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 中国第一例肝脏移植患者(右一） 瑞金医院 供图

▲ 第一例劈离式肝移植的术后随访，两名患者开心“分享”

一个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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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 70年代，中国首例心脏、肝移植在瑞金医院完成
数十年来上海几代医生不断挑战器官移植领域新难度

让不可能变可能 让生命延续更久

反复“演习”，只为等待这一天
1954年，美国人完成世界上首例肾移植

手术，被视为现代器官移植的开端。20世纪

60年代中期，广慈医院（瑞金医院前身）外科
就已具备开展肝移植和心脏移植的科学基

础和技术储备。十年动荡结束后，研究和实
验恢复后，林言箴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收集

分析国外有关资料。两个月里，光动物实验

就做了 20多次，还进行 2次联合实战演习。
1977年 10月，一名有肝移植适应症的

病人来到瑞金医院。这名病人姓胡，是一名
42岁男性肝癌晚期患者，外院诊断已无法手

术。病人来瑞金后，医院立即安排消化组江
石湖参加外科查房，血液科王振义和王鸿利

每天会诊调整凝血功能。傅培彬和董方中亲
自参加病例讨论。经讨论后确定，唯有行肝

移植才能挽救患者生命。10月 21日，由林言
箴等施行同种原位肝移植手术。李杏芳和王

鞠武共同完成麻醉，黄宗明辅助。
为保护好器官，手术室护士们用木榔头

将大块冰块敲碎成冰粉，储藏在木箱子里作
为“土冰箱”。肝移植手术时间非常长。在没

有显微镜和血管缝针的情况下，林言箴只能
凭肉眼丝线缝合。阻断血管只能用橡皮筋，

医生们必须根据阻断时间，动作极其迅速地
缝合器官。为防止感染，医生们在高压氧舱

临时搭建病房。
术后，这位病人存活了 54天。按今天标

准，是一次失败的移植。但是，在 1963年 3

月世界上第一例人体肝移植到 1967年 7月
的 4年多时间里，全世界仅有 3例肝移植手

术，最长存活时间仅为 23天。因此，瑞金医
院第一例肝移植病人术后存活 54天，在当

时已经处在世界先进水平。1978年，瑞金医
院又接连完成了 3例肝移植，均获成功，术

后生存期分别为 139天、200天及 261天。

自制器械，完成首例心移植
瑞金医院启动肝移植手术的同时，心脏

移植准备工作也开始了。1967年，南非医生

完成世界上首例心脏移植。1977年 11月初，
瑞金医院张世泽等医生开始收集国外有关

资料。在 5个月的时间里，团队在动物身上
共做了 36次移植心脏的实验。

由于心脏移植在我国是空白，术用器械

非常缺，医务人员就自己动手做器械。缝合心
脏需用的无损伤丝线，经不起钳拉，张世泽想

方设法改进持线钳，请手术器械厂工人按照
设计要求，造出无齿持线钳，解决丝线容易被

拉断的毛病。诊断排斥异体情况用的心内活
检钳，长达 70多厘米，而只有火柴梗那么细，

在手术器械七厂的工人帮助下也制造出来。
1978年 4月 21日，胸外科张世泽、方立

德站上手术台，一枚 3.5小时之前由周思伯
医生取下的珍贵心脏供体，被送到了他们手

上。手术持续 6小时 15分钟，其中体外循环
2小时 22分钟，整个供心血管缝合时间只用

了 69分 28秒，术后呼吸机支持 26小时。

瑞金医院胸外科在外科团队的配合支
持下，完成了中国第一例人类同种原位心脏

移植手术，这也是亚洲第一例心脏移植术。
在克服术后休克、排异反应、细菌感染等难

关后，病人慢慢恢复，最终存活了 109天。
由于成功地实施国内首例同种原位肝

脏移植和首例同种原位心脏移植这两项重

大医学成果，瑞金医院获中央卫生部“重大

科技成果甲等奖”。这两项医学成果不仅填
补我国器官移植的空白，也为器官移植事业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肝二用”，升级到“两供一受”

进入 21世纪后，瑞金移植团队又开始挑
战新高度———劈离式肝移植。即将一个完整

的供肝，按照解剖结构分为两半，分别移植在
两个患者的身上。这种方法难度大，医生们需

要将肝脏依解剖结构劈离，然后整理和建立
起两套各自独立的动脉、静脉和胆道系统。

2002年 7月 19日，时任瑞金医院院长、

普外科主任的李宏为与彭承宏教授领衔，进
行了国内首例劈离式肝移植尝试。两台手术

“齐头并进”，先将总重量为 1080克的供肝
依解剖结构劈离为二，重量分别为 850克和

230克，并修整出两套各自独立的动脉、静脉
及胆道系统，然后分别植入两位病人体内。

49岁患者病变切除后，850克供肝担负其全

部功能；22岁的患者由于需解决的是部分肝

代谢问题，手术仅切除了其左半肝，再用 230

克供肝移植上去。两台手术历时 13个小时，
“一肝二用”，救活两位病人。这是瑞金医院

在肝移植领域写下的又一项“第一”。
2003年瑞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成立后，

