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统 计 局 对 全 省 十 九 个 市 县 1400户
城镇 居 民 家 庭 生 活 调 查 资 料 表 明——

我省城镇居民收入全国座次偏后

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运行质量不高

据省城调队 对陕西十 九个
市、县 1400户 城镇 居 民 家 庭 生
活调查 资 料表 明 ，1996年 ，城镇
居民 实际收入在 支付个人所得
税之 后 的 余额即 可 支配收入平
均每人 为3809.64元 ，比 上 年 增
长15.1%，扣除物价上升 因 素 ，
实际 增长4.4%，其 中 生活费收
入比 上 年 增 长 14.2%，扣 除物
价上 升 因 素 ，实 际 增 长3.6%；
人均 消 费 性 支 出 比 上 年 增 长

13.2%，扣 除物价 上升 因 素 ，实
际增 长2.6%，收支相抵结余较
多，居 民 消 费心理稳定 。但陕西
城镇居民 人均收支在全国三十个
省、市 、自 治 区 中 所处 的 位次仍
然偏下 ，人均收支的增长速度均
慢于全国 平均水平 ，差距进一步
拉大 。

陕西城镇居民收支水平在
全国位次偏下

1 996年 ，城镇居民家庭在支
付个 人所得税之后 ，所余 下的实
际收入即可支配收入为3809.64
元，在全国三十个省 、市 、自 治区
中的 地位 为二十二位 。其 中 ，用
于安排 日 常 生 活的收入 为3483
元，在全国 三十个省 、市 、自 治区
中的地位 ，由 1989年的十八位降
至二十二位 ，曾落后于陕西的安
徽、湖 北 、贵州和青海四省都先
后超过陕西 ，与改革 、开放进一
步深化的1986年的位次持平 。人
均消费支出为3211.2元 ，在全国
30个省 、市 、自 治 区的地位 21
位，与 1989年 的 位 次 持平 ，与
1986年相比 ，上升了三个位次 。

横向比较 ，收入差距进—步
拉大

改革 ：开放给我国国民经济
的迅速腾飞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
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前提
下，人民生活有了 较大提高 ，由
于各地情况不同 ，经济基础与投
入及经济运行质量存在较大差
异，特别 是沿海地区 、东 部地区
与内陆地区 或西部地区尤为 明
显。虽然陕西城镇居民收 入水平
逐年增加 ，个别年 份增幅较大 ，
但增加额 少 于 大 多 数 兄 弟 省 、
市、自 治区 ，与兄弟省 、市收入差
距拉大的 同时 ，收入水平的增幅
也慢于全国 平均水平 ，且差距进
一步拉 大

由于 陕西经济发展相 对滞
后于沿海地区 、东部地区和部分
内陆地区 ，使陕西城镇居民收入
增长速度慢于全国 平均水平 ，与
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拉大 。据抽样
调查 ，陕西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
收入 ，1996年比1986年 累 计增长
3.6倍 ，年均增长16.5%，全国平
均水平累计增长4.3倍 ，年均增长
18.1%，陕西人均生活费收入的
年增长速度则较全国慢1.6个百
分点 ，其结果 ，导致 了 陕西 与全

国的差距逐年拉大 。陕西城镇居
民年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全国平均
水平差距 由 1981年的59元 ，拉大
到1986年 的72元 ，1991年 的176
元，1996年又拉到890元 。可见每
推后五年这一差距更加明显 。

陕西经 济 的 发展 从纵 向 比
较，发 展 速 度 较 快 ，从 横 向 比
较，不论 从规模 、速度和效 益等
方面 ，比 先 进 地 区 特 别 是 沿 海
地区 和 东 部 地 区 ，均 有 较 大 差

距。虽 然 人 民 生 活 有 了 较 大 改
善，但 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相 比 其
差距 主要 表现如 下 ：

