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网上有个流传甚广的帖子，里面把疼痛感
分为12个级别，级别越高代表越疼。

比如蚊子叮咬属于第一级，父母恨铁不成钢的
打骂可能会到第四级，不注意饮食引起的肠胃炎会
到第六级，而一个母亲分娩时的疼痛可以达到第九
级，仅次于肢体残疾、满清十大酷刑等引发的疼痛等
级。

这个帖子也许还引发了不少恐孕心态，但其实
现代医学技术早已让分娩“痛”改前非。分娩镇痛，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痛分娩”，它的出现，可谓是妇
女同胞的福音，让准妈妈们在生产过程中再也不用
经受剧烈的疼痛煎熬。

而在“无痛”领域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一场场
手术背后的麻醉医生。那么，现在关于产科麻醉与
分娩镇痛有哪些最新的研究和应用？

近日，浙江省科协全新升级科普品牌“科学发
布”，走进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医院
副院长、麻醉学科带头人陈新忠给大家带来了这样
一场发布，他告诉我们，生孩子时的一些“痛”，孕妈
妈们可以不必“忍”。

或许还有人觉得，麻醉就是打一针，让人感觉不
到痛。其实，“麻醉”不仅仅是让你不痛，更要保证你
在手术过程的安全，比如术中你的血压是否平稳，术
后是否能及时苏醒等等。有这样一句话“外科医生
治病，麻醉医生保命”，可见麻醉的重要性。

陈新忠从事妇产科麻醉 30 余年，主要致力于分
娩痛机制、麻醉深度监测及产科麻醉的研究。他带
来的发布内容“产科麻醉与分娩镇痛精准化技术的
开发应用”，是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历经15年的研究和
创新成果的精髓，这项成果也荣获了 2020 年度浙江
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如今医疗领域都在说“精准化”，产科麻醉也一
样。就拿产科麻醉常用的罗哌卡因来说，2005 年罗
哌卡因引进中国，当时国际推荐剂量是25毫克，但是
陈新忠在临床中发现，这个剂量对中国产妇来说，似
乎有些过大了。为了找到合适的剂量，通过大量的
实验和临床，陈新忠团队最终发现 15 毫克才是适用
中国产妇的最佳剂量，现在这个标准也被写进了《中
国产科麻醉专家共识》。

此外，陈新忠团队也做了很多预防性给药的临

床研究。比如围术期产妇血流动力学调控技术，率
先确定了去氧肾上腺素预防剖宫产腰麻低血压的最
佳剂量；还有探明吸入麻醉药物神经毒性机制，为产
科应用吸入麻醉药对新生儿的安全提供依据。

多年的研究积累也让团队成为了国内分娩镇痛
领域的领头羊，除了创新改良分娩镇痛技术、优化镇
痛效果，陈新忠团队还牵头制定了《浙江省分娩镇痛
操作和管理规范》，指导和规范浙江省椎管内分娩镇
痛工作的开展。

而在聊到很多产妇对分娩镇痛的担忧，比如民
间广泛流传的“打无痛会引发腰酸”，陈新忠也向大
家做了科普，“打麻醉和腰痛有一定关联，但这个关
联比例很低。就好比你感冒了要吃感冒药，虽然感
冒药会有一点副作用，但是比起体温升高对身体带
来的伤害，这样的副作用就不值一提了。分娩镇痛
也是一样的道理。”还有一个好消息，未来随着医学
的发展，产妇分娩也可能不需要再打针，也许我们吃
一颗药，或者贴一片药剂，就可以不痛了。

本报记者 叶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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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峰工业社区入选
2021“科创中国”浙江创新基地 “科学发布”走进省妇保

这项生命健康领域成果让20万人受益
本期发布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麻醉学科带头人陈新忠

本期发布成果：产科麻醉与分娩镇痛精准化技术的开发应用

成果奖级：2020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日前，“科创赋能 智汇山区”
浙江省青年高层次人才助力山
区县高质量发展活动在金华正
式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一批
技术需求，聚焦山区县在新材料
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和难题，
借助“揭榜挂帅”全球引才机制，
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创新
理念，发布了山区县（武义、磐
安）新材料产业技术需求榜单32
项。

金华市委副书记蔡永波介
绍，金华开展以“人才科技攻坚”
为首的“四攻坚四争先”行动，推
出了“双龙引才”新政 20 条、“揭
榜挂帅”全球引才等系列措施。
在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
队。他强调，武义、磐安两地要
坚持人才引领、科技赋能，以奔
跑的姿态奋力推进跨越式高质
量发展，相关部门要加强与广大
省青高会博士的对接联系，服务
好更多高层次人才来金华创新
创业。

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谢
志远在致辞中指出，省青年高层
次人才协会聚焦共同富裕，瞄准
浙中大地，充分发挥青年高层次
人才的独特优势，服务企业、赋
能山区，既是落实好“赋能之桥”
的积极探索，也是青年高层次人
才在服务共同富裕浪潮中奋勇
争先、建功立业的生动实践。他
希望，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要保
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的干劲，
要让“人才外力”激发“发展内
力”，在扎根产业中走出融合巨
变之路；要让“应用研究”倒逼

