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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荣荣

所谓“换头术”只是
头移植外科实验模型

古往今来，国内外的科学家们，都渴望
知道“头”和“身体”的关系。也有许多科学
家执着于探索头离开身体以后，大脑是否还
可以思考，是否还有短暂的意识？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换头
术”就已经进入公众的视线。苏联科学家
曾把一只狗的头移植在另一只狗的背上，
成了“双头狗”，但因为移植上去的狗神经
没有办法和受体融合，这只狗只存活了 3
天。上世纪70年代，美国科学家也在狗身
上做了换头实验，但那只狗存活时间还不
到24小时。

从全球来看，意大利神经外科医生
塞尔吉奥·卡纳维罗无疑是最热衷于“换
头术”的人。2015 年，他宣布了一个轰
动世界的消息，称将在两年内进行世界
上首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俄罗斯患者
瓦列里·斯皮里多诺夫将接受手术。但
后来，斯皮里多诺夫改变了主意，他决定
采用保守的康复治疗来改善自己的肌肉
萎缩症状。

“‘换头术’的概念提出来很早，但之后
其他器官比如肝脏、肾脏等的移植技术都
有了较大进展，但头部移植始终不行，一个
关键问题就在于中枢神经再生难以实现。”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东院区神经外
科主任张更申告诉记者。

直到今年 11 月 17 日，据外媒报道，卡
纳维罗宣布：经过 18 个小时，世界第一例
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已经在遗体上实施，手
术成功连接了两具遗体的脊椎、神经和血
管，研究团队即将为颈部以下瘫痪的活人
做移植手术。

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传出后，关于
“换头术”的争议再起，所谓第一例“换头
术”，究竟是噱头还是突破？

在进行探讨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
下“换头术”是如何进行的。根据有关介
绍，手术中首先要冷冻病人的头及捐赠者
的躯体，之后用非常锋利的手术刀，切下颈
部以及相连的血管和脊髓，为了让大脑和
脊椎神经跟捐赠者躯体连起来，要用聚乙
二醇冲洗受体头部和供体身体的融合区
域，使二者的脊髓末端合为一体。术后病
人的昏迷情况可能持续好几周时间，期间
医生会用电极刺激病人的脊柱，进而加强
其与新神经的连接。

“这次所谓的头颅移植手术是在遗体
上进行的，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之为手术。”
张更申认为，手术应该是指在活体上进行
的操作，在遗体上进行的实际是解剖学
研究。

这次卡纳维罗所称的“换头术”由来自
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教授团队完成。
主刀者任晓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
次完成的是一例人类头移植外科手术模型，
只是一次医学实验，不能说“成功”，应该说
是“完成”了实验，但也是一次重要突破。

张更申介绍，当前的医学技术已经可
以做到血管、肌肉、骨骼的连接，但是最关
键的问题是离断后的脊髓如何做到神经再
生和功能重建，国际上还没有突破性的研
究进展，“现在就谈活体头颅移植，没有太
多现实意义。”

“到目前为止，甚至没有在动物身上进
行过完整实验研究的数据和结论，以支撑
头部移植手术可行性的论断。外科手术研
究没有在动物身上实验成功之前，是不能
在人体上进行实验的。”张更申认为，必须
有持续的、可重复性的动物实验证明，头部
移植手术才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奇 妙 科 技

DNA修复关键蛋白

研究获得重大突破
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蔡刚教授团队在DNA

修复关键蛋白研究方面获得重大突破，在国际上首
次在亚纳米尺度上描绘出ATR激酶的三维结构，通
过获知这种蛋白对DNA损伤的响应机制，有望指导
抗癌新药的开发。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了
该成果。

在国际学界，ATR激酶被视为潜在的癌症治疗
靶点。处于待激活状态的 ATR，一旦检测到 DNA
损伤迹象，会迅速被激活。高分辨率的结构信息揭
露了 ATR 激酶的调控位点，阐明其调控机制，有望
指导新型癌症治疗药物的开发。

目前，蔡刚团队正在对酵母 Mec1-Ddc2 复合
物及人类 ATR-ATRIP 复合体的不同激活阶段进
行成像，希望能开发出特定性更强、效率更高的
ATR 抑制剂，以探索优化癌症治疗的可能性。

