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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在徐汇区枫林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一楼，一位妈妈带着

5岁多的女儿来进行“智能生长发
育测评”。在拍摄完左手的 X光片

后，医生轻点鼠标，利用 AI进行“医
生+AI”智能阅片，数秒钟之后，一份

全面、精准的生长发育测评报告就
出现在屏幕上，经过专家审核，这份

报告就交到了家长的手中。

以 AI技术为核心，以需求最
为紧迫的儿童医疗服务为突破口，

打造一个覆盖儿童全病种、全生长
发育全周期的儿童医疗服务智能

平台，推动儿童疾病早筛、生长发

育测评、健康管理的全流程智能
化，打造儿童医疗服务领域的“徐

汇模式”。昨天，上海徐汇宣布建成
国内首个儿童医疗健康智能服务

平台，以 AI助力基层医疗。
中国儿科相关医学人才长期

处于紧缺状态，提升基层医疗机构

服务能力迫在眉睫。此外，中国儿
童尤其是城市儿童所面临的健康

问题正在从传染性疾病转向生长
发育问题。然而，目前国内缺乏系

统、科学的儿童生长发育测评体

系，中国的儿童生长发育测评指标

长期局限于身高、体重、第二性征
等浅层特征，没有形成系统、科学

的生长发育评价体系及网络，社会
各界对于儿童生长发育测评行为

的价值认知普遍较为浅显。

此次建成的徐汇区儿童医疗健
康智能服务平台由徐汇区卫健委指

导、徐汇区卫生事业管理发展中心
主持建设。依托于先进的 AI技术，

该平台具备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
随着使用时间与人数的增长“越用

越聪明”。目前，该项目第一期———

智慧儿童生长发育管理平台已初步

建成并运行。该平台融智能生长发
育筛查、智能测评、智能转诊等多项

功能于一体，将生长发育测评由原
有的 5-15分钟压缩至秒级，且骨龄

判读精度达到资深儿科专家水平，
徐汇区儿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即

可享受到专家级的儿童生长发育测

评，突破了原有儿童生长发育测评
的“速度慢、精度不高、一致性差”等

诸多难点。与此同时，该平台通过智
能转诊实现区域内多级医疗机构联

动，开展转诊或会诊服务，并将结果

反馈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辅助提

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
“依托先进的医疗 AI技术，更

有望能够将儿童多个病种，全生长
发育周期的医疗服务需求纳入到

该平台中，实现全生长发育周期的
数据归集、治理，与智能化医疗服

务，让科技的进步惠及每一位辖区

居民。”徐汇区卫生事业管理发展
中心主任孙雅表示，医疗 AI技术

的加入将大幅提升徐汇区儿童生
长发育测评的效率，减轻区内儿科

医师工作负担。 本报记者 左妍

徐汇区以 AI技术助力基层儿童医疗

国内首个智能服务平台建成

    悲伤地等待着一个数字

的尘埃落定， 在 2019年行将
结束之际。 多希望它早一些

定格，再也不增加。 截至提笔
时，这一年已有 33 位院士驾

鹤西去。

中国科学院失去了 19位

院士：核物理学家于敏，物理

化学家梁敬魁，神经药理学家
金国章，凝聚态物理学家王业

宁，中西医结合学科开拓者沈
自尹，物理学家汤定元，分子

生物学家孔祥复，卫星轨道动
力学和卫星测控专家李济生，

电化学家查全性，化学家卓仁
禧， 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湿

法冶金学家陈家镛，物理学家
章综， 工程热处理学家王补

宣， 自动控制专家张嗣瀛，固
体地球物理学家曾融生，微电

子学家陈星弼，病理生物学家
陆士新，病毒学家田波。

中国工程院失去了 14位
院士：材料学家涂铭旌，心血

管外科专家高长青，中国冷压
技术开拓者阮学榆，土木工程

材料专家孙伟，建筑结构专家
容柏生， 材料学家李恒德，轨

道交通数字化信号系统的开
拓者宁滨，微波毫米波技术专

家孙忠良，化学纤维工程技术
专家季国标，工程地震学家李

玶，泥沙与河床演变专家韩其

为， 儿科血液学专家胡亚美，

气象卫星专家孟执中， 能源动

力工程专家林宗虎。

请允许我在这篇短文中
用一半的篇幅列出这些伟大

的名字。 冲破封锁线毅然归国
的义无反顾，与深埋姓名隐形

数十载的无怨无悔，都是对祖
国炽热的爱。 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是他们共同的写照，哪

一位不是倾尽所学到生命的
最后一刻。

该如何与他们道别？ 纵使
人生终须别，我们也总相信，有

些什么是永远不会逝去的。 越
来越多人渴望熟悉这些名字，

渴望了解他们的故事。很抱歉，

是我们没有一遍又一遍讲好故
事， 是我们没有想方设法让这

些伟大的名字变成流量。

曾在很多篇痛别大科学家

的悼文评论区读到哀伤的愤
懑： 为什么如此国之栋梁知名

度不及流量明星； 为什么一位
演艺偶像的过世引起公众持久

的关注……不要比较哪一种哀
思更值得， 不要到别时方生遗

憾。每一个优秀善良的人，都值
得成为偶像。

只希望有一天， 这些大科
学家的名字， 即使不曾加上具

体前缀，您也略知一二。

只希望有一天， 当我们不

抢眼球地讲述科技工作者的故

事时，您也愿意读一读。

别亦难 董纯蕾

    半年前，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与医联体内 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启动“互联网+护理服务”的试

