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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颖 一年两届的
亚太地区最大医博会——中国国际医
疗器械博览会（CMEF）于5月15日-18
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3天的
展会因为吸引了来自全球近20万业内
人士而引起了上海交通和住宿的“拥
堵”。对此，上海市科委生物医药产业
办负责人郑忠民处长表示，医疗器械
展火爆之后，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
产业发展的思考。

“这次是将医疗器械博览会、药品
交易会、原料交易会三大专业展会集
中召开，因此，呈现一片火爆景象，国
内外的生物医药相关企业万商云集，
业界精英齐聚一堂。”郑忠民向青年报
记者分析时指出：通过这次展会，让我
们看到，至少有三大产业大有可为。

“首先是健康产业大有可为。社
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满
足了温饱需求后，对身心健康的需求
日益强烈，仅就国内健康服务业而言，
预期到2020年，行业总规模就将达到
8万亿以上，上海的相关企业、机构，乃
至政府职能部门需要认真思考如何结
合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找准各
自的角色定位，协力推进本市的产业
发展。”

郑忠民认为：制造业更是大有可
为。“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制造业，但上海
的制造业应该体现高科技含量，高附加
值。生物医药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尤其
是高端医疗器械，正是先进制造业的典
型代表。有数据显示，国外治疗费用中
药物费用与医疗器械费用比是1比7，
而国内该比例却是4比1，全民吃药现
象屡见不鲜，发展的空间巨大。”

郑忠民介绍说，上海曾是我国医
疗器械产业的发源地，但一段时间以
来，因种种原因，发展速度落后于外省
市。目前，高端医疗器械己列入本市
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示范工程的重点
领域。以联影公司、微创集团、凯利
泰、昊海生物等为代表的本市一批龙
头骨干企业正在逐步打破跨国公司的
垄断地位。“本市企业提交申请的国内
首次注册的产品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今后，需要从鼓励本市医疗机构更多
地购置使用国产医疗器械产品、运用
政府资金设立产业基金、引导社会资
本加大投入等方面进一步推动本市医
疗器械产业的发展。

“展会服务业同样大有可为。”郑
忠民认为，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
迫切需要展会服务业的支撑。如果今
后每年上海都能举办十几个，数十个，
甚至上百个代表国际最高水平的专业
性展会和学术团体年会，国内外的专
业人才都以到上海来参会为荣，那么
上海才能说“科创中心初步建成”。

“从今年起，医疗器械博览会将连
续5年在上海举办。”郑忠民表示，期待
该展会能够长驻上海，使上海不仅成
为研发中心、制造中心，也成为交易中
心，展示中心。

顶尖科学家亮相红毯
80后帅哥引人注目

鲜花与红毯，掌声与闪光灯，这
次属于科学家。上海科技节开幕式
上一场特殊的红毯秀，拉近了科学家
与市民的距离。

“今天第一位走上红毯上的是实
验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沈文庆。
沈院士从事核反应物理研究 40 余
年，在我国放射性核束物理及中能重
离子核反应等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
的贡献……”随着主持人的介绍，沈
文庆院士昂首踏上红毯。

与沈院士一同走上红毯的是中
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
上海光源工程部副总经理、973项目
首席科学家赵振堂，之后便是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海市科技领军
人才贺荣明；中科院上海有机所所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青年报记者留意到，科学家未必
是“学究”，像中船集团七〇八所大
型/超大型集装箱船研发团队副总设
计师韩钰就是一位80后“帅哥”，走
红毯的科学家中，有不少人年轻时
尚，“颜值”颇高。

随着主持人的介绍，众多应邀前
来“观礼”的市民向科学家们投去了
敬佩的目光。“不光是明星能走红毯，
科学家也能走红毯，这是一种荣耀，
彰显了科技的重要性。”带着孩子前
来观礼的李女士告诉青年报记者，这
些科学家都是国内乃至国际上顶尖
的科学家，很高兴能有近距离接触他
们的机会。

