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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1月19日以来，

上海科技馆“‘科’好玩了”——寒假周末营火

热开展，观众跟随朱美芳院士在“上海科普大

讲坛”探索如何用源于“月壤”的高性能纤维

上太空“造房子”，还在“好奇心集市”跟随科

学大咖们淘到了介孔材料、纤维材料等珍贵

“材”宝。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寒假周末营

精彩继续，将“科”好玩的物理、数学、生物知

识和快乐一起打包，让观众在享受知识盛宴

的同时，感受到探索科学的无限乐趣。

创意物理实验
引发欢呼尖叫

1月27日上午，上海科技馆特邀拥有百万

粉丝的江西省景德镇第十三中学物理老师夏

振东来到寒假周末营“科学Live秀”舞台，为观

众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魔法物理课”。前

期，活动名额被一抢而空，吸引了400多名观

众到场。夏老师不仅带来了“抖音”上收获

200余万点赞量的“雷电法杖”实验，还带来了

“意念控杯”“隔空控物”“激光武器”等一系列

令人“欢呼尖叫”的创意物理实验。

活动现场，夏老师揭秘了这些炫酷“魔

法”实验背后的物理学知识，如激光击破气球

涉及激光能量密度和热效应等原理，而“雷电

法杖”中的特斯拉线圈则涉及电磁感应等。

夏老师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认为物理的

学习应建立在动手实验基础上，希望大家能

沉浸在有趣的物理实验中，更直观地感受物

理的美。夏老师还为幸运观众赠送了亲笔签

名的新书《神奇物理实验》。

活动中，上海科技馆的科学老师也上演

了“浮不浮”“结构的力量”等精彩科学Live

秀，期望通过一系列精彩震撼的科学实验，让

观众感受科学的魅力。

生物联手数学
揭秘大脑奥秘

当天下午，上海科普大讲坛特邀华山医

院神经内科郁金泰教授和复旦大学类脑智能

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程炜研究员开展了一场题

为《用数学揭秘“大脑的奥秘”》的科普讲座，展

示了“生物脑”如何联手“数字脑”，一起精准破

解“大脑健康谜团”。近期，他们的最新科研成

果“新影像标志物或助早期识别阿尔茨海默

病”入选2023年度中国十大医学科技新闻。

郁金泰教授作为一名从事阿尔茨海默病等

脑重大疾病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的神经内科

专家，通过《探索大脑的奥秘——人脑的结构、

功能与保护》的讲座，展示了“生物脑”的奥秘。

郁教授还向观众科普了“健康脑”的运作方

式，并结合临床案例，介绍了脑结构损伤引发

的功能障碍。现场，郁教授展示了团队在大

脑遗传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此说明遗

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对大脑功能和疾病发展的

影响。最后，郁教授为现场观众提供了专业

性的解读和建议，告诉大家如何通过饮食和

锻炼等方式来维护大脑的健康，预防大脑认

知功能减退。

程炜题为《大数据揭秘脑疾病与构建数

字脑》的讲座，揭开了“数字脑”的奥秘，向观

众重点阐述了脑科学大数据的应用，并从脑

功能、脑健康、脑解码和脑模拟四个方面，介

绍了如何借助脑科学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来解

码人脑的功能机制，实现对脑疾病的早期预

防，加深观众对人脑工作机制的理解。

这个周末，“科”好玩了——寒假周末营

将邀请与“中国催化剂之父”闵恩泽院士同一

天生日（ 月 日）的幸运观众于2月3日（周

六）前往巴斯夫浦东创新园参与科学家生日

会活动，聆听科普讲座。观众可通过“上海科

技馆”微信公众号报名参与。

涵盖竞技赛事、科技嘉年华、

工作坊和国际论坛等多个环节的

Robotex世界机器人大会亚洲盛

会周末在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举行，到场观众超10万人次，吸

引了数百万名观众线上观看。汇

聚了中国、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

的1.6万余名专业选手，在智慧搭

建、动物救援、热血战车、创想未

来等18个兼具经典与创新的竞技

项目中一起探索机器人在未来的

无限可能，旨在打破传统教育框

架，激发年轻人的探索精神和实

践能力，为科技体育竞技注入新

的生机色彩。图为小观众被现场

创新项目“迷宫求解”所吸引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隔空控物”如何做到?
上海科技馆寒假周末营让观众体验科学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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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有媒体报道一名25岁的英国籍

