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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争着抢着割肝救母
母亲毫不犹豫割肝救女

涌动在生死抉择中的
血脉亲情最可贵

■宁波银行专栏

“普及金融知识，防范金融风险，共

建小康社会”“提升金融素养，争做金融

好网民”“正确使用金融服务，倡导理性

消费投资”……2019 年 9月，宁波银行

组织开展了“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

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

好网民”系列活动。

本次活动以营业网点为宣传阵地，利

用各网点LED显示屏、液晶电视播放活

动主题和口号，展播《防范非法集资公益

宣传片》《远离非法“校园贷”》等宣传视

频，在各网点开辟专区或布置宣传专栏，

摆放各类宣传海报、折页，并安排专人向

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进行讲解。

宁波银行将走进80多个社区和行政

村、多家高校和企业全面开展外拓宣传活

动。宁波银行以结对的金融知识教育基地

——水岸心境社区为辐射点，通过现场咨

询宣传、演出防骗情景短剧、播放金融知

识视频、开展金融知识“一站到底”活动等

形式，向居民宣传金融基础知识、投资理

财技能、理性借贷知识等，并将金融知识

宣传延伸至其他多个区域。

同时，宁波银行开展非法金融广告

识别和排查活动，征集“金融好网民”典

型案例，将优秀案例在电子渠道发布，

引导广大网民正确使用网络，不在网络

上传播、转发、评论金融谣言，抵制非法

网络行为，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创建良

好的网络环境。

宁波银行将充分利用官网、电子银

行、微信公众号等数字化渠道，通过报刊

媒体、社区、学校等外部渠道深入宣传，大

力倡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提高

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认知，引导消费者理

性选择风险收益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实现

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

为期一个月的“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

宁波市中心支行、宁波银保监局、宁波

证监局、宁波市委网信办主办，宁波市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各银行业金融

机构等单位共同参与，通过实施“双百

双千”行动——市区百家金融机构对接

百家社区，县域千家助农金融服务网点

对接千个行政村，深入开展进村入户金

融宣传教育，深入推进“金融普惠 校

园启蒙”国民金融素质教育提升工程，

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及风险提示，开

展远离不良校园网络借贷宣传。

本次金融联合宣传教育活动还将探

索制定“金融好网民”行为指南，发布“金

融好网民”倡议，传播“金融好网民”理念

等，大力开展金融素养教育，唱响金融好

声音，汇聚金融正能量，进一步维护安全

稳定的金融环境。

普及金融知识 传播金融好声音

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 童程红 通讯员 张林霞）宁
波医生凭借精湛的医术，帮助三对母子、母女“同‘肝’共
苦”，也填补了宁波乃至浙东地区活体肝移植手术的空
白。9月12日，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宣布，今年5
月以来先后完成的三例活体肝移植手术，都获得成功。

“不能没有妈妈，我们一定要救她！”今年5月，面对
已经陷入肝昏迷、性命危在旦夕的母亲，38岁的项丹丹
毅然决定捐肝救母。“当时我们姐妹三个人都抢着要
把肝捐给妈妈，最后是我的身体条件最好，就由我来
捐。”项丹丹说，如今她和妈妈的身体都恢复得很好。

今年5月24日、6月10日、8月22日，已经有270多
例肝移植手术经验的李惠利医院，先后成功完成了三例
成人间活体肝移植手术。让人感动的是，其中有两例是
捐肝救母。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这么做。”6月10日，
90后小伙小瞿把自己部分肝脏捐给了因为急性肝衰竭
生命垂危的母亲，从此他和妈妈成为“同‘肝’共苦”的母
子。

19岁的云南女孩车子燕，从13岁起就查出患有肝
豆状核变性的疾病，肝移植是她唯一的生路。8月22
日，妈妈杨芹香捐出自己部分肝脏，给了女儿第二次生
命。如今妈妈已经出院，女儿还要在医院继续接受治
疗。“别说是肝脏，只要可以救女儿，要我的命都愿意。”
杨芹香对记者说。

昨天，三对接受了活体肝移植手术的母子、母女聚
到一起，向所有医护人员表达了感谢。三个曾因病魔威
胁濒临破碎的家庭得以保全，有赖于宁波医疗技术的突
飞猛进。

“为了这几台活体肝移植手术，我们准备了十几
年。”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肝胆外科首席专家陆
才德教授说，2003年，医院就开展了肝移植手术。但因
为通过器官捐献获得的肝源远远满足不了肝病患者的
需求，近年来医院一直在培养人才、添置设备，为开展活
体肝移植手术做准备。活体肝移植具有等待时间可控、
质量保证、排异轻等优点，截至2018年，全国能独立开展
成人间活体肝移植手术的医院仅20家。

“李惠利医院成功完成的三例活体肝移植手术，填
补了宁波地区乃至浙东区域该项手术的空白。”宁波市
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黄加成说，活体肝移植手术的开
展，一方面能缓解目前供肝极度短缺局面，挽救大量终
末期肝病患者，另一方面也能促进宁波整体医学水平的
提高。

