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26日，中国东航最新接收的全球首架 C919客机开始
进行总计 100小时的验证飞行，对飞机的运行安全性、维修可靠
性以及各项运行保障能力进行验证和确认。

图为 C919从首都机场起飞。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无人机靶向急救给药系统研制成功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对于患有心肌梗塞、

严重低血糖、严重外伤等突发疾病的患者来
说，如果不及时开展治疗，将面临极大的死亡
风险，因此及时给药非常重要。为有效解决患
者之需，浙江大学药学院、金华研究院教授顾
臻、研究员俞计成团队联合浙江大学控制科学
与工程学院研究员陆豪健团队，发明了一种基
于无人机的靶向急救给药系统，丰富了无人机
在急救领域的应用，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场
景。相关成果 12月 23日发表于《先进材料》。

无人机靶向急救给药系统由无人机、投掷
给药装置和含有紧急治疗药物的微针贴片组
成。顾臻介绍：“这套系统让无人机飞抵患者，
在不用其他力量的情况下实现自主给药。系统
里的针是载有药物的微针阵列，由高分子材料
制成，长度小于 1毫米，疼痛度较小，可以说是
飞行的智能急救针。”

为了实现这一难以想象的给药过程，顾臻
团队设计了一种接触式触发的投掷给药装置，

内含强力弹簧，以便在接触皮肤时提供足够的
动力将微针刺入。相比于手动给药，该装置提
供的推力更加均匀，更利于微针贴片刺入皮
肤。陆豪健介绍，无人机可以自动避开障碍物，
当搜索和识别到病人后，可在适当高度悬停，
随后释放投掷给药装置，将负载药物的微针插
入病人皮肤，包覆在微针里的药物会很快在皮
下释放，实现急救。

目前，该系统已在低血糖小猪模型中成
功实施了快速急救，有效防止了血糖的持续
下降，并使其上升到正常范围。研究人员介绍
说，作为概念验证，我们的微针包含了两个释
放模块，前端可以快速释放药物，后端可以响
应血糖变化，若血糖已经平稳，则药物释放会
变慢。

顾臻表示，未来该系统可应用于应急救援
等领域，一些可穿戴生理监测设备、检测或分
析系统、新型给药方式及给药设备等，也可以
与无人机靶向急救给药系统相整合，以进一步

扩展无人机介导的药物急救应用场景。
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展示了急救信号接收、急救目标识别定
位以及安全无碰轨迹的生成。 浙江大学供图

反刍类的内耳几何形态学分析及系统发育示图。
Laura Dziomber/绘

12 月 25日，北京儿童医院发布讣告，中国
工程院院士、我国小儿外科主要创始人、著名儿
科医学教育家张金哲因病医治无效，于 12月 24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102岁。
“儿无痛，母不悲！”这是小儿外科大夫张金

哲一生追求的夙愿。
张金哲从医七十载，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曾为万余名儿童操刀
手术，获得国际小儿外科最高奖项———“丹尼
斯·布朗”金奖。

然而，张金哲从没把自己当成别人的救命
恩人，在他眼中，自己只不过是和病人一起，共
同与疾病作斗争罢了。这也让他对每一个孩子，
都有一颗父亲般的仁爱之心。他在出诊时，总是
搓热双手，焐热听诊器，才去触碰患儿身体。也
正是这些细微之处，让张金哲和小患者们成为
了“过命的朋友”。

拿女儿试刀

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小儿外科几乎一片
空白。1946 年的一个夜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
张金哲正在值班，遇到中学老师怀抱着一岁
的孩子来看病。孩子得了白喉，眼看着喘不上
气来。

想要救命，必须马上做切管手术。这个道
理张金哲和其他大夫都懂，但这么小的孩子怎
么做手术？打多少剂量的麻药？那时候，国内还
没有专门的小儿外科，没人可以回答这些问
题，也没人敢诊治。

最后，张金哲眼睁睁看着老师的孩子一点
点失去生机。这段经历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当年，被白喉、猩红热等疾病盯上的患儿只
能到成人医院治疗，而成人外科医生对小儿外
科手术不熟练，治疗的后遗症和死亡率都很高。
相关资料显示，最惨烈的时候，我国新生儿的死
亡率达到了 1/5。

1948年，婴儿皮下坏疽在全国大范围流行。
新生儿一旦感染长脓，两三天内就会扩散到整
个后背，死亡率近乎 100%。

这一次，张金哲没有退缩，而是产生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能不能抢在感染大面积扩散前，
切开皮肤把脓血排出来？”

这个想法在当时可谓“离经叛道”，无论医
生还是家长，都不愿让孩子冒这个险。

就在张金哲无比焦虑的时候，他出生三天
的二女儿也感染了皮下坏疽。生与死就在张金
哲一念之间。最后，他说服了妻子，在女儿身上
试刀。
“不试只能等死，试了就有希望。”切开皮

