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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授课亟待建立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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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金旻矣）学校教室的照

明，是许多家长关心的问题。昨天，上海签发
全国首张教室健康照明环境认证证书，填补

了我国现场照明领域的认证空白。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

近视患者人数多达 6亿，几乎是我国总人口
数量的一半，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已超

过七成，小学生的近视率也接近 40%，儿童青

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发现，导
致学生视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包括不

良的教室照明环境。因此，做好中小学教

室照明检测认证工作，对保护学生视力非常
重要。

教室里为何无法持续提供健康照明？上
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表示，调研发

现，教室照明不能持续满足标准要求，源于缺
乏长期有效的光环境质量检测及跟踪认证。

也就是说，大部分照明产品在教室投入使用

前，都会通过照明质量指标检测。但在实际使
用中，教室灯一般会等到不亮了才更换，光环

境的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证。此外，光源存在

一定程度的光衰，哪怕使用寿命相对较长的

新型光源（如 LED）也是如此，一段时间后若
灰尘累积，照明环境就可能达不到标准。

对此，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下属的上海时代之光照明电器检测有限公司

和上海质量技术认证中心，分别从检验检测
和认证角度入手，通过研究教室建筑结构、建

筑表面材料、灯具及安装位置等，制定方案，

多次论证后推出了教室健康照明认证，开创
了国内现场照明认证的先河。

教室健康照明认证不仅含有初始检测应

关注的健康质量指标，还包括跟踪检测认证

应关注的质量控制方法、程序、记录等，并将
光源从光衰到不亮这段时间内照明质量的

“失控点”纳为“过程控制点”。此外，一张认证
证书可以覆盖多个光源同类型教室，解决了

过去在采用新光源时进行的教室照明质量检
测无法覆盖所有教室的难题。

下一步，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

院还将从上海试点出发，配合各地教育主管
部门和各级学校，在全国范围实施教室健康

照明认证。

上海签发全国首张现场照明环境认证证书

为教室里的孩子点亮光明

    昨天，34岁的美国人皮特·弗雷茨去世

的消息被刷屏。他的名字或许很陌生，不过说
到“冰桶挑战”，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弗雷茨曾是波士顿学院的棒球手，27岁
时患上了肌肉萎缩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人症”。

5年前，为唤起公众对这种疾病的认识，弗雷茨发
起了“冰桶挑战”，这一活动很快得到全社会的热

烈响应，各界名人纷纷参与，并且通过互联网传到

世界各国。 美国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协会报
告称，这项活动募得超过2.2亿美元的资金。

生命虽然短暂，但弗雷茨活得精彩。正如
他的家人所说， 命运对这位棒球天才开了个

残酷的玩笑，他却迎面与病痛搏斗，为这一罕
见病群体发声，赢得关注与救护。

确实，“渐冻人” 是一个非常需要关注的

特殊群体。 20多年前，我就在社区采访过这
样的病人，当时还是一种鲜为人知的疾病。近

年来， 伴随着互联网的传播， 神经肌肉疾病
（简称 NMD） 在中国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

的视野。 据统计，在我国，NMD患者约有 450

万人，上海约有 5万人。已知的神经肌肉疾病

有几百种，有的病程进展很快，如弗雷茨；但

有的病人可以在良好的照护下， 病情保持较

长时间稳定，甚至参加正常学习和工作。如本
报持续报道的“奇迹男孩”唐旭，14年来在社

会的帮助下， 靠仅能动弹的一个指头顽强求
学，终于完成大学学业，成为一名 IT工程师。

而帮助“渐冻人”，也绝不只限于“冰桶挑
战”。 上海成立了“渐冻人”协会，他们抱团取

暖，互相支持，为特别困难的病人和家属送上

温暖。在对这一群体的采访中，我了解到他们
还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亟待解决。

比如，“渐冻人”评定残疾有一定困难，且
即便评定残疾，也往往低于他们应有的等级，

主要是由于在评残时关于神经肌肉疾病的指
标不足。又如，失能的“渐冻人”患者能否参照

长护险，享受医保护理补贴？ 还有，康复理疗
对“渐冻人”很有帮助，但由于经济条件所限，

加上出行不便， 他们很少能接受正规的康复
理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渐冻人”是“沉默的
少数”。 让我们多听一听他们的呼声，为他们

多做一点事，让他们能更有尊严地生活，这，

大概也是弗雷茨最希望的。

    “血管脂质严重沉积”“动脉粥样硬化”，

在大家的印象中这两种疾病似乎总是和老年
人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携带致病基因，有

些家庭内所有人年纪轻轻就会得病。得益于
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即胚胎植入前诊断技

术，这类致病基因已可实现产前阻断。近日，
中国福利会国际妇幼和平保健院院长黄荷凤

院士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

物学研究所周斌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显
示，利用体外基因编辑技术治疗家族性高胆

固醇血症也成为了一种可能。
黄荷凤院士曾遇一对小夫妻求助。孕妇

王女士说，在她父母家中，包括其本人在内，
有多人年纪轻轻就出现了严重的脂质沉积和

动脉粥样硬化。黄荷凤院士及其团队通过对

其家庭成员样本基因检测后发现，他们罹患

的是由 LDLR基因杂合致病性变异引起的杂
合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eFH）。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FH）是一种常染色
体显性遗传性疾病，主要表现为血浆中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明显升高，使得
胆固醇沉积在患者皮肤（黄斑瘤）、肌腱（黄色

瘤）和冠状动脉（动脉粥样硬化）。LDLR致病变

异引起的杂合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以常染
色体显性方式遗传，HeFH患者每次生育均有

