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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在福建三明市第一医院生态新

城院区的“全生命周期六病共管中心”，患者

陈先生坐在大屏幕前，为他看病的瑞金医院

内分泌代谢科主任王卫庆教授坐在上海的

“三明诊室”，不仅给他开出了处方，还悉心

叮嘱他用药2周后再回来复查，还是“老地

方”见。

沙溪河畔，黄浦江边，三明市和上海瑞金

医院的情谊持续升温：一条“三明专线”，一个

“三明诊室”，开启了三明市和上海瑞金医院

更全面深入合作的征程。

创新举措惠及医患
本月起，上海瑞金医院的医生可在瑞金

医院直接打开三明市第一医院医疗和医保系

统，为三明本地患者问诊、开具检查单和药

方。三明当地患者在当地医院取药后即可回

家，不必离开三明市。在王卫庆教授看来，这

种创新模式彻底打破地域和网络限制，没有

医保结算差异，给患者和医生带来更大便

捷。“今后我们内分泌代谢科也会派出医生每

月参与这种就诊模式，在‘三明诊室’持续守护

患者健康。”她说。同时，瑞金医院院长宁光院

士未来每周也会抽出一小时，亲自坐诊在瑞

金医院的“三明诊室”，为当地百姓线上看病。

8月30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推广福建三明医改经验的有关情况。

几乎同时，瑞金医院领导班子来到三明，学习

三明医改精神，也给三明带来好消息：瑞金医

院三明分院、三明健康研究院正式揭牌！随

着《上海瑞金医院—三明补充协议》的签订，

双方医疗合作持续扩容，开启新的篇章。

“瑞链计划”守护健康
去年，由瑞金医院和三明12家总医院共

同发起“上海—三明数字专科联盟”。在选择

代谢病、心脑血管病等6大学科基础上，由瑞

金医院组建专家技术团队，梳理标准化诊疗

路径及管理规范，建立一套标准化、数字化的

诊疗和管理体系，协助12家总医院建立高水

准的数字专科。今年2月，三明市与上海瑞

金医院开启深度合作，依托瑞金医院资源，携

手推行全生命周期“六病共管”先进管理模

式，打造数字化“六病共管”的全国标杆。

大半年来，瑞金医院领导班子和专家去

了三明好多次。这一次，全新亮相的“全生命

周期六病共管中心”让人眼前一亮。设备齐

全，网络通畅，技术先进，除了治疗，宁光院士

更希望，能把三明市民的健康“管”起来。这

一次，他带来了一块全新手表，以及一个酝酿

许久的“瑞链计划”。“这块手表就是瑞金医院

参与研发的‘RUIWATCH’，传递瑞金医院

给三明市百姓的健康承诺。作为瑞金医院出

品的可穿戴设备，可监测包括心率、血压、血

氧等在内的健康数据，实时传输到瑞金医院

后台，紧急情况下一键完成报警。”宁光介绍

说，“瑞链计划”发布后，三明市将成为首个体

验城市，未来也将在瑞金医院帮助下，逐步实

现从“管医疗”提升至“管健康”，推动三明市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技术平移”探索帮扶模式
今年4月，中国微创外科开拓者、瑞金医

院普外科郑民华教授来到三明市第一医院开

展医疗帮扶指导工作，将先进的诊疗技术“移

栽”过去。此后，瑞金医院又派出内分泌专家

郑思畅博士驻点三明市第一医院，加快推动

该院代谢性疾病诊疗水平提升和内分泌亚专

业发展。瑞金医院正在探索全新方式，即“技

术平移”，用“选、学、教、督”四步学习法，实现

专病诊疗、护理和管理等瑞金技术平移到三

明。今年7月，来自三明市第一医院的9名医

护抵达瑞金医院，作为技术平移的首批培训

学员，开启了专项培训。

“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瑞金医院

作为公立医院的国家队，有责任参与其中，这

让我们感到使命光荣。”瑞金医院党委书记

瞿介明表示，希望医疗专家团队和技术人员

能够更好地通过“技术平移”向三明输出医

疗新技术和管理规范，培养一批“带不走的医

疗队”。 本报记者 左妍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近日，由复旦大学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

究所常务副所长、附属华山医院放射科学术带

头人耿道颖教授团队牵头研发并成功转化的

科研成果“颅内动脉瘤磁共振造影图像辅助

检测软件（AIneurysm）”正式获批中国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NMPA）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这项重要成果的落地与转化，标志着复

