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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的临
床响应专家阿伦·德雷克告诉
记者，100年前，如果有人心脏
出现损伤，我们只能眼睁睁看
着他死去。而如今，人们在心
脏病发作后通过外科手术还可
以恢复健康，所以我们也可以
想象在将来癌症也会被治愈，
而人体低温保存，或许会成为
人们能等到癌症治愈方式出现
的一种方式。

该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国际上已经有美国、俄
罗斯等多个国家进行了“人体
冷冻”技术的尝试，该研究院是
从2013年开始进行研发的，目
前的技术算是国际领先，像程

序降温仪、液氮罐、低温手术台
等设备都是自行研发的，可以
说在国际上是“最先进”的。

记者了解到，本次低温冷
冻的费用绝大多数由银丰生命
科学公益基金会支付，其与银
丰生命科学研究院隶属同一企
业。关于具体费用，研究院和
基金会都表示不便过多透露，
但是其在操作中使用的医疗冷
冻器械都较为昂贵，“应该在
100 万以上了，”工作人员说，

“除了仪器的使用和损耗费用，
每过10天左右，会补充一次液
氮，每年的费用在 5 万元左
右。”

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的赵

女士告诉记者，入选“人体冷
冻”并不是人人都可以的，有严
重外伤、严重传染病以及一些
类似于肾衰竭、肝硬化等疾病
的患者目前是不可以接受人体
冷冻项目的。

而现在，他们还有四个人
体冷冻的液氮罐最近将会运
到，可供使用，同时还准备扩建
新的研发场地，“这次展女士成
为中国第一位人体冷冻案例
后，一些媒体进行了报道，今天
我们公司的电话就被打爆了，
有很多人都来咨询。”8 月 14
日，赵女士对记者说，“不过目
前我们没有任何将其引入商业
化操作的计划。”

国内出现首个“人体冷冻”实施案例
专家：现阶段人体存储并“复活”基本无法实现 在法律层面上尚属空白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49 岁的桂先生是济南一所
体校的足球教练，去年，他的
妻子展女士被查出患有肺
癌。5月8日，展女士在病床
上停止了心跳和呼吸，医生
宣布临床死亡，但是这一次，
却不能说她“永远离开了”桂
先生。几分钟后，一家生物
工程公司旗下生命研究院的
工作人员便围着展女士展开
了一系列操作。两天后，展
女士的身体被放进了零下
196 摄氏度的液氮罐内，等
待“死而复生”的那一天。

如果妻子不生病，桂先生的生
活会是平淡却安稳的。

桂先生和妻子展女士是初中
同学，两人今年都是49岁，相遇已
经33年，平日里，桂先生是济南市
一家体校的足球教练，皮肤黝黑，
人看上去憨厚，展女士则是济南的
一名义工，夫妻二人平时都不是科
技迷或者科技爱好者，可就是这样
一个看似普通的家庭，却在今年年
初，和“人体冷冻”这项带有未来科
技色彩的项目联系到了一起。

去年初，在济南做义工的展女
士被检查出患有肺癌，经过多轮治
疗，已经失去了治愈的希望，为了
让她减少治疗过程中的痛苦，在征
得了展女士的同意下，桂先生将爱
人转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舒
适病房”。

所谓“舒适病房”，就是不再对

患有绝症的患者进行主动治疗，特
别是有创治疗，而是通过镇痛等方
式减轻患者痛苦，尽量让患者轻松
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其间，展
女士签署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

“这个过程中，有医生向我们
提出是否愿意参加‘人体冷冻’项
目，我认为这给妻子增加了一份

‘再生’的希望，她也同意这个提
议，后来又问了我们的孩子，他也
表示支持。”桂先生说，“以前在新
闻上看过国外有类似的项目，当时
他们和我提出来的时候感觉比较
惊讶，但是有一丝希望，就希望能
够出现奇迹。”

