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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回撥到6月26日下午兩點，心臟已經進入終末期
的患者福伯和捐贈者同時進入了手術間，世界首例

「無缺血」心臟移植手術在中山一院緊張地進行。

歷時4.5小時 40餘醫護參與
兩間手術室，40餘名醫護人員，投入到了一場前所未
有的「換心大戰」中。4.5小時後，全球首例「無缺血」
心臟移植手術宣告完成。這場全球首例「無缺血」心臟移
植手術的成功，意味着「無缺血」心臟移植技術的創立與
「無缺血」肝移植、腎移植技術共同構成「無缺血」器官
移植技術體系，將器官移植的發展帶入了一個全新的時
代，向世界展示了器官移植革命性創新的「中國模式」。

心肌缺血損傷 傳統手術難免
「由於心臟是對缺血損傷最敏感的器官，若離體缺血

時間超過6小時，手術風險將大幅增加。」中山一院副
院長、器官移植科學科帶頭人何曉順教授介紹說，在傳
統移植手術過程中，心臟必須離體、停跳及冷藏，不可
避免會發生心肌缺血損傷，而心肌缺血是影響患者預後
的最重要因素，可導致術後受體心臟功能不全，心臟無
功能，甚至病人死亡等嚴重後果。因為心臟獨特複雜的
生理特性，「無缺血心臟移植」從理念萌生到臨床轉化
與無缺血肝腎移植相比，尤歷經艱辛。首先需要解決的
是在「全過程」中保持「無缺血、鮮活有力的跳動狀
態」。其次，在心臟跳動狀態下，傳統的心臟移植手術
方式，尤其是獲取和吻合部分是否能順利進行。最後是
人、心、機器的統一和諧。

灌注保溫系統 保障體外供血
為此，中山一院器官移植科、心臟外科、體外循環科及

手術麻醉中心等多學科團隊組成聯合攻關小組，經過兩年

多研究探索，進行了幾十例大動物實驗，從零開始，不斷
設計、摸索、驗證與優化灌注手術方案，最終探索出了一
套全新的心臟移植技術流程，並將該技術命名為「無缺血
心臟移植術」，手術中可實現心臟在獲取、體外常溫灌注
保存及植入的全程中有效血流不中斷，心臟始終處於生理
的跳動狀態。
在手術過程中，心臟外科醫生切除需要接受心臟移植的

患者僅能蠕動的巨大病變心臟。另一間手術室內，從心包
腔內游離出來的供體心臟，一刻沒有停頓地在灌注及保溫
系統器官槽內鮮活有力地跳動着，並且保持着正常體溫，
被順利轉運到受體手術間。
在心臟仍然有力跳動的情況下，醫療團隊進行了供心吻

合。「手術的記錄時間顯示，受心切下來灌注的時間是62
分鐘，我們供心切下來之後灌注裝到患者身上恢復正常循
環是61分鐘，時間掐得非常吻合。」實施手術的醫生之
一、中山一院心臟外科主任吳鍾凱教授表示。
而在這場手術開展前，中山一院10多個學科專家組成
的心臟移植團隊還進行了三個多小時的術前討論，對手術
的計劃安排、實施細節、應急預案等進行了詳盡的推演，
將手術過程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進行了模擬和應對演練，
確保手術萬無一失。

改善移植療效 患者存活更久
何曉順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無缺血」器官移植技術

能夠精確評估供體心臟功能，延長體外保存時間，大幅改
善移植療效，患者生存時間更長，生活質量更高。並能顯
著提高供體心臟的使用率，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首例
「無缺血」心臟移植患者福伯，於術後36小時拔除了氣
管插管，多次心電圖檢查未發現心肌缺血表現，超聲心動
圖顯示心臟射血分數從術前的16%升至術後78%，近日已
經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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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16日，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在廣州發布會

