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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夏穗生等编著的《现代器官移植学》为人民卫生出版社“三名工程”选题。
目前能进行心、肝、肾、脾、胰腺移植以及胰肾联合、肝肠联合和腹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等16种高难度
临床移植，其移植项目、累计例数、长期存活3项综合指标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为我国唯一一家
获得所有脏器移植准入资格的移植中心。
本书从我国器官移植的发展现状出发，总结与探讨同济医院溜有器官移植领域所获得的宝贵与丰富的
经验，综合阐述器官移植领域国内外的最新进展，探讨器官移植研究和临床领域的热点与争议问题，
对学界具有较高的权威性、综合性、实用性与指导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器官移植学>>

作者简介

夏穗生，男，1924年生于浙江余姚，1949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历任武汉医学院附二院（现
同济医院）外科住院医师、助教、讲师、主治医师、外科副教授、腹部外科研究室副主任，外科教研
组副主任、主任，器官移植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副主委，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主委，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生物学组评议员。
现任我国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0TC）顾问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教授、
主任医师、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首批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器官移植研究所名誉所长，全国肝移植
协作组组长、重庆医科大学客座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三院移植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器官移植研
究所学术顾问、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顾问、国际外科学会中国部委员，《移植·中文版》荣誉主编。
50多年来，从事肝外科与器官移植学术研究，1990年国家教委国家科委授予“全国高等学校先进工作
者”称号，1991年获同济医院党委先进工作者，1994年获中国实用外科杂志创业杯奖，1996年获同济
医科大学首届人才基金一等奖，1997年获国际名人传记中心（英）1996～1997年器官移植国际人称号
，2000年获华中科技大学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伯乐奖，2003年获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荣誉证书
，2005年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特殊贡献奖。
临床和实验研究中，共获56项次（国家、部、省、市及其他）各级科技进步奖，发表第一作者学术论
文270篇，主编专著18本。
培养博士后1人，博士44人，硕士24人，担任各类学术期刊（普外·器官移植专业）正副主编、各类编
委、顾问编委30项。
陈孝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肝脏外科中心主任
、肝胆胰外科研究所所长，对普通外科疾病的诊断及治疗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肝胆胰外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施行过各类手术一万多例。
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认同，先后获国家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教育部提名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和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各1项；2007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008年获中国肝胆胰外科领域杰出成就金质奖章。
他注重自身科学及医疗道德培养，被评为全国卫生单位先进个人（2007）、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2008），全国教学名师（2006）；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
他主编全国高等学校八年制及七年制临床医学规划教材《外科学》各1套（全国929／0相关高校采用）
，配套教材10部，专著及参考书8部。
在国内外共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SCI检索论文33篇；国内论文他引1960次，SCI论文他引57次。
陈孝平曾任国际肝胆胰协会常务理事和亚太肝胆胰协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现任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
分会主席，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肝脏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学分会副会长；任国家973项目咨询
专家委员会专家；任5种国外杂志的副主编、常务编委和编委、52种国内杂志的主编和编委；先后主
办4届大型国际性肝胆胰学术研讨会，对推动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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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免疫抑制剂药代动力学及血药浓度检测
第二篇　各论
　第七章　肾移植
　　第一节　肾移植简史
　　第二节　肾移植的适应证及术前准备
　　第三节　组织配型
　　第四节　尸体肾移植
　　第五节　亲属活体肾移植
　第八章　肝移植
　　第一节　原位经典式肝移植术
　　第二节　背驮式肝移植术
　　第三节　辅助性活体部分肝原位移植
　　第四节　肝移植治疗肝细胞癌
　第九章　腹部器官联合移植
　　第一节　肝肾联合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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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肺移植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第二节　肺移植适应证与禁忌证
　　第三节　受体的选择及术前准备
　　第四节　供肺的灌注、切取、保存和修整
　　第五节　肺移植手术
　　第六节　肺移植的围手术期处理
　　第七节　肺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方?的选择
　　第八节　肺移植术后并发症
　　第九节　原发性移植肺失功能
　　第十节　肺移植术后排斥反应的诊断与处理
　第十一章　心脏移植及心肺联合移植
　　第一节　心脏移植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　心脏移植受者的选择与准备
　　第三节　供心的选择和获取
　　第四节　心脏移植手术方式
　　第五节　心脏移植的围手术期处理
　　第六节　心脏移植的免疫抑制方案
　　第七节　心脏移植术后并发症
　　第八节　心肺联合移植
