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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交通大学近日发布 !"#$

级自主调整专业工作拟录取学生名
单，在 #%&名转专业的学生中，有
''名从医学院转出，约占医学院同
届学生人数近 ()#*，而同时仅有 !

名学生转入临床五年制医学专业。
近年来，医学生转出多转入少

在国内医学院成为普遍现象，预
防、营养、检验等小专业更是医学
院转出“大户”。对此，上海交大医
学院副院长黄钢昨天接受本报专
访时认为，转专业政策既是对学生
的尊重也是对医学的尊重，医学更
需要满腔热情，现在转专业减少未
来转职业。

申请或因重新!定位"

在!*#$级交大转专业学生中，
机械动力类、经济类、电气工程与自
动化、船舶与海洋工程、信息安全等
是热门转入专业，而在 ''名医学院
转出学生中，信息安全、电气工程、
机械动力专业是“主流”。

针对今年提交转专业申请的
学生，交大医学院进行了一项调
查。其中，超过两成的学生“高考为
何填报医学院”的原因为“家长意
愿”，超过 $*+的学生选择“分数正
好”，也就是说过半学生在高考前

并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
对于医学院转出多转入少的现

象和大家的关注，黄钢教授并不担
心，“交大医学院此前对转专业并没
有名额上的限制，因为医学不同于
其他专业，更需要满腔热情的学生。
转专业的过程中，一些目标不明确
的学生的离开，能让真正想学医的
学生拥有更好的氛围和环境。”

确实存在!跳板"现象
虽然学习兴趣是二次选择专

业的重要考量，但近年“把医学院
当跳板”的现象的确存在。

去年从医学院预防专业转入
传播系的交大学生小吴表示，自己
转专业的初衷是觉得原专业“不感
兴趣”、“不太适合自己”，但周围的
确有同学将医学院作为“跳板”，从
一开始就做好了转出的准备。“很
多医学生在填报志愿时，将交大作
为平行志愿第一志愿，将交大医学
院作为第二志愿进行申报。但由于
高考分数不足，服从调剂被分配到
医学院来。”
黄钢教授表示，今年交大医学

院将改变转专业政策，从人数上仍
然不进行限制，但将实行“高分向
低分转”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要

从医学院的一些小专业或录取分
数相对较低的专业转入交大本部
热门高分专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跳板”现象将被杜绝。

盲从心理令人伤感
在交大医学院，检验、预防和

营养等小专业，每年转出学生都不
少。各专业转出学生比例超过 ()

(,，有些专业剩下的甚至因此“小
班化”。这种现象在复旦医学院同
样存在，一个月前复旦大学自主调
整专业名单上，!- 名医学小类专
业学生调整了专业。
“进医学院.当医生”，这是不少

考生和家长对医学院的理解。而事
实上，除了临床专业，一些非医学类
的小专业并非培养未来临床医生，
但同样是现代医学不可缺少的部
分。然而正因这样狭隘的理解，一些
高考分数没到临床专业的学生被调
剂到小专业后心理落差难以平复，
对专业未来的认识并不客观。
“比如我们的检验专业，是上

海唯一的，每年学生毕业前就已经
被各大医院抢光，就连毕业实习，
各大医院都在争抢，就业情况非常
好。”黄钢说，“但对这些专业，学生
并不了解，也没有清晰的职业概

念，很容易受到负能量的影响。”
彷徨犹豫时，随大流就成了一

种看似保险的选择。小吴说，每年
申请转换专业的季节，医学生对这
一话题的探讨热度很高，“一些同
学会出于盲从的心理申报转换专
业，他们认为既然有这么多同学都
不看好自己的专业，说明该专业在
发展前景上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交大医学院的小李对这股风
气感到十分伤感。不过，小李惊喜
地在今年名单中发现来自船舶海
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和生物医学工
程学院的两名同学转入了临床医
学五年制专业，她高兴地在“人人
网”上向这两名素不相识的同学发
去祝贺，“相信医学院一定不会让
你们失望”。

多数学生仍在坚持
黄钢教授算了另一笔账。交大

医学院针对全国 /%' 和 !(( 院校
非医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推出了
一项“010项目”，即完成 0年非医
学专业的理工类本科毕业生，取得
免试直升研究生资格的学生可以
申请该计划，再经过 0年医学学习
可获得临床医学学位，未来可以成
为一名医生。这种本科后医学教育

的“北美模式”每年招收 !'2!,名学
生，“这些学生本科毕业从其他专业
来学临床医学，是真正地想当医生，
目前我们已经有 '届毕业生在医学
院一线工作。相比我们每年收获一
批这样的优秀学生，流失的那些不
愿意学医的学生真不算什么。”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医学生仍

然坚持漫漫求学路。
前年转入临床医学专业的戴清

本来就读于交大机动学院，临床医
学本身就要读五年，又因为医学与
其它专业的区别度很高，转入医学
院需从大一读起，这样戴清会比与
自己同年就读交大的同学晚两年毕
业，但他从未后悔过当初的选择。
“转专业的决定，是对大学生

活的重新思考和职业规划的再定
位。最开始我的第一志愿填是安泰
经济与管理学院，和现在很多大学
生一样，都觉得金融是最好的就业
方向。但老实讲，我对行政管理的
兴趣并不太大，对临床医学倒是有
一定的兴趣。在申请调整专业的时
候，我就决定了。”医学生的生活虽
苦虽累，对此戴清早有准备，因为
在做自己觉得“有趣而有意义的
事”，他反倒觉得充实。