眼神交流可使婴儿

与成人脑电波同步
此前有研究显示，当两个成人交谈时，如果他

们的脑电波是同步的，那么沟通会更成功。近日英
国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与婴儿进行眼神交流可使成
人与婴儿的脑电波实现同步。

当父母和婴儿互动时，他们的眼神、情感和心
率等都可以实现同步。为了解他们的脑电波能否实
现同步及其产生的影响，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
利用脑电图分析了 36 个婴儿的脑电波模式，并与
成人的脑电波进行对比。

研究人员发现，当成人与婴儿直接进行眼神交
流时，婴儿会发出更多“声音”，表达其希望交流
的意愿，且此时二者的脑电波同步程度更高。这一
机制有助于让父母和婴儿为交流做好准备，使学习
变得更加高效。

早秃顶少白头男性

患心脏病风险偏高
近日，欧洲科学家发现，不到 40 岁即秃头或

头发花白的男性患心脏病的风险偏高。
欧洲心脏病学会以40岁以下印度男子为研究对

象，其中790人患有冠心病，另外1270人健康、无
心脏病历史。研究人员发现，冠心病患者出现少白
头的几率为 50%，而无心脏病男子少白头几率为
30%；患冠心病男子秃头的几率为49%，而无心脏
病组这一几率为27%。研究参与者卡迈勒·夏尔马
说，这可能与人体生物学年龄有关，“某些患者衰老
得更快并由他们的头发变化反映出来”。

本组稿件/记者刘荣荣综合新华社稿件

近日，有科学家宣称世界首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已经“成
功”实施。消息一出，就在全球范围内遭到强烈质疑：是科学
突破还是博取眼球的噱头？专家表示，这次所谓的头部移植
手术，是在遗体上进行的，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称之为手术，实
际上属于解剖学研究，而活体“换头术”目前从技术上来讲仍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海洋中的微塑料通过食物链进入到海洋生物体
内 ，最 终 威 胁 人 类 健 康 ，被 称 为 海 洋 里 的

“PM2.5”。进行海洋微塑料调查，是日前正在执行
任务的我国“向阳红 01”船的科考任务之一。图为
科考队员获得的海水滤膜，滤膜将用于微塑料调查。

新华社发

探秘海洋里的“PM2.5”

中枢神经连接和再生

仍是世界性难题

有人提出，断了的手指，只要保存得当，缝
合之后还能恢复如初，那么，人脑的中枢神经为
什么不能连接和再生呢？

“心脏、肾脏等器官如果保存得好，几个小
时内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手部两三天都有存
活的，但是头部不行，几分钟内就可能造成不可
逆的损伤。此外，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也完全
不同。人脑与脊髓连接，组成人体的中枢神经
系统，是整个神经系统的控制中心，中枢神经一
旦被切断，将不会生长，其功能也得不到恢复。
因为中枢神经功能极其复杂，呼吸、血压、体温
等基本生命状态的维持都靠脑干，它的位置在
后脑勺，过去称之为手术禁区——因为只要有
轻微的损伤，病人便九死一生。现在科学技术
虽然进步飞速，但是对于脑干区域的神经连接，
人们还是望而却步。”张更申解释说。

他告诉记者，现在人们对大脑神经的认识
仍是冰山一角，所以临床手术时有时需要进行
术中唤醒，边做手术边确定功能区，以最大限度
减少对脑部神经的损伤。

“头部移植手术并不像把灯泡换到新插座
上那样简单。”纽约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学主
任、著名器官移植专家卡普兰博士称，人的大脑
有数以百万的神经末梢，不可能简单轻易地重
新连接，他和自己的团队正在从事面部移植手
术的研究，“完成面部移植手术已经很勉强了，
因为需要应对手术后面部出现的排异反应，更
别说头颅中上百万个细胞组织的反应了。”

针对所谓“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有
专家表示，这次手术或许很好地展示了如何将
大量的神经和血管重新连接，但这仅仅是一个
机体能够进行正常运行的最低要求。

那么，运用聚乙二醇，是否真的能够进行脊
髓连接呢？

对此，任晓平称，实验人员曾从狗的背部开
始，进行脊髓全切断，在切断后立刻把它融合，
融合的方式是用特殊的化学药物——聚乙二
醇。术后两个星期，狗能踉跄地走路。术后两
个月，它开始能跑。