上海光源揭开神秘面纱
首次向小朋友开放

上海光源是我国迄今建成的规
模最大的国家重大科学装置，也是我
国第一个进入国际领先行列的大型
多学科研究平台。开幕式当天，上海

光源掀开其神秘的面纱，首次向小朋
友开放。

“这是实验大厅，加速器就在里
面。这几间是实验站，科学家可以拿
着样品到里面测数据。”青年报记者
看到，实验大厅形似车间。讲解员也
很“大牌”，是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
究所上海光源线站工程（二期）副总
工程师黄宇营。“现在治病可以先把
病毒结构测出来，把原子分子排列搞
清楚查病因，然后用药把它调整好或
者消灭掉。以前做药物没有目标，现
在可以用X光把蛋白质结构弄清楚，
目标明确，然后靶向引导做药物。”
黄宇营的讲解通俗易懂，市民听得津
津有味，不时提问。

民办华二初中的陈梓杰同学这
次因为发明帮助老年人更轻松站起
来的助力装置而获得“明日科技之
星”称号，领奖的同时获悉可以参观
上海光源自是十分高兴，他已经将自
己未来的专业定在了“理工科”。陈
爸爸告诉青年报记者，一起领奖的另
一个高中生赶到同济大学去参观那
里的风洞实验室了。“梓杰的妈妈在
上海交大工作，他从小就泡实验室。
我们很少让梓杰参加学科培训，但经
常会带他去一些科技场馆。”陈爸爸
认为，上海的科普资源应更多地向公
众尤其是学生开放，最好每年几次，
从小培养孩子对于科技的兴趣。

青年报记者获悉，上海光源经常
会向市民开放，一般都是以单位的形
式提出预约。

科研院所不再高大上
市民可预约参观

对于上海二师附小三年级（3）班
的孩子们来说，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
研究所不再神秘。虽然，那里的设备
很“高大上”：红外线、紫外线、机器
人、无人机。

“来，我们来拍报名照。”在“热红
外成像”的教室里，工作人员把窗帘拉

上，黑暗中，给每个学生拍照。青年报
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没有光线，但是

“便携式热红外相机”依然能拍出像底
片一样的照片，学生们看了兴奋不
已。“这是运用了热辐射原理，人体身
上有温度，由此捕捉到他们的影像。”
工作人员告诉学生们，这种技术运用
在气象卫星上，地球向外有热辐射，当
云层厚时向外的辐射强度就会发生变
化，由此判断是阴天，还是晴天。

另一间展示“紫外刑侦设备”的教
室同样很暗，只见学生戴上特殊的眼
镜，放在桌上的物体顿时显示出了肉
眼看不到的痕迹。“像一些指纹、唾液、
血液，即便擦干净，还会有残留，因为
微弱，肉眼看不见，但是在激光的照射
下，微弱的特征就会发出荧光效果，便
可看到，由此找到凶杀证据。”工作人
员告诉青年报记者，这些物证检测设
备一直用于协助刑警破案。

“我们知道这个活动后，通知到
学校，由学生自己报名，结果好多小
朋友报名来参观。孩子们对这些展
示都很有兴趣，我女儿简直玩‘疯’
了，迷得不愿意走了。”家长何女士
告诉青年报记者，参观技物所实验
室，可以让孩子们对系统学习物理
知识有初步认识，用这种形式学物
理，入门起点高，又容易让孩子接
受。“孩子年级低，对物理没有概念，
现在有了直观了解，让他们产生了
求知欲。”

青年报记者从市科委获悉，截至
目前，全市将在科技节期间举办的各
类活动近500项，向公众开放的重点
实验室、科研机构和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近百家，其中包括上海市智能
制造及机器人重点实验室、上海市人
类运动能力开发与保障重点实验室、
上海市新药设计重点实验室、国家商
用飞机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此外，普陀区长征街道社区创新屋、
虹口区欧阳路街道社区创新屋等56
家社区创新屋也将对公众开放。

这个上海科技节真“潮”

科学家走红毯 80后帅哥亮相
历时9天的全国科技活动周暨上海科技节已于上周末启动。本次科技节的口号是：“万众创新

——向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连日的采访中，青年报记者深深感受到了今年上
海科技节打造的“亲民科技”：让市民走近科学家走进实验室。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上海首次以科学家走红毯形式为科技节揭幕。 青年报实习生 陆嘉辉 记者 吴恺 摄

医疗器械展火爆
产业发展迎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