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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3D数字医学研究中心落户申城
如果手术前能够获得一个与患

者有“缺损”的心脏一模一样的心
脏模型，心胸外科医生可以用它向
患者解释手术方案和风险，又可以
通过这个立体心脏模型完全掌握
生理解剖结构、精准测算出不同位
置上血管的血流动力，从而为患者
制定最周全的个体化手术方案，岂
不美哉！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13日宣布，他
们将与世界3D打印软件及服务领导
者——比利时 Materialise 公司携手，
共建国内首个“儿科 3D 数字医学研

究中心”，以期全面推动我国儿科领
域临床科研转化以及精准医学研究
发展的步伐。

据研究中心主任刘锦纷教授介
绍，经过 30 多年的艰苦创业，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心血管学科已成为集
小儿心胸外科、心内科、心功能实验
室、超声诊断室及上海市先天性心
脏病研究所于一体的国内乃至全球
一流的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诊治中
心，年手术数近 3800 例，创全球之
最。为了攻克更多复杂先心病的诊
治“盲区”，进一步提高患者的治愈

率，改善患者的愈后效果，小儿心血
管 专 业 从 2007 年 起 就 开 始 了 与
Materialise 公司的合作，开展基于 3D
数字医学的血流动力学研究和气体
动力学研究。在长达 8 年的合作研
究中，共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22 项，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SCI6
篇）。这些成果为儿中心将 3D 数字
医学技术应用于临床医疗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刘锦纷说，以小儿先天性心脏病
为例，利用计算机重建技术 3D 构造
患者解剖模型，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

个体化心血管解剖学结构，特别是复
杂先心病患者个体化情况，精确掌握
心脏缺陷的形态、大小、位置、程度，
以及周边组织的结构，同时可以对心
脏功能进行深入分析。这弥补了常
规影像检查中的局限性，更改变了以
往复杂心脏手术仅靠主刀医师的经
验和临场判断的现状。

目前，儿中心先心病治疗年手术
量已有3700余例，其中不乏有各种罕
见的复杂先心病案例，对于这些病例
的搜集，相同病理患者之间个体化表
现差异的研究，病种图谱建立与模型

收集制作等方面，基于3D打印技术、
模型制作，无疑将对我国小儿先心病
治疗与研究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儿童医学中心院长江忠仪表示，
打造国内首个“儿科 3D 数字医学研
究中心”将以小儿心血管专业为起
点，进一步扩大 3D 数字医学技术的
应用领域，逐步将小儿外科、整形科、
骨科、五官科等更多的儿科专业纳入
到研究队伍中，为儿中心建设精准医
学研发中心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新民晚报

据新华社 高温天气皮肤裸露部
位多，擦伤、划伤、烫伤等小意外时有
发生。专家提醒，外伤在高温天气易
感染，对皮肤损伤应及时处理。

武汉的吴女士前几天在清洗鲫
鱼时，右手大拇指不慎被鱼刺扎破，
见伤口小就没在意。事后她感觉被
刺部位越来越痛，手指又红又肿，这
才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就诊，

被确诊为类丹毒，给予抗生素治疗
后，症状逐步缓解。

接诊的皮肤科医生高英介绍，类
丹毒是由类丹毒杆菌引起的急性皮
肤炎症，不及时就医可能全身感染。
患者被鱼刺扎伤后感染，出现局部红
肿、疼痛，少数人可能会有发热、关节
痛、多器官损害等全身症状，甚至会
危及生命。

夏季以来，武汉市中心医院皮肤
科门诊此类患者猛增。高英提醒，高
温天是细菌繁殖迅速季节，伤口如不
及时处理就会给细菌可乘之机。清
洗鱼虾等食物时如受伤应及时到医
院进行消毒处理。如不慎被刀具和
钉子划伤，可先用活力碘擦拭，再到
医院看是否需进一步处理。

■黎昌政

高温天皮肤损伤需及时处理

防晒，几乎是夏季爱美人士的首
要任务，为了把身体遮挡起来，各类
防晒面罩、口罩和防晒衣等防晒类纺
织品的应用越来越多，如何合理选择
和使用防晒类纺织品，也日益成为爱
美人士渴望了解的知识。今年夏天，
五颜六色的“皮肤衣”几乎成为每个
爱美人士的必选装备，不过，“皮肤
衣”你真的选对了吗？

紫外线或致病，防晒更
关乎健康

人们都知道晒晒太阳，可促进
纤维素 D 的合成和骨骼发育，儿童
多晒太阳可有效防止佝偻病，晒得
又红又黑的皮肤是一种阳光健康的
象征，殊不知这些是建立在一定量
的基础上。

