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7城事2018年8月10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赵一智 美术编辑陆轶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7月24日16时30分许，一辆沪
B牌号的小型轿车在经过共和新路近
广中西路路段（北向南）时连续变换
两条车道。本以为这样的违法行为
无人知晓，但实际上这一切都被不远
处的“电子警察”完整记录。最终，该
名驾驶员因“驾驶机动车一次连续变
换两条车道”的行为违反了《上海市
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34条第2项规
定，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

据悉，今年6月起，市公安局交
警总队在共和新路近广中西路路段
安装了新型“电子警察”，专门用于抓
拍“驾驶机动车一次连续变换两条车
道”的违法行为。“电子警察”通过视
频检测，自动抓拍机动车连续两条车
道的违法照片，并配备相应的违法视
频作为执法证据。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由于从
南北高架西侧广中西路下匝道下高架
后左转车道排队车辆较多，少部分机

动车会连续变换两条车道向共和新路
最左侧转弯车道变道，对共和新路北
向南正常行驶的直行车辆造成影响，
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因此选择在此
设立该“电子警察”。

据统计，新型“电子警察”设备启
用2个月以来，已累计查处“驾驶机动
车一次连续变换两条车道”的违法行
为1200余起，抓拍有效率达95%以上。

从去年9月上线“九合一电子警
察”设备，再到去年12月底成功启用
具备同时抓拍闯红灯、逆行、不礼让
行人等13种交通违法行为的“十三
合一电子警察”设备，还先后试点了
抓拍“加塞”“转弯不让直行”等违法
行为的新型“电子警察”。自交通大
整治开展以来，上海街头的“电子警
察”的升级始终行驶在快车道上。不
少市民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交通违
法被置于“电子警察”的法眼之下，未
来驾驶员在路上行车将更加规矩。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记者前天从市卫生计生
委了解到，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自
2014年建立上海首个“云病理”诊断
中心以来，4年间会诊疑难病理数超
过2500例、诊断正确率近100%，不仅
惠及上海市民、推动区域医联体同质
化发展，更辐射全国百姓、积极探索
精准健康扶贫。

7月中旬，李阿姨因腹痛前往大
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全科医生
初步诊断为胃溃疡，但不能排除肿
瘤，建议她做胃镜检查。虽然社区没
有病理检查设备和诊断人员，但在浦
东南部业务紧密型“医协网”的协助
下，全科医师通过“医协网”内胃肠镜
预约系统为李阿姨预约了浦东医院
的胃镜。按照约定日期，李阿姨顺利
进行胃镜检查，通过“云病理”会诊平
台，本来在社区时需要一周才能获得
的病理诊断报告当天就有了结果，慢
性胃炎的结论给李阿姨吃了一颗定
心丸。

在我国，现有病理医生约1.1万
人，病床超过500万张，按照每百张
病床配备1至2名病理医生的标准，
目前病理医生缺口高达4万至9万。
而培养一名合格的病理科医生，一般
需要10年以上。在上海，优质资源
分布不均，三甲医院汇聚病理学各个

亚专科，但基层医院因缺乏病理人才
导致学科发展受限。

浦东医院院长余波告诉记者，为
了突破医疗服务的地域限制，让优
质资源实现均等、公平、可及，4 年
前，在复旦大学和浦东新区卫生计
生委的消保委支持下，复旦—浦东
疑难病理会诊中心暨“云病理”平
台启用，依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和复旦临床病理诊断中心，浦东医
院与复旦医科强大的亚专业病理
资源及国内最大的病理专家库联
姻，叩开数字化远程医疗建设的大
门：数字化切片扫描传输调阅系统，
可将病理切片的光学图像变为可传
送的数字图像（即高清可视数据），并
通过远程接收系统，传递给相关病理
专家，而病理专家也可将诊断结果第
一时间传输给临床医生，为患者就医
提供便利。

据介绍，4年间“云病理”平台会
诊疑难病理数超过2500例、诊断正
确率近100%。如今，“云病理”区域
辐射效应不断扩大，作为区域医疗中
心的浦东医院已实现“承前启后”的
功能：对于区域内病理学科薄弱、病
理医生缺乏的医院，可提供病理诊断
支持；另一方面，对于疑难复杂病例，
通过“云端”请背后强大的“复旦专家
库”协助，能最短时间提供病理报告，
为治疗赢得最佳时间。

上海“云病理”平台
打造医疗服务创新品牌

青年报记者 钟雷

本报讯 2018年 8月 9日，上海
海事法院通报了涉“一带一路”海事
审判情况及十大典型案例，这也是全
国首份专题涉及“一带一路”海事审
判工作的白皮书。

白皮书显示，三年来，上海海事
法院共受理涉“一带一路”案件308
件，涉案标的总额人民币7.1亿元，
案件数量逐年上升。案件涉及“一
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分布，以“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东南亚地区国
家最为集中，南亚地区和中东及非
洲地区位居其次。涉及案件较多的
国家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
宾等。在案件类型上，海上货物运
输纠纷最为多发，其他类型也多与海
上运输活动相关。

随着自贸区贸易便利化措施的
陆续落地，经上海港入镜的进口肉
类、水果等生鲜产品数量日益增加，
相关纠纷也呈上升趋势。近期，海事
法院受理了多起冷藏集装箱运输的
货损纠纷案件，案件中不少以冷藏集
装箱运输的生鲜货物出现变质。此
外海事法院还指出，全程物流服务商
海外运输区段管理风险等新情况也
应得到注视。

