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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肺癌已经成为影响上海市民健康
的“第一癌症”，每年单位健康体检，总有几个
人被查出“肺部小结节”，弄得人心慌慌，结节
与肺癌真的只有一步之遥吗？

11 月 17 日是国际肺癌日，今年正值上海
医学会百年华诞，在上海市医学会指导下，由
胸外科分会主办、新民科学咖啡馆协办的“健
康方向盘”肺癌防治科普活动于 11 月 10 日
在上海科学会堂举办。专家呼吁，全社会关注
肺癌，尽早发现早期肺癌，肺癌早发现早治疗
效果好；但对于肺部小结节不要谈之色变，只
要定期随访，完全可以避免过度治疗。

从 1985 年以来，肺癌已成为全球发病率
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已成为一个严重
的公共健康问题。2017 年最新统计显示，新
发肺癌人数达到 80 万，是我国名副其实的

“第一癌症”。由此推算，肺癌发病率正以每年
26.9％的速度增长，预计到 2025 年，我国每年
仅死于肺癌的人数将接近 100 万人。

早发现早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新
发肺癌患者 180 万，死亡人数 160 万。由于肺
癌早期无任何临床症状，很多患者都是因症
状就诊。临床确诊时，已是局部中晚期，失去
了最佳治疗时机，这是我国肺癌死亡率居高
不下的重要原因。

上海曙光医院胸心外科主任周嘉教授特别
提示，对于肺癌高危人群，如长期吸烟或被动吸
烟、有肿瘤家族史、有职业暴露史等高危人群，应
每年进行肺癌检查。健康人群自 35 岁起，应通过
低剂量螺旋 CT 进行肺部留样，如没有问题，之
后可以隔几年再做。上海市肺科医院影像科主任
孙希文表示，通过低剂量螺旋 CT 胸部以及肺癌
抗体检测等技术，能及时发现早期肺癌。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胸外科行政副主
任、肺癌中心主任葛棣教授也指出，除放疗、
化疗，外科手术已成为国内外治疗肺癌较为
有效的方式，随着医学与科技的进步，新型的
微创手术如胸腔镜肺段切除等，为胸外科手
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甚至可以根治早期
肺癌，提高患者生存率。

远离三“霾”五“气”

据统计，烟龄在 15 年至 25 年的人肺癌
发病率是不吸烟人的四倍。多名专家指出，在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肺癌三级预防战略中，
控烟是肺癌防治的关键性措施。

上海市医学会胸外科分会主任委员、上
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主任姜格宁教授表示，
远离肺癌的关键是关注三“霾”五“气”。三

“霾”即室外雾霾、室内烟霾和心理阴霾；五
“气”即室外大气污染、三种室内空气污染（包
括烟草烟雾烟气、厨房油烟气和房屋装修装
饰材料污染），第五个气则是心里生闷气。

上海长征医院胸外科主任钟镭教授强
调，近年来女性肺癌高发，除了室外环境污
染，希望大家更多地关注室内环境污染和生
活压力。上海胸科医院胸外科姚烽副教授也
指出，肺癌成因复杂，因人而异，患者和家属
应该听从医生的专业解读，配合医生的应对
方案。

别为“小结节”色变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姜格
宁特别指出，当前癌症的早筛技术越来越发
达，肺部小结节的检出率增高，很多患者一听

说自己有肺部小结节，就非常恐慌，甚至成为
全家人的心病，生怕隔天就演变成肺癌了。

“大多数肺部小结节都不是恶性的，只要每年
复查一次低剂量螺旋 CT、定期随访就可以
了，很多都不需要进行手术。”姜格宁说，希望
大家不要一看到“小结节”就过分焦虑，不要
自我猜测、网上搜索，而应该第一时间请专业
的医生进行诊断。

“要相信医生的判断，配合医生的治疗。”
姜格宁同时强调，医生会根据结节的大小、形
状、密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事实上，发现
小结节后立刻切除与密切随访观察，确诊后
再行手术治疗，对于肺癌患者的生存期限没
有影响，生活质量却有显著差异。