宁波医生连续成功完成三例
活体肝移植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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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命进入倒计时、危在旦夕的母亲，面对花季年华就时刻
面临死神威胁的女儿，他们做出了同样的举动：捐出自己部分健康
肝脏，延续亲人的生命。宁波医疗技术的突破令人振奋，而涌动在
生死抉择中的血脉亲情，同样让在场的所有人动容。

今年63岁的王女士是台州人，5月中旬，她忽然感到很疲惫，皮肤和眼
睛也明显发黄。刚开始以为是累着了，但休息几天后情况也没有好转，随
后她在当地医院被确诊为“自身免疫性肝硬化伴急性肝衰竭”。

经过人工肝治疗，王女士的病情短暂好转又后持续变差，陷入昏迷状
态，想要活下去，就只有肝移植这一条路。脑死亡患者捐赠的肝源可遇不
可求，王女士等不起，活体肝移植是最可行的方案。幸运的是，宁波市医疗
中心李惠利医院刚刚获得这项手术的资质，也具备开展手术的条件。

王女士有5个子女，其中老三老四是一对姐妹花双胞胎。5月20日，
远在东北的双胞胎姐姐项丹丹接到妹妹的电话，直接懵了。妹妹在电话里
说：“你快回来，医生说妈妈可能只有3天时间了！”

回到宁波后，项丹丹去ICU病房看妈妈，只看了一眼，眼泪就止不住
了：病床上这个昏昏沉沉、气息微弱、形容枯槁的女人，是自己的妈妈吗？

“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救妈妈。没了妈妈，我们这个家就
不是家了！”项丹丹说，她的两个妹妹也都想捐肝给母亲，但她觉得自己最
合适：“妹妹们都有工作，捐肝对她们的工作生活影响很大。只有我最轻
松，不用上班，我的肝脏也肯定好。”

经过医生的检查和评估，果然是项丹丹最适合捐肝。5月24日，母女
俩一起被推进了手术室。女儿的手术用时6.5小时，术中出血约500ml，母
亲的病肝切除和新肝植入手术用时8.5小时，出血约900ml，输自体血
800ml。术后不到一个月，母女俩都可以出院了。

如今，王女士恢复良好，一家人的生活也重回正轨。但面对记者，王女
士也吐露心声，她说当时自己病重昏迷，并不知道子女要为自己捐肝：“如
果事先知道，谁捐我都不要，哪个捐我都不舍得！”

三姐妹抢着给妈妈捐肝
妈妈说：“如果事先知道，
谁捐我都不要，我都舍不得！”

今年6月，面对着因为肝衰竭生命进入倒计时的妈妈，作为独生
子的90后小伙小瞿捐肝救母，让妈妈重获生机。

坐在记者面前的这对母子很精神，根本不像是做过捐肝、换肝大
手术的人。尤其是妈妈张女士，脸色白里透红，很难想象3个月前她
还是个濒临死亡的终末期肝病患者。

6月5日，50岁的四川籍新宁波人张女士突然发急性肝衰竭，住
进了医院。6月7日，因并发肝性脑病，出现三度肝昏迷。当时，病床
上的她，一动不动，脸色很差，看着很吓人。

张女士的肝衰竭不可逆转，已经失去了全部功能，唯一的生机就
是肝移植，而且是越快越好。小瞿打听过，去上海做肝移植，费用至
少六七十万元，能否等得到肝源也是一个大问题。听说李惠利医院
能做活体肝移植，费用只要十几万元，他来向陆才德教授求助。

小瞿说服了家人，打算捐肝给母亲。进一步的检查也让小瞿坚
定了捐肝救母的意愿：他身高体壮，肝脏体积有1286克，理论上可捐
献666克，而体重45公斤的妈妈只需要405克，可进行左半肝移植。

6月10日，母子俩同时躺在手术台上。供肝获取和修整耗时7
小时，术中出血600ml，病肝切除和新肝植入耗时9小时，术中出血
1000ml。

“你儿子救了你。”术后10天，旁人说漏了嘴，一直被蒙在鼓里的
张女士才知道儿子给自己捐肝的事。

“很心痛，我说要看看他的刀口，他也不给我看。”张女士说。
小瞿则表示，要是可以，他本打算一直瞒下去。
捐肝的事情“穿帮”后，小瞿用实际行动消除了妈妈的担忧：术后

不久，检查显示他的肝脏增生良好；术后一个月，他就回到了原来的
工作岗位；又一个月，他一口气跑了5公里。他说：“再给我一次机
会，我还会这么做！”

90后独生子捐肝救母
儿子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这么做！”

