所

学校申报的 3142份作品。经过多轮

角逐，最终入围的 30名选手通过现

场展示、评委提问等环节一决高下。
经过终评后，上海民办打一外国语

小学瞿逸程、长宁区绿苑小学王子
齐等 12名小选手荣获第十七届上

海少年科学院“小院士”称号。图为
“小院士” 王子齐在介绍自己研究

的课题——“植物会睡觉吗？ ”

杨建正 摄影报道

九院专家治疗女性不孕症获突破
LHCGR基因突变患者通过治疗诞下健康婴儿

教育新观察

（上接第 1版） 上海健康云面向市

民、家庭医生、临床医生和公共卫
生业务管理等人员，实现“健康一

门入、预约一键通、服务一站式”。

如今，“云”上已开通预约挂号、健
康档案等 7大核心应用，基本满足

全人群的日常健康需求。

依托 2019年上海市政府实事
项目———“智慧健康小屋建设项

目”，上海健康云将健康管理下沉
到社区站点，打通线下面向市民的

“最后一公里”，不仅创新了城市
精细化管理服务的模式，更有助于

提升市民健康自我管理的能力，让

人人都成为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

在杨浦区定海社区军工家庭医
生卫生服务站点，有着全市首批

“智慧健康小屋”。卫生站的医生孟
珺说，小屋开放以来，已服务 7652

人次，他们平时还动员居民们安装

“健康云”。“‘健康云’的好处很多，
比如家庭医生团队实施精准筛查

发现并发症风险，再通过分级诊疗
体系转诊至专科医生团队，实现签

约居民享有的一系列优惠措施。更

直接的是，平时三甲医院一号难求

的专家，在云上极有可能还显示
‘可预约’。”

“云”在延伸
健康行动有“新内涵”
截至上月底，上海健康云 APP

已拓展至 16 个区 246 个社区及

1200多个社区卫生服务点，注册居
民账户达 542 万，注册家庭医生

18066人；累计上传 2189万人次体
征电子数据、159.54万人异常人群

信息用于临床参考和慢病随访依

据。同时，提供糖尿病早发现和并发

症筛查（包括糖网筛查）信息化服
务，已查出糖尿病前期 4.52万人、

糖尿病患者 3.97万人；筛查出并发
症病变总 15.96万人。

如今，上海健康云正在为公共
健康服务注入全新内涵，除服务内

容涉及基础服务、应用服务和嵌入

服务 3大类 28项外，还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社会资源引入等方式，

整合社会健康管理机构的资源，增
加公共健康服务项目。最近与相关

机构合作开发的慢病健康管理险、

疫苗不良反应险、住院险、重疾险、

单病种恶性肿瘤等新型商业健康
保险产品将相继推出，打造“保险+

医疗健康服务+金融+互联网”健康
服务生态圈。

邬惊雷说，上海健康云已纳入
《健康上海行动》（2019-2035），未

来将深化健康服务信息互联互通互

认，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助力上
海及长三角地区人人享有一站式、

精准化的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和健
康服务，成为可复制、可借鉴的健康

管理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