防晒对于大多数人的理解就是
防太阳光，然而是不是防所有的太
阳光？据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纺织面
料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张
斌博士介绍，太阳光到达地面后对
人体皮肤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是紫
外线，其辐射能量虽只占太阳辐射
总量6％，但却是防晒的主要光线。

“我们的皮肤如果过多接触紫
外线，会黑而粗糙，失去弹性，这只
是影响美观，更重要的是加速白内
障形成，引起角膜炎和结膜炎，可诱
发皮肤病甚至皮肤癌，带来诸多健
康问题，因此防晒不仅关系到皮肤
白皙，更关乎健康。”张斌说。

据介绍，紫外线根据波长可分
为 长 波 紫 外 线 UVA（波 长 320 －
420nm）、中 波 紫 外 线 UVB（波 长
275－320nm）和短波紫外线 UVC
（波长 200－275nm）。UVA 能透过
表皮袭击真皮层，日常皮肤接触到
的紫外线 95％以上是 UVA，易造成
皮肤的损伤老化；长期照射，还会导
致黑色素的形成和沉积，使皮肤黑
而无光，因此被称为晒黑段。UVB
被称为晒红段，长时间暴晒，皮肤会
变红、发痛，可引起皮肤即时晒伤，
这是需要预防的主要波段。UVC在
到达地面之前已被臭氧层吸收，对
皮肤基本无影响。因此，防晒主要
是抵御UVA和UVB的伤害。

近年来，由于人类大量排放氟
里昂之类的氟氯衍生物，使地球上
空的大气层日益遭到破坏，臭氧层
也变薄、变稀，到达地面的紫外线辐
射量逐渐增多，由此引起的相关疾
病也渐增，因此防晒已成为人们不
得不关心的事情。鉴于此，防晒类
纺织品应运而生，能否有效防紫外
线辐射成为人们选择防晒类纺织品
的主要考虑因素。

纯棉防晒弱，黑色更防晒
据张斌介绍，紫外线照射到纺

织品上，一部分被吸收，一部分被反
射，一部分透过织物。只有透过织
物的紫外线对皮肤产生影响。如果
吸收和反射的越多，则透过的紫外
线就越少，防护性能就越好。“因此
鉴定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就要看
其是否提高了对紫外线的反射和吸

收。纺织品防紫外线的能力，与纤
维的种类和结构、纱线结构、织物结
构和规格及色泽等因素有关。”

据介绍，目前，我们常用的纺织
纤维中，涤纶分子中的苯环、羊毛分
子中的氨基酸等基团对波长小于
300nm的紫外光有良好的吸收性；麻
类纤维中的果胶质斜偏孔结构以及
存在的沟槽和裂纹等对光波有很好
的消除作用；棉织物的防紫外线能
力相对较差，是紫外线最易透过的
织物。因此，纯棉产品如果没有针
对性的加工，其防紫外线性能是较
差的。

在原纱结构方面，纺织品的防
紫外线性能的规律为：短纤维织物
优于长丝织物；细纤维织物优于粗
纤维织物；一般异形截面化纤织物
优于圆形截面化纤织物；无捻长丝
产品优于有捻长丝产品。织物结
构也是决定纺织品防紫外线辐射
性能的因素之一，织物越厚重、紧
密，孔隙率越低，则紫外线透过率
越低，纺织品对人体的防护作用就
越大。“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
夏天人们注意防晒，而在其他季节
则关心较少。”

据张斌透露，目前，市场上的防
晒衣多为半透明的轻薄面料，如果
未作任何针对防紫外线的设计和加
工，则只能遮体，难以屏蔽紫外线。
但厚重紧密织物的透气、透湿排汗
性较差，因此必须将防紫外线性能
与服装的凉爽、舒适性互相权衡。
那么，如何选择适合夏季的纺织品
呢？对此，张斌建议兼顾轻薄凉爽、
舒适。

“织物染色后，且随着织物色泽
的加深，织物的紫外线透过率随之
减小，即防紫外线性能提高。不同
色泽中，黑色的防紫外线性能较好，
其次是藏青、红、深绿、紫色，而绿
色、淡红、淡绿、白色的较差，尤其白
色，织物如越白，则防紫外线性能越
差。”张斌说。

“如果不经过专门针对防紫外线
的处理，是很难获得较好的防晒性能
的，但纺织品经过防紫外线后整理，
纺织品的物理机械性能、手感和舒适
性等服用性能一般会降低，而且后整
理方法制得的防紫外线纺织品一般
不耐洗，因此建议防晒类纺织品不要
洗或尽可能少洗，以免影响其防紫外
线性能。此外，诸如防紫外线太阳伞
类产品，雨天如雨水直接接触防紫外
线层，其防紫外线性能也会降低，建
议雨天不要使用。

