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器官移植“六驾马车”助力健康山东建设
器官移植被称为“现代医学之巅”，承载着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重获新生的最后希望。

作为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肝、肾、心、肺、胰腺和小肠6种器官移植执业资质的医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

医院，以下简称“山一大一附院”)一直将器官移植作为医院重点打造的特色技术品牌，持续提升器官移植技术水平。1991年率先在国内开展第一例肾

脏移植，2000年开展首例肺脏移植，2002年省内首家开展肝脏移植，2003年开展第一例心脏移植，2004年开展首例心肺联合移植……截至目前，医院器

官移植团队累积完成肾脏移植超过3000例、肝脏移植超过800例、心脏移植超过160例，无论是手术数量、手术成功率，还是患者长期生存率均进入全

国前列，在领跑全省器官移植技术发展的同时，为众多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打开“生之门”。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毛瑞锋

立足国内肾脏移植

第一梯队

自1991年成功开展第一例肾移植手
术以来，山一大一附院肾脏移植团队已
经成功完成了3000余例肾移植手术，立
足国内一流器官移植团队的行列。

接受肾移植的患者中，有77岁的老
人，也有几个月的婴儿。团队成功跨越了
老人基础病多、术后管理困难的雷区，成
为当时省内接受肾移植年龄最大的病
例；克服婴幼儿供肾血管纤细、儿童受者
自身发育障碍等困难，为儿童肾病患者
续写生命。

数量多、患者年龄覆盖面广，这里的
肾移植类型也十分齐全。2018年4月，团
队完成山东首例ABO血型不相容肾移植
手术，填补了山东在此技术上的空白，也
让更多患者得到了肾移植的机会；在器
官供需矛盾突出的现状下，让更多患者
在血型不匹配的情况下也能得到重生的
机会；由于处理复杂、难度较大而在外院
鲜少开展的高抗体肾移植手术，经过术
前和术后口服免疫制剂、血浆置换等一
系列特殊的处理等一系列规范流程，在
山一大一附院已成为常规手术；亲属活
体器官捐献模式是很多肾病终末期患者
的首选方式，医院亲体肾移植每年达100
例以上，为众多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

立足前沿，为让供体遭受较少的创
伤，在其他医院还在开刀取肾的时候，
2009年，团队就在省内较早开展了腹腔
镜活体供体切取，刀口从原来的20多厘
米变成了仅有6厘米长。目前，科室活体
供肾的切取水平走在了全国前列，经腰
入路的后腹腔镜微创切取，避免了以往
从腹部入路带来的腹腔粘连、手术后恢
复慢等问题，创伤更小，恢复更快。

手术量的快速增加与移植技术质的
飞跃互相借力，形成良性循环，助力团队

不断攀登肾移植专业顶峰。团队在精准
配型策略、术后严格随访方面持续发力，
结合贯穿患者术前、术中、术后的个体
化、精细化围手术期管理，为肾移植患者
的高质量存活打下良好基础。

打造省内肝移植领域

新高地

作为国家卫健委公布的首批肝移植
准入医院，自2002年至今，山一大一附院
肝移植团队已经累计完成700余例肝移
植手术，近三年保持每年50—70余例。

20年累积与沉淀，让肝移植手术成
为这个团队的常规手术。如今，医院肝脏
移植团队开展的手术种类包括小儿亲体
肝移植、原位肝移植、背驮式肝移植、减
体积肝移植、活体肝移植、肝肾联合移
植、跨血型肝移植等各种术式，在手术例
数、手术成功率、患者长期存活率等方面
都居省内领先地位，围手术期死亡率远
远低于全国5%的平均水平。2022年，他
们创下了48小时完成4例肝移植手术的
纪录。

越来越多的患者慕名而来，让这个
团队在不断突破中攀越新的高峰。

近年来，寻求肝移植治疗的重肝患
者越来越多，他们就诊时大多具有肝昏
迷或者严重的消化道出血等肝衰竭症
状。不像肾衰竭患者有肾脏透析可以维
持生命，人工肝也只能短期应用。