上宣布，團隊實現了世界首例「無缺血」心臟移植，移植過程中，全程不中斷移植心臟的血

供、不停跳，最大程度保護供體心臟功能。這是中山一院首創「無缺血」器官移植技術繼應用

於肝移植、腎移植後，首次應用於心臟移植領域。該技術的研究和探索歷時兩年多。團隊透

露，「無缺血」心臟移植手術未來可逐步向港澳及國際地區推廣，港澳居民亦可受惠。

11.. 66月月2626日下午日下午22時時，，受體患者福伯首先接受了受體患者福伯首先接受了漂浮漂浮
導管檢查導管檢查，，確保肺動脈壓力下降到可以接受手術的確保肺動脈壓力下降到可以接受手術的
程度程度

22.. 手術開始手術開始，，心臟外科醫生教授開始心臟外科醫生教授開始切除切除患者福伯僅患者福伯僅
能蠕動的巨大病變心臟能蠕動的巨大病變心臟。。在旁邊的手術室在旁邊的手術室，，心臟外心臟外
科醫生及護士組成的供體獲取組科醫生及護士組成的供體獲取組，，有條不紊地有條不紊地獲取獲取
供體心臟供體心臟。。總共兩間手術室總共兩間手術室，，4040餘名醫護人員同餘名醫護人員同
時進行時進行「「換心換心」」手術手術

33..隨着外科醫生迅速利落地置管隨着外科醫生迅速利落地置管、、阻斷阻斷，，醫院團隊特意為供醫院團隊特意為供
體心臟設計的體心臟設計的灌注及保溫系統灌注及保溫系統開始工作開始工作，，從心包腔內游離從心包腔內游離
出來的供體心臟出來的供體心臟，，一刻沒有停頓地在器官槽內鮮活有力地一刻沒有停頓地在器官槽內鮮活有力地
跳動着跳動着，，並且保持着正常體溫並且保持着正常體溫，，被順利轉運到受體手術間被順利轉運到受體手術間

44.. 手術醫生戴上了特製手套手術醫生戴上了特製手套，，將一直跳動着的供心自轉移槽內將一直跳動着的供心自轉移槽內
小心移送到福伯的心包腔內小心移送到福伯的心包腔內，，兩位教授醫生在心臟仍然有力兩位教授醫生在心臟仍然有力
跳動的情況下進行跳動的情況下進行供心吻合供心吻合

55.. 手術台下手術台下，，麻醉科團隊時刻麻醉科團隊時刻監測監測着福伯的呼吸着福伯的呼吸、、循環和神經循環和神經
系統狀態系統狀態，，調整着用藥調整着用藥。。體外循環團隊一直在福伯旁進行體體外循環團隊一直在福伯旁進行體
外循環下全身其他臟器功能的維護和保駕護航外循環下全身其他臟器功能的維護和保駕護航

66.. 手術結束手術結束3636小時後小時後，，受體患者受體患者拔除氣管插管拔除氣管插管，，多次心電圖檢多次心電圖檢
查未發現心肌缺血表現查未發現心肌缺血表現，，超聲心動圖顯示心臟射血分數從術超聲心動圖顯示心臟射血分數從術
前的前的1616%%升至升至7878%%

77.. 術後術後2020天左右天左右，，患者福伯已渡過了術後早期的全身炎性反患者福伯已渡過了術後早期的全身炎性反
應綜合症一關應綜合症一關，，心臟和各個臟器功能都心臟和各個臟器功能都順利恢復順利恢復，，近日出近日出
院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
怡廣州報道）何曉順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廣東毗鄰港
澳，希望可以借助粵港澳大
灣區的平台，讓內地醫療成
果惠及港澳同胞，期待「無
缺血」心臟移植手術成熟後
可逐步向港澳及國際地區
推廣。
香港立法會秘書處資料
研究組數據顯示，在香
港，病人等候移植腎臟平
均需要54個月，即要4.5
年。肝臟需要43.8個月，
即接近4年；心臟需要26
個月，約兩年多。
「香港人口相對內地較
少，捐贈器官數量也相對
少，病人輪候時間也更
長。內地無論是器官移植
技術方面，還是捐贈資源
相對較豐富。」何曉順
指，目前關於內地器官移
植到香港，相關審批機制
比較複雜，需較長審批時
間，為此仍難將跨境實行
「無缺血」心臟移植手
術。他也期望粵港澳大灣
區內可適當放開相關器官
移植過境的政策限制。
雖然「無缺血」心臟移植手術難跨境