据介绍，除了一级预防，肺癌的二级预防
在国内也正逐年加强。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
管理研究所实施的“全国基层肺癌诊断及治
疗能力提升项目”（代称“爱肺计划”）今年初
在上海首先启动，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对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的帮扶力度，提升全国肺癌诊
断和治疗能力。

孙希文表示，在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肺
癌三级预防战略中，控烟是肺癌防治的关键
性措施。我国目前有 3 亿吸烟者，因此专家们
不约而同地呼吁，社会必须强化控烟行动，强
化一级预防，控制肺癌的发病率。

肺部小结节不等于肺癌
本报记者 黄辛

11 月 17 日是国际肺癌日。从 1985 年以来，肺癌已成为全球发病率
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

热词

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近日发
布，中国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
号”连续第四次分列冠亚军，且中国超级计算机
上榜总数又一次反超美国，夺得第一。

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每半年发布一
次。此次中国“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再
次领跑，其浮点运算速度分别为每秒 9.3 亿亿次
和每秒 3.39 亿亿次。

美国 则连续 两次没 有超算 进入前 三
名———不过，有业界人士指出，美国能源部正
支持建造两台新的超算，其中一台的计算性能
是“神威·太湖之光”的大约两倍，预计明年投
入使用，所以最快半年后，美国有望再次拥有
全球最快的超算系统。

再看上榜总数，中国去年 6 月以 167 台对
165 台的微弱优势，首次超过长期独占鳌头的美
国；去年 11 月的榜单，两国都有 171 台上榜，并
列第一；今年 6 月，美国以 169 台对 159 台反超
中国，再获第一。

但这回，中国上榜总数达到历史最高的 202
台，而美国降至 144 台，双方又一次交换位置。

超级计算机

近日，美国宇航局于弗吉尼亚州瓦洛普飞
行中心成功发射安塔尔火箭，并携带“天鹅座”
货运飞船为国际空间站送去 7400 磅物资和科
学实验装备。

值得注意的是，飞船将为国际空间站提供
用于新实验项目的设备，包括在微重力中测试
抗生素耐药性、高速数据传输、植物生长供电
以及通讯技术等器材。

在这些新实验项目中，抗生素耐药性的研
究将存在一定危险性。该研究将帮助确定宇航
员在太空中所需的抗生素剂量，并有助于了解
在失重环境下，如何提升抗生素的有效性。不
过，抗生素耐药性实验可能对空间站的宇航员
构成健康威胁。在微重力状态下，人体免疫力
会降低。而这项实验将把两种大肠杆菌菌株暴
露在三种不同剂量的抗生素中。操作过程或对
宇航员健康造成影响。

安塔尔火箭

（北绛整理）

近来，上海某幼儿园虐童事件引起
了社会高度关注。该名幼儿教师给 17
个半月的孩子喂芥末，导致孩子一个小
时内多次腹泻，教师不仅未给孩子换尿
布，还用消毒水喷孩子的眼睛、嘴。

对虐童事件零容忍是所有家长也
是全社会的共识。但即便是这样，虐童
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不仅在学前教育阶
段，即便到了小学，教师体罚、侮辱学生
的案例也时有发生。

随着事件持续发酵，公众认识到了
幼师队伍存在的问题，比如整体队伍学
历、素质偏低。但其实，这个现状与这起

“虐童”事件反映出的恶劣行为之间没
有必然的联系，这是因为这种程度的虐
童行为已经超出了一般职业素养的范
畴，只要心智正常的成年人都不会允许
自己这么做。反过来说，在过去的案例
中，高学历者也同样会出现这种行为。
这也表明，虐待行为还是主要与当事者
的心理状况有关。

每个人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心
理防御机制，不论是受到伤害还是遇到
挫折，人们在潜意识中都会采取一些方
式来保护自己、纾解压力，让自己的心
理达到一种平衡。

心理失常者在面对孩子时，容易把
自己当成权力的掌控者，从而通过虐待
孩子来获得内心的补偿或者替代。而导
致他们心理失常的原因，可能是当事人

童年以及后天的经历曾让他们受到伤害，也可能
本就存在于他们的人格特质中。

这也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对教师的选拔、评
估，除了看重学历、职业技能，良好的心理能力同
样应该成为一种必要的职业“资质”。

