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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卫新闻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昨天，
位于奉贤金海湖畔的“在水一方”
科幻馆举行开馆仪式。随着无人
机矩阵在夜空中显现出《三体》故
事中“水滴”的造型，一场属于中国
科幻爱好者的“夏日盛宴”即将在
南上海拉开帷幕。
“在水一方”科幻馆是全球最大

双壳体结构科幻馆。靠近上海轨交
5号线金海湖站，占地面积1.68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
米。科幻馆以大国科幻为主题，结
合中式哲学观、中国科幻与中国科
技创新三个维度，导入世界级中国
科幻IP《三体》，打造集室外科幻广
场、室内科幻展馆与科幻主题商业
业态的科幻文化群落。
记者在现场看到，作为科幻馆

的重磅内容，“三体·未来学院”为
观众提供了全游戏化的参观体
验。在入口处，游客需戴上专属的
身份识别手环，激活个人的数字ID
躯体，领取战略任务卡片，每个任
务都有相对应的文明分值，游客体
验不同游玩项目便可累积分值。

作为展馆的一大亮点，水滴剧
场光影秀利用机械装置与声、光、电
技术，展现了《三体》中“水滴”摧毁
人类舰队的故事情节；超13米战舰
模型“自然选择号”，是全球最大的
悬空动态室内机械装置，能模拟战
斗和航线状态；在“深空之战”沉浸
式体验项目中，观众可以在星舰集
群模拟突防计划体验到资源生存博
弈中的宇宙黑暗法则，通过舰队协
同与战术对抗，探索文明存续的底

线抉择。
作为奉贤新城提升城市能级的

关键载体，“在水一方”科幻馆打造
六大科幻主题空间、30+沉浸展项，
构建“科技体验+文旅产业+主题零
售”的商业集群，标志着奉贤在“文
化+创业”融合赛道实现新突破。
期待场馆以科技赋能场景、以IP激
活消费，形成内容带动场景消费、促
进产业集聚的价值闭环，让科幻从
创意想象转化为可见的现实经济，
助力奉贤崛起为长三角科幻产业新
高地。
据介绍，“三体·未来学院”的

小程序购票渠道已开放，观众可以
进行预约购票，7月5日正式对公众
开放，具体信息请关注“在水一方”
科幻馆官方微信公众号。

“在水一方”科幻馆7月5日正式对公众开放

沉浸式玩转
三体科幻宇宙

暑假将至，你给
孩子报班了吗？“多元
共生，智创未来——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
新生态”2025第二届
上海市校外教育展示
会昨天在上海世贸展
馆拉开帷幕，不少家
长带着孩子在体验中
发现兴趣。
本届展会面积突

破6000平方米，涵盖
了科学教育、艺术教
育、体育运动等多个
服务领域。17家承办
单位与百家机构带来
的多项课程中，近半数
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
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
的实践探索机会。
走进展示会现

场，仿佛踏入一个充
满未来感的“教育实
验室”。“你瞧！我编
程的机器人能给大家
拍照呢！”在人工智能
体验区，11岁的徐裔
翔正展示着自己编程
的机器人。他的指尖
在触控屏上飞速滑
动，身后围聚的小伙

伴们发出阵阵惊叹。不远处的棋类对
战区，初二年级的任浩然正与AI机器
人对弈五子棋。体育教育展区内，六
年级女生武梓菡演示的巴西柔术，引
来阵阵赞叹。讲起自己的变化，她眼
神明亮：“以前我害怕摔跤，现在都能
把比我重的男生绊倒啦！”一旁的妈妈
则感叹，孩子是在训练中发现了自己
的兴趣，才愿意坚持下来。
“让校外教育真正回归服务学生

成长、支持终身学习的本质。”上海市
培训协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戴立益在开幕式上提出，在人工智能
技术被广泛应用的当下，校外教育必
须不断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和方法，为
校内教育提供有益补充，满足学生多
样化的学习发展需求。
据悉，线下展持续至29日，线上

展于6月27日同期开幕，持续至7月
底。观众可通过搜索“上海市校外教
育展示会”小程序浏览展会精彩内容。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实习生 徐一白

8岁的小阿卜（化名）是个清秀
可爱的新疆小男孩，但令人遗憾的
是，他从小只有一只耳朵。因此，
小阿卜比同龄的孩子更害羞和内
向，总是习惯性地把自己残缺的耳
朵隐藏起来。6月21日，对小阿卜
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他
获得了全新的属于自己的“耳朵”！
当天，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

科医院“悦耳在线”志愿服务团队
在新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历
时近10个小时，完成了3个小耳畸
形患者4只小耳朵的重生。小阿
卜就是这3个小患者之一。而这
次从手术室诞生的“小耳朵”也是
南疆地区的首例“再造耳”。术后
第一天，当医生打开包裹着小阿卜
半边脸的纱布，露出几乎与健康耳
大小、形状均完美对称的“再造耳”

时，阿卜妈妈湿润了眼眶，边擦眼
泪边表示感谢。这是“悦耳在线”
志愿服务团队“情深似海 大爱无
疆”使命的又一次成功触达。继
2023年西藏行、2024年云南行之
后，2025年团队再次出发，将希望
与大爱的种子播撒在新疆喀什的
土地上。