舞蹈演员食用含有花生的饼干后去世，死因

为“花生过敏”。此事登上热搜并引发热议，

为啥只是食用了花生就有这么大的反应？甚

至连命都没了？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变态反应（过敏

和免疫）科主任、皮肤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

变态反应分会食物药物过敏和严重过敏反应

组（筹）组长骆肖群教授告诉记者，全世界范

围内对各种食物过敏的人并不少，若发生严

重的过敏症状而抢救不及时，的确可能会导

致休克甚至死亡。

中西方过敏原差异大
骆肖群介绍，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食物

过敏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根据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CCDC）的研究数据，我国大约5%的

成年人和8%的儿童有不同程度的食物过敏。

在我国，为什么很少听说因食用花生而

导致严重过敏的案例？这是由于食物过敏原

的中西方差异非常大。基于西方人群的调查

研究显示，麸质、甲壳类动物、鸡蛋、鱼、牛奶、

花生、大豆和坚果成分占所有食物过敏反应

的90%以上，这八种成分合称“八大”，作为食

品过敏原警示原材料。数据显示，在英国对

花生过敏的人占1/200，有些人甚至不小心吃

到含量极微的花生或花生油都会引发严重过

敏反应。但在我国，对花生过敏的人并不多，

因此对大部分人来说不必担心。

在我国成人食物过敏患者中，约27%对

鸡蛋过敏，27%对螃蟹过敏，22%对牛奶过敏，

19%对贝类过敏，16%对水果过敏，16%对虾

过敏，15%对鱼过敏，5%对肉类过敏，4%对花

生过敏，2%对坚果过敏，3%对大豆过敏，1%

对小麦过敏。

相较于成人，0—3岁婴幼儿更容易对食

物过敏，其中牛奶是首要过敏原。总体来说，

婴儿更容易对牛奶、鸡蛋过敏，儿童则更容易

对虾蟹和水果过敏。在全部年龄段个体中，芒

果是最容易引起过敏的水果。国内研究显示，

芒果过敏患者占所有食物过敏患者的比例为

15%，远高于花生、坚果等常见的西方过敏

原。相反，在西方国家，水果过敏却不常见。

食物过敏有哪些症状
食物过敏有什么症状呢？骆肖群教授表

示，皮肤、呼吸道、消化道等部位都可能出现

过敏症状。其中，最常见的部位是皮肤，可出

现皮肤发红、瘙痒、荨麻疹、血管性水肿等多

种症状。食物过敏后，胃肠道症状也很常见，

包括恶心、呕吐、腹胀、腹泻等。一般比较严

重的过敏症状主要发生在呼吸道，比如喉头

水肿、窒息等，这也是严重过敏造成死亡的主

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症状可单独也

可同时发生。

目前，预防食物过敏最重要是规避过敏

原。如果已明确对某种食物过敏，最好在生

活中留意食品成分和配料表，避免食用含有

过敏原的食物。骆肖群说：“过敏虽然难以根

治，但过敏也不一定是一辈子的事。有的患

者小时候对某些食物过敏，长大了发现不过

敏了；也有的患者从小不过敏，但是到了中青

年，突然对某些食物过敏了。这些都与人体

免疫系统的改变相关。”