肤、排出脓血、缝合。之后，因为心里没底，焦灼
的等待和煎熬一点点敲打着这位身为医生的父
亲。幸运的是，手术成功了，张金哲用自己的果
敢和医术挽救了女儿的生命。

这是中国第一例通过手术使感染皮下坏疽
的婴儿存活的案例，也让张金哲“早期切开”的
方法迅速传遍全国，挽救了无数儿童的生命。
1950年开始，我国婴儿皮下坏疽的死亡率从之
前的 100%逐步降到了 5%以下。

从此，张金哲正式走上小儿外科这条道路。

“双头婴”活了

1950年，在张金哲等一批
医务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第
一个小儿外科———北大医院小
儿外科在摸索中建立起来。

之所以摸索，是因为那时
我国正面临西方从经济到科技
等各方面的孤立封锁，人才、技
术、器械奇缺。即使西方已经有
了先进的麻醉、插管等技术，但
“张金哲们”根本触不到。

只有 5张病床的北大医院
小儿外科也遭受着患儿家长的
质疑。

无人问诊的情况持续了三
四个月，转机出现了。

一天，张金哲的同事在收
拾屋子时，听到污物桶里发出
啼哭声，里面居然有一个刚出
生的婴儿。这个婴儿跟其他孩
子不一样，他有两个“脑袋”。

张金哲经过一番询问得
知，由于新生儿模样怪异，家长
既害怕又无助，医生也束手无
策，加上孩子半天不喘气，家长
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扔进了污
物桶。
“这是脑膜膨出，不是两个

脑袋，开刀拿掉就行了。”张金
哲亲自操刀，手术很顺利，术后
孩子就在北大医院小儿外科住
下了。这孩子也成为该科室第
一个小患者。

一周后，孩子指标一切正
常。很快，这则被称作“双头
婴儿”的离奇故事就传遍了北
京城。
尽管如此，对于具有较大

风险的手术，张金哲开始都拒
绝施行，仍采用内科常规保守
治疗。他希望新建的小儿外科
尽量减少手术死亡病例。

当时，张金哲重点诊治少
数几种有把握的疾病，并逐渐
形成了北大医院小儿外科“八
种病”之说，即幽门狭窄、脑膜
膨出、疝、阑尾炎、肠套叠、肛门
闭锁、皮下坏疽、直肠息肉，个别病情严重的病
例，必须经过抢救有所好转后才能动手术。

一年后，北大医院小儿外科手术总死亡率
从 30%下降到 9%（包括急症），不过还是比当时
成人手术的死亡率高一倍。第二年，小儿外科手
术总死亡率下降到 5%，北大医院小儿外科的威
信和声誉也逐渐建立起来。张金哲和同事摸索
出一套“基麻 +局麻”的方法，让小儿外科手术
得以在全国普及推广。

1955年，北京儿童医院建成，张金哲调任儿
童医院临床外科小儿外科主任。新建的儿童医
院外科从门诊病房的敷料、引流、器械到手术室
的棉球纱布、无菌措施，要求全部从零开始。

年仅 35岁的张金哲一方面自身要在业务上
成长，另一方面还要为儿童医院培养人才，因此
异常忙碌。

比如，纱布剪下来时容易掉毛，所以叠的
时候就得把粗边都叠进去，可是当时的儿科
大夫不懂这些。张金哲亲自上阵教学，除了叠
纱布外，他还教儿科大夫怎么叠衣服、洗手、
做手术包……
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张金哲的医德修养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医务工作者。

交“过命”的朋友

2015年 1月的一天，95岁高龄的张金哲接
到一个电话后，就匆忙赶往北京儿童医院肿瘤
病房，因为那里有一个腹大如球的孩子正等着
他会诊救治。

超声检测发现，这个孩子的肚内长满了大
大小小的肿瘤，可是无法分辨腹中究竟是水还
是血。如果贸然开膛，孩子极有可能因为大出血
而死亡；如果不进行手术，孩子生命垂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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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共同特征的物种凭啥认定是“亲属”？

听觉器官是高阶元分类“革命性证据”
■本报记者胡珉琦

化石研究的第一步是通过形态特征鉴定身
份，厘清物种的亲缘关系，但这种方法并不完
美。那些长相相似的也许“八竿子打不着”，而毫
无共同特征的却是“亲属”。

近日，瑞士巴塞尔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
脊椎所）等合作团队在《自然 -通讯》发表了一
项研究成果。他们开创性地找出了一种反刍类
动物的形态学特征———内耳迷路，为化石反刍
类高阶元系统发育带来全新的研究手段。

姐妹群却没有共同特征

在大型植食性哺乳动物家族里，反刍类是
分布最广、多样性最高，也是演化最成功的类
群。但让古生物学家头痛的是，反刍类的系统演
化关系有着高度的迷惑性。
“这是由于反刍类具有非常广泛的适应性，

