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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这几天，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大邵逸夫医院）

院长蔡秀军的日程排得有点满。新疆、

海南、浙江……他在全国各地走访调研、

推广“平疫结合”快速切换病房模式、完

善提案，提前开启自己的两会时间。

作为一家医院的“掌门人”，过去 3

年，蔡秀军时刻紧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弦。身处疫情防控一线，他深知，我国在

传染病房建设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在重

大疫情发生时，传统的传染病医院病房

床位有限，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而大多数

综合医院的建筑布局，不具备收治呼吸

道传染病病人的能力。

2020 年，蔡秀军曾到上海、江苏、浙

江多地调研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在调研中他发现，绝大多数地区建立了

传染病大楼或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这些

建筑在疫情中发挥着定点收治重症病人

的重要作用，但步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大

楼往往空置，运维成本却非常高。

针对“战时床位供不应求、平时资源

无辜浪费”的尴尬局面，蔡秀军一直在思

考，必须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构建平常用得着、应急也能上的医疗资

源和人才，打造“平疫结合”病房的想法，

从那时萌发。

当时，浙大邵逸夫医院庆春院区正

在筹建五期大楼，蔡秀军便决定在新大

楼里“做文章”。他瞄准了病房里最常见

的“门”和看不见的“气压”：在 500张床位

的原设计基础上，通过加装“隔离门”和

“正负压装置”，调整功能布局，实现普通

病房与呼吸系统传染病房的快速切换、

无缝衔接。

一旦“战疫”打响，关闭隔离门、启动

正负压装置，普通病房就能达到“三区两

通道”的要求，快速切换成呼吸系统传染

病房，相关病区马上进入隔离状态；没有

重大疫情时，这些病房仍然各司其职，供

日常医疗使用。

2022年 8月，全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

“平疫结合”快速切换病房正式投入使用。

按钮按下，气压梯度快速切换，关闭

隔离门，缓冲区压力表上显示“-10Pa”。

“我们启动了病房‘平疫结合’快速切换

模式，普通病房已快速切换为符合‘三区

两通道’的传染病房。目前，缓冲区内已

实现负压状态，‘污染区’病房内同步启

动独立排风装置后也实现微负压状态。

负压状态区域内的‘污染’空气经过滤装

置过滤后排到大气当中。”每逢同行来参

观，蔡秀军都会尽量抽出时间亲自陪同，

演示并介绍如何从普通病房“一键”切换

为传染病房。

通过医院的创新实践经验，蔡秀军

提炼总结出参政建言的要点。在全国政

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其开创的“平疫结

合”快速切换病房模式得到全国政协委

员们的高度认可，也与国家卫生健康委

发布的《综合医院“平疫结合”可转换病

区建筑技术导则（试行）》中指出的“新建

‘平疫结合’区应当从总体规划、建筑设

计、机电系统配置上做到‘平疫结合’”理

念相契合。

长期从事医疗管理工作，蔡秀军对

医疗民生领域及改革发展方面带有普遍

性的热点难点问题格外关注。今年，他

的提案依然关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医疗资源均衡分布、提高生育率等问

题。“政协委员不仅是荣誉，更是担当，我

们责无旁贷，必须多献发展之策、多办务

实之事、多为利民之举。”蔡秀军说。

蔡秀军委员：将“平疫结合”病房推广到全国
代表委员履职记

◎本报记者 付丽丽
作为医疗从业者，蔡秀军始终

心系民生，为医疗改革建言献策。

身处一线，他深知制约医疗

行业发展的痛点、堵点所在，也能

真 实 体 会 患 者 的 疾 苦 。 过 去 5

年，他先后提交了 17 条推动行业

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创新、惠民

是其提案的关键词。比如他呼吁

各大医院打破信息孤岛，加强互

通。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他提出均衡分配优质医疗资源，

并呼吁全国医院一起努力简化看

病流程。

蔡秀军总说：“要真正为百姓

做事情，就要学会换位思考。”正

因此，与传统传染病房集中布局