一是陕西城镇居民 中 就业
面低 ，失 业 率 高 ，就 业 者 负 担
重。1996年 陕 西 城 镇 居 民 家 庭
人口 的 就 业 面 为 55.3%，比 全
国平 均 水平 低2.8个 百 分点 ，平
均每一就业 者负担人 口 为1.81
人，比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多 负担0.
09人 ，在 三 十 个 省 、市 、自 治 区
中负担较重 ，居于二十 一位 ，仅
次于 黑 龙江 、甘肃 、宁夏 、贵州 、
青海 等 九省 、区 。说明陕西国 民
经济 发 展 赶 不 上全 国 ，就业面
低，负担重 。在 这 种 状 况下 ，陕
西失 业 问题也 日 趋严 重 ，给陕
西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较大压
力。“八 五”时 期失业 问 题 日 趋
严重 ，在城镇主要表现 为本就
偏高 的 失业 率又趋于上 升 。据
统计，1990年 陕西 城镇 登 记失
业率 为 3.0%（全 国 2.0%），
1995年为3.2%（全国2.9%）。
二是 国 有 、集体经 济 单位

亏损 面大 ，效益差 ，职工工资水
平低 。陕西 国 民经济 发展 滞 后
于全 国 平均水平 ，特别 是工 业
经济运行质量不 高 ，国 有和集
体企业经营 困难 ，效益低下 ，亏
损严 重 ，对陕西经 济 运 行 影 响
较大 。受陕西经济 发展 缓慢 ，国
有、集体经济单 位效 益 差 ，经营
管理 水 平 低 下 等 因 素 制 约 ，在
城镇 居 民 家 庭 生 活 费 收 入 中 ，
人均 来 自 国 有 、集 体 及 其 他 所
有制 单 位职工 工 资 额为2612.5
元，占 生 活 费 收 入 额 的 四 分 之
三，是 居 民 家 庭 收 入 的 最 主 要
来源 ，比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少 737
元，在 三 十 个 省 、市 、自 治 区 中
居二十 七位 ，仅高 于 甘肃 、黑龙
江和 内 蒙 古 。人均 来 自 国 有 、集
体单 位 非 工 资 性 收 入 为 128.5
元，占 生 活 费 收 入 额 的 3.7%，
不到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的 一 半 ，比
全国 少133.6元 。

三是个体从业人员 的 比例
低，发展缓慢 。由 于陕西宏观经
济发 展 慢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个
体经 济 的 发展 也 受 到一定 程度
的制 约 ，虽 然 个 体 从 业 人 员 增
长幅 度 与 全 国 基 本 相 近 ，但 由
于陕西起点低 ，个体经济从业人
员的 比例 与 全 国 水平有较大 差

距，其结果是城镇居民来源于个
体劳动者的收入较全国平均水平
少。据统计 ，城镇个体劳动者 从
业人数 ，1995年 与1985年相 比 ，
陕西增长3.6倍 ，全国平均增长3.
5 倍 ，二者增幅大体相近 。但从城
镇个体从业人数 占市镇人 口 的比
例方面 看 ，1995年末 ，陕西 为1.
91%，全 国 为4.44%；从城镇居
民家庭人均来源于个体劳动者收
入看 ，陕 西1996年 人 均 为 53.2

元，全国 为115.9元 ，陕西仅为全
国的45.9%，充分说明陕西个体
经济发展速度慢于全国 。

四是 居 民 家庭成员 从 事其
他劳动收入少 。其他劳动收入是
反映居民家庭成 员从事兼职 、兼
业及 零 星劳动所取得报酬 情况
的一项收入指标 ，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一 个 地区 经 济的开放程度
以及 经 济 活动是否频繁 或发达

的指标 。一般 来说 ，经 济较为 发
达地 区 其经济 活动频繁 ，开放 、
搞活的程度要高一些 ，就业渠道
多，居 民 从事 第二职业或兼职 、
兼业的机会和比例较高 ，从事零
星劳动较为普遍 ，得到的其他劳
动收入也就必然多 一些 。据抽样
调查 ，1996年 ，陕西城镇 居 民家
庭人均得到 的 其他劳动收 入 为
44.1元 ，全 国 平均 水平为116.4
元，陕西较全国少72.3元 。

陕西城镇居民收入 与全 国
平均 水 平 差 距 拉 大 ，原 因 是 多
方面 的 。经 济基础薄弱 ，投入不
足，经 济 运 行 质 量 不 高 以 及 经
营管理水平低下 是经 济发展 方
面的 差 距 ；人 才 资 源 外 流 和 开
发不 足 ，改 革 、开 放 、搞 活 的 步
伐滞 后 ，是思想意 识 、思想方 法
乃至 生产 力 水平 落 后 的 关键所
在。　（王 斌 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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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一直是我国 经济增 长 的 主要拉动力 量 。展望1997年 的 消 费
品市场 ，人们普遍关 注两 个 方面 ：一是是否 会 出 现新的 消 费热点 ；二是能
否进一步开拓农村市场 。