美国心理学家兰肯就提到过，就心理健康教育
而言，优秀教师应该具备哪些人格特点：首先，他们
必须从内心是爱孩子、接纳孩子的；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有着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自我调适良好，心理
健康程度比较高；在工作中，能够感受自己的情绪，
并且控制自己的情绪；同时，能够满足孩子们的情感
需要。

也就是说，对教师个人而言，具备良好的人格特
点需要有比较好的抗压能力，懂得自我放松，最重要
的是学会正确的自我宣泄的方法。

而另一方面，对于目前的教师队伍，无论是学校
还是行业机构，必须关注到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定
期地、有计划地组织相关的心理学咨询和培训。尤其
是当有的教师出现自我调节无效，不良情绪得不到
消除时，应及时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 （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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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心有术

在虚拟世界里，有一座烤肠医院，这里有
一群长着一副烤肠模样的麻醉医生。他们的日
常是忙到飞起、脚不沾地，但偶尔也能坐下来
耐心地给你讲讲麻醉的历史。这就是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麻醉科医生王猛笔下的“烤肠
医生”系列科普漫画。

对付疼痛，有哪些奇葩招数

对于现代人来说，麻醉二字早已不陌生。
但你知道在可靠、安全的麻醉方法发明之前，
人们用什么方式来对付疼痛吗？

在系列漫画《图说麻醉简史》中，王猛用烤
肠医生的各种形象告诉大家，人类对疼痛的恐
惧与生俱来。为了寻求止痛良药，古今中外的
人们绞尽脑汁，比如神农尝百草、华佗的麻沸
散、曼陀罗等。此外，还有一些脑洞大开的奇葩
方法。比如，拜神、催眠、放血、冷冻、醉酒、偷
袭、针刺、缩时等。

“这些‘方法’，要么不可控、不科学、不人
道；要么致伤、致残。”王猛在漫画配文中写道。
为了说明这些怪招有多么不靠谱，王猛还专门
在漫画上写了调侃的话。比如，在“拜神”图上
写“古人认为，疼痛是神对人的惩罚，拜神能解
除惩罚”，在“催眠”图里加上“疼与不疼看运气
了”，在“放血”一图旁写“大量失血，人能不昏
迷么？”在“醉酒”图旁写“眼睛可能一闭不睁
了”，在“偷袭”图旁写“醒来后可能不认识表
了”，等等，让人忍俊不禁。

说完不靠谱的方法，接下来，王猛开始介
绍现代麻醉的发展历程，从 1842 年 3 月 30 日
美国乡村医生朗恩首次将乙醚用于手术麻醉
并取得了成功，到 1844 年 10 月 11 日，美国牙
医韦尔斯第一次将笑气用于拔牙的麻醉，再到
1846 年 10 月 16 日，美国医生莫顿在麻省总医
院公开示范了乙醚麻醉并取得巨大成功。朗
恩、韦尔斯、莫顿被后人并尊为现代麻醉奠基
人，他们共同开启了麻醉发展史的伟大时代。

随后，王猛还画了几幅图来描绘麻醉发展
史上的重大事件，包括 1847 年 1 月，英国妇产
科医生辛普森首次将乙醚麻醉引入自己的领
域，一举开创了人类“无痛分娩”的先河；1924
年麻醉科成立等。

创作《图说麻醉简史》系列漫画，灵感来自
于今年 3 月 30 日的美国国家医生节，这个节
日正是为纪念现代麻醉奠基人朗恩而创立的。
作为一名麻醉医生，王猛深知现在很多社会公
众仍对麻醉医学和麻醉医生不了解，所以，“何
不趁此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呢？”

于是，此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工作时
间，王猛一心就扑在了《图说麻醉简史》的构思、
搜集资料和创作上，终于完成了这个系列漫画。

“其实画图不难，两三天就画好了，时间主要用在

配文上。因为大家只看漫画是很难得到丰富的麻
醉史知识的，所以必须要配文。但国内外麻醉史
的资料都比较少，很难找，内容还要求必须准确，
写作配文花费了很长时间。”王猛说。

