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人体低温冷冻保存起来，以便

在科技进步的未来实现复苏，这个科

幻电影中的场景真的有可能成为现

实吗？日前，山东银丰生命科学研究

院联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临床专家

实施了中国首例人体低温保存——

因罹患肺癌走向生命终点的展女士

签下遗体捐献手续，在死后低温保存

遗体，期待未来医学科技出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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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教育局

统筹谋划抓党建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华报道：支部主题党

日、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党代会精神宣讲、党
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专题学习、领导下基层、

“党风政风”热线直播……8月份，赤壁市教育局
频繁开展党建活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党风
政风改善，落实党的主体责任。

该局党组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强化树
立主体责任意识。8月7日，举行“支部主题党日”
活动；8月9日，赤壁市领导调研督导教育系统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强调在敢于担当，从
严管理，加强意识形态和统一战线工作，领导要做
好表率。8月11日，召开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宣
讲会，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同时，该局以“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为载体，深
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制度化、常态化。8月11
日，该局召开2017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法规
制度学习专题会，提升自我修养，增强拒腐防变能
力，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此外，该局党走群众路线，深入基层，将党的
责任落到实处。8月8日，该局领导走进广播电台
接受“党风政风”热线直播访谈，解答听众关心的
教育热点问题；8月10日，该局组织党员干部来到
茶庵岭镇罗峰村、峡山村开展“清洁家园”为主题
的基层工作日活动。

中国首例本土“人体冷冻”在济南完成

“起死回生”会成为现实吗？

罹患癌症，
她决定低温保存自己
2017年5月8日凌晨4时01分，在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东院舒适医疗病房中，49
岁的展文莲呼吸和心跳停止，主治医生宣
布病人已经死亡。

但她还要再经历一场“人体冷冻”术。
展文莲因罹患肺癌并多发转移，于3

月份入住齐鲁医院。在治疗末期，她的丈
夫听说了“人体冷冻”，并几乎是毫不犹豫
就接受了这个概念，“期盼未来医学科技带
来奇迹。”

为了让冷冻能在中国法律框架下进
行，展文莲的丈夫签署了两份文件——遗
体捐献同意书和银丰生命延续计划知情同
意书。展文莲的遗体，被捐献给了有遗体
捐献接受资格的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她以
这种方式，成为银丰研究院科研项目“生命
延续计划”的志愿者。

“人体冷冻”只是一种通俗化表达，更
为科学的表述，应该是“人体低温保存”。

继重庆女作家杜虹之后，展文莲是第
二个被低温保存的中国人。2015年，杜虹
的遗体被送往美国进行保存，而展文莲是首
个在中国本土冷冻并等待复活的“病人”。
不过当年杜虹只冷冻了头部，美国的冷冻机
构认为，只要能将大脑结构完整保存，人的
记忆也就不会消失。若未来“病人”能从冰
中复生，再造身体肯定也不是问题。

按照人体低温保存技术的实施
流程，在展女士生命终点即将来临之
前，银丰研究院的临床响应团队已在
医院周边待命了40多个小时。在主
治医生按照法定程序宣布临床死亡
之后的2分钟内，几位临床响应专家
迅速向她的体内注射了抗凝、抗氧化
和中枢神经营养等药物，并通过循环
系统快速输注冰盐水进行物理降温，
同时实施气管插管，启动呼吸机和
Lucas2等心肺支持设备，以保障身体
供血供氧，维持机体生理功能。之
后，展文莲的遗体被送上救护车，开
向银丰研究院。在那里，展文莲要经
历冷冻前最为关键的步骤——灌流。

美国专家阿伦·德雷克对即将开
始的程序并不陌生。来到银丰研究院
之前，他已经在美国最大的人体冷冻
机构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工作了近十
年，参与了70多例人体冷冻手术。

在他看来，“死亡”不是一个瞬时
概念，也并非不可逆。就算心脏停
跳、呼吸停止，人的身体和大脑，还

“活”着。在阿尔科，冷冻人被称为
“病人”。但在人体进入最后的低温
保存阶段之前，他必须尽可能保证，

“病人”不受或者少受冷冻损害。
冷冻最大的敌人，是水在低温下

结成的冰晶——冰晶会刺破细胞内
壁，造成极大损伤。所以，冷冻机构
必须用特殊的防冻剂置换人体内的
血液和水分。

和阿伦·德雷克一起上阵的，是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外科医生、麻醉
专家以及体外循环灌注师。他们从
展文莲的颈部和股部建立双通路体
外循环，在特制的低温手术台上，将
其体温降低到18℃左右。

然后，透明的、乳白色的防冻剂，
缓缓注入展文莲体内。降温仍在进
行，防冻剂变得越来越浓稠。它会成
为固体，但它不会结冰。这个过程，
叫做“玻璃化”。

灌流最终完成，已是近6个小时
之后。接着，展文莲的身体被转移到
大尺度程序降温床上。这是世界上
唯一一台可以连续将整个人体从常
温降到-190℃左右的自动控制设
备。它使用液氮蒸气进行快速降温，
配置了多个温度传感器，可以实时监
测数十个位置的温度变化。

