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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徐汇区新闻
办获悉，由徐家汇商圈与中国美术馆
及其文创中心跨界合作的“亥岁百福
文化展览”将从即日起至2019年2月
20日期间举行，此次活动作为徐家汇
岁末迎新主题活动“新象徐家汇”内
容之一，藏品及文创由中国美术馆支
持，融合了中国美术馆金猪生肖元

素，特别呈现馆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包头剪纸”的代表性传承
人——刘静兰女士的猪年剪纸造型，
同时，现场将集结数百幅艺术家创作
的猪生肖形象，开展生肖文化艺术装
置、趣味年俗市集等新年互动活动，
成为市民元旦春节假期热门目的地。

风靡全球的裸眼3D技术将结合
生肖日历闪亮登场，以沉浸式视觉效
果，给观赏者带来身临其境之感。市

民游客还可以参与趣味性极强的“亥
岁百福”日历互动，获取生日那天专
属的生肖猪形象。

据悉，春节假期特别开设的艺术
文化市集，可让市民游客在商圈内体
验“剪纸”“写春联”“书法习字”等中
国传统的民俗文化。现场另有中国
美术馆首次推出的生肖IP周边，如生
肖日历、金猪红包、新年春联、金猪车
挂等。

亥岁百福文化展即日起举行

打呼噜增加
或是肥胖和手机的错

英国伦敦国立耳鼻喉医院一项
调查显示，过去20年间重度打鼾人
数显著增加。研究人员认为，背后原
因可能是肥胖人数增加和智能手机
的使用。

研究人员检查1239名成人，发
现大约四成每周至少三晚打鼾，男性
打鼾情况比女性更严重。研究人员
还发现，研究对象中，7%出现重度打
鼾，也就是睡眠呼吸暂停，这是睡眠
呼吸紊乱中最严重的一种情况；20年
前类似研究中睡眠呼吸暂停患者比
例不到4%。

研究人员认为，肥胖人数增多和
智能手机的使用可能是睡眠呼吸紊
乱患者比例增加的原因。研究人员
之一莫里斯·瓦永说，肥胖是重度打
鼾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智能手机、
电脑和路灯的发光二极管（LED）发出
的蓝光也是睡眠不足的原因之一，增
加肥胖、困倦和认知受损的风险，从
而增加睡眠呼吸紊乱几率”。

研究报告预计刊载于今年二月
出版的《睡眠医学》杂志。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商场里的恒温箱居然孵
化着小鸡？各种鸟类元素仿佛让人
置身于鸟的世界。由上海百联世纪
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主办、上海自然博
物馆策划的“神奇鸟营地”展览即日
起至1月20日在百联世纪购物中心
1楼展出。该展是面向3-8岁低幼
儿童的自然类主题展览，选择了生活
中常见的鸟类为主题，以其“衣、食、
住、行”作为切入点，把200平方米的
空间打造成一个沉浸式场景的趣味
营地。

青年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展览中
的每一件展品都充分考虑了儿童的
身高，让他们在代表“衣”的“化装
舞会”区域、代表“食”的“飞鸟餐
厅”区域、代表“住”的“宿营区”区
域、代表“行”的“试验场”等区域活
动时，犹如化身为一只小鸟，置身于
神奇的鸟类世界。就连一旁的娃娃
机里，抓取的也是鸟类造型的毛绒玩
具。

全场最吸引小朋友们的，莫过于
孵化着小鸡的恒温箱，工作人员打开
恒温箱，小朋友还可以给小鸡喂食，
一旁摆放着一排排鸡蛋，诉说着小鸡
破壳而出的故事。

据悉，自博馆策展团队考虑到
3-8岁儿童的心理和思维发展主要
处于前运算思维阶段，游戏、图像、数
字、感觉、动作等元素可以帮助他们
更好地学习成长，展览综合运用绘
画、模型、玩具、视频、照片、机电交互
装置、富有启迪意义的趣味文字，通
过“感知-动作”的认知方式呈现与主
题相关的科普内容。

展览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性，通
过角色扮演、互动操作、创意设计、
手造活动、趣味提问、娃娃机、集印
章等儿童喜爱的游戏形式，引导幼
儿在潜移默化中了解不同性别、不

同时期的鸟类羽毛的区别，不同形
状的鸟喙取食的差异，不同鸟巢的
形态和位置、雏鸟的孵化与成长，以
及扇翅快慢对鸟类飞行的影响等知
识，从而引发孩子们对于自然的好
奇和喜爱。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上海首个鸟
类情景式互动科普亲子展览，除了其
本身蕴含的科学知识外，本展览还以
被称作“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为
原型进行了卡通形象设计。震旦鸦
雀由于不会迁移到远处，被称为上海
的“土著居民”，是少有的能够代表上
海地区特色的鸟类。

