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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科联系与合作,提高器官移植技术应用水平

杨建勇

  =中图分类号> R617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0-0313( 2003) 01-0001-01

  1954年第一例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成功, 1972年我国首例肾脏移植手术的成功, 虽然在时间上我们

落后与国外十几年, 但经过我国医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在该领域已逐步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据资料统

计,我国现有一百多家医院开展了器官移植手术, 每年接受肾脏移植的病例超过数千, 而且手术后存活

率与国际发达国家水平相当。肝脏移植技术在我国正处于稳定和迅速发展阶段, 据有关专家预测, 到

2005年,我国将有十余个年手术量超过一百次肝脏移植手术中心,术后存活率将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另外, 28种其它器官的移植技术在我国也相继开展,总病例超过 13 000人,有些器官移植技术已经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可以预言,器官移植技术已经和即将成为治疗人类器官衰竭的有效手段。

器官移植技术涉及医学基础和临床学科的各个方面, 是医学各学科水平乃至生命学科各个方面及

社会学科发展的综合体现,没有手术技艺的提高, 移植无法实现;同时,如果没有免疫学和药理学结合的

成果,器官移植后排斥无法解决;如果没有社会观念和立法的进步与发展, 器官移植将无法继续发展,因

此,我们要十分重视科学各个领域的联系与合作。

医学影像学是近几十年来继分子生物学之后发展最为迅速的医学学科,由于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

展和现代工业材料和技术的进步, 现代医学影像学将医学工作者的视野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对病变

的显示和研究从解剖形态诊断逐步发展到形态与功能诊断相结合的水平, 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

它在提高器官移植技术应用水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医学影像学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对器官移植适应证的正确选择,有利于对移植手术时机的确定, 有利

于对供体和受体器官解剖(包括血管和功能性管道)的精确判断,有利于对急慢性排斥反应的早期诊断,

也有利于对各种手术后并发症的早期诊断, ,

另外, 值得高度重视的是, 医学影像学的新分支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为器官移植后并发症的处理提

供了创伤小、见效好的理想手段,这是介入放射学!

本刊这一期组织了/器官移植的影像学0专题,向读者介绍了国内部分肝、肾移植及其它移植开展较

多的医院在利用现代影像技术作为诊断和治疗器官移植后并发症的经验, 充分反映了同道们对这一课

题的高度认识和研究热情。文章所涉及的问题正是当前影响肝、肾移植远期疗效的重要问题,尽管我们

的经验还不多, 很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但我们迈开了可喜的一步。

对不同影像技术在器官移植围手术期相应器官的解剖和功能进行诊断的效率进行比较学研究应该

是今后工作的目标之一, 这有助于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并符合高效率的原则。另外,介入放射学对器官

移植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的处理方法的研究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 实践证明介入放射学技术能帮

助外科医生解决很多棘手问题,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更需要影像学医师、介入放射学医师和外科医师等

的良好合作与配合。在科研方法上,我们还需要前瞻的多中心研究和实验研究。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我国大多数医院将本属于同一学科的放射诊断和超声诊断分离成两个独立科

室,阻碍了学科内部合作与联系,有些甚至将 CT 和 MR也分割出来或独立,显然不利于影像学的发展。

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和珍惜学科间的联系与合作,为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乃至医学科学健康发展创

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合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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