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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外科学、医学免疫学、器官保存、免疫抑制药物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迅
速发展，器官移植已经由梦想变成为现实，成为治疗人类各种器官衰竭性疾病的首选治疗方法。
全球有超过百万患者接受了器官移植治疗，多数移植受者由此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并恢复了正常生活
与工作能力。
器官移植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外科学范畴，而形成多学科交叉、多专业融合并且相互渗透、相互促
进的综合学科即移植学（transplantoIogy）。
　　整个器官移植的过程包括供者和受者评估和选择、供移植器官切取、灌注与保存、器官的植入手
术、术后排斥反应等并发症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以及术后长期随访等一系列环节，是一个连续、系统
的医疗过程。
不仅外科手术，术前与术后的综合管理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过程中，病理学在受者原发性疾病的明确诊断、供移植器官质量的评估、移植后各个阶段内多
种并发症的准确诊断与鉴别诊断，以及针对性治疗后的疗效观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直至目前，病理学诊断仍然是其他诊断方法所不能取代的，由此组织病理学诊断被称为移植物并发症
诊断的“金标准”。
在基础研究方面，作为临床与基础密切结合的桥梁学科，由最初的直至目前的移植学实验研究中，病
理学一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很好的促进了移植学的发展。
同时，移植学的探索与研究也为病理学提出了大量的研究课题，极大地推动了围绕器官移植相关并发
症的发病机制、病理组织学表现及其病理学诊断的研究，因此而逐渐在病理学中形成了一门新的分支
学科即移植病理学（transpIantation pa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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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多种原因，器官移植术后可能会发生移植物缺血／再灌注损伤、各种类型的排斥反应、免疫抑制
药物毒性损伤、感染以及疾病复发等并发症，目前对这些并发症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最佳途径为移植物
活检病理学诊断，由此病理学与移植学相结合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移植病理学。
随着我国器官移植临床与研究的深入，移植病理学的独特作用逐渐受到重视。
主编邀请国内外34位直接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汇集并系统整理了所有移植器官的病理学知识
与研究经验，共同撰写完成了我国首部《移植病理学》专著。
    《移植病理学》一书共117余万字，配有460余幅典型病理图片。
本书对器官移植学的基本知识予以简要介绍，进而详细和全面地阐述了移植病理学的基本概念、各移
植物并发症的病理学特点、病理学诊断要领和近年移植病理学的主要进展。
介绍了移植物活检基本方法、移植病理学基本技术以及移植实验动物研究的病理学表现特点。
同时也集中整理了所有移植器官活检病理学诊断的国际诊断标准，以配合各移植器官的临床活检病理
学诊断。
    本书主要读者对象为病理医师、临床移植医师、进修医师以及从事移植学和病理学研究的研究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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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实，1942年出生，福建晋江人。
医学博士，教授，中共党员，博士生导师。
1969年原武汉医学院毕业，1985年获同济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教授，教育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和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第四、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担任《中华器官移植杂志》总编辑，《Current Opinion in O rgan Transplantation》和《Transplantation》
杂志中文版执行主编。

    主要从事腹部器官移植临床及实验研究和移植免疫学研究。
曾先后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澳大利亚等国进修学习器官移植。
在国内率先施行临床胰腺移植和胰肾联合移植，填补了国内空白。
多年来，承担多项器官移植研究课题，包括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等。
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获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在国外学术刊物公开发表论文80余篇。
主编《移植免疫学》、《器官移植手术图谱》、《移植学前沿》和《临床外科急症学》等专著4部；
副主编《实用心肺移植学》、《中国肝移植手册》、《中国肾移植手册》（第二版）和《实用临床治
疗药典》等专著4部；参加编写《黄家驷外科学》（第六、七版）、《外科学》（七年制全国规划教
材）、《临床外科感染》、《腹部外科学——理论与实践》、《中国肝脏移植》、《器官移植学》、
《腹部外科临床解剖学》、《现代腹部外科手术学》、《肝胆胰脾外科进展》、《普通外科手术图解
》以及《外科手术解剖学》等教材和专著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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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器官移植发展历程和现状　　移植对人类一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从幻想变为现实经历
了漫长的过程，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历经坎坷，器官移植终于成为临床治疗器官终末期衰竭疾病
的重要手段，成为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医学成就。
移植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不断向其他医学领域扩展和提出挑战。
移植医学取得了如今的成就主要是基于以下的研究进展：对移植抗原系统和移植免疫基础逐渐深人的
研究、血管吻合和移植手术技术的成熟、器官保存技术以及各种免疫抑制剂的开发和应用。
　　目前，器官移植虽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但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扩大供移植器官的来
源，解决Et益严重的供需矛盾；研究移植物排斥反应以及移植物功能慢性减退的机制和预防措施，提
高移植物长期存活率；开发高效、低毒副作用的免疫抑制剂以及诱导临床免疫耐受，提高移植受者的
长期生活质量等。
　　追溯移植术发展的历史，大致可分远古传说和幻想、20世纪初期的起步、临床取得初步成功和稳
步、迅速发展四个阶段。
　　一、远古传说和幻想阶段　　东西方文化早年都有关于移植术的传说，大约公元前300年，中国就
有关于扁鹊为两个男子换心的记载（见《列子·汤问》），这是迄今国际上公认的有关器官移植最早
的文字记载。
在古代欧洲和其他国家也可见有关组织移植的传说和记录。
　　二、20世纪初期的起步阶段　　在血管重建技术建立以前，自18～19世纪开始陆续开展一些不需
要血管重建的组织移植，如牙齿、皮肤和角膜移植的动物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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