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联 3”刷屏朋友圈，一位 81 岁的澳大利亚老爷子刷出了现实版“超级

英雄”。

《一次手术，他血里多出超级抗体！60 年来献血拯救上百万婴儿！这个

超级英雄老爷子，终于退休了》这篇文章传遍朋友圈，文中写道，James 老爷

子在60多年来1173次献血，他的血拯救了超过240万名婴儿的生命。

献血能拯救这么多人，是因为他血液里有“超级抗体”，带着抗体的血液被

制成注射剂，打进了澳大利亚数以百万级 RhD 阴性血的孕妇体内，让她们的

孩子全都避免患上恒河猴症。

他是怎么成为“熊猫血”拥有者的？血型里还藏着什么奥秘？钱江晚报记

者为此采访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输血科主任谢珏。

14岁时一次大输血，让他体内产生“超级抗体”，成为“熊猫血”拥有者

60多年来献血1173次
澳大利亚老爷子拯救上百万婴儿

本报讯 家住杭州大学路的陈先生，才

50 岁出头，已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

高”集一身了。去年因轻微脑梗，住院治疗。

如今定期在杭州市上城区小营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配药。他的签约医生张雪丽发现，

陈先生的血压和血糖已控制比较好，可就是

血脂一直没有明显改善。

于是，细心的张医生询问起陈先生的生

活状态来，结果发现他在外就餐次数多、口味

重、锻炼少，建议他改变饮食习惯。

“张医生，真的没办法，除了外面就餐，我

们家的菜也是重口味，我老婆说没油没盐的

菜没味道。”听完张医生的分析和建议，陈先

生顺嘴抱怨道，“这应该就是强大的遗传基因

所致。我爸有这些毛病，我就早早出了问题；

她家没有，二十多年来跟我吃的一样，每天还

要抽半包烟，身体也没什么大毛病。”

“您妻子有多久的吸烟史？”凭着十几年

的全科工作经验和医生的直觉，张雪丽警觉

地问起了陈先生妻子的情况。

“她是老烟民了，吸了差不多二十年烟

了，其他都很好，就是前段时间说自己头晕，

可量了血压，好的。”作为“资深”高血压患者，

陈先生觉得头晕就是由血压高引起。

而这时，张雪丽已隐约觉察到了问题所在，

于是提醒陈先生，第二天下午影像科医生会来

筛查颈动脉B超，到时候可以带妻子去做检查。

结果，这一查还真查出了大问题。B 超

显示，陈太太的右侧颈总动脉从起始到分叉

处的管腔已经被斑块堵得严严实实，几乎全

部闭塞。颈动脉斑块与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

密切相关，陈太太感觉到的头晕就是此病最

常见的症状，严重者可能一侧肢体感觉或运

动障碍、失语，甚至昏迷。于是张医生建议陈

太太去大医院进一步治疗。

那么没有“三高”的陈太太，人不胖，颈总

动脉是怎么堵上了的呢？

“颈动脉堵塞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斑

块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而斑块形成的主要

原因还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吃的偏咸偏油，运

动少，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吸烟。”

