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是一个新

职业。中山医院 OPO办公室负责
人宋康说，医学上对于器官捐献的

要求非常苛刻，一般情况下，医生
会根据患者“脑死亡”这一临床标

准，将其列入潜在器官捐献者范
畴。随后，就由器官捐献协调员出

面与患者家属沟通，征询他们的捐

赠意愿，让更多的人活下来，带给
更多家庭生的希望。

也有家属主动捐献器官。宋康
记得，有一位退休医务工作者，70

多岁，脑死亡。子女主动联系 OPO，
表达了捐献器官的意愿。但是，中

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去世要有个全
尸。“我把爸爸的器官捐掉，人家会

不会说我不孝？”“医生，如果是我

自己，我肯定愿意捐。但这是妈妈，
我不舍得。”面对家属的婉拒，宋康

认为，不容易打破的传统观念和世
俗非议，是导致我国器官捐献率远

低于欧美国家的原因之一。
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30/

百万人”的捐献率，我国器官捐献
率还比较低。“应该说，现在人们

对器官捐献的接受度已经逐年提
高了。很多人主动登记成为了器

官捐献志愿者，民法典也明确规
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前

款规定同意捐献的，应当采用书面

形式，也可以订立遗嘱。自然人生

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在发生脑
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

以共同决定捐献。”宋康说。

仁济医院肝脏外科朱建军医生
一直与肝移植打交道。他说，能够接

受器官移植，是万幸。还有更多病人
因等不到捐献的器官，在无奈中离

开人世。当供体器官平安送到，患者
顺利完成手术，朱建军也会由衷发

出感谢，他已经不止一次写感谢信

了。“器官捐献与移植，是生命的接
力和赛跑，需要很多环节的支持。”

在运输过程中，铁路、航空都已建立
起绿色通道，确保供体器官能尽可

能用最快的速度来到受体身边。在
鼓励全社会知晓、理解并参与器官

捐献工作的同时，医生们也在用自
己的方式推动器官移植的发展。

这个工作并不好做，“不成功是
常态，有连续 4次不同意的，但第 5

次的时候同意了。”赵杰告诉记者，
每次跟“脑死亡”患者家属沟通之

前，内心都会挣扎，“当生命无法挽
救时，家属已经非常难过了，这时候

劝别人捐献遗体，被拒绝、被骂是大

概率事件。但是我们从未放弃过，捐
献器官是大爱行为，很多家属会理

解的，家人的生命将会以另一种方
式延续，这同样是医学的奇迹。”

    上海市肺科医院今年肺移植
手术成功率在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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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普通民众而言，支持器

官捐献事业的第一步，是登记
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2019年

12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
登记平台对接上线正式启动。

这是上海首批两家大型三甲公
立医院对接“施予受”平台。

在这两家医院的官方微信

上，有入口可进行器官捐献志
愿登记，并直接进入“施予受”

平台数据库，只需在手机上就
能完成。通过该平台登记后，意

味着公民表达了希望在逝世后
将器官无偿捐献的个人意愿，

但真正完成器官捐献需要符合
以下条件：严格死亡判定、临床医学评

估、直系亲属签字、第三方的见证。
“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

于 2014年 3月正式上线，是中国第一
家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网站。2016年该