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防晒，科
研人员的脚步可一直没有停止。据
东方网记者了解，为了提高纺织品
的清洁生产能力，东华大学科研工
作者现已开发出生态型天然防紫外
线功能整理剂，由于该功能助剂源
自植物界，与人体及环境的相容性
较高，现已成功应用于真丝和羊毛
产品中。在真丝产品中，不仅可以
明显提高真丝产品的防紫外线性
能，而且可以改善真丝织物不耐晒
的性能。 ■东方网

黑色纺织品更防晒
“皮肤衣”你选对了吗？

“美容养颜逆生长”、“高科技纯生物制品”、“原装日本进口”、“用了年轻五六
岁”……随着一种叫做“美思满”的人体胎盘提取液在美容市场的风靡，线上线下，多少

人怦然心动，多少人为之掏出腰包。
标价数千乃至上万元一套的人体胎盘提取液，果真拥有神奇的美容效果？真相究竟如何？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

这款被包装为“美容圣品”的注射针剂，实则是禁止邮寄进境的违禁产品，背后暗藏着诸多风险。
检验检疫部门工作人员介绍，上述数千支人体胎盘提取液全部产自日本，可能携带艾滋病、乙肝、丙肝等病原体，其

中一部分人体胎盘提取液将申报信息填写为“酵素”、“保健品”、“食品”等，涉嫌瞒报。 ■新华社 朱慧卿

背后暗藏风险

据新华社 近日接连有３人在成
都东风渠落水失踪。夏季为溺水高
发期，溺水身亡事件时有发生。急诊
专家认为，若在溺水发生之初施以适
当急救，对溺水者生命能够起到挽救
作用，但应注意“三误区”。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副
主任项涛认为，施救的第一个误区是
过度依赖控水急救。在发生溺水时，
不少市民会首先选择将溺水者倒过
来拍打背部等，希望据此把溺水者腹

中的水抖出来。不过，急救专家认
为，这需要注意溺水者有无外伤，尤
其是脊椎损伤，否则这一举动将可能
对溺水者造成二次伤害。

第二个施救误区是心肺复苏草
草了事。项涛说，心肺复苏是针对呼
吸心跳停止的急症危重病人所采取
的抢救关键措施，溺水者救上岸后应
该争分夺秒地给溺水者通气、心肺复
苏，“现场的人应该不断进行胸外按
压和人工呼吸，直至医护人员到达现

场，千万不要中途放弃。”
第三个误区是猛拉舌头避免窒

息。项涛介绍，部分市民在施救时会
强行将溺水者舌头往外拉出，以免其
遭遇窒息。“想法是对的，做法有些不
妥。”项涛说，对溺水者的确应当立即
清除口、鼻污物避免窒息，但强行拉
出舌头可能导致伤害。正确做法应
是一手托住溺水者下颌，使其头部充
分后仰，避免舌头后坠；迅速开放气
道后，进行心肺复苏。 ■董小红

夏季溺水施救谨防“三误区”
《清泉故事》
作者：丁松青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英国病人》
作者：迈克尔·翁达杰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用优美而抒情的笔触，描
绘了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意大利一
栋废弃别墅里，四个伤心人的因缘
际会。他们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的
风景中，却无法享受战争结束带来
的和平与安宁。

1969 年，丁松青来到台湾，两
年后在东南海岸的小岛兰屿做见习
修士，与雅美族人度过了难忘的一
年。1976年夏，在新竹山区的清泉
天主堂任职神父，融入泰雅族人的
生活，至今仍生活在那里，本书是作
者记录在兰屿、清泉两地的生活故
事、心灵成长。

饕餮梦中的“本我”与“超我”

作者苗炜用想象力、经验知识和
吃货良心，写下了包含两个吃货故事
的小说《面包会有的》，诠释了人们所
说的“我饿了”和“我吃饱了”。但这却
不单单是“美食文学”，作者描写的，其
实是一块有“社会学”意义的面包。

梦游：纵情美食后的幻灭
《面包会有的》包含两个中篇小

说，其一是“面包会有的”，其二是“土
豆烧熟了”。本文只讨论第一篇。

“面包会有的”共分为十个小节，
讲述主人公杨大卫在一年多时间里

的种种经历。杨大卫是一位从世界
各地进口高级食物的成功商人，一个
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也是一位重量
级老饕。小说前五个小节，可以简单
概括为杨大卫的环球饕餮之旅，但也
可以理解为“罪”或者“幻境”；第6小
节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杨大卫被发
现患上胰腺炎，饕餮之旅戛然而止，
一直到第 9 小节，可视为“罚”或者