从第一个方面看 ，所谓新的热点主要是针对城镇居民的消费而言 。据
统计 ，城 市 居民家庭 中 ，部分家 电 类 耐用 消 费品的拥有率 已达90%以 上 ，
下一步的 消 费需求将主要是来 自 新 建家庭 及现有家庭家 电 的 更新换代 ，
今年 预计 还 不会形成新 一轮高 潮 。一些小家 电如加湿器 、微波炉 、电子消
毒碗柜等虽然拥有较大的市场潜 力 ，但 由 于有些尚 未被居民 充分认识 （如
消毒碗柜），有些又带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如加湿器）。因 此 ，在1997年城镇
家电市场上 不会 出现消 费需求集 中 一致的现象 ，也难以形成对市场产生
较大影响的热潮 。而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一些与家庭教育或个
人发展 有关 的 商品 ，如 个人 电脑等 有 可能形成局部的 消 费小高潮 。此外 ，
目前 由 于 国 家有关部 门 已将住房与 汽车 列 入新 的 经济增长 点 的 考虑范
围，各地又 出 台一些相应的措施推动住房消费与汽车消费 ，因此不少人士
对此前景看好 。然 而从今年 的情况看 ，汽车与住房预计 尚不能对市场有大
的带动作用 。一是 因 为 目 前广 大居民的收入水平仍远远不能承受商品房
和汽车的高价位 ；二是一些相关制度 尚未建立或不规范 ，如汽车与住房的
按揭制度等 ；三是各 方面还存在着很 多 制约 因素 ，如 发展 汽车将会碰到道
路、停车场地 、维修 网 点 、燃油 等一系 列 因素的 制约 ，目 前不具备大规模进
入私人家庭的条件 。

近几年 ，随着改革的深化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人们对未来的选择机
会增多 ，但同时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也明显增大 ，而这种不确定性在很大程
度上增加 了居民的储蓄倾向 ，减少了 当期的消费 。另外 ，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
将进入攻坚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 ，广大企业职工的消费将是以平稳态势为主 。

综合 以上分析 ，预计1997年城镇消费品市场仍将保持平稳增长 。
从开拓农村 市场方面看 ，由 于农村 目 前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 ，其人

均消 费水平仅为城市人均的1/3，但农村人 口 众 多 ，其市场开拓潜力确实
巨大 。近 两年 由 于农业 生产形 势较好 ，农民收入增长较快 ，其人均消 费水
平的增长超过了城市居民 ，这 是过去好 多 年都没有 出现过的现象 。今年农
业生产继续保持增长 势头 ，粮食 生产再创历 史新 高 ，国 家又于 去 年 大幅
度提高 了 粮 食收购价格 ，农 民 的 实 际收入可 望再度 上升 。这 为1997年开
拓农村市场创造 了 良 好的 条件 。根 据城镇发展 的 经验 ，下一步农 村消 费
品市场开拓 的 重点应 是家庭 耐用 消 费品 。但从 目 前看 ，还存在着 不少制
约因 素 ，如 交通不便 、农村商业 网 点分 布 不 合理 、售后配 套服 务跟 不上 、
一些 产 品不 符 合 农村 实 际 或 农 民 的 消 费 习 惯 以 及 农村 电 力 不 足 等 等 。
这些 问 题都 无 法 在短期 内 得到 解 决 ，因 此 今 年 农村 消 费品市场 也 同 样
呈现平稳增长 的 态 势 。　（江 勤 ）

程控电话的

尴尬
程控 电 话 ，集 当 代数 字 通

信、大 规模集成 电 路 、电 子 计算
机三 大 高 科 技技术 于 一 体 ，它
具有接续 速度快 、服 务功能 多 、
声音清晰 、质量可 靠 、便于开放
数据 及 图 象 通 信 等 优 点 ，代 表
当今 时 代 的 新 时 尚 ，每 年 以 上
千万 户 的 放 号 速 度 ，走进 城 乡
居民 的家 中 。

