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伊始，“万体汇”场馆内热

闹非凡，不少运动爱好者跃跃欲

试。场馆方表示，将在遵守防疫规

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为市民提供

便利，让更多人在运动中欢度春

节。“我就住在附近，看着这里一天

天变化，虎年第一天能走进来、动起

来，真的是虎虎生威，很开心。”市民

陈先生一家人成为第一批来到徐家

汇体育公园综合馆的健身者。

走访中，有不少市民对“万体

汇”这个简单明了又朗朗上口的场

馆昵称印象深刻，这个称呼究竟是

如何诞生的？备受称赞的名称背后

又有怎样的故事？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万体汇”的命名者、市

民谢珺。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

可能就是瞬间闪现的灵感吧，想出

这个名字的过程，一定不超过5分

钟。”面对如何想到“万体汇”的问

题，谢珺的回答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虽然说得轻描淡写，但在他内心深

处，对于这块刚刚开放的运动新天

地，着实有着不少记忆与期待。

“我是70后，儿时就对‘万体

馆’有着深刻的印象。”谢珺说，小时

候一家人住在徐家汇地区，每次出

门都能看到“万体馆”，“当时的感觉

就是大，总期待着有一天能进去看

看比赛。”他的愿望没过多久便变为

现实。1985年，谢珺跟随父亲一起

到“万体馆”观看一项乒乓球邀请

赛，这成了他与那片申城体育地标

的第一次接触。“从入口处向上看，

感觉楼梯又长又高，不知道要走多

久，等走完阶梯进了场地，才知道万

体馆里面原来这么壮观。”谢珺至今

仍记得站在入口处，听着场内观众

欢呼声带来的震撼，“现在场馆多

了，可能没那么强烈的感觉，但是在

当时，站在可以坐一万人的体育馆，

真的感觉是‘天花板’了。”

即便时间过去将近40年，这份

特别的记忆，依然留存在谢珺的脑

海，也正是这个原因，当他看到徐家

汇体育公园综合馆昵称征集活动时，

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我当时先定下

了一个目标，就是一定要保留‘万体’

两个字，因为这是几代人对于这片区

域最深的记忆，要传承下去。”

那个画龙点睛的“汇”字，则有

着多重意义。“首先，这片区域汇集

了全国和上海体育迷的记忆；全民

健身的深入和‘双减’的落地，又能

让越来越多的健身爱好者汇集到这

里，享受运动快乐。”在谢珺看来，如

今的万体馆和八万人体育场，已经

不仅仅是运动员施展才华的舞台，

也给越来越多“民间高手”提供了展

示机会，“加上这个综合馆，又地处

徐家汇区域，因此我用了这个‘汇’

字。”谢珺说，自己也没料到“万体

汇”这个昵称，能受到这么多朋友的

支持和喜爱。

虎年首日，谢珺特意带着10岁

的女儿，到“万体汇”体验运动的快

乐，“她现在还有些害羞，不过等下

玩起来，就会放开很多。”虽然如今

已不在徐家汇区域居住，但他依旧

会不时来到徐家汇体育公园转转，

“交通很方便，坐地铁就能到，现在

这里不只有记忆和情感寄托，还有

一份参与者的小骄傲。”站在下沉式

篮球场边，看着场上那些奔跑的身

影，谢珺露出了微笑，他那“让运动

激情汇集于此”的愿望，正随着场馆

的试运营，一步步成真。

本报记者 陆玮鑫

虎年动起来 虎虎生威

“万体汇”名字由来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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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儿子忙于生意，