“幻灭”，第10小节，主人公又获得了
新生，全书以“眼前一片光明”收尾。

小说按春、夏、秋、冬的顺序展
开，季节的更换与主人公的处境相呼

应，有隐喻的意味，同时也很清楚地
勾勒出了小说的时间轴线。

这一清晰的线索是必要的，因为
整部小说几乎每一小节都穿插了对
主人公或其他人物过去的追溯——
杨大卫一岁半的时候，朱海伦在美国
上学那阵儿，杨大卫第一次吃自助
餐，朱海伦爷爷、爸爸抓鸟的事迹，杨
大卫小时候看《百万英镑》，杨大卫回
忆吃肥肠，而到了第 7 小节，杨大卫
的“回忆之门”才真正打开……空间
上的跨度则更大，从美国的哈里斯农
场起步，到苏格兰的斯宾塞酒厂、戈
登庄园，再到印度、日本、意大利，中
间是国内的几个场景。每一次追溯、
回忆又会牵扯出一串地点。

整部小说的重心是杨大卫的转
变，这次转变是富于戏剧性的，但并
不突兀。杨大卫的反省其实从第 1
节就开始了，当时他还在苏格兰吃大
餐，忽然问周围的老饕们：“你们挨过
饿吗？”没有人回答，他自己说了一
句：“我挨过饿。”这时，作者借朱海伦
的视角，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纵
情享乐的时候，回忆一下苦日子的确
能助兴，可她认为，人们不能在享乐
的过程中有丝毫的游离。一旦你在
享乐之时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怀疑，好
日子就戛然而止，一场欢宴就到头
了。”这段话为小说的发展埋下伏笔，
也对朱海伦的内心做了刻画，同时它
又揭示出“纵情享乐”的梦幻感，它经
不住一丝怀疑，一旦怀疑，就要从梦
中醒来了。在后面，朱海伦一直扮演
着维护杨大卫美梦的角色，她把他带
入了一个个华丽而又荒诞的场景，直
到把他送进医院。

实际上，杨大卫只是不能再吃肉
和油，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享受美食。
但这对于自诩为美食家的杨大卫却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而朱海伦
的使命是维系杨大卫的饕餮之梦，她
一直在延缓杨大卫的反省和怀疑，安
抚他的负罪感，引他进入更深、更美

的梦境，但身体的疾病突然将这个梦
打破了。

这时，小说中另外一位核心人物
再次现身，这就是崔保罗，可能是因
为作为一个潜在的破坏饕餮之梦的
因素，崔保罗被维护梦境的朱海伦挤
跑了，当朱海伦离去，他才又有机会
出现在杨大卫面前，他说他这大半年
都去修行了。

梦醒：踏上欲望的新生之旅
在杨大卫看来，崔保罗既像“本

我”又像“超我”，他的使命是让杨大
卫重新接受现实，他要让杨大卫从饕
餮梦的后遗症中解脱出来，转化自己
的欲望，同时也改变自己对欲望的态
度。值得注意的是，崔保罗并不否定

“欲望”，他把杨大卫的欲望引向茶叶
和嗅觉方面，这是“本我”的一面。但
崔保罗主张出离心，不贪着，他对杨
大卫说，“吃肉浪费资源，一个人吃
素，就能多养活十九个人。”这是“超
我”的一面。

在杨大卫从饕餮梦中醒来之后，
他注意到了更为丰富的现实层面，他
看见“一位端庄的女子，买了鸡蛋灌
饼和一杯豆浆，在晨风中开始吃自己
的早餐。”他看见“菜市场门口有一家
书报亭，支着一个烤架，卖的是台湾
香肠……”

在小说的末尾，朱海伦又出现
了，这回她不再是饕餮之梦的维护
者，而是带来了颇具创意的想象力，
她要拉杨大卫一起投资“再生食
物”——把剩饭剩菜快速冷冻，再经
过一系列生化处理，变成新的方便食
品，这样做可以减少浪费。支持这个
荒诞发明的，是一则恐怖的报告：“每
一年中国浪费的粮食就可以养活两
亿人……”这一刻，社会现实透过梦
境与想象向我们闪动了一下它狰狞
的面孔。接着，崔保罗的电话来了，
是一个邀请，于是杨大卫踏上了欲望
的新生之旅。 （来源：新华读书）