缺少阳光照射不同，他开创的“平

疫结合”病房创新性将病房设置

于建筑采光好的一面，把阳光还

给患者。

全国政协委员要高站位、多

思考、干实事。这是他履职的理

念和心得。

2 月 18 日，记者从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局集团公司）获悉，截至

目前大秦铁路累计货运量突破 80 亿吨，创造目

前世界上单条铁路货运量最高纪录。

大秦铁路西起山西大同、东至河北秦皇岛，

全长 653 公里，有着“中国重载第一路”美誉。

其煤炭运量占全国铁路煤运总量的 1/5，用户群

辐射 26 个省、市、自治区，涵盖我国六大电网、

五大发电集团、十大钢铁公司、300 多家主要电

厂和 6000 多家工矿企业，是一条伴随我国改革

开放而生的“西煤东运”重要能源通道。

在刚刚结束的 2023 年春运中，大秦铁路 40

天运输煤炭 4536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5.3%，

这相当于线路开通初期两年的货运量。从 1988

年底一期工程竣工、1992年底全线开通运营，大

秦铁路运输能力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

断突破。1989 年年运量仅 2006.9 万吨，2002 年

首次达到 1 亿吨设计目标。2003 年起，为了缓

解我国当时出现的大范围“电荒”，大秦铁路历

经 3 次大规模扩能改造、技术升级，年运量连续

突破 2亿、3亿、4亿吨大关。

2012年以来，大秦铁路始终高位运转，累计

运送煤炭约 47亿吨，超之前 20多年运量近 14亿

吨，并于2018年创下世界年运量最高纪录4.51亿

吨，达到世界公认单条铁路运能极限的2.25倍。

太原局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现在大

秦铁路每天有近 90 对重载列车往返驰骋，长达

2.6 公里、总重 2.1 万吨的列车就有 63 对左右。

这些列车以 10 多分钟的间隔接续驶出，组成了

一条连接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煤海”与大海

的“乌金长河”。

“从开通初期，每趟车只能拉 4000 吨煤、每

天最多开 50 多趟，到如今 2.1 万吨列车常态化

开行，并于 2014年成功试验 3万吨重载列车，都

是大秦铁路坚持创新驱动、装备不断迭代升级

的成果。”太原局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在没有成熟经验可循的条件下，大

秦铁路经过长期创新探索，形成了一整套以“产

运需”对接、“集疏运”协同、“速密重”并举为主要

特点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载运输体系，并成

功移植运用在瓦日、唐呼、浩吉等重载铁路中。

同时，为进一步深化重载铁路技术研究，推

动中国重载铁路技术创新，引领世界重载铁路

技术发展，在国铁集团支持下太原局集团公司

还成立了重载铁路技术研究中心，构建起重载

技术深化研究平台，在重载列车自动驾驶、新型

可控列尾运用试验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智能重载技术研究全面展开。

“目前高性能、长寿命、高强度的钢轨、道岔、轨枕等基础设备在大秦铁路广

泛使用，国产的大功率电力机车担当主力，载重 80 吨的重载车辆成为标配。”太

原局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大秦线上先进的 5T 设备、信号通信系统以及

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调度集中系统已全覆盖应用，为线路持续高负荷运转提

供着安全保障，创造并保持着单条铁路重载列车开行密度最高、运输能力最大、

运输效率最优等多项铁路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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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俄亥俄州列车脱轨导致

的毒气泄漏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此次火车脱轨事故中泄漏的氯乙烯

究竟是什么？氯乙烯对人体健康和周围

环境可能造成哪些危害？应该如何科

学、安全地处置氯乙烯等危险化学品？

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人士。

对人体与环境均有严重危害

“氯乙烯，也叫乙烯基氯，其化学式

为 C2H3Cl。”西安科技大学地质与环境

学院教授修福荣介绍，“常温常压下，氯

乙烯为无色有气味的气体，其密度小于

水但大于空气，加压冷凝处理后可变为

液体状态。”