進行，但港人可到內地進行相關心臟移
植手術。需到相關醫院門診掛號，讓教
授評估病情，提供香港居民身份證明辦
理移植等待手續，便可等候移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
道）世界首例「無缺血」心臟移植手術
成功進行後，引起了國內外的關注。16
日，原衞生部副部長、中國器官捐獻與
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透過視頻在
發布會上表示，中山一院一直以來是中
國器官捐獻和移植改革的先行軍，此次
心臟移植獲成功，再次證明了「無缺
血」器官移植技術的成熟與革新。哈佛
醫學院外科教授Stefan Tullius也發來視
頻表示，廣州團隊以一種最創新的手術
技術有效地避免了缺血/再灌注損傷。

這種技術成功的應用於肝臟移植及腎臟
移植後，又進一步在心臟移植中成功實
現。「看過簡短的手術視頻後，我對手
術整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歐 洲 移 植 協 會 前 任 主 席 Björn
Nashan 也發來視頻講話表示，「手術
進一步證明了無缺血心臟移植的可行
性，同時有可能顯著降低患者發生移植
心臟血管病變風險的機率，有助於提高
患者移植後的存活率，對需要心臟移植
的患者帶來了不可估量的獲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在今年4

月，中山一院副院長、器官移植科學科
帶頭人何曉順教授團隊的《「無缺血」
器官移植技術開啟「熱移植」時代》項
目榮獲2020年度國際質量創新大賽特
等獎。《美國移植雜誌》發表評論，稱
這是「器官移植發展歷史上的一個里程
碑，器官移植將進入『熱移植』時
代。」世界移植協會主席 Nancy
Ascher 表示：「『無缺血』器官移植可
以拓展至心、肺、腎等移植領域，並可
向全球其他地區推廣，有着廣闊的應用
前景」。

海外專家關注：應用前景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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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缺血」移植手術步驟

港人申請手術辦法
1. 前往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掛
號就診

2. 讓教授評估病情，確定身體狀況是否
適合進行「無缺血」移植。首例患者由
於患有嚴重心肌病、心力衰竭，且合併
中度以上肺動脈高壓，若實施傳統心
臟移植手術面臨的風險很大，故經
評估後安排進行「無缺血」移植

3. 提供香港居民身份證明辦
理移植等待手續。港人需到
符合條件的醫療機構登記身
份信息和醫學疾病相關信
息，上傳信息至中國人體
器官分配共享系統，輪候
移植手術。系統將按分值高
低排位自動匹配，病情越
重，分值越高

4. 等候移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手術開展前，心臟移植
團隊進行了三個多小時的
術前討論。 受訪者供圖

●●患者福伯於術後患者福伯於術後3636小時拔除小時拔除
了氣管插管了氣管插管。。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首例「無缺血」心臟移植患者福伯（紅衣
者）感謝醫院人員的救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攝

●●「「無缺血無缺血」」心臟心臟
移植手術歷時移植手術歷時44..55
小時小時，，實現了將捐實現了將捐
贈者心臟在贈者心臟在「「不中不中
斷血供斷血供」、「」、「不停不停
跳跳」」的情況下移植的情況下移植
給受贈者給受贈者。。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無缺血無缺血」」四優勢四優勢
1. 全程不中斷移植心臟的血供、不停

跳，最大程度保護供體心臟功能

2. 精確評估供體心臟功能，延長體外保
存時間

3. 大幅改善移植療效，患者生存時間更
長，生活質量更高

4. 顯著提高供體心臟使用率，挽救更多
病人生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