目前开放的可供用 户 选 用
的新 服 务 项 目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种：1、国 内 国 际长途直拨 ；2、缩
位拨号；3、热 线服 务 ；4、呼叫 等
待；5、三 方 通 话 ；6、转移 呼 叫 ；
7、闹钟服务 ；8、呼 出 限制 ；9、遇
忙回 叫 ；10、缺席 用 户服务 ；11、
追求 恶 意呼叫 ；12、遇忙寄存呼
叫；13、免打扰服 务 。

然而 ，日 常 生 活 中 ，由 于用

户不能正常 使用它的功能 ，引 出
很多令人啼笑 皆非的故事 。小郭
的丈夫是铁一局某处工人 ，在宝
中线 工 地 修 铁 路 ，有 年 麦 收 时
节，家 中 父母盼 儿子 回 来夏收 ，
让媳妇 去 邮局拨打 了 几次长途
电话 ，小 郭每次拨完号后 ，均 听
到话筒 中 正常的 回玲音 ，结果都
是没人接 电话而 自 动断线 ，她心
中纳 闷 ：来信说去安康 线 ，莫非
… …虽又一想不可能 ，他不可能
一声不吭的开拔 。是不是出 了啥
事？小 郭 猜 不 透 。为 了 弄 个 明
白，她带着女 儿奔到驻地陇县 ，
方获知丈夫原来单位要迁走 ，已
拆了机 。于此相 同 的还有一幕 ；

某金融 单位公安科晚间检查储
蓄所值 夜班情 况 ，某储蓄所的
电话死 活没 人接 ，为 了 不 发生
意外 ，并给 不遵守纪律的 员 工
以处 罚 ，公安科长随 车去储蓄
所看个 明 白 。经过 察 看询 问 ，
原来 下 午 有辆 货 车超 高 ，挂断
了该所 电话线 ，等 待 第二天邮
电局 来 修理 。公安科长满肚子
怒火不 消 自 散 。以 上 两例事件
给人 一 种提示 ；如程控 电 话有
对方停机 ，线路 中 断 等 电 脑语
言信 箱 ，小 郭 就 不 会 在 “三
夏”大忙 中 去陇县 ，公安科长
也不会 风尘仆仆 的去查 岗 ，也
省去 了 许 多 麻烦 。南方发达城
市已 使 用 了 程控 电话的 多 种语
言信箱 ：“你拨 叫 的用 户 正 在通
话”；“对方 已 停机”；“你拨 号不
全等”……。为 了 节 约 时 间 ，用
户应 广 泛选用 程控 电 话的 多 功
能新 服 务 项 目 ，以 免 使 你 感 到
尴尬 。　（杨 新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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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许 多 人对居民 身 份证上 的 “有
效期 ”的 理解存在偏 差 ，以 至于持过期
证件使用 ，若遇 到严格把关时则 引 来不
少的麻烦 。

居民 身份证分三种 有效期：10年 、
20年 和长期 。公民满16周 岁 至25周 岁 使
用10年期 身 份证，25周 岁 至45周 岁 间 可
使用 20年 期 身份证，45周 岁 以 上则使 用
长期 身 份证 。由 于有 些 人所持 身 份证并
非一 到规定 年龄就去办 （换）新证 ，所
以实 际 有效期与标示的 有效期不符 。许
多人 认 为有效期应从签 发 日 期 计 算 ，这
是错误的理解 ，所 以每个 公民 应 注意 自
己身 份证的 合 法 有效性 ，应 及时办理或
换发新 身 份证 。　（王 志 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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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作 为社会 的 细胞 ，是社
会变 革 的一面镜子 。理财 ，作为家
庭生活亘古不变的 内容 ，在价值观
念和 生 活方式 发 生急剧变化的 今
天，更显魅 力 无 穷 。许多 现代家庭
已从传统 中 走出 ，在理财方式上逐
步创新 ，由 此形成了 一道道家庭理
财新景观 。

“ 家庭金融 ”备受青睐
“ 今天 股 市收盘 多 少？”，“今

天美元兑人民 币 汇率是多少？”这
类金融从业人 员 的专用术语 ，如今
成了 不少都市家庭每天 饭桌 上谈
论的 主 要 内 容 。城市 金 融 业 的 发
展，增强 了 人们的金融意识 ，于是 ，
金融操作被 引 入 了家庭 ，有人将这
种现象称之为 “家庭金融”。

