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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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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傍晚5时许，天还很亮，还很热。
南京西路，LV“巨轮”路易号点燃了市民

的打卡热情。沿着道路漫步，拐入静谧的青
海路，一条“中医方舟”——岳阳医院青海路
名医特诊部，正静静诉说着海派中医的千年
故事。
这儿的海派针灸推拿中心，汇聚了针灸

推拿的众多名医。他们手持银针，让饱受颈
椎病、失眠困扰的都市白领，以及被慢性疾病
纠缠的老人，在这里体验到非药物疗法的独
特魅力。现在，针推中心午间门诊和夜门诊
开了，为上班族、亚健康人群提供了便利——
工作看病两不误。
“经过几次针灸治疗，现在睡眠质量比以

前好多了。”失眠，一度让年轻的徐女士苦不
堪言，“由于工作压力大，晚上睡不着，好不容
易睡着了还多梦易醒！”
听到针推中心开设了夜门诊，她抱着希

望来寻求帮助。“我五点下班过来，路上时间
40分钟左右，来得及的！这能让我在不耽误
上班的情况下得到很好的治疗。”完成了当天
治疗的姑娘高兴地说，“失眠问题基本解决
了，后面我还想再治疗一下颈椎问题。”
旁边的床位上，金融从业者王女士因工

作压力，饱受痛经困扰，夜门诊解了她的燃
眉之急，“在南京西路加好班顺路来做针灸，

让我多年痛经缓解大半，还治好了我的月经
失调。”
岳阳医院针灸一科主任陈云飞告诉记

者，到延时门诊来治疗的，还是以长时间伏案
工作导致的颈椎病、腰椎病的患者居多，但也
不乏失眠、肥胖、痛经等患者，“针灸治疗所能
覆盖的病种范围很广，大多数患者的问题都
能在这边得到有效解决。”

在延时门诊，记者还遇到了在女儿陪
同下前来就医的李老伯。“白天工作忙，实
在是走不开，但我爸爸中风后行动不便，妈
妈年纪也大了，她陪着爸爸看病，我总是不
大放心。”李女士一边说，一边还向记者展
示李老伯治疗前后的状态，“比起当初已经
好很多了！”
中风后，李老伯虽然得到及时救治，没有

瘫痪在床，但右侧肢体总是不如以往利索，需
要定期前往门诊康复治疗。“幸亏我发现青海
路名医特诊部开设延时门诊，这样就可以规
律地带我爸爸来治疗了。”李女士说，自己会
继续利用好延时门诊这个“福利”，也期待爸
爸早日康复。
“延时门诊，就是与人方便，有时候患者

多了，看诊到晚上八九点也是常有的事。不
过再晚我们也会认认真真把每一位患者看
好！”陈云飞表示。

青海路名医特诊部办公室副主任严理告
诉记者，医院开设的延时门诊，11时到13时、
16时30分至18时30分提供诊疗服务。这一
时间段能够更好地满足广大患者多样化的
就医需求，尤其是那些因工作在白天难以就
诊的上班族以及需要家属陪同前来就诊的
患者。
“我们也欢迎病人在就医的同时，可以感

受一下这里老建筑的魅力。这两幢始建于
上世纪30年代的花园洋楼，曾是上海巨富周
湘云的宅邸，每一块砖石都浸润着岁月的气
息。”严理说，患者和家属在候诊时，还能体
验到特色茶饮文化，或清热降火，或健脾祛
湿，在茶香中舒缓紧张的情绪，感受中医对生
活细节的关怀。

本报记者 郜阳

工作结束后来扎针调理，陪老人就诊也省了请假

夜门诊亮灯 上班看病两不误

从课题研究到企业实习，她不断挑战
自我，积累经验

不惧跨界 在“实战”中练就真本事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科技专业2025届毕业生张韫池，在校期间作为主创

人员参与青岛西海美术馆、上海西岸美术馆、朱家角水乐堂等地作品展演，
参与音乐数据分析标注、视听多模态信息等校企联合项目。先后进入滴滴
出行、字节跳动等互联网企业实习，现就职于字节跳动。
以下是她讲述的就业故事：