“基础研究”，在螺旋式上升中走
出聚合裂变之路；要让“科技梦”
助推“共富梦”，在久久为功中走
出全面蝶变之路，为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出更大
贡献。

省委人才办专职副主任张
旭明强调，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
裕，关键引领在创新、潜力希望
在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必将
成 为 实 现 共 同 富 裕 的“ 主 力
军”。本次活动以“科创赋能 智
汇山区”为主题，为“青年人才”
和“共同富裕”架起了一座桥
梁。他鼓励青年人才要充分释
放创业创新的智慧和激情，争取
把好成果、好项目转化在金华、
应用在浙江。

为切实推动全省青年科技
人才服务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此次活动还发起了一份倡议，组

建了一支专家队伍，发布了一批企业技术需求，签约
了一批科技合作项目。

浙江大学教授李寒莹、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张俊、
欧中科技产业服务（杭州）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勇代表
省内青年高层次人才，共同发起助力浙江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倡议，呼吁青年人才要在党建引
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科学精神四个方面坚持建设
自我，积极投身到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当中，为浙江
省打造“重要窗口”贡献科技力量、展现科技担当。

新组建的浙江省青年高层次人才协会新材料专
家委员会当天举行了成立仪式。省青高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要充分利用青高会专家委员会的力量，帮助企
业技术攻关、破解技术难题，促进产学研合作，全面助
力金华新材料产业发展。

现场还签约了一批合作项目。省青高会与武义
县开展结对合作，签订浙江省青高会助力山区县（武
义）发展合作协议签约。中国矿业大学、浙江工商大
学等单位的6位博士与金华易元食品有限公司等当地
企业签署合作项目6项。

当日，省青高会专家团还走进金磐开发区、婺城
区，开展考察、学术研讨等系列活动，实地调研脉链集
团、浙江六环电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熊猫猪猪两头
乌国际牧场等企业，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本报记者叶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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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新华社全文公布了倍受社会关注的
重磅文件——《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也就是老百姓
俗称的“双减”政策。靴子落地，社会各界反响各
异。家长和孩子们最关心的，莫过于暑期课外补习
班不能上了之后，孩子该往何处去？近期，记者带
着这一问题，走访了全省首批被中国科协批准的科
学家精神培育基地。我们惊喜地发现，在这些科学
家精神培育基地里，不时发现中小学生的身影，在

“双减”政策之后，这些科学家精神培育基地正成为
暑期中小学生们的热门“打卡地”。

钱学森、竺可桢、苏步青、严济慈、屠呦呦、谈家
桢……这一位位科学家是科技星空中闪亮的星，他
们的卓越成就是中国科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走进钱学森故
居、竺可桢故居、苏步青励志教育馆、严济慈陈列
馆、屠呦呦旧居、谈家桢生命科学馆……在这些科
学家精神培育基地，几代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
践中积累下来的科学家精神，变得可亲可感。

访客人数比往年更多

位于温州市平阳县腾蛟镇腾带村励志路的苏
步青励志教育馆，是我国目前唯一以苏步青命名并
冠以“励志教育”的名人专题馆。本地人亲切地称
之为“苏馆”。这里的建筑很有特色，以圆锥形筒体
为核心，沿周边布置庭院与展览空间。建筑内部主
要由展陈厅、公共大厅、报告厅、技术用房及办公用
房组成，集文物展示、文物收藏、文物研究、科普宣
传、学术交流于一体。

据苏馆工作人员介绍，该馆每年接待 12 万访
客，其中平阳境内的中小学生占了一半。除去因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去年暑假，今年暑假一个多月接待
的访客人数已经超过了前年暑假。

每年暑假苏馆都会推出免费的科普夏令营活
动。今年的科普夏令营招收了 127 人次，数学思维
训练、创意绘画、图文启蒙弟子规、软笔书法入门、
围棋基础入门……内容丰富有趣，给孩子们留下了
快乐又有收获的暑假记忆。

严济慈故居位于金华东阳市横店镇米塘社区
下湖严小区，由 2 幢独立院落建筑组成。严济慈纪
念馆则位于东阳市横店镇角尖山，纪念馆七大组成
部分依山而建，次第布局，复原严老生前的生活场
景和建筑布局，展现严老的生平经历、学术成就。

据工作人员介绍，每年暑假中学生访客占了大
部分，今年暑假的学生访客比往年更多。学生访客
除了瞻仰大厅中严济慈的青铜塑像，还会详细浏览
展室里珍贵的历史照片、资料、书刊。

谈家祯生命科学馆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慈城尚
志路 7 号，馆内有 3 个展厅，从故乡与童年、少年的
天问、生命的密码、闪耀的行星、永远的华章等多个
维度介绍了谈家桢的生平和成就。馆内陈列了许
多谈家桢生前的手书和物品，令人深刻感受到他对
待生命科学事业的严谨和毅力。

为了进一步发挥场馆科普教育的功能，让未来
更多青少年对遗传学、生命科学产生兴趣，馆内打
造了以“细胞王国”为主题的科普体验馆，借助全息
投影、多媒体等手段，将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细
胞核等进行了生动直观的呈现。