负责展女士临终治疗的医生
和负责“人体冷冻”项目的生物企
业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桂先生，
展女士是全国首例“人体冷冻”的
案例。

5月8日凌晨4点，展女士在齐
鲁医院的病房里停止了呼吸心跳，

“她走得很安详，并不像是患病很
久的样子，我期待她能够‘回来’的
那天。”桂先生说。

为展女士进行人体冷冻的是
山东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工作
人员，这个研究院隶属于银丰生物
工程集团。公司官网介绍，该公司
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1亿元，主
要从事“人体细胞、组织、器官存
储、基因测序技术、细胞技术研究
和临床应用等高新技术开发”。

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工作
人员赵女士告诉记者，为了这个
国内的首例人体冷冻项目，他们
提前准备了数月，“展女士离世前
的几天，我们一直在医院病房外
等待，展女士离世后两分钟，我们
的工作人员就在医院展开了开通
气道、安装呼吸机、人工心肺复苏
仪安装、输入药物等操作。”赵女
士介绍，“虽然展女士已经停止了
呼吸和心跳，但是我们希望用这
样的方式，让其脑细胞尽量能够
保持存活。”

随后，通过救护车，他们将展
女士的身体从医院转移到了研究
院的办公地，因为两处距离较近，

所以转运只花费了19分钟。
在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的手

术室内，他们为展女士进行了灌
流和血液置换操作，在特制的低
温手术台上，通过开放颈部和股
部两条血管通路建立体外循环，
展女士的体温被逐渐降至18摄氏
度，随后血液逐渐被不同浓度梯
度和成分的冷冻保护剂替代，最
后，展女士在一台由电脑控制的深
度降温设备上，逐渐降温到零下
190摄氏度。

在与亲属最后告别后，5月 10
日晚上，展女士被转移至零下 196
摄氏度的液氮罐中长期保存，进入
罐体前，所有进行操作的工作人员
对展女士鞠躬表示敬意。

记者了解到，展女士的身体是
以头部朝下脚部朝上的姿势放入
液氮罐的，“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在
液氮泄漏等意外情况发生时，能够
第一时间保护头部，毕竟头部才是
我们人体冷冻的重点。”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做出这样
的选择，而且现在的条件，也并不
能保证展女士未来一定就能够‘复
活’，可以说她为医疗的发展做出
了自己的牺牲。”银丰生命科学院
工作人员说。

记者了解到，为展女士进
行人体冷冻操作的这家企业还
在进行脐带血存储、细胞低温
存储、器官低温存储等的研究
和应用。

针对“人体冷冻”，很多网
友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
了质疑，网友们表示，人体冷冻
的费用肯定不菲，而且未来是
否能够实现“复活”还是一个未
知数，同时，网友们还表示，一
旦真的能够“复活”，可能还会
出现伦理以及和未来的时代格
格不入的情况。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

究员刘静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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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现阶
段，人体存储并“复活”是基
本无法实现的，但是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不排除未来有

“复活”的可能。
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工

作人员也表示，他们之前曾经
利用老鼠、兔子等动物进行了
十多例冷冻复苏的预实验，但
是并没有成功的案例，目前复
温技术还在研究当中。

而在法律层面，陕西德尊
律师事务所主任陈灏律师表
示，人体低温保存是一个新生
事物，目前我国法律对于人体
低温保存尚未有明确具体的禁
止性规定，也就是对此类新生
事物的态度在法律层面上尚不
明确，而且这种保存方式后期
如何处理，人体寄存方和保管
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如何确定，
也没有具体的专门的法律规
定，需要双方在现有法律规范
框架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
的协商和约定。

（付垚 葛珊）

偶然机会让爱人成为
国内首例“人体冷冻”案例

防冻液置换全部血液
遗体进入液氮罐

冷冻费用100万以上
今后每年再缴5万左右液氮费用

器官“复活”都是难题
法律层面尚属空白

工作人员在向展女士鞠躬表示敬意

进行冷冻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