50%的可能传递遗传致病变异。黄荷凤院士团
队抽取了王女士的羊水样本，对胎儿进行产前

基因检测。幸运的是，在羊水样本中并未检测到
LDLR致病变异。王女士可安心迎接一个健康

的宝宝出生。

无独有偶，又一个同样被 FH困扰的家庭

前来寻求帮助。孟女士已有一个儿子，而这个
刚上小学的男孩已经出现了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升高的情况。化验单上的数字让孟女士十
分悲伤：为什么自己的外婆、母亲、弟弟、自己甚

至儿子都要被这样的疾病所困扰？通过对孟女
士一家的样本进行基因检测和家系共分离，最

终确定了导致其一家正是 LDLR基因杂合致

病性变异。黄荷凤院士认为可以采用 PGT技术
实现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阻断。目前，孟女

士一家已经准备进入 PGT周期。
PGT技术，即胚胎植入前诊断技术，是指

对胚胎或卵子行卵裂球/滋养层细胞或极体
进行活检，通过遗传学检测后将无疾病胚胎

植入子宫妊娠，并出生正常子代的技术。不久

前，好消息再次传来：一位罹患晚期乳腺癌的

年轻患者，经 PGT诊断，顺利阻断遗传性乳腺
癌的 BRCA1/2致病突变基因，于 11月 30日

在国妇婴顺利娩下一名健康女婴。
目前，国妇婴可运用 PGT技术阻断脊髓

性肌萎缩症、Duchenne型肌营养不良症、成骨
不全症、家族性甲状腺癌、嗜血细胞综合征、马

德隆畸形等 120余种单基因遗传病。

为了更多家庭生育健康宝宝，专家团队
的努力并未停止。近日，黄荷凤院士团队和中

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周斌
团队公开发表研究成果显示，可以利用

CRISPR/Cas9系统在一种新构建的家族性高
胆固醇血症模型小鼠体内部分修复 LDLR基

因突变和 LDLR蛋白表达，改善动脉粥样硬
化等表型。这表示，利用体外基因编辑技术治

疗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正成为一种可能。“无
论是从源头阻断疾病在家族内传递的 PGT技

术还是为患者带来新希望的基因编辑修复遗
传缺陷技术，都会为更多遗传病家庭带来福

音。”黄荷凤院士表示。 本报记者 左妍

应用胚胎植入前诊断技术

阻断家族疾病 迎来健康宝宝

    昨天，“选

择———钱学森的
初心与信仰”展

览在上海交通大
学钱学森图书馆

开幕。展览通过
回顾钱学森在四

段重要人生经历

中的认识、选择
与成长，引领公
众走近人民科学

家钱学森，深入了解钱
学森的初心与信仰。

本报记者 易蓉
孙中钦 摄影报道

    本报讯（首席记者 王蔚）越来越多的

智能虚拟助手、智能导学系统、适应性学习
平台等系统已经成为广大市民学习的重

要途径。昨天下午发布的《人工智能时代
的终身学习———上海在线学习者 AI 画像

白皮书》显示，本市已进入驱动终身学习
迈向“个性化、移动化、数据化、智能化”的

教育 2.0版时代。

此份白皮书是由上海开放大学上海
开放远程教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上

海图书馆、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
导中心办公室、上海市人工智能学会等共

同发布的。当前上海人工智能在线学习平
台的最大用户群体是 K12教育、高等学历

教育及职业培训群体。K12教育市场的刚需
性较强，随着 80后、90后父母教育意识升

级和消费能力提高，以及新一代 00后、10
后孩子对互联网的快速熟悉和进入，再加上

国家“二孩政策”催生的新生人口红利推动，
K12家长及学生群体对在线教育的接受度

快速增长，预计到 2022年，K12教育的占比
将提升到 28%左右。高等教育及职业培训

占比将下降到 68%水平。
从受访者年龄段分布来看，20至 50岁

年龄层在上海在线学习群体中占比超过
80%，说明中青年人群是本市在线学习的主

流群体。同时，61岁以上高年龄层占比超过
10%，说明随着上海城市加速老龄化发展，

高年龄层学习者群体不断扩大，愈发注重在
线学习和能力提升，教育教学领域人工智能

已经向这一群体扩展和普及。

从学历分布来看，上海在线学习者中本

科学历占比最高。超过 50%以上的在线学
习者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专科学历占比也

超过 30%。这说明高学历人群是本市在线
学习的主要群体，彰显了上海知识型城市特

色，即人才高度集中，重视知识的作用，对于
知识的获取具有较高认同。

40岁以下学习者普遍愿意为人工智能

课程付费，而且普遍能接受 1000元以内的
费用支付程度。31至 40岁学习者中有将近

50%的人愿意支付 1000 至 5000 元接受人
工智能课程学习。41至 50岁学习者中有

22.94%的人愿意支付 5000 至 10000 元接
受人工智能课程学习，又有 5.57%的人愿意

支付 10000元以上学习费用。
面对已经来临的终身学习智能化时代，

也有市民表示谨慎。有超过 88%的受访者
担心教育教学领域人工智能的大规模普及

应用，会存在个人信息、数据安全等方面的
问题。这样的顾虑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加大。

还有超过 53%的受访者担心过于依赖在线
学习，会存在师生沟通交流的缺失，甚至造

成个人情感的障碍与孤僻。更为重要的是，
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教育后，其教学风险、

伦理隐患等目前还是一片盲区。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AI+终身教育应用

学术论坛”上，有专家建议，应该未雨绸缪，
亟待出台人工智能教育的标准，不能让人工

智能授课存在“执教无资质、教学无规范、质

量无监督”的三不管状况，从而促进这一新
生教育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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