针对上述案件新情况，海事法院

经过实践创新，形成了一系列较好满
足涉外海事审判需求、符合海事审判
实际的机制和做法，比如通过建立重
大航运纠纷应急处理机制、采取境外
诉讼主体概括性授权、创设国际远程
视频查证案件事实等。

据统计，2017年上海海事法院
共收案5207 件，结案 5213 件，同比
分别上升 3.03%和 2.20%；涉案标的
总额人民币约29亿元。其中，一审
共收案4274件，同比上升2.47%，海
上、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和
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仍为主要案件类
型，占一审海事海商案件收案总数
的84.7%。执行共收案542件，同比
上升9.05%，全年共实施诉前和诉中
扣船114艘次，涉及船舶56艘，成功
网络拍卖船舶10艘，成交价款总额
1.44亿元。

“依法公平公正地审理有关案件
纠纷，积极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是‘一带一路’建
设过程中境内外市场主体的司法
关切和司法需求。”上海海事法院
院长汪彤表示，“此次发布白皮书，
是希望通过对近年来相关工作的阶
段性小结，促进海事司法保障‘一带
一路’建设能力和水平提升，为‘一
带一路’建设营造更加良好的航运法
治环境。”

涉“一带一路”海事审判白皮书首发

冷藏集装箱运输货损纠纷频发

新型“电子警察”抓拍连变两车道
交警在一路口试点已2个月，抓拍1200余起

在行驶过程中连续变换两条车道，容易产生视觉盲区，极易造成道
路交通事故。近期，交警部门在部分路段试点新型“电子警察”，抓拍“驾
驶机动车一次连续变换两条车道”的违法行为。启用2个月以来，已累计
查处该项违法行为1200余起，抓拍有效率达95%以上。 青年报记者 钟雷

■都市脉搏

共和新路近广中西路路段（北向南），一辆机动车一次连续变换两条车道被拍下。 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记者 钟雷

本报讯 牙刷虽小，却直接影响
到每个人的健康，商家常常以刷毛
超细、护牙为卖点兜售牙刷。然而，
广告里出现的“超细”真的准确吗？近
期，市消保委对牙刷开展比较试验发
现，2件样品刷毛顶端存在毛刺等隐
患。此外，部分商家在营销时使用的

“纤细”“超细”等字眼可能仅仅是噱头。
本次比较试验通过超市、大卖场

及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了50件牙刷
（均为软毛），其中成人牙刷30件、儿
童牙刷20件；磨尖丝牙刷（刷丝尖端
呈圆锥形的刷毛）35件，非磨尖丝牙
刷15件，涉及了高露洁、佳洁士、狮
王、美加净等主流品牌。

试验依据国家标准《牙刷》、《儿
童牙刷》、《磨尖丝牙刷》，针对牙刷的
卫生及安全要求、磨毛、单丝弯曲恢
复率、毛束拉力、单丝直径等进行了
测试。

比较试验结果显示，50件样品
在卫生及安全要求、单丝弯曲恢复
率、毛束拉力、单丝直径等方面均通
过测试要求，有2件样品刷毛的顶端
存在锐角、毛刺等情况，表现不佳。
如标称由泓弈（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经销的黑色纳米大头牙刷（标称品
牌：丹特博），其磨毛的通过率仅为
8-9%，远低于70%的标准参考值，刷
毛的单丝顶端轮廓存在许多毛刺，顶
端呈锐角，不圆润，在刷牙时可能会
对牙龈、口腔表面等造成伤害。

在对毛束拉力项目的试验中，30

件成人牙刷中毛束拉力最大的为
40N，最小的为20N，相差1倍；20件
儿童牙刷中，毛束拉力最大的为
46N，最小的为15N，相差2倍多。据
悉，毛束拉力的大小代表刷毛安装牢
固程度，毛束拉力大，则刷毛不易脱
落；拉力小，则刷毛易脱落。

刷毛纤细是许多商家销售牙刷
时的主要卖点，本次比较试验发现，
目前市场销售的牙刷刷毛粗细差异
明显。30件成人牙刷中，单丝直径
最细的为0.08毫米，最粗的为0.18
毫米，相差1倍多；20件儿童牙刷中，
单丝直径最细的为0.08毫米，最粗的
为0.17毫米，同样相差1倍多。此
外，市消保委发现，本次比较试验中
有部分商家虽以“细”、“纤细”、“超
细”等字眼作为其商品的卖点，但并
未对单丝直径做出具体标注，相关试
验数据也未体现出这些牙刷比其他
牙刷单丝直径更细。

[消费提示]
如何选购牙刷

1、刷头小，在口腔内尤其口腔后

部能转动自如；

2、刷毛排列合理，一般为10-12

束长，3-4 束宽，各束之间有一定间

距，既能有效清除牙菌斑，又使牙刷

本身易清洗；

3、刷毛较软，过硬的刷毛易损伤

牙齿及牙龈，且刷毛长度应适当，刷

毛顶端应磨圆钝；

4、牙刷柄长度、宽度适中，并具

有防滑设计，可使握持更方便舒适。

消保委开展牙刷比较试验

刷毛“纤细”“超细”仅是噱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