烤肠形象从何而来

烤肠医生的形象开始出现在王猛笔下，是
在 2014 年。说起这个形象的塑造，还要归功于
他的女儿。

“那时候，我女儿喜欢做黏土手工，正巧有
一天我们去公园，看到有人卖烤肠，我就说下
次捏个黏土烤肠吧，这个比较简单。后来有一
次在家里聊天，孩子说不能出去玩儿不开心，
我小时候学过画画，有点儿基础，于是就画了
一个戴着墨镜在海滩上晒太阳的烤肠形象送
给她。这就是我的第一幅烤肠漫画作品。”王猛
回忆说。

漫画画好后，王猛随手把它发在了微信朋
友圈里，没想到竟然引来不少评论。“大家都觉
得很好玩，很感兴趣，于是我就想能不能接着
把烤肠形象画下去，把它放置在更多不同的场
景中。”

于是，逛街、旅行、名著、影视、诗词、体育
……王猛想到什么就画什么，自然很快也就画
到了自己的职业———医生上。他画手术台上的
医生正挥汗如雨，画医生们想象着海鲜大餐却
只能吃着盒饭的加班状态，画医生与病人之间
交流的情景……漫画的细节慢慢也开始变化，

从开始时随便找个笔记本就画，到找来专门的
本子，画面比例、线条、色彩等也越来越讲究。

虽然没时间把这些漫画发在微博等更多
社交平台上，更没精力开设自己的微信公众
号，只能抽空发发朋友圈，王猛还是在医院里
开始小有名气。

去年 12 月，医院举办第一届青年科普能
力大赛，王猛获得了一等奖。在今年 9 月举办
的第二届中国健康科普创新大赛上，王猛又从
数百名选手中脱颖而出，夺得冠军。

“现在大家对科普越来越重视，公众也越来
越能接受各种新颖的科普形式。我在比赛中认识
的医生，有把医学知识写成歌的，有做成视频的，
都很有创意。尤其是医学科普，与人的健康息息
相关，更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王猛说。

展现医生的喜怒哀乐

到现在为止，王猛的烤肠形象漫画已经创作
了 200 多幅，其中涉及医学内容的有 30 张左右。
除了发朋友圈，王猛还开始在《生活与健康》杂
志、约健康 App 和公众号上开设专栏，发表科普
漫画。身边人常劝王猛多画一些，甚至可以自己
开办个微信公众号，但王猛说“确实没时间”。

王猛常说，幸亏自己是个表达欲极强的
人，否则可能根本做不了科普，因为医生实在
太忙。他笑称“大部分北京的麻醉医生都不知
道早晚高峰什么样，因为每天很早就来医院，
很晚才走，每天工作时长至少 12 小时，而且这

12 小时里也是连轴转”。确实，在采访过程中，
偌大的麻醉医生办公室空空荡荡，几乎没有医
生能在座位坐足十分钟，常常是匆匆地来与病
人家属谈话，然后又急急忙忙地赶去手术室。

“所以 这就是 医生做 科普一 个 主 要 问
题———没办法保证持续性。对于麻醉医生来说，
与麻醉相关的科普内容受众也比较小。再加上
医学科学在不断发展，科普的医学知识也要不
断更新，不能一劳永逸。而且，现在一些医学观
点还不统一，如何保证医学知识的准确性和严
谨性，也是个问题。”王猛说道，“医生花费十年
甚至更多时间掌握的知识，想让公众几分钟内
就读懂，这是很难的事情。不过好在现在医生对
科普越来越重视，公众的兴趣也在增强，科普的
途径和形式都更加新颖、便捷。这让医学科普展
现出了蓬勃发展的趋势。”

在“烤肠医生”系列漫画中，王猛不仅画医
学知识，也画医生的日常生活。“我就是想告诉
大家，医生也是普通人，除了看病，医生也有喜
怒哀乐。没治好病人，家属难过，医生心里也难
受，有的医生甚至需要心理疏导。我自己也是医
生，医生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很枯燥的，但他们
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也热爱生活。如果医生的
生活都没有乐趣，又怎么有动力将病人治好呢？
他会积极治疗帮患者想办法吗？我想把医生的
工作和生活状态展现出来，也是希望大家能对
医生这个群体更多些了解，多些理解。”王猛说。