但对于聚乙二醇是如何实现脊髓重生的，
任晓平回应，“太专业了。”他解释说，聚乙二醇
的作用是阻止细胞坏死、凋亡，也就是阻止钙离
子从细胞外流入细胞内，这样可以在细胞凋亡
前，把它融合。

“我们有千千万万脊髓损伤的患者，腰椎一
折断，脊髓就瘫痪了，也就是说自身神经稍微受
点损伤就不能恢复，何况是切断之后再连接上
异体呢。”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
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在动物实验中已经证实，脊髓是接不上去
的，现在炒作要用“胶水”把神经粘起来，从而实
现脊髓横断再连接，这是不可能的。

据了解，医学界曾有一个将孩子严重受损

的脊髓重新连接的案例，但专家们指出，这个孩
子的脊髓神经并非完全切断，而是受损，这意味
着神经还有足够的能力修复和增强，并且，接受
手术的是神经系统仍处于发育状态的小孩。

“这种手术的成功，已经是现代医学的一个
奇迹了。”专家表示，将一个成人完全切断的脊
髓神经重新连接到另一个人身上，至少还需要
实现“4 个这样的奇迹”，这其中还没有考虑细
胞排异和人体免疫的问题。

黄洁夫指出，“大家都知道肝移植、肾移植
等器官移植会有排异反应，虽然现在已经能够
控制得比较好，但这毕竟只是一些小器官，对身
体整体来说，只占很小的比例，用免疫排斥药还
是可以控制。但如果换头的话，很难想象要用
多少免疫排斥药，光吃这些免疫排斥药，就会把
人治死，因此从技术上是完全不可行的。”

实现“换头术”
还需过“伦理关”

在人类器官移植史上，伦理道德问题一直
备受关注。“头部移植手术已经成功”的消息一
出，人们就纷纷质疑：换头之后，我是谁？

东南大学医学伦理学教授孙慕义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人的情感都是由大脑控制的，如果

“换头术”成功，大脑将支配一个陌生的躯体，这
可能是移植手术者最不能接受的。他说，“换头
术”涉及到人的“角色定位”问题，还有社会身份
确认问题，即使移植技术成熟了，也要事先做好
伦理学、社会学、法律方面的前期功课。

“技术只能回答能不能做成功的问题，但要
不要做、应不应该做却是伦理层面的问题。”黄
洁夫说，从一个外科医生的角度来看，人身上每
一个活着的细胞都是这个人的一部分，而且在
他做器官移植的经历中，确实有许多案例证实，
器官被移植后，受体可以通过被移植的器官接
收到供体信息，所以应当坚持“医学有禁区，科
学有红线”的态度。

对于种种争议，任晓平表示，人类医学发展
史就是在一个个争议中走过的，1953年第一例
肾脏移植手术，当时学术界、社会上都批评不应
该做，人应该正常死亡，旁人不能改变这个历
程。第一例心脏移植也如此，甚至都有民众递
诉状，认为医生不合理、不合法、大逆不道。

“作为医生这是我的使命，伦理最基本的要
素是生命、生存，没有生命和生存无法谈伦理。医
学伦理学是为了治病救人。一个新生事物出现，
人们大可以去规范它，讨论它，但是不能阻碍它，
历史证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碍。”任晓平说。

“随着移植技术研究不断推进，社会伦理、
医学伦理也应更加完善和规范起来。”张更申认
为，如果抛开“换头术”的种种争议不说，关于神
经再生方面的研究，仍是一项未来能够造福人
类的前沿研究，如果在这方面能取得重大突破，
就能让瘫痪的病人重新站立起来，让脑损伤病
人的脑功能恢复起来，“我们都期盼这样的突破
早一天到来。”

意大
利神经外
科医生塞
尔 吉 奥·
卡纳维罗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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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邢矿集团总医院扶贫