旦大学“医工结合”全链条创新探索取得原

创性重大突破，AI加持之下，该产品将辅助

医生快速、精准救治患者，提高颅内动脉瘤

的诊疗效率。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获批的注

册证为国内首张由高校主导、临床医生牵头

研发的颅内动脉瘤磁共振AI三类医疗器械

注册证，将有望为高校牵头进行同类产品的

产学研研发和转化提供经验。

据团队介绍，所谓颅内动脉瘤，是一种动

脉壁异常膨出所形成的突起，普遍存在于全

球成年人群中，动脉瘤一旦破裂即会发生急

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甚至破入脑实质和脑室系

统，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的

“三高”特点，因此又有“颅内炸弹”之称，在

临床诊疗上面临着早检查、早诊断、早治疗

的“三早”需求。与此同时，我国成年人群颅

内动脉瘤的患病率高达7%，高血压糖尿病

等高危人群患病率达15%左右，对颅内动脉

瘤的及时诊断和治疗干预，对于急性蛛网膜

下腔出血等脑重大疾病的预防有重要意义。

据耿道颖介绍，从2019年开始立项，到

2023年7月完成临床试验，再到2024年取得

三类注册证，经过6年努力，团队终于走通从

0到1的产学研用创新全链条，并掌握了自主

研发的人工智能核心算法。

颅内动脉瘤磁共振造影图像辅助检测软

件能辅助医生进行精准影像决策，对颅脑磁

共振造影图像的显示、处理、测量和分析，对

3mm及以上颅内动脉瘤辅助检测可提示疑

似颅内动脉瘤患者，助力医生进行有效检测，

同时量化分析动脉瘤区域，给出相关建议。

“我们的产品不仅让医生的诊断效率大

大提高，且敏感性和特异性都高于医生。”耿

道颖说。据介绍，注册前全国多中心、回顾性

临床试验结果表明，该软件提升动脉瘤检出

率10%诊断效能由82%提高到94%，每例阅

片时间缩短60%，3分钟即可完成培训。

从“管医疗”走向“管健康”
瑞金医院深度参与“三明医改”

颅内动脉瘤磁共振  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落地

沥青面层翻修进入收尾阶段，将迎国内外赛事盛宴

复旦原创国内首张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自2004年首届F1

中国大奖赛开始，上赛道已使用20年。如今，

经过对沥青面层的整体翻修升级，上赛道已焕

然一新。记者今天上午获悉，由久事国际体育

投资建设、隧道股份上海路桥承建的上海国际

赛车场赛道沥青面层翻修项目进入收尾阶

段。预计本月中起，上海国际赛车场将以焕新

的面貌和升级的性能，迎接国内外赛事盛宴。

“这是上赛场运行以来的首次大面积翻

修。”隧道股份上海路桥上赛道沥青面层翻修

工程项目经理乐海淳介绍，历经20年运营使

用，赛道的沥青面层已有不同程度的老化与损

坏。此次赛道沥青面层翻修总工期仅为57天，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要对主赛道、短接道、

工作车道，以及缓冲区上的沥青进行全区域翻

新，同步对排水沟、路缘石、标线等设施进行整

修，以此来提升整体的赛道性能，为未来的赛

事提供更加安全、舒适和高标准的竞赛环境。

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全新的赛道面层

已全部完成，场内正在进行排水沟螺栓加固、

标线涂装等最后的收尾工作。上赛道并非一

马平川，一个接一个的三维变坡，在平、纵、横

都有变化。乐海淳说，上海国际赛车场主赛

道全长5.4公里，以“多变”著称，此次翻修中

包含16个弯道、更集结了最大落差12米的变

纵坡，倾斜面12%的变横坡，可谓是沥青铺面

工程中的“集大成者”。

与高速公路相比，F1赛道对沥青混凝土

面层的要求极高，既要表面平滑极速如飞，又

要结构粗糙不打滑，还要经得起高温的炙

烤。为此，从前期的选料、配比，到全系列高

精度的装备组合使用，都是为上赛道量身定

制，以确保高规格的技术要求。

摊铺赛道过程中，更是必须一次成型，不

允许反复。加速段、减速段也不允许有接缝。

“我们与多方中外专家开展了大量的技术模

拟，对每一个弯道用什么机器、什么技术都进

行反复讨论，并在赛道外先进行一遍推演，最

终才能上赛道去施工。”乐海淳说。

20年前，上赛道的沥青摊铺施工方也是

隧道股份上海路桥，乐海淳曾作为一名技术

人员参与到项目中。他告诉记者，和20年前

相比，如今的施工工艺和装备都要提高很

多。此次大翻修就运用3D数字技术和设备

结合，最终形成了一套由数字控制加持的3D

铣刨、高精度找平系统摊铺机、智能数字化压

路机的组合整修方案，来确保赛道整修任务

高效、精准地完成。既能使车手在驾驶过程

中享有丝滑的赛车体验，也为未来众多国际、

国内赛道整修维护提供更多可行性方案。

■ 上午，检测车对重新

摊铺沥青后的赛道平整

度进行评估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近年来，“秘境”“野奢”

等旅行产品广受欢迎，吸引

了不少游客前往户外探险。

殊不知，深坑、野山、秘洞等

户外探险，对于普通人而言

存在着诸多未知风险。

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天坑秘境探

险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这起事故中，游客在天坑

下降时急速坠落，导致九级伤

残。法院判决，旅行社和领队

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各承担

  %责任，游客因存在操作失

误，承担  %责任。

这场“秘境探险”的结果

发人深省。如今，许多人不再

满足于“走马观花”式旅行，而

是希望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

有更深入的体验。因而，户外

探险活动因新鲜、神秘、刺激、

小众等特点变得火热。但是，

户外探险不能拿生命冒险，无

论是参与者还是组织者，都应

时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如

果盲目追求刺激，或是缺乏必

要的准备与保障，很可能酿成

不幸后果。

户外探险往往具有一定

的危险性。《    年度中国户

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据不

完全统计，去年共发生户外探

险事故   起，涉及人员    人，受伤   

人，造成   人死亡，  人失踪。这些数字

足以敲响警钟。对户外探险的参与者来

说，需要有正确的自我认知，懂得规避风

险，掌握必要的知识与技能；对于组织者、

服务者来说，更要提高专业能力，具备专

业资质，在活动中恪尽职守。像在上述天

坑探险引发的事故中，活动开始时，领队

尚未到达现场，就是明显的失职。

人们对户外探险活动的兴趣，带来了

不小的商机；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行

业乱象。比如，一些组织者为了经济利

益，忽视安全管理和风险防控，盲目组织

“野游”活动。一些户外探险的场地本身

就是“野景点”，缺乏安全设施，存在安全

隐患。

不要让户外探险成了“盲目冒险”，以

安全为前提，才会有真正精彩、难忘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