虽然肝移植手术的成功率比较高，
但高成功率具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其中，
合适的手术时机，直接关系着移植手术
的难度效果，而长期肝病、肝衰竭会导致
凝血异常和营养状况差等，导致术中出
血风险高、操作困难和术后心肺功能关、
感染关、排异关等高风险。

尽管风险重重，但面对这些患者，肝
移植团队没有退缩。精准的术前评估、精
细的手术操作和精良的术后管理，成为
他们的底气。

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临床中高龄
患者越来越多，但由于老人年龄大、身体
机能退化，多数伴有心、肺、肾等器官功
能不全，手术风险也会更高。去年团队成

功为两名7 6岁老年患者完成肝移植手
术，刷新了济南市肝移植手术患者的年
龄上限。

引领区域心脏移植

专业发展

2003年，山一大一附院完成院内第
一例同种异体原位心脏移植手术，踏上
了外科手术治疗终末期心衰的征程。20
年来，已完成心脏移植160余例，连续三
年手术量全国排名第六位，走在全国前
列。

在延续中传承，在砥砺中前行。早在
2007年6月，国家颁布法律法规规范器官
移植，山一大一附院就成为当时由原国
家卫生部审批通过的我省唯一一家有心
脏移植资质的医疗机构。

2010年12月，由山东省科技厅批准
组建“山东省心脏移植与材料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2013年11月成为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2011年11月，山东省心脏移
植中心在山一大一附院挂牌成立。

两个省级中心的成立，为医院心脏
移植临床与科研有机结合建立了良好平
台，迅速提升了山东省在国内该领域的
地位及知名度。

目前，山一大一附院心脏移植手术
病种涉及各种心肌病、终末期瓣膜病、冠
心病大面积急性心肌梗死及复杂先天性
心脏病。

山东省首例、国内第4例心脏移植术
后怀孕产子，心脏移植手术18年后二次
移植……心脏移植技术不断提高，团队
的围术期管理经验日臻成熟，生命的“奇
迹”在这里屡屡上演。团队手术1年生存
率高于国际心脏和肺移植学会发布的心
脏移植报告数据，表明团队在心脏移植
综合管理方面走在了国际先进水平。

在将心脏移植作为常规手术挽救终
末期心脏病人的基础上，团队关注世界
前沿技术进展，面对心脏供体稀缺的现
实，2022年，实现山东省首例、全国第二
例的全球最小最轻、全磁悬浮人工心脏
成功植入，让众多终末期心脏病患者多
了一种选择。

推动器官移植事业

量质双升

除常规开展心、肝、肾移植以外，山一大
一附院在多器官联合移植，包括心肺联合移
植、肝肾联合移植、心肾联合移植以及胰肾
联合移植等技术方面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多项器官移植技术填补国内、省内空白。

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作为山
东省器官移植研究所、山东省医学会器官移
植分会主委单位，山一大一附院以责任与担
当为己任，一直致力于推进器官捐献与移植
事业发展。自2011年到2013年，医院协助山
东省红十字会和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在全省
各地宣讲器官捐献流程及脑死亡等相关知
识，助力山东器官捐献与移植各项工作。

同时，成立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
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组建了器官捐献工作
团队、器官捐献评估团队，实现了器官移植
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2023年7月，山东省卫生健康委依托山
一大一附院正式成立山东省人体捐献器官
获取医疗质量控制中心(OPO)，医院副院
长王建宁兼任中心主任。

中心落户以来，医院实施肾脏移植70
例，位居山东省排名第1位，移植随访质量
上报及时性100分，完整性100分，随访质量
100分；完成肝移植21例，心脏移植5例，肺
脏捐献12例，胰腺捐献2例。

近日，医院组织召开器官移植工作会
议，强调进一步完善医院层面统一管理、职
能部门靠前协调、临床医技科室密切配合的
良好工作机制，切实发挥好医院器官移植准
入资质全、技术力量强、团队协作好的优势，
加强器官移植术前评估、术中麻醉和术中、
术后监护、术后随访和康复的全流程管理，
切实守好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底线。

在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医教研一体
的器官移植中心目标指引下，未来，山一大
一附院将依托山东省器官移植研究所平
台，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一流器官移植中
心的合作，再攀器官移植高峰，为更多的终
末期器官衰竭患者提供一流的器官移植医
疗服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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