张雪丽解释说。

据小营中心影像科主任刘信铁介绍，自

2008年开始，中心已为上万居民开展颈动脉

B 超检查，发现颈动脉斑块的人数有逐年上

升趋势。刘主任提醒，除了有高血脂、高血

压、心血管家族史这些容易形成颈动脉斑块

的“高危人群”，像陈太太这样没有慢性病，但

有抽烟、运动不足等不良习惯的人群也需要

定期做颈动脉超声筛查，以便及早干预，预防

中风等心脑血管意外。

本报记者 何丽娜 本报通讯员 潘晓艳

老烟民感觉头晕，原是颈动脉被斑块堵塞了

本报讯 今年30多岁的他天天吃夜宵，而

且吃得特别重口味，无肉不欢，无碳酸饮料不

喝。6年前他体重70公斤，还算正常范围内，可

6年后的现在，体重已经达到了95公斤，体重指

数(BMI)= 35.2，成为了十足的大胖子。

刘先生不仅肥胖，还伴有反酸等症状，半

夜吃完夜宵，后半夜睡下不久，又会被一阵阵

的烧心反酸症状憋醒。最近一年来，他又查

出糖尿病。为了减肥，他曾尝试用减肥茶，跑

步运动等，一点不管用。

最后他下狠心，把自己的胃切掉 5 分之

4，以求瘦身。术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医生在

问诊时发现他还患有胃食管反流病，一直在

服药。于是，胃食道返流病多学科诊疗中心

主任王知非教授与肥胖和糖尿病外科治疗中

心专家研究协商后，同时为刘先生做抗反流

与缩胃减重两个手术。

这两个手术为什么要一起做？王知非教

授介绍，肥胖和胃食道反流，两个看似不相关

的疾病，其实从外科角度却一直是密切相关

的，“40%到 50%的胃食道反流病人都是肥

胖病人。”他们有典型的反酸烧心胸痛，甚至

还有呼吸睡眠暂停。

王医生提醒，尽量避免吃夜宵，即使要吃

也要吃得清淡，否则最后受罪的还是自己。

本报记者 张苗 本报通讯员 宋黎胜

反酸烧心+肥胖，30岁的他挨了两“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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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手术时全身换了一半血
血液中意外产生D抗体

“其实医学上没有‘超级抗体’这种说法，这位澳大利亚老

爷子之所以能救这么多人，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位‘超人’。”谢

珏主任说，“在我心里，他就是super hero。”James是吉尼斯

世界纪录中，世界上献血最多的人。

据悉，James14 岁时，他做过肺叶切除手术，手术中输了

13公升的血才挺了过来，相当于他体内的血液换了一半左右。

得益于别人的献血，James 起死回生，而他由此体内也

产生了医学上被称为“抗 D”的抗体。正是这种“抗 D”，最后

帮助RhD阴性血型的孕妇，避免了新生儿溶血病。

James血液中产生“抗D”是偶然的吗？

“其实并不少见，在普通的输血中，患者很容易在体内产

生新抗体。”谢珏说，只不过绝大部分无法像 James 一样，把

自己血液制作成药物。“他大量输血时是在14岁，这个年龄的

免疫功能非常强，所以抗体会源源不断地产生。”

输血并非只要看血型
还有D、c等多种抗原讲究

大家在中学生物课本里，都学到过关于血型的知识，A、B、

O、AB四种血型。

“之所以分成这四种血型，就是根据ABO血型系统抗原进

行区分，而除了这些抗原，血液里还有C、c、D、e等多种抗原。”

换句话说，同样是 A 型血的人，还能细分为带有 C 抗原

的 A 型血，带有 D 抗原的 A 型血⋯⋯James14 岁时，输入的

正好就是带有D抗原的血型。

但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并非是好事。“如果今后生活中不

再碰到大量输血的情况，还没关系。”谢珏说，而当新一轮手术

需要大量用血时，弊端才会暴露，使问题变得十分棘手。

谢珏举例曾遇上的一位70岁的老太太。在上世纪70年

代她接受了葡萄胎手术，输了8袋血，2011年做过肝癌手术，又

输过血，两次大手术只按照常规 ABO 血型配型来为她输血。

结果在最近一次手术前检查发现，老太太血液中因前面两次输

血，导致拥有抗C、抗e、抗M这3种抗体。为了和她体内拥有

的这些新抗体的血型相匹配，谢珏费尽心思，“我搜罗了医院血

库的所有血液，100袋血中找不到1袋符合的。如果不做好配

型，病人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谢珏最后千方百计为老太太找到了5.5个单位相符合的A

型血，再加上11个单位抗原相符O型血，帮她顺利完成了手术。

血液里的门道远比ABO的分型要复杂得多，谢珏说，“有

的电视剧里，说到孩子需要输血，父母都会撸起袖子说‘用我的

血’，其实这很不科学。”谢珏说，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即便血型相

同，在输血时也要进行氟照射，这是因为亲属间互相输血容易

导致一种疾病，这种称为“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发病率

在0.1%到1%，一旦发病，致死率超过90%以上，看看有多凶险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