6月20日，复旦大学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的团队从上海出发，远
赴喀什地区开展“沪疆心连心 共
筑健康梦”公益行活动。本次活动
由上海永达公益基金会与复旦大
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共同发起
的“耳聪目明、健康‘童’行”慈善项
目支持。项目自成立以来，已资助
97名困难家庭儿童完成小耳畸形
手术。
此次公益行活动的发起是基

于上海市对口支援喀什的十五年
渊源。去年，作为上海市第十一批
援疆干部，医院耳鼻喉科吴春萍副
主任医师担任喀什二院耳鼻喉科
主任，工作中发现，当地有许多先
天性小耳畸形患儿，他们的外耳廓
畸形甚至“没有耳朵”。此外，部分
患儿因耳道闭锁或狭窄造成中重
度听力障碍，可能导致语言学习障
碍和交流困难。
因耳再造手术是难度评级最

高的“四级手术”，喀什地区医疗条
件有限，无法开展这种高难度手
术。当地老百姓有些不知道耳朵
畸形还能治愈，致使很多孩子错失
最佳治疗的窗口时期；有些打听到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张
天宇教授团队能够进行手术治疗
的消息，却因往返上海的交通及手

术费用花销巨大而选择放弃治
疗。吴春萍联系张天宇教授团队，
希望能为这些患儿再“造”耳朵。
最终，3位符合条件的贫困患儿成
为本次由永达公益基金资助的手
术患者。
张天宇教授介绍，全耳廓再造

术是医学与美学的完美融合，近年
来团队精益求精，将再造耳从“形
似”进一步提升至“神似”，并将美
学蜕变与听觉功能恢复有机地整
合。下一步，专家团队将进一步接
力为患儿开展二期手术和后续治
疗，为孩子们开启新的人生篇章。
据悉，为了让公益行动的影响

力不止步于一次义诊和一次手术，
“张天宇教授专家工作站”在喀什
二院签约成立。

本报记者 左妍

一滴水，能从空气中取出吗？
在一则纪录片中，智利阿塔卡马沙
漠的居民在风口山坡上架起一排
排“雾网”，小心地等待空气中飘来
的水汽在网面凝结成水滴，用管子
接入生活用水槽。那里是地球上
最干旱的地方之一，却依靠空气维
生。这一幕被东华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的硕士生姚家傲看到
后，激发了他一个大胆的想法：“有
没有可能做出一种比雾网更轻、更
小、更高效的材料，让人类从空气
中直接取出净水？”
姚家傲和团队成员从植物“空

气草”中汲取灵感，这种植物能在

干旱气候中吸收雾气存活。通过
模仿其叶片的非对称结构，团队成
功开发出一种“双面性”POPs膜材
料，一面粗糙亲水负责集水，一面
光滑疏水用于保水。历经无数次
实验失败后，终于制成第一张真正
能“喝空气”的功能膜。在那张膜
上，第一滴“雾水”凝结而下，落入
烧杯。看似微小的一滴，却开启了
团队“膜法净水”的征途。
空气集水的成功让团队备受

鼓舞，也引发了他们的第二个思
考：如果这套技术能用于沙漠，那
海岛呢？于是，团队决定开始挑战
海水淡化的新课题。他们继续坚

持低能耗、材料型解决路径，将光
热吸收材料与压电材料组合，开发
出一种能在阳光和波浪双重作用
下工作的“复合蒸发膜”。阳光转
化为热能，蒸发海水；海浪震动时
产生微电场，加速水分子分离。实
地测试结果也证实了这套设备能
够在自然能驱动下稳定产出可饮
水，这一探索不仅拓展了空气膜的
应用逻辑，更打开了“材料驱动能
源”的全新视角。
随着研究的深入，团队关注

到第三类极端场景：高盐、高污染
的盐湖地区。于是提出更进一步
的挑战：能否开发一种具备“抗菌

自清洁”能力的膜材料，让其在极
端环境中依然保持稳定净化性
能？通过不断的试验，团队创新
性地将具有光敏抗菌特性的卟啉
基团引入POPs膜材料中，使其在
光照条件下自动释放活性氧，持
续杀灭膜面细菌，防止生物膜形
成。同时，膜体具备良好的孔隙
结构，确保盐分拦截和水通量的
平衡。最终经过反复测试，团队
成功设计出一款适用于盐湖等高
污染水源的抗菌复合膜，具备高
通量、高过滤率与抗菌性，能够实
现稳定的水质净化。
从一滴空气水开始，延伸到海

水、再到盐湖水，东华大学这支年
轻的团队把每一个极端环境中的
“水难题”都转化为“材料命题”。
目前，团队的三类POPs功能膜产
品——大气集水膜、海水蒸发器、
抗菌纳滤膜，已完成中试测试，并
与数家企业和国际水务机构达成
合作意向。相关科研成果也相继
发表于《德国应用化学》（Angewandte
Chemie）等权威学术期刊上。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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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一方”科幻馆打造触手可及的沉浸式科幻体验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徐程

上海医生完成南疆首例高难度“再造耳”手术

爱心妙手助小男孩“长出”新耳朵

东华大学团队研发创新材料

▲

“在水一方”

科幻馆外观

喝空气 淡盐分 滤细菌
神奇“膜”法解“水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