自 6 月 5 日开馆以来，谈家祯生命科学馆接待
了多批社区和学校组织的学生访客，虽受今年疫情
影响不能达到最高接待人数，但这座能体现科学家
精神的丰富展示和能互动的科普体验馆，在宁波拥
有了一定知名度。

感悟精神和人格魅力

竺可桢故居坐落于绍兴市上虞区东关镇西大
木桥头，是一座面临市河、坐南朝北的典型的绍兴
水乡民居，现已作为上虞区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
放。台门由门屋、厢楼、披屋组成，砖木结构。作为
浙大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任校长，竺可桢在这里
出生、成长，这幢民国老建筑吸引无数浙大学子来
此瞻仰、缅怀。

据了解，今年暑假中，虽受台风和疫情影响，竺
可桢故居接待访客并不少于往年，亦接待了几百名
组团而来的浙大青年学生。前些天，浙江大学“黄
土地计划”赴上虞暑期社会实践团成员就到了竺可
桢故居详细了解这位老校长的生平事迹，进一步感
受他孜孜以求的求是精神和历久弥新的人格魅力。

坐落于宁波市海曙区开明街26号的姚宅，是屠
呦呦儿时居住、成长的地方。如今的姚宅是屠呦呦

旧居陈列馆，有建筑前后楼屋两栋，后面一栋展区
对于各个时期的屠呦呦作了详细的介绍；在 2 楼的
科普体验馆里，可以看到简易版的提取青蒿素实验
室装置，以及一些青蒿素的书籍模型等等，游客可
以亲自参与提取青蒿素的实验。在浓荫遮地的小
院子里，种植了一小片黄花蒿，旁边是少女屠呦呦
的雕像。

自 5 月 1 日对公众开放至今，屠呦呦旧居已接
待了5000余位访客。暑假中，来自不同地区的多个
学生团队来此寻访屠呦呦的少年印记，通过详实的
文字、图片、视频资料及珍贵实物，了解屠呦呦的事
迹，感悟其科学家精神。

采访回来话“基地”

实是求事地说，原来只是想去了解一下暑假科
学家精神培育基地的运行情况，让我们感觉到惊喜
的是，因为“双减”政策来袭，这些科学家精神培育
基地正成为中小学生暑期的热门“打卡地”。越来
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和学生走进这些地方，聆听科学
家们成长故事，了解科学家们成才的经历，传承学
习他们身上的科学家精神。

记者探访的这几处“基地”方面均不约而同表
示，将进一步加强场馆服务和科普展教功能，配合
或开展更多的科技教育活动，为“双减”后的学生提
供丰富的校外生活，更好地陶冶青少年的科学精
神，提高他们的科技学习兴趣。

在采访中，大家也纷纷认为，科学家精神培育
基地要真正成为中小学生的好去处，还有好多路要
走。比如现在全省才6个基地，分散在全省各地，相
对全省这么多学生来说实在“僧多粥少”。浙江著
名科学家众多，是否可以进一步挖掘拓展。再比如
现在各场馆讲解内容大多停留在科学家的生平、成
就上，对他们身上的科学家精神、科学家故事挖掘
不够，体现不充分。还有，现在是信息化、互联网时
代，是否可以将这些基地“搬上网”“网成线”，让更
多的人能在网上访问、网上参观。
见习记者 陈旦 本报记者 叶扬 通讯员 龙爱民

“双减”政策后中小学生课余何处去？

科学家精神培育基地成为暑期“打卡地”

日前，浙江省科协公布2021年度“科创中国”浙江
创新基地申报结果，北仑区灵峰工业社区获评“科创
中国”浙江创新基地，是宁波市唯一一家入选省级创
新基地的单位。

近年来，北仑区创新地将社区治理的理念运用到
工业园区管理中，把全区工业企业集聚区域规划成15
个工业社区。

北仑区科协以科技创新赋能工业社区为切入
点。自去年以来，通过社区化治理、集成式服务的“工
业社区治理”模式，对科协基层治理体系进行重构和
优化，推进北仑模具园区灵峰工业社区科协组织体系
化建设，整合协调科协各类资源下沉到企业一线，开
展人才引育、技术对接、科普宣传等科技服务工作，进
而开通科协组织服务企业的“直通车”，构建形成工业
社区科协工作长效机制，助力“科创中国”浙江创新基
地在灵峰工业社区落户。

为推进“科创中国”品牌建设，北仑区科协将进一
步整合创新智力资源，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以创新基
地运行主体——北仑灵峰模具智能制造服务中心为
载体，通过持续推进工业社区科协组织体系化建设，
打造工业社区 2.0 版，加快建设模具产业创新服务平
台和科技经济融通服务平台建设。

此外，加强国家级学协会北仑工作站建设，积极
筹办“科创中国·宁波”创新创业高峰论坛暨国家（省）
级学会走进北仑双创系列活动，推进“科创中国”技术
对接灵峰专场、国际压铸高层论坛暨压铸 CEO 峰会、
北仑模具科技周等模具主题系列活动，促进科技要素
与产业、金融、人才等要素深度融合，为北仑区模具企
业转型升级提供科技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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