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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左妍）“熊大”“熊二”
“光头强”也来做科普？舞台上表演《绝地
求生》给你讲医学知识？首个“中国医师
节”来临前夕，上海市医学会、市医学

会科普专科分会主办的第五届上海市青
年医学科普大赛决赛让人眼前一亮，脱下
白大褂登上舞台的青年医务工作者，居然
都成了能唱能演的明星。
近年来，上海的许多医生科研科普两

手抓，从漫画到动画、微电影，原创的科普
作品日趋形式多样，借助互联网打造了诸
多高水平的科普阵地。上海市医学会、上海
市医学会科普专科分会主办的上海市青
年医学科普能力大赛，!年来共有 !"#个
参赛作品，今年参赛作品创历史新高，收到
了 $%个学科 %&个单位 "'!个参赛作品。
瑞金医院的《“烧伤三宝”之婆媳大

赛》!见图 上海市医学会供图"提到了“民

间三宝”，即老鼠油、牙膏和酱油，烫伤一
抹就好？瑞金医院的医生护士告诉大家，
这种民间偏方是错误的。日常烫伤急救处
理牢记“冲、脱、泡、盖、送”的原则。烧烫伤
后不要向创面随意涂抹药物，如红汞、龙
胆紫，以免妨碍对创面的观察和深度的判
断；且红药水含有汞，大面积使用可能引
起汞中毒。也不要涂抹不易清除物质，如
黄酱、酱油、香油、牙膏、香灰等，这些物质
对创面起不到任何治疗作用，反而会妨碍
清创和增加创面污染的机会。这则短剧集
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获决赛一等奖。
上海市医学会会长徐建光表示，广大

医务工作者把高深的科学知识用舞台剧、

快板、光影戏等形式带给千家万户，他们
用科普架起了医患沟通的新桥梁，用科普
创造了医学的新语言。依托大赛，上海的
医学科普服务品牌正在形成，这也为上海
医疗服务品牌注入了丰富的内涵。
“上海市医学会科普专科分会的工作

也正在进入 "()时代，将积极探索为科普
人才的培养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也将对
科普评价机制进行探索。”上海市医学会
科普专科分会主任委员贾永兴表示，不久
前已成立科普专科分会青年委员会，探索
科普人才培养体系化，激励更多的医生加
入科普行列，让“互联网*科普”在提升公
众科学素质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五届上海市青年医学科普大赛上亮点多

医生演给你看：别迷信偏方

! ! ! !上海台风研究所研究员李永平博士
说，台风路径强度的准确预报尤其是风险
影响，是超大城市防灾减灾极其重要的一
环。“近几年，借助集合天气预报模式及卫
星观测技术等的进步，我国台风预测路径
误差不断缩小，已经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小时台风路径误差小于美国和日本等
先进国家。”

探云 每!"分钟做次!#$"

许多人都从卫星云图上看到过台风
的尊容，其中心有一个“无云区”，被称作
台风眼。李永平说，反映台风强弱的“最低
气压”“最大风速”都在台风中心附近，要
预判台风的动向，就是关注台风中心的移
动轨迹及其附近风力变化，“眼睛”的结构
也决定了其强度变化。“每当台风在洋面
上生成，获知其准确位置和实况强度是台
风预报第一时间需要做的事，也是之后预
报其路径和强度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
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包括 '+$部天气雷达、
超过 "!,,个国家级观测站、- 万多个自
动气象站及风云系列卫星等组成的综合
观测系统，自 '+..以来，还成功发射 /-

颗“风云”系列卫星，目前 +颗在轨运行。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制的风云四
号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01123）在这个
月的多次台风预报中表现出色，实现了好
几次“世界首次”。01123每 '!分钟一次
进行一次高频大气温湿度垂直探测，相当
于对台风进行了“45检查”，让台风“无处
遁形”。作为全球首台静止轨道上具有垂
直探测能力的载荷，01123以干涉方式获
取红外高光谱探测数据，能在 $-)))千米
轨道上定点观测，同时，还实现幅宽超过
-))公里的大范围探测，使得风云四号在
该领域成功实现国际“领跑”。

追风 到台风最近的地方
“如果说，洋面上空的监测主要依靠

卫星等设备，那么，当台风逼近沿海时，多
普勒天气雷达、探空气球、海上浮标等就
派上用场了。”李永平说，天上有风云四号
“盯着”，地上也布下“天罗地网”，追风就
是重要手段之一。自 "))-年开始上海台
风研究所就成立了“追风小组”，天南海北
地追到台风登陆点观测。今年第 .号强台
风“玛莉亚”登陆前，上海台风研究所的追
风小组就赶到福建省宁德市海边进行观
测。“观测台风不像观测天文，台风随时

变，使得追
风极具变数，需要不
断调整计划。”在上海气象局
的院内，记者曾一睹追风车
真容———其貌不扬的依维柯面包车造价
!))多万，肚里装满了先进的“追风神
器”，如 063探空仪、微波辐射计、三维超
声风速仪、声雷达、雨滴谱仪等。
这几年，追风的手段又丰富了。除了

架设在海岛和石油平台的自动气象站、海
洋气象浮标站、船载自动气象站以及沿海
天气雷达等，"#/!年开始，台风研究者们
还用火箭探秘台风内部世界，通过发射火
箭向台风云团里投放仪器，实时获取台风
数据。

超算 计算出最优的路径
在过去 $#多年中，我国 "&小时台风

路径预报误差减少了约 %#7，")'! 年至
")'-年连续两年稳定控制在 %) 公里以
内。“台风预报难，难在它生成、移动、消亡
还受到附近气流、地形、海温等诸多因素
影响，就像今年的妖风‘云雀’，在外边干
扰下，和各国预报‘唱反调’走出了一个
‘!’形，很是少见。”李永平介绍说，目前

台风预报主要采用客观
预报方法，依靠数值天
气预报特别是集合预报
技术，例如“多集合预报

模式系统的集成订正技术”，也就是说，通
过最新实况定位，在台风路径集合预报中
优选出一定数目的“好成员”、少数“好成
员”的“平均成绩”，再通过数学算法给出
一条最优的推荐路径，“这背后就有机器
学习和大数据技术的支撑。”
今年，在对台风“安比”的监测中，01!

123与首次投入业务运行的全球8区域通
用数值天气预报系统（0296:3）协同工
作，仪器所获取的数据 '分钟内即进入地
面数值预报同化系统，为精确预报台风
“安比”的风雨影响提供了关键的定量预
报产品支撑。

此外，李永平说，对台风带来的灾害
评估，也是城市防台减灾的重要一环。上
海台风研究所承担的“防台减灾效益评
估”项目证明，单个登陆台风 "&小时路径
预报误差每减小 '公里，可减轻直接经济
损失约 ,;+.亿元，"&小时强度误差每减
少 /米8秒可减轻约 $;.亿元损失。”
本报记者 马丹 见习记者 郜阳

探云、追风、超算
多招“锁定”台风

我国台风预报
准确率迈入
国际先进行列

今夏的8月台风接踵而至，17日凌晨4时，今年第18号台风
“温比亚”登陆上海浦东，成为今年第三个直接登陆上海的台风，也创
下了“一月连登三台”的罕见纪录。台风从哪儿来，又要往哪儿去？这
些问题对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公众来说不难，只需打开手机、电
脑就能查看台风实时路径、强度和未来走势。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
实时路径图背后隐藏着多少现代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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