在华山医院变态反应科，骆肖群就曾接

诊过这样的患者。一位小伙从不知道自己

对小麦过敏，最近一段时间，他每次一吃完

食物就去运动，突然发现自己多次出现皮

疹、呼吸困难和休克过敏等症状，来到华山

医院后被确诊为“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

重过敏”。

“一般来说，比较严重的过敏我们建议严

格规避过敏原；如果不严重的话，也可以在身

体状况好的时候试试小剂量的脱敏治疗，当

然，这需要跟患者进行充分沟通，从小剂量开

始逐渐尝试，可能一部分人慢慢就会耐受，逐

渐就不过敏了。”骆肖群说。

外出饮食留意配料表
专家提醒，一旦发现自己或者家中孩子

出现食物过敏“苗头”，最好勿轻易去“试探”

过敏的“底线”，应及早就诊，排查过敏原，听

从专家建议。对于食物过敏，不能盲目依赖

某一项检测而轻易下结论，怀疑食物过敏的

患者，需由有经验的变态反应科医生进行完

整的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结合辅助检查如

皮肤点刺试验、血清特异性 IgE检测结果等

综合判断。同时，对于食物过敏，医生也要注

意与其他一些疾病相鉴别，如“遗传性血管性

水肿”（HAE）。HAE可导致四肢、颜面、生殖

器、呼吸道和胃肠道黏膜等身体多部位毫无

征兆地发生急性水肿，其中以喉头水肿最为

凶险，从发病到出现窒息可能仅需十数分钟，

严重威胁患者生命，而这些症状极易和严重

的食物过敏相混淆，因此医生需要仔细判别。

春运开启，寒假旅行大军也已上路。对

食物过敏者来说，在外吃饭更应留心成分，避

免在旅途中招，尤其不要遗漏查看那些食品

添加剂、调味剂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成分也

可能导致过敏。“在国外，严重食物过敏的患

者会随身携带肾上腺素笔作为急救药物；但

这类产品目前还没有进入国内，建议大家如

果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还是要及时到医院

就诊。”骆肖群说。 本报记者 左妍

严重“花生过敏”或可致命
美食那么多不能随便吃，专家指出避免过敏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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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  岁的上海老伯，因为

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淡忘了世上的

一切。但他依旧牢牢记得，  年前

去世的太太。每天，他都会带着亡

妻的照片，外出散步，带她去“兜

风”、去玩。有时一走，就是一整天。

在他的印象中，太太才去世不久。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

雨时。古人的神仙爱情，出现在了

    年。很多网友说，希望自己死

后，也会有人思念，很久很久。

一个人停止呼吸，是生理性

死亡。追思过后，是社会性死

亡。只有被人遗忘，才是真正的

死亡。从这点来说，这个老伯病

了，又仿佛比世上所有人，都更加

清醒。这样的爱情，因为疾病，而

显得更加纯粹。

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现

实。发现这件事的，是上海警

方。因为有一天，老伯步行近  

小时后，逆行走进了隧道。民警通过技术手

段找到了亲属。老人的儿子、儿媳，大概也

已经六七十岁了吧，接走了老人。他们说，

老人坚决不愿去养老院，一定要独居……

我理解儿子、儿媳的痛苦。就像一个

多月前，本市一位  岁的上海阿婆在北京

西路西康路路口“鬼打墙”，不停绕圈过马

路。一问，原来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早上出

去买面包，一直走到晚上。

一次、两次，有热心市民和民警出手相

助，下一次呢？我实在是不敢想象。  岁

的上海老伯和  岁的上海阿婆，为什么会

独居？有多少独居老人，像他们一样？他

们接下来的养老生活，要怎么度过？

看起来，老了之后，还是要有人照顾。

对独居老人，我们的养老体系，要更加完备。

有人动不动说，去养老院。你不了解，

很多老人，是打死也不愿意去的。在他们

的潜意识中，不管活到哪一天，家才是最温

暖的港湾。

所以我一直说，真正的成功，是给自己

安排一个健康、轻松的晚年。每一个人，都

要避免成为深夜在街头“鬼打墙”的阿婆，

和逆行走进隧道的老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