连患病老母亲出门

迷路都不知，所幸热

心群众及时发现报

警，宝山、普陀两区

民警经过近2小时

寻找，最终找到老人

家人，在除夕当日助

老人一家团圆。

1月31日上午9

时39分许，宝山警

方接到群众报警，在

沪嘉高速入口处发

现一位迷途老太太，

宝山公安分局大华新村派出所民警

将老人带回派出所后，经过询问，发

现老太太疑似患有认知障碍，除了

自述自己姓严，儿子在真北市场卖

菜外，什么都不知道。派出所立即

向真北市场属地派出所、普陀公安

分局桃浦派出所发出协查求助。桃

浦派出所民警立即拿着老太太的照

片来到真北市场，寻找老人的家

人。由于市场比较大，民警分成几

组挨家挨户地询问。经过近2小时

地毯式寻找，民警终于找到了老太

太的儿子郭先生。

原来，郭先生母亲今年已82

岁，由于患阿尔茨海默症，存在一定

认知障碍。在得知民警已找到其迷

路的老母亲时，郭先生激动万分，握

着民警的手连声道谢。民警也叮嘱

郭先生要多关心家中老人。

说到肾结石，懂的人自然懂

——疼起来真要命！近日，一名女

大学生因肾脏结石疼痛难忍，找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泌尿外科

吴忠教授，希望没有任何刀口就把

结石取干净，经吴忠教授及其团队

应用先进微创手术治疗，患者顺利

出院。

泌尿系结石是泌尿系统最常

见的疾病，根据结石所在部位的不

同，可分为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

胱结石和尿道结石。吴忠说，随着

微创技术的发展，目前95%以上泌

尿系结石治疗都可以通过微创手术

治疗达到损伤小、恢复快的效果。

微创手术充满挑战
听起来，为女大学生治疗肾结

石在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根本不

是难题。但是，这名女大学生的结

石，经诊断为“肾下盏憩室内多发

结石”，这是一种少见的肾脏畸形

结石。吴忠说，肾下盏憩室内结

石，也不是不好取，但想要将这种

肾脏畸形内多发结石取净且不能

有任何伤口，还是充满挑战的。肾

盏憩室本身是没有症状的，如形成

肾盏憩室内结石，常伴有疼痛、血

尿、感染甚至肾功能损害。

“想要不开刀，通过微创的方

法把结石取净而又不留伤口，要求

确实比较高。但女大学生对生活

品质和未来职业都要求较高，所以

经讨论，决定采用输尿管软镜联合

钬激光技术治疗。”吴忠告诉记者，

这种先进的微创技术可以说是“以

柔克刚”，通过人体自然腔道达到

肾脏内，不需要做任何切口；钬激

光是理想的碎石设备，用大概几根

头发丝一般细的钬激光光纤，通过

输尿管软镜输送入患者体内肾结

石部位，应用激光能量将结石击

碎，较大的结石碎块可以应用套石

篮取出患者体外，较小的结石碎末

可以自行排出体外。女大学生术

后第二天就出院了。

在我国，100个人中就有5、6

个人患泌尿系结石。通常25-45

岁的青壮年中较为高发，男性比女

性多见。泌尿系统结石病因复杂，

往往是自然环境、饮食习惯、代谢

异常和家族遗传等多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此外长期的慢性感染也

是结石的诱因。

“小的如米粒般，大的结石可

长满肾脏或膀胱。比如在肾盂或

膀胱等容积较大地方形成的结石，

结石可以长到7-8厘米而没有感

觉。但是，在某些重要的‘咽喉要

道’，很小的结石就会引起明显的症

状。”吴忠说，结石较小可以通过多

饮水来增加尿量，结合多运动促使

排出。多饮水还可稀释尿液防止结

石的形成。当然，如何喝水也有一

定的讲究，建议每天喝2000-3000

毫升，且分多次喝，不是一会儿“集

中畅饮”，一会儿又“滴水不沾”。

较大结石的患者就不能盲目

多喝水了，因为增加的尿量会加重

泌尿系统的梗阻，加剧肾积水和肾

功能损害。吴忠说，这种情况下，

建议患者及早进行体外震波碎石

或者微创手术治疗。华山医院泌

尿外科也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泌

尿系结石诊疗研究中心的所在地，根

据患者结石的大小、数量、硬度、部位

等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微创技术，

95%以上的泌尿系结石患者都可以

免除开放性手术的痛苦。

改善习惯预防结石
夏季出汗多、喝水少，泌尿系

结石高发；其实，春节期间也是高

发期，这与天气和饮食习惯相关。

吴忠说，我国泌尿系结石以含钙结

石为主，尤其是草酸钙结石最为高

发，预防应从改变生活习惯和调整

饮食结构开始。总的来说，饮食方

面要维持营养的综合平衡，避免单

一营养成分的过度摄入。也别忘

记多喝水，大量饮水可稀释尿液，

降低钙离子和草酸盐的浓度，防止

尿液结晶形成，延缓结石增长速

度。生活上则要作息规律，科学运

动，肥胖者应当减肥。

春节期间应该如何饮食呢？

草酸钙结石的病人，要少吃菠菜，

少喝浓茶，因浓茶中含有不少促进

结石形成的鞣酸、可可碱、咖啡因

等，还应避免摄入过量的动物蛋

白。尿酸盐结石与长期进食高嘌

呤食物有关，因此要少吃动物内

脏、带壳海鲜、火锅、豆制品等，少

喝浓汤、啤酒。

吴忠说，早期大部分泌尿系结

石症状并不明显，因此要定期全面

检查，早诊早治。结石就跟珍珠似

的，一层一层越长越厚，越来越坚硬，

久拖不治，最终需要开刀解决，还可

能因为结石长期梗阻、感染导致肾脏

失去功能而不得不切除肾脏。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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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伊始，申城市民多
了一个健身好去处。昨起，徐
家汇体育公园综合馆“万体
汇”开启部分试运营，率先开
放 33片羽毛球场、30张乒
乓球台、5片网球场（室内1
片，室外4片）、室外篮球场
（全场4片，半场8片）以及
室外足球场（七人制1片，五
人制4片）。

■ 徐家汇体育公园万体汇三个改造一新的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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