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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20章，内容丰富。
系统阐述了器官移植的概念，器官移植的发展与现状，器官移植的管理规定及伦理准则，移植免疫与
组织配型，器官的保存，器官移植病室的设置与管理；论述了器官移植常用药物的护理，器官移植病
人的护理评估、常见症状及护理、危急症的紧急处理以及器官移植病人的营养护理；介绍了肾、肝、
胰腺、心脏、肺、骨髓、脾、小肠等器官移植的护理，包括护理评估、术前护理、术后护理及出院指
导等；对器官移植常用的护理技术如胸腔闭式引流、负压吸痰、气管插管、动脉置管、静脉置管、中
心静脉压测定、周围静脉压测定、漂浮导管、动脉血气分析标本的采集、主动脉内球囊反搏的护理做
了深入细致的总结；对常见的实验室检查、诊断检查及护理配合进行了总结和规范；还讨论了器官移
植临床护理教学及器官移植在职护士培训；最后，附有各个脏器移植的模拟试题及参考答案以供器官
移植专业的护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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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根据移植物植入的部位，移植术可分为3类：①原位移植术，移植物植入到该器
官原来的正常解剖部位，如心脏移植、肝移植，移植前需将受体原来的器官切除。
②异位移植术，即移植物植入的部位与该器官原有解剖位置不同，如肾移植、胰腺移植等。
一般情况下，异位移植术不必切除受体原来的器官。
③原位旁移植术，即异位移植物移植的部位位于受体原来器官旁或切除原器官的一部分，以便移植物
的植入，则称为原位旁移植，如原位旁胰腺移植。
（3）按照移植的方法，移植可分为：①吻合移植，即移植物已完全脱离供体，所有的血管也已切断
，但在移植术中将移植的主要血管（包括动静脉）和受体的血管相吻合，移植完毕时，移植物的血液
供应已得到有效保证，临床上开展的各种同种异体肾、肝、心移植都是吻合移植。
②带蒂移植，即移植物与供体在解剖上大部分已切断，但始终有一带有主要血管（包括输入和输出血
管）的蒂相连续，移植过程中始终保持有效血液循环，这类移植都是自体移植，如各种皮瓣移植。
③游离移植，即移植时移植物完全脱离供体，其血管、淋巴管已全部切断，移植时也不进行吻合，移
植后，移植物周缘的受体组织发出新生的血管，并逐渐长入移植物内，才重新建立血液供应，游离皮
片的皮肤移植即属此类。
④输注移植，即将有活力的细胞混悬液，输入到受体的血液、体腔、组织、脏器内或包膜下层等处，
例如输全血、输血细胞、骨髓移植、胰岛细胞移植等。
（4）根据移植物的活力分类：①移植物在移植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活力，移植后能较快地恢复其原有
的生理功能，这种移植称为活体移植。
活体移植是指在不影响供体生命安全和不造成其健康损害的前提下，由健康的成人个体自愿提供生理
及技术上可以切除的部分器官移植给他人，而绝不是以牺牲一个健康的生命来换取另一个生命或健康
。
活体又分为活体亲属（指有血缘关系如双亲与子女或兄弟姐妹）和非亲属如配偶或其他人。
活体供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供体器官短缺的矛盾，获取的器官缺血时间短，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还
具有一定的免疫学优势。
活体供体主要包括肝、肾、胰、肺、肠等多种脏器的供体。
②移植物在移植过程中已丧失活力，则称为结构移植或支架移植、非活体移植，如血管、骨、软骨、
肌腱及筋膜等的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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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器官移植科分册》是中华护理学会推荐专科护士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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