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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元买回一套不完整图纸
梁德瑞住在合肥市西园街道美虹社区，今年已经 76 岁，他记

得，在上世纪70 年代，全国都不知道空调是何物，恰巧原江淮仪表

厂是一家军工企业，在满足了部队的产品需求后，设备、人员和技术

力量等都有富余，当时厂里的负责人高瞻远瞩，提出了一个很超前

的技术难题——研制生产房间式空调器。

“那时候，只有上海冰箱厂等极少数的几家企业尝试制造过空

调，但因为各种原因，即使造出来，也没有进入市场。”1974年，江淮

仪表厂派技术人员到上海冰箱厂学习，梁德瑞也是其中一员，收获

最大的就是37元买的一套早已废弃的不完整图纸。

梁德瑞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车间是给空军机场设计制造检测

设备的，对于技术方面要求很高，所以他和同事们一起动手修改图

纸，重新修订了整套图纸，并改造成适合220V家用电压的空调器，

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中国第一台窗式空调诞生了。

20多年前窗式空调至今仍能运转
“一下子轰动全国，时间大约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第一

批生产出了大约 50 台，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负责人特地跑到合肥

来等我们的空调出来，后来还安装在了他们最显眼的玻璃柜里。”梁

德瑞说，生产出的窗式空调很大，直接安装在窗户上，外面再支上一

个三脚架，防止坠落。

在梁德瑞的老房子中，有一个卧室还安装着类似的窗式空调，

一整面玻璃换成了空调，“这是20多年前装的，跟现在的空调比，也

凸显了它的弊端，影响采光，噪音还比较大，时代在进步，现在的空

调避开了这些缺点。”

【新闻延伸】
你家有几十年前的老家电、老物品吗？你和家人有在蜀山区某

个地标性建筑前合影吗？你拍过曾经的长江西路、安徽大学吗？如

果你的手头有这样的老照片，欢迎和本报联系，带着我们一起“穿越

时空”，还有可能登上报纸或安徽画报。

你可以将作品翻拍发送到 412546725@qq.com，或者私信市场

星报官方微信（微信号scxb123）、官方微博投稿，也可以直接拨打本

报热线电话0551-62620110讲述你的老照片故事。

黑龙江路桥工人在西藏捐献“生命礼物”
50 岁的器官捐献者李洪彦来自黑龙江哈尔滨，今年

3 月调至西藏山南工作，8 月 13 日因突发脑出血被工友们

送到山南市人民医院救治，因病情危重，虽经医务人员多

方努力，但无好转迹象。

8 月 19 日上午，李洪彦的妻子和女儿了解病情后主

动提出，想通过器官捐献来延续他的生命。由于西藏迄

今为止没有设立器官获取组织（OPO），也没有开展公民

逝世后器官捐献的案例记录。山南市人民医院是中国科

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的援建单位，当天上午 10 点，

该院医务科主任崔称旦增致电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

立医院）OPO 办公室主任姚自勤，想请求技术支持来帮助

家属实现心愿。

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OPO 立即启动紧急

工作流程，8 月 20 日晚 7 时，由安徽省红十字会协调员、

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器官捐献 OPO 协调员、

脑损伤判定专家、器官获取专家组成的 7 人安徽团抵达山

南市人民医院。

8 月 21 日上午，专家组对李洪彦进行了脑损伤判

定，确认患者处于临终状态，已无救治可能，家属强忍悲

痛表示，既然没有救治希望，就用另一种方式来延续他

的生命吧。

据了解，李洪彦是一名朴实的路桥工人，老家在黑龙

江哈尔滨，五个月前单位承接了山南一个项目，他就主动

要求过来支援西藏的建设。他的妻子满含热泪说：“他生

前乐于助人，谁有困难他都会伸出援手，如果他知道自己

的器官可以救助他人，一定会非常高兴。”

在安徽省红十字会协调员王剑锋的见证下，家属签署

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并表示愿意捐献心脏、肺脏、

肝脏、肾脏、胰腺、小肠、眼球等所有能救治他人的器官。

最终经专家组评估，确定李洪彦的肝脏、肾脏、角膜、

视网膜符合器官捐献条件。8 月 22 日上午 6 时，器官捐献

获取手术开始。

“生命礼物”绘出爱的曲线
当天上午 8:20，器官获取手术结束，拉萨贡嘎机场为

器官转运团队开辟了绿色通道，并将器官转运团队的出

发时间调整到最早的班次。为了更好地保证肾脏质量，

本次肾脏转运采用了 lifeport 肾脏转运器，可将肾脏冷却

血时间延长至 24 小时。

李洪彦捐献的器官和组织经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分

配与共享系统（CORTS）分配，一枚肝脏和一枚肾脏被分

配至云南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而另一枚肾脏、一对角膜

和视网膜被航空转运至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

院）。这次捐献跨越中国的东南西北，在中国版图上绘出

了一道爱的曲线，5 名患者将因为他的捐献而受益，其中

3 名患者可以重获新生，2 名眼疾患者将重见光明，他的

一对视网膜也会被用于临床医学科研，去造福更多的人。

当天下午 7 点，李洪彦的器官到达合肥新桥机场，被

早已等候在机场的中国科大附一院移动 ICU 紧急送往该

院手术室，多个学科的医务人员连夜奋战，将他的肾脏移

植到一名尿毒症患者体内，带给这名患者新生，而他的一

对眼角膜也将移植给我省的两名患者。

据中国科大附一院 OPO 办公室主任姚自勤介绍，该

例捐献系西藏自治区首例人体器官捐献，也是我省在医

疗援藏工作中首次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截止 8 月 22 日，

该院 OPO 今年已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33 例，获取大

器官 101 个、角膜 50 对，完成了中国首例器官移植受体逝

世后器官捐献、安徽省首例胰腺捐献、安徽省年龄最小

（10天）捐献、西藏自治区首例人体器官捐献。

“生命礼物”在祖国的版图上“绘”出爱的曲线
我省医护人员助力西藏完成首例器官捐献

他参与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窗式空调

捐献器官从机场送上移动ICU

8月22日上午6时，一台特殊的器官捐献获取手

术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人民医院进行。一位来自黑

龙江的路桥工人在雪域高原捐出生命礼物：一对肾

脏、一枚肝脏、一对角膜和一对视网膜。在中国科大

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医护人员的帮助下，该例捐献

顺利完成，这不仅是西藏首例器官捐献，也意味着全

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特别行政区均有公民逝世后器

官捐献的记录。

□ 姚自勤 朱伟华 黄歆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提起曾经的天鹅空调，那可是响当

当的品牌，它开启了中国窗式空调的先

河。40多年前，在当时厂里负责人的

指导下，梁德瑞和同事们一起捣鼓出了

中国第一台窗式空调，并且进入市场销

售，成功将空调从军用扩展到民用。一

直到现在，梁德瑞的老房子里还装着

20多年前安装的天鹅牌窗式空调，“到

现在还可以正常工作。”

□ 侯月云 雨静 记者 沈娟娟/文

黄洋洋 图

器官获取手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