又完成好几个“第一例”：2004年完成国内首
例肝脏小肠联合移植手术；同年 12月，一位

38岁的病人接受腹腔七个脏器的联合切取

和移植手术———患者的肝脏、胰腺、脾脏、
胃、十二指肠、全小肠和结肠等腹腔消化器

官整块移植。这不仅是中国的“第一例”，也
是亚洲第一例腹腔多器官簇联合移植手术。

劈离式肝移植难度已很高，而将两个供

肝人的肝脏拼接起来再移植给患者则更加

困难。2007 年 12 月，一名体重 85 公斤的

15 岁女患者来到瑞金医院。由于种种原
因，亲属捐献肝脏的活体肝移植无法实

现，等待自愿捐献的肝脏也可能遥遥无期。
最后，医院决定将 45岁父亲的左半肝和 43

岁母亲的右半肝这两块健康肝组织移植到
患者女儿体内。这次肝移植涉及三个手术，3

组麻醉医生严阵以待。当天医院还配备放射

科、超声科和出凝血专家，37位医护人员守
在手术室。17个小时后，手术圆满成功。而当

时，全世界能够实施“两供一受”活体肝移植
手术的国家不超过 5个。此后，全国各地医

院纷纷跟进，形成了众多实力雄厚的器官移
植团队。经 4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器官移植

手术量如今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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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昨天，上海海关召开
“进一步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 推动大数据平
台建设”企业宣讲会。会上，上海海关联合中远海

运集团、上港集团及上海市报关协会, 共同倡议
AEO高级认证企业为参与建设跨境贸易管理大

数据平台增添力量与智慧，携手打造更为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跨境贸易营商环境。

上海海关介绍，今年以来主要通过推广“提

前申报”、建立“容错机制”、精简随附单证、优化
税收征管、优化实货监管、再造通关流程以及推

进跨境贸易管理大数据平台建设等七项举措，
不断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提高通关时效。今

年一季度，上海关区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
较 2018年缩短了 31%和 23%。

2018年,上海海关联合中远海运集团、上港
集团，在上海口岸全面开展跨境贸易管理大数

据平台建设，将船公司、航空公司、海港、空港、

进出口企业、税务、工商、外汇等各类贸易链、物

流链数据，与海关通关监管数据进行智能集成，
共享信息资源，精简通关手续，做到“让信息多

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切实提升跨境贸易便利
化水平。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大数据平台已汇集

生产、贸易、物流、税务、工商、外汇等各方数据
7亿多条，并与“单一窗口”、船公司和港务部门

实现无缝对接。通过平台探索建立智慧通关新

模式，企业不仅能够自主提前申报，还可提前安
排提箱计划，实现“优享订舱”和“靠泊直提”。

会上，大数据平台试点企业之一上汽大众
表示：“海关大数据项目的理念打动了我们，整

合发货人、收货人、海关、港区、承运商的信息，
直接通关，这就是未来通关的发展方向”。另一

家试点企业中远海运集团举了一个实例，一票
来自荷兰的货物，抵达上海港前 2天，客户就已

实现货物申报，并在次日获得放行。因货物抵港
前已完成单证放行的工作，所以在卸货后不到

20小时，客户就可提货离港。相较于以前，耗时
从原来的 130个小时大幅缩短至 20小时内。

    本报讯（见习记者 郜阳）在上海加

快推进科创中心建设的“加速道”上，集
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领

域已经成为科技创新和政策支持的战
略高地。昨天，诞生于上海的人工智能

企业依图科技发布了自研云端视觉推
理 AI 芯片“求索”，以及基于该芯片构

建的软硬件一体化系列产品和行业解

决方案，标志着上海高端芯片自主研发
能力的提升。

“摩尔定律的终结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算法即芯片

时代。”依图科技联合创始人、CEO朱珑介

绍，“算法即芯片这句话非常本质，只有找

对问题、找对场景、用对算法，并为此定制
芯片，才有可能做到极致性价比。”
在发布现场，依图科技首席创新官吕

昊手持一台体积与 15英寸笔记本相当的
依图原子服务器，成功带动 200路摄像头

同时完成实时人脸识别和比对任务。求索

芯片针对算法做了专门优化，适用于人脸

识别、视频结构化分析、行人再识别等多种
图像和视频实时智能分析任务。在实际的

云端应用场景，求索芯片最大功耗仅 20

瓦，比一个普通的电灯泡还小。

记者看到，一条主干道或者一整个小
型园区所需的智能终端设备，只需要小小

一台单手可持的服务器便能驱动，为智慧

城市、智慧交通、智能安防、智能零售等大
规模 AI行业应用的落地和普及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数据中心应该让客户‘建得起、
用得省、算得准’。使用求索构建的视频解

析系统，将原本需要 16台机柜的方案压缩
到 1台，使整体建设费用投入减少约一半，

运维成本降低 80%。”朱珑说。
“未来，我们希望能让一万路智能视

频解析成为标配，来解锁包括机场、火车
站、小区、城市道路、学校、医院等在内的更

丰富场景。”朱珑信心满满。据悉，求索芯片
既可以服务云端，也能放在边缘。

7 亿条大数据让通关更便利 新一代“上海芯”或让城市更智慧

优化营商环境

    我国的器官移植技术已处

于世界领先水平 ， 而今天的成

果 ， 很大程度上源于40多年前

第一代器官移植探索者的大胆

尝试———1977年 10月21日 ，瑞金

医院为一名42岁的男性肝癌晚

期患者进行了肝移植手术 ，拉

开了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发展的

序幕 ；次年 ，中国首例心脏移植

再次诞生在瑞金 ， 这同时也是

亚洲第一例心脏移植术。

本报记者 左妍
通讯员 朱凡 杨秋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