此次火车脱轨事故中泄漏的氯乙

烯并非气体状态，而是液体状态。这可

能与加压冷凝处理后，液体状态的氯乙

烯密度更大，每个车厢可以运输更多的

氯乙烯有关。“氯乙烯具有较强的易燃

易爆性。”修福荣指出。氯乙烯与空气

混合时，其爆炸极限为 4%—21%，在加

压处理后则更易爆炸。

危险化学品，指具有毒害、腐蚀、爆

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

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

品。“氯乙烯就是一种典型的危险化学

品，如果大量泄漏，对人体健康与周围环

境均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修福荣指出。

如果吸入或大量接触皮肤，氯乙烯

会对人体产生十分严重的致癌和中毒

作用。“氯乙烯属于 1 类致癌物，主要对

神经系统、肝脏、消化系统及皮肤产生

毒害或损伤作用。”修福荣介绍。

氯乙烯的中毒主要可以分为急性中

毒、慢性中毒和皮肤接触中毒3种。急性

中毒时，轻度中毒者往往表现为眩晕、胸

闷、嗜睡等。而严重中毒则表现为昏迷、

抽搐、甚至死亡。慢性中毒时，中毒者会

出现神经衰弱、肝功能损伤、消化功能损

害等症状。皮肤接触中毒时，往往会造成

中毒者红斑、湿疹、水肿甚至肢体坏死。

“氯乙烯大量泄漏到空气中，可能

对周围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修

福荣指出。氯乙烯因为密度比空气大，

往往会在低处扩散，其影响范围较大；

氯乙烯容易与空气混合形成易燃易爆

的混合物，遇热源或明火极易发生爆

炸；弥散至大气中的氯乙烯会参与光化

学烟雾的反应和形成，为大气污染推波

助澜；此外，由于其严重的毒性，氯乙烯

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造成动

植物大量死亡，进而影响生物多样性。

科学处置避免可能风险

此次发生于美国的危险化学品泄

漏事故，给我国的危险化学品处置敲响

了警钟。我们应该如何从中吸取教训，

科学、安全地处置氯乙烯等危险化学

品，避免类似的事故在我国发生呢？

“总的来说，我们要遵循我国的《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对各种危险化

学品进行处置。”修福荣说，“具体来说，

在生产操作环节、储存运输环节、废弃处

置环节上要遵守相关安全规范，最大程

度避免危险化学品造成的可能风险。”

在生产操作环节，要坚持密闭操

作，做好安全通风。操作人员要佩戴防

毒面具、安全防护眼镜，穿戴防化服和

手套；操作场所要远离火种和热源，安

装防爆、通风系统和设备。

在储存运输环节，储存时，要将各

种危险化学品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

房；运输时，要按照危险化学品运输的

相关规定进行配装和运输，远离火种和

热源，与氧化剂分开，防止日光暴晒。

在废弃处置环节，要根据不同的危

险化学品特点，进行对应的科学处置。

“氯乙烯废弃后，一般用焚烧法处置。”

修福荣表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对氯乙烯等

含氯塑料的焚烧过程中，如果焚烧温度

低于 800℃，就会造成不完全燃烧，极易

生成氯苯——剧毒物质二噁英合成的

前体。“因此，我们要在专业的危险废物

焚烧机构使用专业焚烧炉处置氯乙烯

等含氯物质，并严格处理焚烧后产生的

尾气。只有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后，才能

将其排放。”修福荣表示。

火车脱轨泄漏的氯乙烯到底有多“毒”？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

2 月 18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

该校徐集贤教授团队与合作者，针对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中长期普遍存在的

“钝化—传输”矛盾问题，提出了一种

命名为 PIC（多孔绝缘接触）的新型结

构和突破方案，实现了 p-i-n 反式结

构器件稳态认证效率的世界纪录，并

在多种基底和钙钛矿组分中展现了普

遍的适用性。相关研究成果 17 日发

表在《科学》杂志上。

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中，异质结

接触问题带来的非辐射复合损失已被

证明是主要的性能限制因素。由于

“钝化—传输”矛盾问题的存在，超薄

钝化层纳米级别的厚度变化都会引起

填充因子和电流密度的降低。

研究团队提炼出的 PIC 接触结构

方案，不依赖传统纳米级钝化层和遂

穿传输，而直接使用百纳米级厚度的

多孔绝缘层，迫使载流子通过局部开

孔区域进行传输，同时降低接触面积。

团队通过 PIC 生长方式从常规

“层+岛”模式向“岛状”模式的转变，

成功利用低温低成本的溶液法实现了

这种纳米结构的制备，并首次实现了

空穴界面复合速度从 60 厘米/秒下降

至 10 厘米/秒，以及 25.5%的单结最高

效率。这种性能的大幅改善在多种带

隙和组分的钙钛矿中都普遍存在，展

现了 PIC 广泛的应用前景。PIC 结构

在多种疏水性基底都实现了钙钛矿成

膜覆盖率和结晶质量的提高，对于大

面积扩大化制备也很有意义。

《科学》杂志审稿人评价：“PIC 结

构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并首次在空穴传

输界面实现……这种方法将会对未来

的局部钝化技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我科学家提出钙钛矿电池新结构方案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2 月

17 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工作交流

会在安徽合肥举行。会上，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

正式揭牌。

据悉，近年来合肥市紧紧围绕促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在推进园区建设、加强人才

招引、加大金融合作、推进要素流动等

方面，积极开展 G60科创走廊工作，取

得了一系列成果。

园区建设方面，G60 科创走廊物

联网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已落地项目总

投资额 15 亿元，与中科大长三角科技

战略前沿研究中心合作共建长三角科

技战略研究院；生物医药产业合作示

范园区成功签约项目 10个，其中 30亿

元以上 2 个；环境产业合作示范园成

立细分产业专委会与实验室，常态化

举办院士峰会等高端会议；金融科技

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在册企业数量 40

余家，基金规模超过 100 亿元。同时，

合肥庐阳大数据产业园获批 G60科创

走廊工业互联网标杆园区，合肥长临

河科创小镇获批 G60科创走廊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基地，合肥蜀山经济开发

区、庐阳区双创果园获批产融结合示

范园区。

人才招引方面，合肥市举办了长三

角人力资源高质量协同发展研讨会暨长

三角人力资源协会联盟第二届峰会。与

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九城市共同签订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人才服务