8月22日，对于来自云南的19岁女孩车子燕来说，意义重大。
这一天，她的妈妈杨芹香将一部分肝脏捐献给了女儿，赋予了女儿第
二次生命。

事情要从6年前说起。13岁时，子燕出现了皮肤、巩膜、尿液变
黄变稠的现象，在当地医院就诊，初步诊断是不明原因性肝衰竭。这
些年，一家人因此饱受折磨。车子燕无法像同龄孩子一样上学，父母
则为了给女儿治病，欠下了数十万元的外债。

这些年，子燕进过1次抢救室，做过4次人工肝治疗，身体状况却
一年不如一年。在一次治疗过程中，子燕被确诊为肝豆状核变性，医
学上也称之为Wilson病。这是一种铜代谢异常的罕见遗传性疾病，
发病率约为1/30000，主要影响肝脏，但也能影响大脑、眼睛和肾
脏。对于Wilson病，最好做到早诊断、终身治疗，但遗憾的是子燕被
确诊时已处于肝硬化失代偿期，能救她的只有肝移植手术。

然而，临床上用于移植的肝脏主要来自公民逝世后捐献，在全国
范围内都非常紧张，费用则高达60万元左右，手术风险也很高，这一
切都成了横亘在子燕求生路上的大石。

在宁波工作的亲友告知子燕一家，宁波有医院可开展活体肝移
植手术。于是，一家人慕名来到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求治。

以陆才德教授为首的团队，最终制定了由子燕的母亲杨芹香捐
献右半肝，进行活体肝移植的手术方案。这样一方面解决了肝源问
题，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移植费用。

对于捐肝，母女俩的态度不一。妈妈很高兴：“女儿有救了！”杨
芹香告诉记者，夫妻两人都希望能捐肝给女儿，但经过商量，丈夫是
家中主要劳动力，还是不宜冒险。

女儿则很纠结：“这些年，爸爸妈妈太辛苦了，我什么也不能为他
们做，现在还要妈妈的肝！”为此，她偷偷哭了好几次。

8月22日，手术如期开展。供肝获取与修整手术耗时5小时，术中出
血仅150ml，病肝切除和新肝植入手术耗时8.5小时，术中出血约900ml。

术后11天，杨芹香恢复良好，可以出院了。为了方便她继续陪
伴、照顾女儿，医院破例将子燕隔壁的病床提供给她。

如今，子燕已基本康复。以前浑身无力的她，上楼梯没几步就喘
不上气，现在已经好多了。

记者 孙美星 童程红 通讯员 张林霞 徐晨燕/文 记者 唐严/摄

活体肝移植到底是怎么回事？

肝移植是终末期肝病和符合移植标准恶性肝脏肿瘤的有效治疗手段。
目前，肝源有两种途径，一是公民捐献，即逝者捐献器官，第二种就是亲属之
间的活体捐献。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
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
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一般来说，临床中夫妻之间捐肝，设
定为夫妻结婚三年以上，或已生育小孩，可以捐肝。

陆才德教授说，宁波及其周边属于沿海肝病高发地区，不少患者需等待
接受肝移植治疗，但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远远不能满足肝病患者的需求，
不少患者在等待期间死亡或因病情进展而失去移植时机。特别是急性肝功
能衰竭患者大多是青壮年，往往需要进行急症肝移植，如1周内无合适供肝，
患者基本就会死亡。活体肝移植具有等待时间可控、质量保证、热和冷缺血
时间短、排异轻（血缘关系）等优点。只要符合条件的亲人愿意且能配对成
功，可以立即进行。

成人间活体肝移植手术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2018年共开展活
体肝移植800例，其中成人-儿童758例，成人间只有42例（占比5.25%），共有
20家国内顶尖医院开展活体肝移植。

捐肝对供肝者有损伤吗？

据了解，相比肾移植、骨髓移植，肝移植对肝脏的要求小很多，只需要血
型相同就可以了，有的亲属间血型不匹配也可以，只要符合输血原则就可以。

做活体肝移植，很多人最担心的是“用一个人的健康换取另一个人的健
康”。陆才德教授说，从长远来看，捐肝对人体影响不大。手术会给供者保留
足够的肝脏。且人体的肝脏再生能力很强，半年以后，肝脏能重新长出来，恢
复到原来的九成左右。

陆才德教授说，从已经做过的3例活体肝移植手术看，供者在手术8天后
检查，发现肝脏已经增生了20%左右。

活体肝移植费用是多少？

陆才德教授介绍，目前已经完成的3例活体肝移植手术，费用都在15万
元左右，只相当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同等手术费用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医保办有关负责人介绍，作为浙江省首批肝
移植医保支付省内四家试点医院之一，在李惠利医院做活体肝移植的患者，
只要符合手术条件并通过各种审批和相关伦理审查，可以用医保支付。不过
目前医保支付只限于受肝者，供者的医疗费用不能用医保支付。

40岁妈妈捐肝救女
19年后，她给了女儿第二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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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例“割肝救母”一例“割肝救女”

填补宁波乃至浙东地区该项手术空白

接受活体肝移植的患者和亲属与医护人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