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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觉得到时候人

走了，一把灰，也

就那样了，但如

果能捐出遗体，

对科学、医学有

点贡献，总归还

是有意义。

低 温 保 存 手

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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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周明给母亲刘爱慧写了

一封致未来的信，他希望，未

来真有那么一天，母亲在重

生后能看到这封信。

虽然人体低温保存技术

依旧备受外界质疑，但对 72

岁的山东泰安市民刘爱慧的

家人们而言，这早已超离了

医学层面的遗体捐献，更是

一份希望。

6 月 25 日凌晨，又一例

人体低温保存宣告在山东银

丰生命科学研究院（下称“银

丰研究院”）成功完成——6

月 19 日，刘爱慧离世两天

后，隔着玻璃窗，她的家属们

静静地目送老人被科研人员

转 移 到 -196℃ 的 液 氮 罐

中。由此，刘爱慧成为国内

公开报道的第二例人体低温

保存志愿者，也是国内首次

完成异地志愿者转运及人体

低温保存的成功案例。

这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于

人体冷冻以及未来重生技术

的关注。

等我离世，就把我冷冻起来
国内第二例公开的人体低温保存案例，志愿者是患肺癌的72岁老人

钱报专访试验首席专家阿伦·德雷克：低温保存能给人们一份希望

最关键的几分钟
16日晚10点40分，银丰研究院临床响应微信群里，弹出

一条他们“一直等待却又不太愿意接到”的信息——“集合，出

发。”