本报记者 易蓉 实习生 胡冰

! ! ! !如何减少、消除生活垃圾的臭
味，是环卫工作的一个重大课题。以
往，本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大多依靠
从日本等国家进口菌种和装置来除
臭，如今，我们也有了由自己的市容
环卫作业者研制出的“臭气克星”。这
个宝贝来源于垃圾，却能“吃”掉垃圾
的臭味道！
记者独家了解到，环境实业下

属上海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科
研团队花一年多时间研制出的新型
微生物除臭剂“初露锋芒”，已在老
港、崇明等填埋场小批量使用，目前
正在申请专利。

成千上万选出!种
生活垃圾为什么会发臭？那是

因为其中所含的微生物将有机物降
解后，会产生氨气、硫化氢和 3456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散发出
异味。要除去垃圾，就是要分解会产
生氨气、硫化氢和 3456的有机物，

消弭异味。
上海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

总工程师兼技术部经理陈浩泉告诉
记者，国际上通用的微生物除臭剂
主要组成部分就是综合菌种，而生
活垃圾本身就含有成千上万种菌种，
因此公司科研团队就想到从现成的
垃圾中提炼出可以“吃”掉臭味的菌
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试验，最终

他们从中提炼出了 -只菌种，组合
成能有效减少臭味的综合菌种。

!"小时细致测试
如何从这么多菌种里觅到科研

人员们“心仪”的那一款呢？陈浩泉
告诉记者，这需要反复耐心的试验。
先从垃圾里过滤提炼出百余种疑似
菌种，然后就开始长期枯燥而细致
的除臭效果试验。每个菌种将分别
被投放入同样成分的生活垃圾原样
中，在相同的室温和湿度条件下，待
-!小时后，由专业“电子鼻”检测臭
味综合指标。大多数菌种得分较差，
臭味指数基本没变化；个别菌种得
分优良，臭味指数下降 $,20,7，甚
至有一两种菌种成绩优异，臭味指
数下降幅度达 -"2%"+，脱颖而出。
经过约一年时间的试验，共有 -个
菌种被纳入考虑。

仅仅选出这些有用的菌种还不
够，还要试验出到底要按照什么比例
混合，又按照什么比例投放到日常生
活垃圾中，才会发挥最大除臭效果。
这又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因为

每个菌种都有自己的特性，有些针
对碱性气体，有些针对酸性气体更
有效。而生活垃圾成分复杂，因此，
科研团队最终并没有全部采用在试
验中得分最高的那几只菌种，而是
采用 -个菌种按比例混合，利用综
合优势来对应普通生活垃圾成分，
达到最大限度消臭的目的。最终检
测结果显示，新研制的除臭剂除臭
效率可以达到 &"+。

!本土出品"见效益
上海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

经理陆文龙介绍，公司致力于研制
出更多本土环卫产品，接下来，公司
科研团队将主攻单项除臭，也就是
单一成分垃圾的除臭。
“以前，像喷雾除臭装置、垃圾

生化处理设备等等，都得从国外进
口，价格昂贵，动不动就要数十万。其
实，不少装置技术含量并不高，我们
完全可以自行研制。这次新研制的
微生物除臭剂，就大大节约了成本，
真正实现了技术转化为效益！”陆文
龙感慨地说。 本报记者 郭剑烽

为何仅!名学生转投临床医学!

上海交大自主调整专业医学院转出多转入少耐人寻味

沪环卫科研团队!炼"出生活垃圾除臭微生物武器

垃圾堆里觅出"吃#臭味的宝贝

! ! ! !本报讯（记者 易蓉）今天，历
时八年完成的《都市文化原理》在上
海交通大学发布。作为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都市文化研究
的基本理论问题与框架体系研究》的
最终成果，《都市文化原理》由上海交
大城市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刘士林
领衔，集聚国内多位专家完成，系国
内首部系统性都市文化基础理论研
究及学科建设成果，标志着都市文
化基本理论及学科框架建设的初步
完成，开启城市研究文化学派。
中国城市化进程起点低、城市

化水平有限，但中国当代城市对“都
市化”进程有巨大的理论需要。

“都市化”影响不局限于经济、
金融、社会领域，也直接影响到精神
生产、文化消费、审美趣味等方面。
都市文化学是在以“国际化大都市”
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
进程中，通过人文学科（核心是中国
文学）与社会科学（核心是城市社会
学）的交叉建构、理论研究与实践需
要的紧密结合而形成，其本质是当代
都市社会生活与都市人精神生态的
反映、折射与表现，并在深层以都市
社会为中心相互联结为一个有机整
体，由都市、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生产
与消费模式、都市文学艺术、都市社
会等五要素勾勒出基本结构框架。

八年成果开启城市研究文化学派

$都市文化原理%发布教授和我
来做实验
! ! ! ! 一场生动好玩的
《问水哪得清如许》交互
式科普讲座亮相本次
“上海科技周”舞台。由
市教委、少年日报和上
海中学生报共同承办的
“科普校园行”，将实验
室搬到了大小朋友身
边，用“接地气”的方式
让科普真正接近市民。

图为同济大学的甘

礼华教授与孩子们一起

做水的化学还原实验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