　第十二章　脾脏移植
?　第一节　概况
　　第二节　自体脾脏移植临床应用
　　第三节　同种异体脾脏移植
　　第四节　同种脾细胞移植
　　第五节　脾脏移植的随诊
　　第六节　脾脏移植临床意义的再思考
　第十三章　甲状旁腺移植
　　第一节　甲状旁腺移植的历史沿革
　　第二节　甲状旁腺移植的分类和方法
　　第三节　移植物的保存与预处理
　　第四节　移植部位的选择
　　第五节　围手术期处理
　第十四章　胰岛移植
　　第一节　胰岛移植的发展简史
　　第二节　胰岛?植的适应证及移植方式
　　第三节　胰岛移植物的制备
　　第四节　移植技术与围手术期处理
　　第五节　自身免疫对IDDM胰岛移植的影响
　　第六节　Edmonton方案及其改进方案
　　第七节　自体胰岛移植
　　第八节　免疫隔离胰岛移植
　　第九节　异种胰岛移植
　　第十节　同济的胰岛移植研究方向
第三篇　其他
　第十五章　移植前沿及基础理论研究
　　第一节　新型免疫抑制剂的研发
　　第二节　天然免疫在移植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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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补体系统在器官移植领域中的作用
　　第六节　H-Y抗原不匹配小鼠移植模型在移植免疫耐受研究中的意义
　　第七节　肝脏耐受的细胞及分子机制
　第十六章　动物器官移植模型的建立
　　第一节　实验动物的麻醉
　　第二节　小动物器官移植模型的建立
　　第三节　大动物器官移植探索
　　第四节　常见灵长类动物移植模型的制作
　第十七章　器官移植患者的营养支持
　　第一节　概论
　　第二节　能量与代谢
　　第三节　营养支持在器官移植中的应用
　　第四节　肠内营养和肠外营养的并发症及处理
　第十八章　异种移植研究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供异种移植动物的选择
　　第三节　异种移植排斥反应机制及基本策略
　　第四节　基因工程在异种移植中的应用
　　第五节　异种移植中的非免疫学障碍
　第十九章　器官移植法规与器官捐献
　第二十章　器官移植护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肾移植的护理
　　第三节　肝移植的护理
　　第四节　肝肾联合移植的护理
　　第五节　肝胰联合移植及上腹部器官簇移植的护理
　　第六节　胰肾联合移植的护理
　　第七节　心脏移植的护理
　　第八节　肺移植患者的护理
　　第九节　心肺联合移植的护理
　　第十节　肝小肠联合移植的护理
　　第十一节　脾移植的护理
　　第十二节　甲状旁腺移植的护理
　　第十三节　胰岛细胞移植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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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迫于尸体供器官来源严重不足的压力，当家庭内没有符合《条例》要求的亲属捐献人
，或虽然有但不愿牺牲“真家属”的利益时，近年来一些尿毒症患者和家属就通过不法中介组织寻找
到“假亲属”，提供以假乱真的证明材料给医疗机构，欺骗医生以进行移植手术。
《条例》虽然在第十九条规定了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摘取活体器官前，应当查
验活体器官捐献人与接受人存在条例第十条规定关系的证明材料，但并未说明应该如何鉴别证明材料
的真伪，而事实上面对五花八门的造假手段，医务人员有时确实难以辨别真伪。
笔者所在的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在临床工作中就发现了等待移植患者在亲属关系造假上的手段多
种多样而屡次拒绝手术。
比如一种情况是直接提供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假亲属”和“假关系证明”，如表亲、堂亲等，这种
情况下身份证多是真实的。
另一种情况是虽然出具了真实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即确有符合规定的真亲属，但实际要来捐献器官
的是另一个不相关的人，通过伪造“真亲属”的身份证来造假。
针对以上各类问题，我国卫生部积极应对，在2009年底及时印发了《关于活体器官移植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以加强活体器官移植管理，确保活体器官捐献人和接受人的生命安全。
《规定》共包括11个方面：①遵循原则。
②捐献关系。
③提交的具体资料。
④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义务。
⑤伦理委员会的审核。
⑥报批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⑦手术前的再次身份确认。
⑧负责移植手术的医务人员手术后提交的相关记录。
⑨医疗机构对捐献人的定期随访。
⑩对医务人员违规情形、行为的规定。
⑧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责任。
在《条例》的基础上，《规定》对活体器官活捐献人与接受人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和进一步的限
制。
比如配偶仅限于结婚3年以上或者婚后已育子女的情况。
因帮扶等形成的亲情关系仅限于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的关系、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
而上文提到的“交叉移植”不属于帮扶等形成的亲情关系，现阶段是不能进行的。
目前在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为了严格保证供受者关系符合要求，真实可靠，暂时只接受直系血
亲和配偶之间的亲属器官捐献。
并且，直系血亲中子女要求捐献器官给父母时，只接受已婚子女的捐献要求；配偶需结婚3年以上或
者共同生育有子女。
《规定》还对捐献人与接收人应提交的相关材料作出了全面而详细的规定，以防止和杜绝亲属关系造
假：①捐献人及其配偶、父母、成年子女需要共同签署捐献人自愿、无偿捐献器官的书面意愿。
同时，接受人需签署同意接受捐献人捐献器官的书面意愿。
②双方需提供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由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能反映活体器官捐献人
与接受人亲属关系的户籍证明。
如为配偶关系，还应当提交结婚证原件及已育子女证明。
③医疗机构应当配备身份证鉴别仪器并留存上述证明材料原件和相关证件的复印件备查。
以上材料中，最容易出现造假的是反映供受者关系的户籍证明。
为确保户籍证明的真实性，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现在一概要求开具户籍证明的派出所盖章后同时
留下电话号码。
医生收到户籍证明后首先打电话至当地的114核查派出所的电话是否符实，然后致电当地派出所，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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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管理户籍的民警，确认是否开具了此份户籍关系证明。
在电话核实过程中，同时需另外一位医务人员在场证明，并进行全程免提录音，以备案。
另外，湖北省卫生厅还要求器官捐献者（包括家属）在签署捐赠意愿时现场拍照，以及接受者在签署
同意接受意愿时现场拍照，并且每张照片内都要有医生与其合影。
手术当天麻醉后也需对供者和受者分别拍照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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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器官移植学》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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