工作交流合作框架协议》，发布了高层次

紧缺人才需求近1.5万个，征集各地博士

后校企（地）合作项目13个。

据了解，合肥市出资 1 亿元共建

了科技部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科技成

果转化子基金，并于去年获批国家级

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通过发挥上交

所资本市场服务安徽基地、长三角资

本市场服务基地合肥分中心、G60 科

创走廊资本市场服务基地的辐射带动

作用，合肥市引导培育企业上市挂牌。

长 三 角 G60 科 创 走 廊
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揭牌

“当前，第一代、第二代毒品正逐步

转向以新精神活性物质为代表的第三

代毒品，需要为一线禁毒部门提供创新

实战技术和高水平人才。”2月 16日，在

全国禁毒技术研讨会中，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药科大学教授王广基将毒品问

题面临的新形势和盘托出。

如何推进禁毒科技创新，成为此次

会议的焦点。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

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总工程师王优美

在大会报告中指出，整类列管已被实践

证明是最为有效的管制手段，针对有限

目标物的检测方法已不能满足实战，覆

盖整类物质的非靶向高通量筛查方法

将成为发展方向。

科研创新填补了国
内禁毒技术应用空白

近年来，我国的禁毒科研工作推动

了毒品检验鉴定、污水监测、毛发验毒、

毒品成瘾性和危害性评估等技术的发

展应用，有力填补了国内禁毒技术应用

空白。加强禁毒科学技术研究，提升禁

毒科技水平，成为推动全国禁毒工作深

入开展的重要支撑。

王优美介绍，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

心毒品实验室目前已累计筛查全国公安

和海关报送的可疑缴获样品近1万份、核

磁共振波谱图130万余份，共发现各类新

精神活性物质340余种，兴奋剂50余种，

其中30余种物质为世界范围内首次发现

和报道，已开发覆盖全国 6430家污水处

理厂的污水监测毒品滥用数据平台。

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中国

药科大学禁毒关键技术联合实验室，科

研人员已经构建了基于城市污水分析

的毒情评估技术体系、毒品原植物定性

检验鉴定及溯源技术体系、新精神活性

物质快速预警筛查新方法。

中国药科大学校长郝海平认为，毒

品与药品是紧密相连的，药品一旦出现

滥用、危害身体健康并被国家管制就成

为了毒品。目前，我国已列管 449 种麻

醉品、精神物质，是世界上列管毒品最

多、管制最严的国家。

亟须建立针对新型
毒品的检验鉴定标准

当前，新的制毒化学品和制毒工艺

仍不断涌现。“国内大规模非法制造冰

毒、氯胺酮等毒品的情况基本消失，但

多地仍存小规模制毒活动，特别是部分

地下加工厂不断研究创造新的合成工

艺，使用新的非列管前体化学品，企图

规避法律的监管和打击。”王优美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传统的毒品

是从植物中提取而来，但随着化学合成

技术的提高，现在出现了很多新型毒品

或者新精神活性物质。

“制毒人员很狡猾，他们知道哪些

是列管的，有时改变一个分子结构，就

能合成出与列管物质不同但功能相近

的毒品。我们也经常为各地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提供合成工艺鉴定，判断制毒

人员设计的合成工艺能不能制出毒

品。”王优美介绍，2021年 7月 1日，我国

正式列管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和氟胺酮

等 18 种新精神活性物质以来，毒品实

验室的监测已新发现 20 余种非列管新

精神活性物质，特别是近期，还查获了

大量从国外走私入境伪装成巧克力或

邮票的新精神活性物质。

他认为，毒品和制毒化学品更新换

代迅速，针对新结构物质的鉴定需求不

断增加，亟须建立不依赖于标准品的检

验鉴定标准体系。

那么，对于列管目录之外的新型毒

品，将如何监测？王优美表示，如果发现

某个非列管的化学品或者新精神活性物

质在某区域甚至全国增速明显，就要考

虑进行列管，以及列管后如何用技术手

段监测，如何按照现有毒品的危害性和

成瘾性进行折算，为司法提供量刑依据。

科研人员也在尝试利用人工智能

的方式抓出“伪装者”。“国家禁毒委员

会办公室—中国药科大学”禁毒关键技

术联合实验室专家苏梦翔教授表示：

“一些制毒人员会在新型毒品的母核

上，不停修饰它的外周结构，我们正试

图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提取母核结构的

特征，建立数学模型，一旦发现可疑的

数据，就立即给予警示。”

用创新技术揪出毒品“伪装者”

近日，中国国际教育展在北京举行。展会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所院校参展，德国是本次展会主宾国。展览采取“线下+线上”混合模式，通过院校参与实体展
和在线远程交流两种方式，搭建国际教育资源交流平台。左图 观众在德国展团虚拟体验区戴上VR眼镜，体验海外校园环境。右图 观众咨询海外留学事宜。 本报记者 洪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