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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一位年仅37岁的歌手因
恶性黑色素瘤去世的新闻引起众多网友
关注。恶性黑色素瘤虽然发病率不高，
但在临床上并不罕见。最近一周，宁波
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泌尿生殖、皮肤病
理亚专科带头人王素英主任医师就连续
确诊了3例恶性黑色素瘤患者，最年轻
的患者刚过30岁，而其中一位52岁患
者的确诊经历让她印象深刻。

“这是一位52岁的女患者，在她的
乳腺中发现一个包块，切除后送来做病
理检查。”王素英介绍，在病理切片上，病
理医生看到了恶性黑色素瘤细胞，这是
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恶性肿瘤。这种肿
瘤出现在乳腺里，极大可能是转移，说明
患者身体里很有可能存在原发病灶。

病理医生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临床医
生，临床医生赶紧询问患者之前有没有
在脚底、头面部、腰腹部或身体其他部位
出现过特别的黑痣，或是近期快速长大
或出现了不适症状的黑痣，但是患者都

一一否定。
没想到几天后，这位患者的另一份

病理标本也被送到了宁波市临床病理诊
断中心。原来该患者的颈部又发现了一
个包块。

“在这个包块里检出的同样考虑恶
性黑色素瘤。”病理医生把这个消息又一
次反馈给临床医生。医生仔细地为患者
进行了查体，在患者面部发现一个很小
的可疑的黑痣。患者这才告诉医生，原
来这个地方一直长着一颗黄豆大小的黑
痣，近来有痛痒的症状，于是患者把这个
痣给抠掉了，之后也就没有再当一回
事。后来，在被抠掉黑痣的皮肤上又长
出了黑点点。

此时真相大白，这颗痣才是乳腺肿
块、颈部肿块的“元凶”，皮肤的恶性黑色
素瘤已经发生了转移，说明患者的恶性
黑色素瘤已经发展到比较晚的阶段了。

“恶性黑色素瘤大多数是由痣发展
而来的，不过痣的恶变率是很低的。据

估计，一颗黑素细胞痣，又称色素痣，其
恶变为黑色素瘤的可能性大约是1/10
万。”王素英介绍，中国的黑色素瘤发病
率不高，约为0.6/10万-1/10万，明显低
于欧美，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发病例数不
少，并且近年来有快速增长趋势。

哪些是危险的痣？王素英介绍，色
素痣两边是对称的，边界圆润规整，如果
是不规则、边界参差不齐的痣要当心。
色素痣是均匀的一种颜色，可能恶变的
痣颜色斑驳不均，如蓝白色夹杂着蓝黑
色或者红色等。痣如果在短期内快速变
化、快速增长或出现症状，也要及时就
诊。此外，亚洲人的恶性黑色素瘤，有五
成以上都在四肢的末端，比如足底、掌心
容易被摩擦的地方，这些地方的痣一定
要好好管理，随时注意它的变化。有较
高比例的黑色素瘤会出现在新长出来的
痣上，如果出现新发的痣，也需要格外警
惕，更不要随便抠。

记者 孙美星

乳腺包块里发现恶性黑色素瘤？
专家：身上的黑痣不要随便抠

王素英主任医师王素英主任医师

《实施办法》提出，要加强全市中小
学科学教育工作，弘扬科学家精神，构建
宁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深化教育
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建设，打造
全国基础教育领域科学教育高地。

作为“院士之乡”的宁波，两院院士
超过120人，这是一种先天优势，带来了
丰厚的教育资源。加强中小学科学教
育，是为了赓续院士精神，更是为了以后
能培养出更多拔尖创新人才，为建设教
育强国贡献宁波力量。同时，院士资源
与科学教育密切相关，在全市强化科学
教育，也将助力宁波奠定“制造业”发展
的人才基础。

根据《实施办法》，宁波将以“院士之
乡”特色资源为引领，以学校科学教育为
主阵地，发挥校外科学教育资源作用，构
建校内校外协同推进的科学教育机制，
狠抓三个“一体化”，即大中小学科学教

育一体化、家校社科学教育一体化、校内
校外科学教育一体化。

《实施办法》明确，通过3年到5年
的努力，我市将建成一批科学教育示范
区、示范学校、科创中心和精品课程，全
市学校科学教育进一步加强，师生科学
素养普遍提升，科学家精神得到赓续。

为做大做强宁波“院士之乡”科学教
育品牌，发动海内外院士，启动“院士开
讲啦”行动，将科学教育纵向深入，横向
拓展。

实际上，从今年9月1日开学第一
课开始，“院士开讲啦”已推出两期课堂，
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嫦娥之父”欧阳
自远和中国空间科学学术带头人胡文瑞
共三位院士已为宁波中小学生开讲。本
月14日，另一位中科院院士王建宇又将
来到宁波，带来一场《机遇缘于准备 成
功贵在坚持》的讲座。

而在日常教学方式上，《实施办法》
要求创设科学教育新模式，推动学生实
践操作、情境体验、探索求知、亲身感悟
和创新创造，推进“做中学”“用中学”“创
中学”。加大跨学科、项目化学习的力
度，让学生学会像科学家一样开展科学
探索，像工程师一样解决工程实践问题。

同时，通过打造科学教育特色学校，
完善课后服务体系，强化科学教育师资
队伍建设，改进中小学实验教学，强化拔
尖创新人才发现能力和培养能力等一系
列组合措施，构建高质量中小学科学教
育体系。

在办法推进过程中，则要注重个性
化发展和因材施教，对科学素养突出、科
技兴趣强烈的学生予以重点培养，制定
长远目标和阶段性任务，培养科学精神
和团队意识，为学生成为拔尖创新人才
奠定坚实基础。

海曙资规部门日前对宁波枢纽空铁一
体主体工程综合交通中心（GTC）项目地块
的选址作批前公示。

这个项目北承拟建的宁波机场T3航站
楼，南临拟建的宁波西站和轨道交通，将联
动服务T3航站楼和宁波西站，集航空、铁
路、轨道交通和其他交通方式为一体，为形
成多种交通方式无缝衔接的机场综合交通
枢纽创造条件；还将集成各种旅客服务配套
功能，打造“城市会客厅”，是宁波枢纽“山海
天地”中的核心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33.7

亿元，计划今年底开工。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综合交通中心工

程，包括枢纽各交通方式换乘功能、机场航
站楼值机及衔接功能、高铁站房连通大厅及
衔接功能、轨道交通衔接功能；地下停车场
及设备用房工程；核心区配套服务用房工
程；旅客过夜用房工程；配套业务用房工程；
轨道交通2号线、6号线、9号线、12号线的
车站土建工程；配套管线、道路、绿化等室外
工程。

记者 周科娜

宁波打造“院士之乡”科学教育品牌
至2025年，建成100所科学教育特色学校

宁波枢纽重磅项目选址公示

项目总体示意图

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近日，宁波市教育局、宁波市科技局、宁波市科协联合发文，出
台《宁波市“院士之乡”中小学科学教育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至2025年，建成100所科学
教育特色学校，评选200名科学教
育名师（含校外）、300 门科学教育
精品课程。

●科学教育特色学校课后服
务50%以上课时应用于科学活动。

●2024年，实现全市中小学校
科学副校长全覆盖；至 2025 年，
100%小学科学教师具有专业背景；
2027年，实现每所初中学校有1名
硕士学位科学教师。

●到 2025 年，评选 50 个市级
校外科教示范基地，建立不少于 2
个区域科创中心。

记者 王伟

“数”读我市“院士之乡”
中小学科学教育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