队到邢台市威县贺钊乡西郑河村开

展扶贫工作以来，通过开展“精准

扶贫”活动，让当地贫困户逐步过

上了幸福生活，让老百姓切实增强

获得感。

武某某这一户让扶贫队工作人

员印象深刻。武某某家里有 3 口

人，妻子和儿子患病，一家的重担

全落在武某某自己身上。前两年，

武某某为给儿子成亲，花光了所有

积蓄。但好景不长，儿媳妇去年因

病去世，武某某的妻子和儿子病情

加重，一家人过得十分艰苦。

刚到西郑河村开展帮扶时，武

某某并不是贫困户。第一次见到武

某某是在村口他临时搭建的棚子

里，只有他和妻子在。因为刚到

村，扶贫队员们直接走进棚子问他

们是贫困户吗？他们说不是，队员

们一想这肯定是漏评了。后来，通

过村干部了解了武某某家的相关情

况，扶贫工作队一致认为应该将其

纳入到贫困户中。随后，让武某某

写了贫困户申请书，在精准扶贫

“回头看”时将他们家纳入到了贫

困户中。

纳入贫困户后，扶贫工作队根

据他家的实际情况，为他们送去米

面油并为他们申请下来低保，在开

展养羊帮扶时，为他家送去了 6 只

羊羔。通过帮扶，他们家今年的收

入增加了近万元。

武某某老两口切实感受到扶贫

工作队是真来帮助他们的，经常请

扶贫队工作人员到屋里坐坐、拉拉

家常，脸上不再是第一次见到时的

忧愁与困苦，悲伤难过的泪水也变

为了激动幸福的眼泪。朴实的一家

人总是不停地说：“谢谢，谢谢你

们。”

笔者认为，只要用真情去帮助

他们，用实干让他们富起来，就一

定能换来贫困户幸福的笑脸。

（聂明辉、李蕴澍）

滦南国税：建税收普法教育基地
为提高税务干部税收普法工作

能力，营造良好税收普法环境，滦南县
国税局通过宣传展板、税收宣传月等
宣传形式，深入开展税收普法教育活
动，受到社会一致好评。 （高明）

行唐地税：准备环保税开征工作
行唐县地税局采取组织领导到

位、研读学习到位、部门沟通到位、实
地调研到位、宣传引导到位五措施，
并深入宣传《环境保护税法》相关政
策及立法意义，努力营造良好舆论氛
围。 （贾明会）

赵县地税：着力提升税法遵从度
赵县地税局通过以“调研+走访”

增强四个意识，以“管理+提醒”提供
阳光服务，以“剖析+解决”确保对各
类问题响应及时、处理高效、反馈到
位，提升纳税人税法遵从度。

（张晓峰、张玉婷、高伟玲）
宽城国税：提升纳税服务水平
宽城国税局坚持落实“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总要求，结合“放管服”改
革的不断推进，为切实提高纳税服务

水平，不断深化提高办税效率、创新
服务机制、推动国地税深度融合。

(赵辉、裴福刚）
行唐地税：优化大企业税收服务

行唐县地税局积极探索大企业
服务管理模式。今年以来，累计辅导
辖区内 31 户千户集团企业，共确定
大企业风险疑点 5 个，入库税款及滞
纳 金 60.18 万 元 ，风 险 有 效 率 达
100%。 （李杨、苏亚乾）

宽城国地税：加强合作受点赞
宽城国地税按照“合作提效、优势

互补”原则，整合资源，完善机制，加强
沟通，整体协调，以点带面，全面深化
合作，全力确保“进一家门、办两家事、
三方都满意”。 （赵辉、王利明）

行唐地税：召开作风纪律整顿会
近日，行唐县地税局召开作风纪

律整顿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强
化责任担当，树立学习观念，主动接
收监督。此次大会为营造风清气正

的氛围、树立创先争优的工作意识打
下良好坚实基础。

（李杨、苏亚乾）
大名供电：全力服务集中供暖
国网大名县供电公司针对全县

居民客户供暖用电需求，开辟供暖用
电绿色通道，加强电网运行监控，科
学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制定供电应急
抢修预案，保证供暖用电民生工程优
质高效。 （白静）

赵县地税：单管户核查显成效
赵县地税局通过整合力量明确

任务，统一口径分类实施，共享信息
联合协作，后续管理确保实效等措
施，顺利完成 1426 户单管户核查工
作，完成进度为87.34%。

（张晓峰、张玉婷、高伟玲）
大名供电：宣传冬季安全用电
近日，国网大名县供电公司组织

安全用电宣传服务队进乡入村，讲解
安全用电知识，张贴安全用电宣传
画，发放安全用电宣传资料手袋、节
能灯等，以增强群众安全、科学用电
意识。 （白静）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冀中能源邢矿集团总医院

用真情实效换百姓幸福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