整套流程下来，耗时55小时。

降温操作从临床死亡后2分钟内开始

展文莲的冷冻资金，大部分来自
银丰生命科学公益基金会。至于个
人出资多少，银丰研究院和展文莲的
丈夫都没有透露具体数字。

展文莲的丈夫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但“确
实没多少钱”；银丰研究院也一再强
调，“（他）只出了很少的钱”。

但做人体冷冻确实耗资不菲。
银丰研究院工作人员一项一项列出
了他们的支出：液氮罐，40万；程序
降温设备，40万；体外循环机，100
万；呼吸机，七八万；实验室搭建，

500万……“每做一次冷冻，光是冷
冻保护剂的费用就是二三十万。还
有手术的其他耗材费用，专家费用，
救护车费用等等。”人体进入低温保
存状态后，每隔10天到半个月需要
补充一次液氮，这一费用大约为每年
5万元。

2015年，重庆的杜虹在美国阿
尔科公司冷冻头部时，家属支付费用
为12万美元，包括美方人员食宿经
费4万美元。根据合同，只要条件允
许，将无限期保存遗体，并负责未来
可能出现的复活过程需要的费用。

耗资不菲，补充液氮每年约5万元

科技 察观
◢

复活，还是一个太遥远的话题
在实验室，哪怕是像小鼠、兔子这样的动物，目前

还没有完整的低温冷冻再复活的案例。中科院理化技
术研究所研究员刘静曾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现在能成功实施低温保存的只有相对简单的生物
学对象，连人体器官的低温冻存都非常困难，遑论人
体。

展文莲的丈夫亲手签署的知情同意书里明确写
着：“银丰研究院没有保证、担保或承诺生命延续研究
计划在未来一定会成功，也不能准确预测未来医学科
技的发展时间表，复苏技术基于未来医学技术的巨大
进步。”银丰人体冷冻专家团队表示，利用现在人类掌
握的低温生物医学技术保存人体，未来是否能够实现
生命复苏还是个未知数。尽管希望渺茫，但这项计划
可以激发社会和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对低温生物医学的
关注和参与，推动低温医学的发展，如果实现人体组织
器官低温保存、复苏和临床应用，将具有重大的医学价
值和社会意义。

人体冷冻后复活的难点
解释冷冻人体复活的难度，不妨举两个生活中

的事例加以说明，北方人知道，冬季没有保温措施的
水表和白菜很容易冻坏，冻坏的水表会膨裂漏水，冻
白菜会像烂泥一样不能食用。什么原因？冷冻的膨
胀会产生极强的破坏性，细胞中的水分因膨胀，会撑
破细胞膜，脱离细胞器，使水分遭受无法挽回的流
失。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一旦失去水分后果可想
而知。

尤其是超低温的冷冻，不仅仅使生物细胞遭到损
害，一些还会变得非常脆弱，尤其是肺，轻轻一碰，便
会破碎。所以，如何让细胞免受破坏，成为冷冻人体
复活的首要难题。有人设想将被分解的细胞再缝合
起来并送回细胞器内。但这要取决于分子和原子等
微观科学仪器的发明，它的精确度要达到十亿分之一
米。

退一万步说，即使实验获得了成功，还有社会伦
理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假如一个35岁的男子在
100年后“复活”，他的肌体依然青春如故，可能会在社
会中选择配偶。然而，这个配偶有可能就是他的重孙
女，而且双方还毫无察觉，到那时，这种可能就不再只
是天方夜谭了。再有，生老病死是人类世代相传的基
本前提，也是大自然的规律所在，破坏了它，人类会承
担什么样的后果，谁也不敢轻易断言。(本报综合）

市教育局召开协调会

确保每个学生有学上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15日，市教育局

召开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咸宁外校）片
区学生分流协调会。

会议就今年城区学校招生政策进行了解读，
详细介绍了咸宁外校和玉泉校区的学位情况和片
区内生源情况，对目前严峻形势进行了分析，并根
据今年城区招生政策，协商提出了咸宁外校片区
学生分流安置方案。由市教育局和咸安区教育局
协调各部门配合，将申报就读咸宁外校的非片区
学生进行妥善分流到城区其它学校，把咸宁外校
（玉泉校区）学位全部留给片区居民子女。

“教育部门坚持阳光招生，统一使用学籍管理
系统和网上招生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布招生政策，
公布咸宁外校录取名单，做到公平、公正和公开，
欢迎广大家长和社会参与监督。”市教育局相关人
员表示，将严格依据省教育厅及市教育局有关文件
精神，坚持相对就近免试入学，统一划分片区，对教
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根据实
际情况，采取多校划片，确保每个学生有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