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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家医院日前把一个
猪肾移植给一名脑死亡患者，
没有立即引起排异反应，向着
为人类移植动物器官并最终解
决捐赠器官紧缺问题迈进
一步。

基因改造

据路透社19日报道，纽约
大学兰贡医疗中心上月实施了
手术。患者已经脑死亡，出现
肾功能不全迹象。征得患者家
属同意后，医生把一个猪肾连
接到患者的一对大血管上，猪
肾留在患者体外，用于观察手
术效果。

主刀医生罗伯特·蒙哥马
利说，由于移植猪肾经过基因
改造，手术没有立即引起排异
反应。与患者血管相连后，猪
肾正常发挥过滤废物、产生尿
液的作用，排尿水平与移植人
类肾脏相当。患者手术前肌酐
水平异常，在移植后恢复正常。
肌酐水平是衡量肾功能是否健
全的指标之一。

他说，猪细胞中一种名为
alpha-gal的糖分子会引起人
体排异反应，而这次手术的“肾
源”是一头经基因改造、去除这
种糖分子的猪，因此患者没有
出现排异反应。

短期方案

移植手术后3天，患者生命
支持设备按预定日期去除。

美联社援引蒙哥马利的话
报道，患者生前希望捐献器官，
但出于某些原因无法实现，其
家人因此同意让她接受猪肾移
植，以这种方式让她为医学研
究作出贡献。

蒙哥马利说，这次手术及
先前研究令肾衰竭晚期患者有
望实验性接受猪肾移植，最早
在一两年内实现。这可能成为
重症患者急缺肾源的短期解决
方案，甚至可能成为长期方案。

路透社援引美国非营利机
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组织数据
报道，美国现有近10.7万人等
待器官移植，其中9万多人等待
肾源，平均3到5年才能等到
肾源。

蒙哥马利医生3年前接受
了心脏移植。他说：“我曾经是
那些人中的一员，他们躺在重
症监护室里等待捐献的器官，
不知道能否及时得到。”

把动物器官移植给人类的
研究已经开展相当长时间。据
美联社报道，20世纪80年代，美
国曾有一名病危婴儿接受狒狒
心脏移植手术，在手术后21天
去世。 新华社特稿

肾脏在体外“成活”3天

猪肾移植人体实验
初步成功 10月20日是世界骨质疏松

日。全国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
示，我国50岁以上的人当中有1/
5已经患上骨质疏松症，骨质疏
松已成为困扰老年人群的主要
疾病。对此，医学专家建议，预
防骨质疏松，50岁以后应每年检
测一次骨密度。

建议50岁以后
每年检测一次骨密度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量
低下、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
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多发于中
老年群体，早期症状并不明显。
疼痛、驼背、身高降低和骨折是
骨质疏松症的特征性表现。骨
折是骨质疏松症的直接后果，轻
者影响机体功能，重则致残甚至
致死。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
任夏维波、副主任李梅、住院医
师崔丽嘉介绍，骨质疏松症是骨
强度下降、骨折风险增加的代谢
性骨骼疾病，其引发的骨质疏松
性骨折等多重并发症，不仅严重
威胁健康和预期寿命，也给家庭
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全国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
示，50岁以上的人群中有1/5已
经患上骨质疏松症，有46%已经
出现骨量减少。但在临床中骨
质疏松症的治疗率较低，数据显
示：只有10%患有脆性骨折的老
年女性实际接受了骨质疏松的

治疗。
医学专家建议，骨质疏松不

是自然现象，而且可以预防，发
现后也能够有效治疗。40岁先
做一次骨密度检测，了解自己的
骨量处于什么状态，50岁以后每
年检测一次骨密度。

避免误区
骨质疏松并非老年人的专利

医学专家提示，骨质疏松可
防可治，但一定要避免误区，预
防骨质疏松光补钙不行。

人的骨量总体呈现“正
常——— 减少——— 疏松”的趋势。
随着年龄的增长，30岁左右骨量
达到峰值，随着年龄越大，骨量
流失越来越快，就越容易发生骨
质疏松。但骨质疏松并不是老
年人的专利，年轻人如果出现腰
酸背痛、骨关节疼痛或轻微外伤
后骨折就要及时就诊。

除了遗传因素以及甲状腺
功能亢进、糖尿病等疾病之外，
营养不均衡、活动量不足、嗜烟、
酗酒、过量摄入咖啡因和碳酸饮
料会增加骨质疏松的发病危险。
很多人觉得，出现骨质疏松就是
缺钙，只要补充足够的钙就没事
了，其实如果体内维生素D不足，
即便补充再多的钙，身体也无法
有效吸收。因此，骨质疏松患者
在补钙的同时，还要补充维生素
D。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补充钙
剂和活性维生素D有助于延缓骨

量丢失，但并不能替代抗骨质疏
松药物。

预防骨质疏松
要从生活细节做起

医务人员提醒：预防骨质疏
松要从生活细节做起，合理膳
食、增加适量运动、保持健康的
生活方式尤为重要。

日常饮食预防。日常饮食
中要增加钙的补充，尤其是在儿
童期或青春期，可多食用一些含
钙量较高的食物，如牛奶、奶制
品、豆类、动物肝脏、蛋黄、海鱼
及鱼肝油等，还有能促进肠道吸
收钙的维生素D，以及有利于钙
吸收的大豆蛋白，都有预防骨质
疏松的作用。

运动预防。运动锻炼有利于
促进骨形成和骨重建，可以维持
或增加骨量，增加骨的弹性。中
年时期运动可以对机体产生很多
益处，老年时期更为重要，运动不
仅能减缓骨量的丢失，还能改善
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降低跌倒
的风险。老年人可根据个人情
况，多进行走路、慢跑、体操、跳
舞、骑车、球类运动等运动。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吸
烟、酗酒、喝浓咖啡等，会大大增
加骨质疏松的危险性。因此，要
合理膳食，戒烟戒酒，适当运动，
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才能有效
减少骨质疏松的发生。

据央视新闻、新华社

骨头好端端的怎么就松了？
预防骨质疏松要从生活细节做起

化身“光明使者”用匠心守护患者眼健康
——— 专访淄博正大光明眼科医院白内障专家王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