这个紧急指令，是银丰研究院负责人根据泰安市中心医

院 ICU 病房医生告知的最新生命指征数据发出的。几分钟

后，包括救护车在内的临床响应车队载着专家和各种仪器设

备，从济南直奔泰安市中心医院。

济南至泰安，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车程——他们要尽快赶

到泰安，争取刘爱慧去世后最关键的几分钟时间。

2017 年夏天，刘爱慧尚在救治期间，她的小儿子周明看

到“中国首例人体低温保存”的消息并告诉了父亲。在那之

前，罹患肺癌多年的刘爱慧曾提出过将遗体捐献供医学研究

的念头。家人们在刘爱慧清醒时，为此征求过她的意见。对

于这个想法，刘爱慧同意了。

于是，2017 年 11 月，刘爱慧的小女儿周霞联系到银丰研

究院，参观和咨询了解了人体低温保存研究计划、参与条件和

法律程序等内容，并陪着父亲和哥哥到银丰研究院进一步沟

通具体实施的步骤和细节后，签署了参与研究计划的相关文

件。

之后，银丰研究院一直和刘爱慧家属保持着联系。事实

上，银丰研究院的响应团队还曾提出提前进入医院介入，但考

虑到父亲的情绪，周明拒绝了。

6 月 17 日零时，车队抵达泰安中心医院，随行的专家团

队还没来得及与刘爱慧的家属们进一步交谈，ICU 里就传来

刘爱慧血压迅速下降的急迫呼救电话，团队成员们赶紧搬送

各种仪器设备进入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

另一边，刘爱慧的生命指标在逐一归零、消失。

作为世界知名人体低温保存专家、银丰首席专家阿伦·德

雷克，和银丰研究院临床响应手术专家侯跃东等组成的团队

成员，飞速奔向ICU病房，与时间赛跑。

七分钟后，主管医生宣布刘爱慧临床死亡，银丰临床响应

专家们就在医院的 ICU 病房随即开始手术——迅速向其体

内注射各种药物并采取降温措施，进行人工心肺支持以维持

病人的血液循环，通过股动静脉建立“ECMO”体外循环。

“我们争取到了宝贵的最后七分钟，这更利于对刘爱慧的

低温保存。”阿伦·德雷克对此解释说，即使病人的心肺停止工

作，通过运用 ECMO 技术，其身体仍然可以在低温保存过程

中保持生物学活性，让病人能等到医学治疗方式的出现，为未

来科技发展“起死回生”留下更多可能。

老人自己的意愿
手术完成差不多三小时后，在生命支持系统的保护下，刘

爱慧被小心地转移到救护车上赶赴济南。

这成为国内首次完成异地志愿者转运及人体低温保存的

成功案例。

科研人员随即对刘爱慧进行了血液置换、冷冻保护剂灌

注和程序降温等步骤。待一切准备完毕，6 月 19 日下午，科

研人员实施了最后一个步骤——将刘爱慧转移到-196℃的

液氮罐中进行保存。

这天，刘爱慧的家人们也一同抵达。

隔着玻璃，刘爱慧的丈夫周老先生一直紧紧的盯着另一

边的爱人，被逐渐移送入液氮罐，他双手撑着玻璃墙，泪水从

眼角慢慢滑落，嘴里念叨着刘爱慧的名字，“这是她最好的归

宿了，我还能再看到她。”

周老先生记得，刘爱慧生前经常会跟他聊天，她觉得到时

候人走了，一把灰，也就那样了，但如果能捐出遗体，对科学、

医学有点贡献，总归还是有意义。这促使刘爱慧在去世前就

做出了遗体捐赠的决定。周老先生说，“既然老伴来了，将来

我也会选择这条路。”

在刘爱慧之前，阿伦·德雷克参与了 70 多例人体保存手

术。他的团队曾在2015年为中国首位冷冻申请人、重庆女作

家杜虹实施了冷冻手术。

2017 年 5 月，还是阿伦·德雷克，在济南对展文莲实施了

中国首例人体冻存手术。

阿伦·德雷克表示，一年下来，展文莲的保存状况几乎无

恙，“人体低温保存的好处是，一旦病人被储存在液氮中，他们

的身体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因为在-196℃下，细胞的新陈代

谢几乎为零，无论1年、10年，还是100年。”

“老人对生命科学有信仰，也有信心，老人的意愿也是我

们全家人的意愿。”周霞告诉记者，除了满足刘爱慧捐献遗体

为医学做贡献的意愿之外，他们的这一举动确实有着另一层

希冀——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在足够先进的医疗技术下，母

亲能重新醒来。

能否复苏仍是未知
此前几例人体低温保存的案例报道，曾引发国内舆论对

人体冷冻技术的关注。因为即便是 Alcor（美国阿尔科生命

延续基金会）首席执行官Max More自己都曾在当时向媒体

坦言，目前对复活技术没有足够信心。

不过阿伦·德雷克在接受钱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体低温

保存能给予人们一种希望，病人由于目前的技术不能治愈的

疾病而病入膏肓，也许有一天，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医学将

能够治愈这些疾病。

银丰的专家侯跃东坦言，现代低温冷冻保存技术，在长期

保存技术上尚待进一步突破，未来还将探索细胞、组织和器官

的长期深低温保存的新原理、方法和技术。虽然以实现复苏

为目的人体低温保存目前还仅仅是低温生物医学的科技幻

想，但不能不承认，人体组织器官低温保存一直是低温生物医

学专家孜孜追求的科学研究，也是当前人类遗传资源和医学

迫切需要发展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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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可知。”侯跃东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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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份希冀，银丰研究院一位全程跟进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一个细节——在泰安中心医院 ICU 为刘爱慧做手术

时，身边有别的患者不幸离世，但相较于那些离世家属撕心裂

肺的悲痛，同样悲伤的刘爱慧的家人们，则多了一份希望。

6 月 19 日那天，看到母亲被放进液氮罐，周明很感慨，给

母亲写下了一封致未来的唤醒信，希望有朝一日，母亲有机会

看到这封信。末了落款处，他刺破手指，按下一枚指印，“家里

一切如常，您的手机，我一直交着费呢⋯⋯过几年，医学有重

大突破，你再出来，咱们还和以前一样。”

（应家属要求，周明、周霞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