《面包会有的》
苗炜
译林出版社

《西医的故事》
阿克塞尔·凯恩 帕特里克·贝什
让·克洛德·阿梅森 伊万·布洛哈尔
商务印书馆

从西医徽章开启的跨界故事

“一天，我和达尼埃尔约尔教授一
起跨过圣父街45号的门槛时，发现了
那座巨大的青铜门——‘科学之门’。
那是当时为‘新医学院’铸造的大门。
今天，这里成了圣父生物医学院……”

写下上面这段话的人，其背景对
我们理解这本《西医的故事》，非常重

要。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艺术史专
家，艺术展组织者，曾在非洲和亚洲
组织过三十多次国际艺术展览，包括
2010年的中国艺术千年展，2006年的
东西方知识与医学之比较。他联合
了三位享誉世界的法国医学科学家，
写成这本《西医的故事》。

医学与艺术跨界的联
手表达

讲述医学历史的书，总难逃如下
三个困境：绕不开的历史纪年式堆
砌，读来有失趣味；过分科学的语言
表述，吓跑专业之外的读者；唯恐漏
掉一个分支史实以保客观、全面，但
往往也因此让人形成整幅画面感。

这本《西医的故事》，以上一一绕
开。这样的绕开，并非是因为某种写
作策略的必须，而是从一开始它出发
的姿势，就决定了它的表述方式，也
因此决定了它带着温度。如同序言
里写道：“关注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以
此来思考西方医学的历史，这本书的
撰写就此启程。”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一种医学与艺术跨界的联手表达方
式。而且，在阅读的过程中，你时时
会发现：写医学的那方，本身也具备
一些温度或是艺术修养；艺术史家出
身的那方，本身也具备一定的医学历
史知识。

除了一开始出发的姿势，还有关
于西医历史的叙述角度。这本书，只
有三个叙述角度：第一，发现人的身
体。第二，发现看不见的生命世界。
第三，人的精神世界。三个角度形成
三条可以深入叙述的线索，因为舍
去，因少得多，不必太多旁顾左左右
右，造成牵绊，从而造成读者阅读的负
担。如此，它变成了一本即便没有任
何医药背景知识的人，也可以轻松翻
阅的书，让一本医学史书可以面貌不
再晦涩，不再拒人千里。又因为精简
的线索，沿途可以如磁铁一般吸纳与
此相关的诸多相关史料，甚至就此线
索，开始有了一些哲理的小段思辨。

首要之务是不可伤害，
然后才是治疗

在此之上加分的是，一直穿插其
中的近两百幅图片，它们大多来自巴
黎大学医学和牙科学联合图书馆的
珍藏，帮助阅读时更鲜活地还原当时
的时代场景和历史上的西医传奇故
事。除了图片，本书还穿插了有趣的
单元，如“相面术是不是科学”、“中世
纪末期的普通科医生、外科医生、药
剂师”、“解剖插图小史”、“活死人：中
世纪的麻风病人”、“天才与病态之
间：忧郁症”……图文并列，解读一些
人们其实并不深知的医学现象。

因为如上提到的出发姿势和讲
述方式，这本《西医的故事》可以接
近更多的非专业读者。环顾今天的
环境，需要每个人都开始翻一翻与

“医”有关的普及书。去了解一些关
于“医”的本源和本质，了解生命的
复杂和不可知，而不只是漫骂和砍
杀。“如果我们把外科学的实践放在
一边，总体来说，纯粹意义上的医学
拥有真正的治疗手段，有效地治病
救人的时间并不长……从某种意义
上说，数千年来医学的最大智慧，就
表现在希波克拉底的谨慎态度上，
他的名言：首要之务是不可伤害，然
后才是治疗”。

回到序言的最后一段，点出主
旨：“撰写就此启程，为希波克拉底的
灵感所主导，本书旨在让人们了解一
代代医者的激情，也为当下的人们提
供一些思考当代医学的线索，除了预
防和治疗之外，西医的最初抱负，无
非是为了坚持人的尊严。”

（来源：新华读书）

这是一套融合了知识性和趣味
性为一体的创意填色书。新西兰人
气插画师珍妮库伯精心绘制了鸟
类、蝶类、热带雨林、海底世界等近
百种生物，从绚烂的海底生命到美
丽多姿的蝴蝶，从热带雨林到神秘
的林地景观，从动物到植物，让热爱
自然的孩子爱上画画，让热爱画画
的孩子爱上自然。科普+认知+涂
色+创新，艺术美感和思维训练，一
举多得。

《奇境自然》
作者：梅根·库里斯
苏珊·梅雷迪思 珍妮·库伯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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