“只要有心，总能找到让公众感兴趣的科普
方式。”王猛说。

王猛和他的“烤肠医生”
本报记者张文静

拜神 催眠

放血 醉酒 偷袭

在系列漫画《图说
麻醉简史》中，王猛用
烤肠医生的各种形象
告诉大家，人类对疼痛
的恐惧与生俱来。为
了寻求止痛良药，古今
中外的人们绞尽脑汁，
比如神农尝百草、华佗
的麻沸散、曼陀罗等。
此外，还有一些脑洞大
开的奇葩方法。比如，
拜神、催眠、放血、冷
冻、醉酒、偷袭、针刺、
缩时等。

“

（上接第 1版）
尽管景东亚热带植物园同样由于地处偏远的不

发达地区，面临资金难题，但是，中科院版纳植物园
正高级工程师、景东亚热带植物园副园长胡建湘介
绍说，新园在选址、可行性研究等各项前期工作中仍
然不计代价地去完成，目前已按照各项规划和建园
要求，完成了园区选址、总体规划和一期修建性详细
规划等工作。这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已有 10 年。

在具体的建设规划中，不但涉及基本的规模大
小、功能区划，重点在于它最具特色的部分，收集什
么样的植物种质资源，如何展示（即景观的营造）。

胡建湘认为，植物的收集和多样性展示，除了注
重科学性，从一开始就要把科普教育主题融入其中，
还需要有很高的美学追求，自然需要与艺术相结合。
同时，它需要反映植物园所在地方鲜明的地域特征。
这就要求在实地调查阶段，除了核心的地理层面，还
需要进行历史、文化的考察，使景观的营造不仅有自
然的，还有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符号意义。而这恐
怕是国内很多植物园所欠缺的地方。

此外，引进人才的策略、管理制度的制定、可
持续运营方案的设计都是建设规划中所要包含的
内容。

不是一蹴而就

2000 年以后，国务院、建设部多次在一些文件、通
知中提出要求，加快植物园的建设步伐。特别是在今
天，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植
物园也比任何时候都备受关注。但同时，任海也有些担
忧地表示，有的地方植物园仅仅是为了完成上级要求，
从当年的城市公园简单地改变了一个身份而已。

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忘记，一个真正的植物园的
建成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科学合理的、滚动发展
的规划下，一步一步推进，通过时间、经验、技术长期累
积形成的。即便是在拥有植物园建造悠久历史的发达
国家，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尚且遇到很多问题。

任海向《中国科学报》介绍，最近，全球最大的植
物保护国际组织国际植物保护联盟就如何定义一个
成功的植物园，调研了全世界 116 个植物园，结果十
分引人关注。

首先，只有 78%的植物园制定了发展战略规划，
这其中又只有 60%拥有详细的目标，以及在执行过
程中的各项指标设定。

在植物园最核心的功能———植物收集保育方
面，发达国家植物园能做好物种登记管理监测的不
过 50%~60%，而在其他地区，这个比例大概只有
20%。“有的植物园尽管号称物种保存数量规模很
大，但是大部分物种资源是得不到有效管理的，甚至
是物种登记。”任海表示。

科普教育方面，60%的植物园所做的工作是泛
泛的、象征性的，而真正能达到让公众理解科学目的
的，只有不到 40%。

科研领域的调查结果更让人沮丧。只有近 10%
的植物园曾经作出过真正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31%的植物园有自己的出版物、期刊。任海透露，现
在，华南植物园每年发表的 SCI 论文数量在全世界
的植物园界都是名列前茅的，但是，真正与植物园收
集保育的物种紧密相结合的研究也还不多。

国际植物保护联盟的调研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
全世界多数植物园还没能真正有效地执行对植物多样
性的保护和自然环境改善的使命，使公众最大程度地
认识到植物多样性的价值以及它们所面临的威胁并采
取行动。那么，对于国内这些仍然年轻或者正在兴建中
的植物园来说，时间大概是最微不足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