不同类群在相似的环境选择压力下，强烈呈现
出平行或趋同演化的趋势，从而掩盖了系统发
育的信息。”古脊椎所研究员王世骐解释说，最
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叉角羚科。

一开始，研究人员把叉角羚科作为牛科的
姐妹群，理由是两者都具有高冠齿。后来，又依
据角及头骨的一些共同形态特征，把它们作为
鹿科的姐妹群。然而，近年来分子系统发育研究
却证实，叉角羚科其实是长颈鹿科的姐妹群。这
一结果让科学家大跌眼镜，毕竟这对姐妹群几
乎没有什么共同特征。
“分子系统发育的结果往往被认为比传统

的形态学手段更加可靠，但运用到古生物学里
也有局限性，因为它很难用于时代稍早的化石

类群，而反刍类恰恰在新生代具
有非常庞大的化石记录，也存在
大量的化石科或亚科一级的单
元，这也导致了反刍类的高阶分
类位置一直都具有很大争议性。”
王世骐指出。

因此，找到关键的系统发育
和分类学的形态依据，成为古生
物学研究的一大挑战。

内耳迷路为高阶元分类提供
重要证据

内耳迷路是埋藏在脊椎动物
围耳骨中的复杂管状结构，负责
平衡和听力的器官就存在于这个
结构中。王世骐表示，由于陆生哺
乳动物感受平衡的方式和听觉方
式早已演化成型，而内耳迷路存
在于围耳骨内部，很少受到外界环境选择压力
的影响。
“过去对灵长类、食肉类等类群内耳迷路的

研究已经证实，它的形态具有很强的系统发育
信号，是系统发育重建的有力武器。”王世骐说。

在这项研究中，科研人员利用高分辨率
CT三维重建，获得了 306 件 190 种现生和化
石反刍类的内耳迷路形态三维数据。结果发
现，这些反刍类的内耳显示了非常强烈的系统
发育信号，尤其在科一级的水平上，这种信号
非常明显，与分子重建的系统发育呈现出高度
一致性。
王世骐举例说，麝科与牛科的内耳迷路形

态接近，而与鹿科有明显区别，从而支持麝科与

牛科作为姐妹群组成牛超科，否定了过去通过
齿冠高度和蹠骨形态将麝科与鹿科作为姐妹群
的观点。

此外，内耳迷路形态还表明，长颈鹿超科、
叉角羚科与基干有角类的内耳迷路形态更加接
近，支持前两者为各冠群中最先分化出来的类
群，这与分子系统发育给出的结果一致。
“这项研究揭示的内耳迷路形态特征，不

仅为研究和解决反刍类系统演化和发育难题
提供了重要的形态学证据，也为解决一些化石
反刍类的分类难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王世骐强调。
相关论文信息：

黄河流域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韩扬眉）近日，由中国科学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河南大学、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黄河实验室联
合主办的黄河流域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联盟成
立暨学术研讨会在线上召开。

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赖远明、张锁江，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家耀、孙九林、王复明、郭仁
忠、冯起，以及来自全国 60余家单位的 600余
名代表，围绕“黄河流域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
大会主题展开研讨。

王家耀认为，通过“天空地海”一体智能感
知网络获取海量数据信息感知黄河，构建时空

大数据平台，可以让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更加智
慧。郭仁忠以全局思维、系统思维、开放思维为
出发点，剖析了地理环境数字孪生关键理论、
方法、技术及深度应用。王复明介绍了“产教科
融合”共享平台———“坝道工程医院”建设进
展。冯起以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为例，给出了
生态屏障区保护的总体思路。

会议对政府、研究机构、高校和企业跨界
搭建的黄河流域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联盟及合
作发展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大会研讨成果将
对推动黄河流域大保护、大发展起到良好的促
进和示范作用。

习近平对爱国卫生运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李克强作出批示

新华社北京 12月 26日电 在爱国卫生运
动开展 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70
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为改变城乡环境卫
生面貌、有效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提升社会健
康治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全国爱国卫
生战线的同志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传承发扬
优良传统，丰富工作内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为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新冠疫情防控面
临新形势新任务，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充分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优势
和群众动员优势，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学习
健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养成良好的个人卫
生习惯，践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用千千万
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筑牢疫情防控社会大防
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爱国卫
生运动 70年来，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群众性卫
生活动，为保障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是
一项重大惠民工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坚持预防为主，创新机制和工作方

式，深入推进城乡环境卫生治理，扎实开展健
康教育和促进，为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贡献。
当前新冠疫情防控优化调整措施在有序推进
落实，要发挥优势，调动各方面科学防控积极
性。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切实保
障群众就医和防疫用品需求，守护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
于卫生防病工作的成功实践。70年来，爱国卫
生运动始终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部门
协作、全社会参与，坚持“大卫生、大健康”理
念，突出源头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张金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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