点。出院患者及其家属只需使用小
程序，就可以将后续护理服务带回

家。记者从日前召开的试点项目专
项研讨会上获悉，平台如今已上线

10个护理项目。出院病人陈女士

说，“和在医院里的感受一样，这种
形式很好，用不着自己跑了，解决

了我的大问题！”
消化肿瘤科护士长梁文艳是首

批参与上门服务的护士，身穿护士

服、佩戴工号牌、携带换药包后，她

来到出院病人陈女士家中，为她提
供“PICC护理”延续服务。梁护士说，

平台通过签到、语音、拍照记录服务
过程，确保服务过程全程留痕，可查

询、可追溯，护士和患者都放心。
今年初，国家“互联网+护理”

政策出台后，八院就与企业合作，

探索在徐汇区开展“互联网+护理”
服务试点，通过整合医联体内多家

基层单位的护士资源，为出院患者
提供延续护理项目，为出院但行动

不便的患者提供居家护理服务。

八院护理部负责人介绍，截至

目前，出院患者及其家属通过使用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互联网+护

理”小程序登记在册的上门护理已
完成 46例，包括部分由社区护士

完成。平台目前上线了 10个护理
项目，包括了基础护理、慢病管理、

导管护理、母婴护理、伤口护理等

服务内容。家属和患者很欢迎“互
联网+护理服务”进入社区和家庭。

“互联网+护理服务”实施过程
中的关键在于安全，医院从制度、服

务对象筛选、交通安全、服务过程等

方方面面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措施。

同时，部分病人虽有强烈需求，但因
家庭困难，无法承担多次上门服务

的费用，八院的明星志愿者队
伍———“百雁”医务志愿者便发挥作

用，充分考虑患者实际情况，对上门
费用予以减免，受到一致好评。

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延

伸护理服务只在试点。专业人士表
示，“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患者

对于上门护理服务的需求越来越
大，在专业护理人员工作量大、强

度高且存在一定缺口的环境下，要

让更多人享受到优质的院外延续

护理服务，就应当鼓励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共同参与。”社区本身就有

家庭医生团队，其中包含护士，通
过培训等手段能够帮助指导其承

接上门护理服务，这样患者在家门
口就能够享受到这些服务，有利于

进一步推进社区家庭医生签约和

分级诊疗工作的顺利开展。
接下来，院方还将探索把更多

符合资质的人员吸纳进来，减轻护
士的工作负担，同时也呼吁尽快出

台详细实施细则，在收费等方面有
明确的规范，便于这项工作的全面

铺开。院方希望这种模式能够扩大
到更多的社区，有更多基层医疗机

构参与进来，让更多百姓享受到优
质的院外延续护理服务。

本报记者 左妍

市八院与医联体单位积极整合护士资源

让“互联网＋护理”服务进入更多家庭

    本报讯（首席记者 曹刚 通讯员

杨翊中）元旦将至，上海地铁制定专项

运营组织方案，12月 31日（周二），1、
2、7、8、9、10、13 号线将执行周五延时

运行图，方便晚归乘客出行，当天晚高
峰，4、6、9、11、12、13 号线还将提升线

路运能运力；12月 24日晚高峰，4、6、
7、9、13号线也将增加运力投入。

由于 12 月 31 日是 2019 年最后

一个工作日，当天通勤客流将与夜间
休闲、购物出行客流叠加，晚高峰时间

延长。为此，针对路网涉及商圈和热门
景点的线路，上海地铁将提高机动运

力储备，满足大客流需要。
上海地铁已备足应急车票，根据

线路车站特点，做好大客流发售准备；

各车站也将在节日期间适时增加临时

人工售检票窗口和流动售检票点。在
换乘枢纽站及一些客流较大的车站，

上海地铁将增派服务人员、督导人员
和志愿者，有针对性地加大服务供应。

如遇大客流，各车站将采取调整电梯
开行方向、设置分流护栏、站台安全

链、放缓进站速度等客运组织措施。

    近日，上海首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智能网联车库在金山区石
化社区建成并启用。

该智能停车库为 7层垂直升

降车库，可供 72辆车同时停放。

车主只需要刷卡、按键两个动作，
就能实现车辆的停取。通过智能

网联，车库还将对周边景区开放，
缓解景区停车压力。

特约通讯员
庄毅 文并摄

    本报讯（首席记者 曹刚）明天，

长三角第十个拥有地铁的城市———常
州将加入“互联互通群”。至此，长三角

所有轨交城市实现了城轨二维码“互
联互通”服务全覆盖，长三角迈入“智

慧地铁圈”时代。

2018年 12月 1日，上海与杭州、
宁波率先启动轨交二维码互联互通。一

年来，温州、合肥、南京、苏州、无锡、徐
州、常州也相继“入群”。目前，“互联互

通”已累计服务近 300万人次异地刷

码。上海市民去其他 9座城市时，只需
打开“Metro大都会”APP（需升级到新

版本 V2.3.07），就能扫码坐车。此外，上
海地铁将结合乘客的实际需求，在 APP

上推出“一日票”“三日票”等个性化票
种，提供更丰富的出行解决方案。

提升运力满足年末大客流需求
12月 31日部分地铁将延时运营

上海市民十城市扫码坐地铁

智能车库与
景区错峰共享

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