虽然 储蓄 目 前仍 是一般家庭
主要的投资方式 ，但精明的投资 者
已并不把全部积蓄都存入银行 。由
于国 家继取 消 保值后又降低了 存
款利率 ，导致银行储蓄魅力不如从
前，存款 人收益减少 ，如果存成定
期，不 仅 失 去 了 往 日 的 高 保 值贴

补，而且活钱变成了死钱 ，不便 急用 。而炒股 、买期货 ，由 于投机性较强 ，
形成的 风险 也较大 ，于是 ，今年 的普通家庭 更钟情于国 债和企业债券 。
面对这种现状 ，最合理的是选择一种 “利益均沾 、风险共担 ”的组合投资
方式 ，即把全部资产按收益率高低和风险性大小有选择地投资于储蓄 、
债券 、股票 、外汇 、期货 、实业等 多 种工具 上 ，避 免在一颗树上吊 死 。

负债消费已成时尚
近一两年 ，我国 一些大都市悄然兴起一种新时尚 ，消费者购物不必

先付款 ，而是在特定的 商店选择好商品先拿回家享用 ，然后再分期支付
费用 。此 种 购 货方式打破了 传统的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的 消 费观念 ，

提供了全新的负债消费模式 ，使一部分人先享受 、后付钱的消费愿
望得以提前实现 ，也为广大工薪阶层提前享受小康生活提供了一
种尝试 。这种消 费作为现代“金融超市 ”现象 ，正越来越多地出现
在我国都市经济生活 中 。

自从上海银信公司 在全 国 率先开办分期付款业务 以来 ，北
京、广 东 、南京 等省市数百家商店先后推 出 了 该项业 务 ，仅上海
目前 已有十万余户家庭分期付款购买了空调 、音响 、电脑等金额
较大的 商品。1995年夏 ，北京刮起了 “预支明天 ”的旋风 ，要消暑
纳凉 的家庭 先交998元 ，便可将亚都公 司 经销 的 空 调搬 回 家使
用，然 后分期付款，11个 月 后便归 己 有 。南京家庭负债消费亦大
行其道 ，个人存单抵押贷款供不应求 。

家财公证悄然兴起
家庭财产公证 ，尤其是婚前财产公证在欧美等 发达 国 家 已

十分普遍 。在我国 由 于传统观念的影响 ，许多人对此确实难以认
同，认为 夫妻之间分得这么清 ，别人 当 是双方的感情不和呢 。近
年来 ，国人这种心态正在发生“裂变”，沿海地区和北京 、上海 、广
州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 ，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刮 目 相看 ，乐意接
受并办理了家财公证 。许多青年夫妻在结婚时 ，首先办理财产公
证，他们认为 ，既然我们是跨世纪的夫妻 ，在人格 、身份方面双方
已各具独立 、平等地位 ，那么在财产方面独立又有何不可呢 ？更
有人认为 ，现代家庭应法制 化 ，它和真诚相 爱 、互相体谅一样是
婚姻关系存续的支柱 ，财产约定是双方开诚布公的协议 ，它不但
不会影响双方的感情 ，而且还有可能给你撑起一把“保护伞”。

家庭金融档案风靡都市
据一些金融部门 工作人 员反应 ，常有储户 遗失或被窃储蓄

存单 、存折后 ，到银行储蓄所挂失 ，一时提供不出存单的帐号 、存
款日 期 、金额 等 资料 ，有的甚至连存款人是 谁都吃不准 ，给双方
都造成了不少麻烦 。常有参加家庭财产或人 身意外伤害 等 保险
的投保 者遭受意外损失或人 身伤害后 ，因一时找不到有关凭证
而难以获得保险公司 的理赔 。更有一些股民买进股票后 ，经过多
次送股后 ，连 自 己也搞不清帐号中 究竟有多少股股票 ，以致错失
了高价位抛出 股票的 良好时机 。对此 ，许多家庭都设立 了家庭金
融档案 ，以便更好 当 家理财 。

