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们提着肝脏供体

箱子回到医院时，在手术

室电梯口遇到了一个本院

的 老 护 士，60 岁 上 下，

满头金发，慈眉善目。她

问我们箱子里装的是不是

liver donor（肝脏供体）。

待我们报以肯定的答复后，

她流露出自然且庄重的神

情，轻声说了一句，“That’s 

the hope（那是希望）”！

这句话让我感怀至今。

是的，那是希望！对于患者

本人和他（她）的家庭而言，

那是满满的希望！肝脏移

植的神奇之处，就是在于能

够使一个危在旦夕的肝病

患者立刻转危为安，完全

康复，仿佛获得了第二次

生命。因此，从事肝脏移

植的医生，能够更多见证

奇迹转瞬发生，更常目睹

患者重获新生，更能体会

到职业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感受美国肝脏移植医生的自豪与幸福
▲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杨田

纽约西奈山医院举行的“年度呼吁器官捐献的慢走公益活动”（第一排右一为作者）

编者按：今年 1 月

以来，本文作者参加了

美国纽约西奈山医院

器官移植科的国际交

流培训，并有过多次摘

取供体器官和参与肝

脏移植手术的经历。此

过程让作者感触良多，

作者用笔记录了下来，

与本报读者分享。

对比美国的器官移植

事业，中国的发展现状令

人担忧，中国的从业医生

有种前途未卜的感觉。一

方面，自从 2007 年国家对

尸体供体来源的进一步规

范和约束后，中国尸体器

官移植数量明显减少，器

官移植专业呈现“僧多粥

少”，以至于不少器官移

植医生纷纷转换专业甚至

改行；另一方面，供体来

源紧缺的问题非但没找到

有效对策，更令人惊诧的

是，前不久媒体还报道了

有关部门为了“领衔”闹

得不可开交。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

希望何在呢？如何动员更

多民众志愿捐献，如何保

障捐献的普及化和常态化，

如何保证分配过程的公开

公平公正，如何加强制度

建设和有效管理，如何强

化机构间的联动合作，这

都是我们面临的现实矛盾

和严峻挑战。

在美国，从事器官移

植专业的外科医生，其收

入在各专业医生群体中属

于中上水平。当然，这与

他们的高专业要求和高劳

动强度成正比。

就像 Emad 医生，他目

前是住院医师的第二年，

年薪为 8 万美金，明年升

为主诊医师后年薪会达到

20 万美金。与薪酬对应的

是，每次取回肝脏后他还

要负责修肝，接着上移植

的手术台一直站到关腹结

束。像他这样的住院医生，

24 小时甚至 36 小时保持不

休不眠和高度紧张状态，

是一种常态。

而国内器官移植医生

同样辛苦，甚至“更胜一

筹”。因为国内的医生人

均管理床位数多，而且还

要 自 己 写 病 历、 术 前 谈

话、术后医嘱、观察术后

病情。在美国，这些事情

由不同的人完成。然而，

国内器官移植医生的收入

状况呢？他们要经受的压

力呢？

彻底摆脱游走在道德

和伦理边缘的重压，光明正

大地从事救死扶伤的崇高使

命，获得巨大付出后换来精

神和物质双重回报，这何尝

不是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

梦想和希望呢？

之 后 至 今 的 这 两

个 月 内， 我 还 有 多 次

在 纽 约 州 内 摘 取 肝 脏

的 经 历， 都 是 乘 坐 救

护车一路呼啸来去的。

有 两 次 恰 逢 上 下 班 高

峰 时 段， 然 而 救 护 车

依 然 能 够 开 得 一 路 飞

快 没 有 耽 搁。 这 让 我

有 感 于 美 国 公 民 素 质

之高。

当救护车行驶在高

速路上时，前方将要遇

到的车辆几乎都会提前

变道，让出内道来让救

护 车 先 行 —— 真 可 谓

“绿色通道”、“生命

通道”！

在 美 国， 被 许 可

开展移植的医院以各

自所在州为单位建立

组 织， 捐 献 登 记、 捐

献 评 估、 器 官 获 取、

器官分配、信息共享、

采集供体、移植后随访

等各个环节都按流程

化进行。每个需要接

受肝移植的患者会加

入到所在州的等待供

体名单中，就诊医院

根据患者肝功能状况、

肿瘤进展程度、已等候

时间等多项指标综合

评估打分，等候期间定

期复查后会再次评估。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这个等候名单可以在

网上查询到，医生和

患者可以根据名单了

解到患者的排队位次，

大致估计出等到供体

的时间。这样就保证

了供体普遍紧缺情况

下的公平公正和机会

均等。

当 然， 也 不 排 除

有少数特殊的 “插队

优 先” 可 能， 比 如 我

参加的第一个肝移植

手术就属于这种情况。

那是一位白人中年女

性，遭到家庭暴力后

情绪沮丧，吞服了大

量非甾体类镇痛药物，

导致急性暴发性药物

性肝损害，危在旦夕。

她最终幸运地接受了

急诊肝移植，重获新

生。我原本认为这段家

暴经历可以不用在病

历中描述，但住院医生

告诉我，对于通过“插

队” 患 者， 移 植 医 院

需要尽可能交代清楚

原因和经过，做到有

理可依、有据可循！

在国内时，我还从

未有过摘取供体器官的

经历。来到美国 3 个月

的一日凌晨，我跟随着

美 国 医 生 Emad， 乘 坐

一架小型私人飞机前往

纽约州毗邻的佛蒙特州

摘取供体器官。这一次

不寻常的“取肝”经历

至今难忘。

器官捐献者是一位

年仅 27 岁的年轻白人

女性。她选择自杀离开

人世，被发现经抢救后

处于 “植物人”状态。

虽 然 心 跳 呼 吸 尚 存 但

是 每 况 愈 下。 她 生 前

签 过 自 愿 捐 献 协 议，

她 的 父 母 也 同 意 捐 献

女 儿 的 部 分 器 官（ 除

心脏外）。

记得那个女孩被推

进手术间时，她的床头

放着一个玩偶小熊，还

有一张与父母的全家福

照片，照片上的她笑容

灿烂。手术开始前，所

有医生和护士都保持沉

默肃静，由巡回护士宣

读了一段话，大致内容

是对她志愿捐献器官之

举的歌颂，并祝愿她能

够得到安息。

之后我们便开始了

紧张的切取过程，两个

多小时便完成了全肝和

双侧肾脏的摘取。Emad

医生的操作非常娴熟，

胆大心细，让我学到了

很多东西。返回途中他

告诉我，这是他第 80 多

次负责取肝了。那天恰

好是五一劳动节，我想

这应该是我有生以来过

得最有意义的一个劳动

节吧！

机会
是均等的

第一次“取肝”

绿色生命通道

“那是希望！”

中国移植事业何去何从

期待摆脱重压后的双重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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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整形美容

行业可谓机遇与风险并

存。针对医疗纠纷，我

国目前更多选择司法鉴

定，而司法鉴定很重要

的依据便是专著。该书

的出版为医疗纠纷的鉴

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微创整形外科学》

内容涉及微创整形外科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术、

微创面部轮廓整形、微

创乳房整形、注射整形

美容技术等方面。涵盖

了微创整形外科领域最

前沿的新知识、新技术

和新进展，将进一步规

范我国整形微创临床教

学与培训，确保微创在

整形外科的正确应用与

医疗质量的引导，促进

整形医学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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