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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根据在国外学习的亲身经历，结合在国内开展同类研究而
取得的成功经验组织撰写而成。
全书共12章，内容包括肝移植的基本理论、
发展过程、适应证选择、组织管理、手术操作、术后管理及相关实验研究，系
统、全面、准确而详尽地介绍活体肝移植的有关知识，充分反映该技术产生
以来业已取得的成功经验，可操作性强。
本书对我国肝移植工作者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同时也适合腹部外科、肝胆外科医师及研究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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