时下 ，不少人家收入显著增加 ，手 头资金
多了 ，有的用于购物 、旅游 ，更 多 的用于储
蓄、购买 股票 、债券 ，或参加保险 ，选购
金银饰品 。同时随着货 币 电子化的 日
益普及 ，各种信用 卡也逐步进入千
家万户 ，个人拥有的各种帐号越
来越 多 。设 立 家 庭 金 融 档 案
后，能 及 时 将 有 关 资 料 记
载人 册 或 登 记 入 “库”，
存单挂失 后 的尴尬不
复存 在 ，遭 受 损伤
后可 以 有条不紊
地获 取 理 赔
金，好 处 确
实不 少 。

（ 帖俊峰 ）

● 西 安 市 第 六 十 七 中 学 ，狠抓 教 学 常 规 落 实 ，在 备 课 、
上课 、作 业 、辅 导 、考 核 五 个 环 节 上 下 功 夫 。向 “45分 钟 ”
要质 量 ，教 学 质 量 明 显 提 高 。图 为 行 怀 烈 老 师 正 在 给 学 生 上
数学 课 。　平静　摄

动物身上 长入耳　世界医学第一例

复制 人 体 器 官
今朝 梦 想 成 真

曹谊 林进 行的体 外 细 胞 繁 殖 复 制 人体器 官 动物
实验 取 得 成 功 ，该 成 果 本 世 纪 内 可 望 用 于 临 床 。

本报 讯 （文 汇 报 记 者 蒋 树 芝 ）小 白 鼠 身 上长
出人耳 ，这一科学幻想 目 前已经成为现实 。采用体外
细胞繁殖复制人体器官 已在动物实验中取得成功 。这
一世界首例研究成果是由 上海 第二医科大学组织 工
程研究 中心主任 、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副教授曹谊
林取得的 。该项研究 可望在本世纪内用于临床 ，从而
对人体器官修复或重建等外科医疗带来突破性变革 。

由于外伤 或病 变 引 起 的 器 官 缺 损 ，临 床 医 疗

常采用 的 自 体移植方
法，给 患 者 其 它 部 位
造成 损 伤 ；异 体 组 织
移植 ，排 异 现 象 难 以
克服 ；以 其 它 的 代 用
品植 入 人 体 ，不 能 长
久，且 可 造 成 排 斥 或
感染 。在 世 界 上 还 找
不到既 不损害 自 体组
织，又 可 修 复 器 官 缺

损的 方法 。
曹谊林依据 自 己整形外科的临床经验 ，进行

了近 两 年 的研究 ，历经数十 次 的 失败 ，终于取得
可喜进展 。他将所需器官的细胞种植在一种特殊
材料 上 ，经过对细胞的培养和繁 殖 ，使之形 同 所
需要 的 人 体 器 官 。耳 朵 是 人体外 形最 复 杂 的 器
官，他 以 此作为 研 究 的 突破 口 ，培 养成功 形 同 耳
杂的软骨 ，又 以整形外科技术将软骨种植在 白 鼠

的身 上 ，使 小 白 鼠 身 上 长
出人 的 耳 朵 。他 又 连 续 进
行了 10余 次 动 物 试 验 ，都
取得 满 意 的 结 果 。这 一 动
物实 验 取 得 成 功 ，引 起 国
际医 学 界 的 轰 动 ，迎 来 外
科医学又一场重大改革的曙 光 。

接受记者采 访时 ，曹谊林认为 ，动物实验表明 ，
细胞培 养 的 组织 不 会 无限 制地生长 ，也不 会萎缩 。
这为 临 床 应 用 提 供 了 基 础 。通过软 骨 细胞体 外培
养，代替 人体耳杂 等 缺损组 织 ，在本世纪 内 完全可
能用 于临床 。随着 组织 工程学科研的 发展 ，可望通
过体外细胞繁殖 ，形成人体骨头 、气管 、肝脏 、关节 、
肌腱 、皮肤等 器官 。这样 ，在临床 医疗 工 作 中 ，医 生
只要依据病人某一个器官缺损情况 ，提取残余器官
的少量正常组织进行体 外细胞繁殖 ，即可获得患者
所需要的相 同功能的器官 ，展示了这项研究对促进
医疗改革的广阔前景。（据4月 3日 《文 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