除了上述的知识线索，本次展览
的第二线索就是由“震旦鸦雀”带领
的奇幻之旅。在展览中，震旦鸦雀将

分别以服装设计师、厨师、建筑师、飞
行员的角色形象出现在“化装舞会”

“飞鸟餐厅”“宿营区”“试验场”区
域，将想传达的科学内容隐含在各
种趣味问答中，让儿童在与其“对
话”的过程中了解鸟类的生活。换上
装束，小朋友们甚至还能“扮演”一回

“震旦鸦雀”。
上海科技馆展教服务处处长顾

洁燕介绍说：“上海自博馆的观众
中，亲子家庭占到了半数以上，为了
更好地服务好低幼儿童家庭，上海
自博馆正在丰富和完善幼儿教育体
系，‘神奇鸟营地’展览是这个体系
中的重要项目之一，希望拉近与儿
童的距离，引导和激发他们对自然
和科学的兴趣。”

近年来，“超级月亮”知名度越
来越高，每次出现，都能引起人们极
大的热情。天文专家表示，“超级月
亮”2019年会上演罕见“三连发”，
时间分别是1月21日、2月19日和
3月21日。在这3次当中，第2次观
赏效果最佳。

据了解，“超级月亮”指的是新
月或满月时，月亮与地球的距离比
平时更近，因此看起来更大、更圆。

天文专家解释说，月球绕地球
转动的轨道呈非标准椭圆状，因此
月球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并不恒定。
月球与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约38.4
万公里，最近36万公里左右，最远

40万公里左右，这种月地距离的变
化导致了月球视直径的变化。

“今年这3次‘超级月亮’发生
时，月球距离近地点都不是很远。”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史志成说。

1月21日，即将迎来第一次“超
级月亮”。巧合的是，21日将发生
一次精彩月全食，也就是大家所熟
知的“红月亮”。因此，这次“超级月
亮”也被称为“超级红月亮”。

“遗憾的是，本次月全食发生
时，我国正值白天，当晚，我国公众
只能欣赏到一轮‘大圆月亮’。”史志
成说。

第2次“超级月亮”发生在2月
19 日，与“元宵月”上演“巧遇”好
戏。届时，只要天气晴好，我国公众
可欣赏到一轮别样的“超级元宵
月”。

第3次“超级月亮”出现在3月
21日。“相较于前两次，这次的‘超
级月亮’中规中矩。”史志成说。

天文专家表示，对于普通公众
来说，这3次的“超级月亮”并无其
他特别之处。但是，如果在刚刚升
起的时候观赏，还是能明显感觉到
2 月 19 日的月亮更大更圆更亮一
些。

据新华社电

医院与政府合作
防控儿童近视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目前我国
近视发生低龄化、高度化的现象日益
严重，在医院门诊经常可以看到学龄
前儿童首诊即有400度、500度甚至
更高度数的近视。

由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
院主办的第八届“关爱近视，微笑论
坛”近日在上海召开，上海市眼视光
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副院长周行涛教授表示，
防控近视中重中之重是防控高度近
视，高度近视带来不可逆性的视力损
伤和失明风险，目前医院与闵行区政
府正在共同探索合作近视防控模式。

2018年8月底，《综合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发布，明确
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
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
低0.5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
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

周行涛指出，近视防控任务并
非阶段性，注重儿童青少年整个发
育期的长期有效的管理，而这种管
理模式需要医疗、教育及家庭共同
协作参与。目前医院已专门成立

“上海市眼视光学研究中心”，同时
与闵行区政府正在共同探索合作近
视防控模式。

据悉，这个全新的近视防控模式
将为中小学生为主的青少年群体建
立屈光档案，目前建档率已达到95%
以上；同时在辖区内对中小学卫生老
师、社区医生、非公医疗单位、志愿者
及机构开展专业的近视防控培训，开
展近视筛查，并就如何科学用眼进行
宣教等，通过上述机构和人士再逐步
渗透到学校、家庭、幼儿园等。一旦
发现疑难、特殊、高度近视合并其他
异常的患者，将直接转至医院接受进
一步治疗。

■你可能感兴趣的

“超级月亮”今年罕见“三连发”
时间分别是1月21日、2月19日和3月21日 第2次观赏效果最佳

自博馆“神奇鸟营地”走进热门商圈

小朋友正在玩趣味游戏。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