上海音乐学院
张韫池

我的就业故事

音乐科技专业——这一融合艺术与科技

的前沿交叉领域，以“艺术+科技”为特色，涵
盖音频技术、计算机音乐编程、电子音乐理论

与技术、多媒体及新媒体技术等核心知识体

系。学习之初，我便笃信扎实的理论根基是

专业精进的基石，在校期间连续斩获奖学金

并获评“三好学生”。随着认知的深入，我越

发领悟到：将知识付诸实践、于真实项目中锤

炼能力，才是贯通理想与现实的桥梁。

就读研究生期间，我积极参与专业创作

与科研实践，跟随系部走访多地进行作品展

演，所创作的作品也有幸获得多次国家级奖

项，在导师于阳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从纯粹的

创作实践到音乐与科技的创新融合与应用，

我不断拓展认知边界。

从课题研究到企业实习，我不断挑战自

我，积累经验，力求在艺术与科技的结合中走

出一条既扎实又鲜活的职业路径。然而，实

现目标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最开始，我投

递了很多结合音乐与科技相关的岗位，大多

杳无音信。于是，我整理心态并调整策略，寻

找一些公司业务与音乐科技相关，但岗位关

联度稍弱的机会。终于，我获得了第一份实

习工作，从事视频剪辑工作，并初步接触了面

向真实用户场景的内容设计与落地。2024
年暑期，我在滴滴出行实习，担任汽车调音

工作。在封闭座舱中还原自然的声场，不仅

是一次次对专业技术的打磨，更是对韧性耐

力与团队协作力的持续锤炼。

2024年底，我进入字节跳动实习，开启
了我对人工智能与音乐结合的探索，这也成

了我职业规划中的重要转折点。我参与了音

乐标签体系的重构与优化，提升了大模型对

音乐场景的理解；此外，我协助搭建音乐理解

能力评测体系，并带领学生标注团队完成高

质量数据产出，为音乐生成模型的优化提供

数据支持。这段经历让我坚定了在“音乐?
AI”方向继续深耕的信念。

实习期间，我持续关注行业动态与招聘

信息，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招聘会。春招期

间虽屡次受挫，但我始终保持热情，将每次投

简历与面试视为自我迭代与沟通表达提升的

契机。最终，我成功获得字节跳动的正式录

用通知，将在熟悉且充满挑战的模型运营岗

位上继续成长。未来，我期待将音乐的温度

融入技术逻辑，推动更多智能音乐产品的落

地。站在艺术与科技交汇的浪潮之上，拥抱

多元、链接未来。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整理

本报讯（记者 易蓉 实习生 朱其乐）贴
贴涂涂的新材料能够在晴朗的正午降温
5.9℃，比传统涂料有更好的降温效果，能够为
建筑节能、城市热岛效应的缓解带来新方
案。不仅地面建筑受益，在太空干燥环境、高
温热辐射隐身功能、沙漠降温等场景中都能
发挥作用的新材料或将井喷而至。昨天，在
上海交通大学吕志和科学园，上海交大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周涵教授发布最新成果，团
队领衔的研究在人工智能（AI）热辐射超材料
领域取得重大原创突破，构建的热辐射超材
料逆向设计AI模型突破传统“试错式”方法，

能够大批量生成热辐射超材料候选设计方
案，并从中“优中选优”。相关成果于北京时
间7月2日晚登上《自然》杂志。
热辐射超材料可以把多余的热量“打包”

传递到外界，穿上这种材料制作的“外衣”就
像穿了一件降温神器。周涵研究团队从大
自然中获取灵感，提炼出了多种三维结构单
元和空间排列方式，通过首创的“三平面建
模法”建立了庞大的数据集，并以机器学习
技术训练出性能卓越的热辐射超材料模型，
能够根据需要输入光谱等参数，快速、精准
地生成超材料的多种设计方案。研究团队

还以实验验证了AI模型设计出的4种热辐
射超材料，涵盖了柔性薄膜、涂料、贴片等多
种实际应用形式，创制的热辐射超材料可广
泛应用于建筑节能降温、航天热控等诸多重
要领域。
这一AI模型不仅能“发明”新材料，还能

从中挑选出那些更适合大规模使用、成本更
低的超材料。以典型的双波段选择性超材料
为例，该材料仅需简单的溶液法就能在室温
下制备，以涂料的形式可直接应用在砖墙、金
属、塑料和玻璃等常见物体的表面，就像给物
体用上了防晒降温霜。

AI助力 批量设计“热量快递员”
上海交大发布创新热辐射超材料研发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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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医院

针灸一科主任

陈云飞在夜门

诊为病人看诊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没有3C认证的充电宝，不能

上飞机。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方

面是机场大量截留存放的充电

宝，另一方面还有不法商家找到

“商机”，卖起3C贴纸。想来，之

所以主管部门下这样的禁令，劣

质充电宝的危害，应该是很大了。

然而，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固然没

错，因为至少说明有针对性。就充

电宝来说，至少一禁了之就可以保

证飞机上的“纯净”。不过，要是劣

质充电宝的质量确实那么差，具有

重大安全隐患，那么，不仅飞机上，

其他地方也不应该出现。高铁地铁

有风险，家里办公室也有风险，甚

至，那些做着共享充电宝生意的场

所，一堆充电宝在一起，岂非更是风险叠加？

充电宝大行其道，是智能手机出现之

后。在此之前，手机可以换电池，基本上

至少能轻松撑过一天。智能手机出现之

后，换电池这件事情逐渐消失了，电池都

被做成内置的。智能手机屏幕大、色彩

好、显示度高，刷抖音、看电影、打游戏，能

做的事情又实在多。于是乎，电池电量越

来越不够用。充电宝应运而生，劣质充电

宝也随之大行其道。

要想“消灭”劣质充电宝，无非两个途径：

一个是釜底抽薪。市场技术监督工作

要加强，最大程度地让生产、售卖劣质充电

宝的商家没有存在空间。既然消费者随手

能够在市场上买到“定时炸弹”般威胁飞机

安全的充电宝，想来有关部门也能够随手

抽查、严格监管。买不到劣质充电宝，自然

也带不上飞机，带不进家门。

另一个是降维打击。手机厂商往往

花费巨量精力、财力每年推出无数款新机

型，又花费大量资金打广告，让消费者眼花

缭乱、难以选择。何不抽出一部分来，好好

研究一下怎么样让电池能够具有更大的能

量，或者让机器耗电量大大减少，再或者能

够使用太阳能等新能源。我不是这方面的

专家，说不出专业意见，但我盲目乐观地相

信，这应该不是当下技术上无法克服的问

题，而是有没有在上面投入的问题。

如果只能选一个途径，我作为消费者

呼吁降维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