平台正式交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
会管理。“施予受”中的“施”代表器官

捐献者，“予”代表器官捐献事业支持

者，“受”代表器官移植受者。“施予受”
的宗旨理念，是传递爱与希望。中国器

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说，
尽管中国器官捐献移植事业发展快

速，但许多普通人仍然不了解这项事
业，此次该平台与上海两家医院对接，

也将进一步助推这项事业发展。
近年，上海市结合实际，着力规范

管理，稳步、有序地向前推进人体器官
捐献与移植工作。上海目前已实现

863例人体器官捐献。仁济医院 OPO

成立 8年，捐献例数始终在上海市名

列前茅，截至目前已实现捐献 339例。
在中山医院，实现捐献数量也超过百

例。中山医院院长樊嘉院士就曾说：
“医院是一个生死相搏、汇聚爱与希望

的地方，我们与‘施予受’器官捐献志
愿者登记平台完成对接，让器官捐献

登记变得更加可及。”他还透露，2013
年中山医院全体党政领导就自愿参加

器官捐献，一起签署了《上海市人体器
官捐献自愿书》。

几年前，一部器官捐献主题公益广
告《妈妈的心跳》很震撼人心：一个啼哭

的小婴儿不管谁前来拥抱，都没有停止

哭泣，直至靠近一个陌生人胸前，听到
他的心跳，于是笑了———年轻人的胸膛

里，装着小婴儿妈妈的心脏……
器官捐献工作需要全社会动员起

来，希望更多公众了解器官捐献和移
植事业，加入到器官捐献者队伍中来。

器官捐献，让生命延续生命
上海已实现 863例人体器官捐献，手机可完成志愿捐献登记

    今天是中国器官捐献日。

生命是一场不可预知的旅
程，器官捐献，让生命的延续成为
了可能。 6月 7日，昆明飞上海的
某航班， 为了等待爱心人士捐献
的救命肝脏，飞机舱门晚了 11分
钟关闭，获得了许多网友的点赞。

目前，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
数量已位居亚洲第 1 位、世界第
2 位。 上海是全国最早开展器官
捐献的城市之一， 目前已实现
863例人体器官捐献。尽管如此，

器官依旧短缺，器官捐献的理念
宣传与教育还远远不够。

    器官移植工作之所以特殊，在

于它必须要利用另外一个人的器
官才能够完成手术，也就是说，没

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在所
有的器官移植中，肺移植的难度

排在榜首。
2020年，上海市肺移植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依托上海市肺科医

院成立，这支代表上海肺移植水
平的团队由多学科力量组成，在

国际移植标准的基础上不断探
索，不断完善肺移植诊疗规范。

在中国，每年约有 1万人需要
接受肺移植，而真正实际接受手术

的不到 5%。肺移植的手术量与肝、
肾移植为何不在一个数量级别？“拥

有肺移植资质的医院少，愿意去做
肺移植的医院更少。肺移植涉及多

个科室，靠少数几个科室是完不成
的。”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

师、上海市肺移植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陈昶说。

肺移植手术难，还有一个原因，
活肺的保存很难。我国边缘供肺比

例较高，高质量的供肺比较缺少。
“对于肺移植团队来说，只要没有亲

眼见到供体，并对肺源进行评估维
护，就始终无法确认是否适合移

植”。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主任朱
余明说，肺源从供体身上取下，到植

入受体体内血流灌注为止，有一段
安全的冷缺血时间。如果超过了冷

缺血时间，肺源质量将变差甚至无

法使用，因此，取肺必须争分夺秒；
另外，许多潜在供肺缺乏足够的维

护，或供肺质量一般，又容易感染，
导致大量肺器官被浪费。

上月，记者曾历时 7个多小
时，在肺科医院的手术室内观看了

一台高难度肺移植手术，过程可
谓一波三折，惊心动魄。肺移植从

术前供体的获取、运输，到手术过
程的分秒必争，再到术后的维护，

都有极高的要求，一例移植手术
至少需要 30多个医护人员的共同

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形成良

好的规范标准？
最早的人类肺移植手术可以追

溯到 1963年，几十年来逐步形成肺
移植的标准。而上海市肺科医院在

肺移植领域创造了很多个国内、国
际第一。朱余明指出，2003年；肺科

医院完成了第一例成功的肺移植手

术。至 2021年 5月，共开展肺移植
手术 209例，2021年已实施 19例，

移植成功率在 95%以上，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

肺移植团队近年也面临各种
各样的困难和挑战：“病人病种不

断改变，从一开始大多数患者呈
现肺气肿，近几年更多患者表现

为肺纤维化；患者普遍伴随心脏
问题、肺动脉高压，在初期进行肺

移植的时候，进行体外循环比例
越来越多……”朱余明说，为了不

浪费每一个捐献的器官，移植工
作必须更加精细。

“移植前结合床旁超声，对肺
进行多维度的评估。就一个评估环

节，我们就做了各项改进，并形成
了系列规范。对于肺移植术后患

者，每天都要组织 2-3次专家会
诊，还通过共聚焦技术采集排异活

检组织等手段，做到预防的关口前
移，提高患者生存率，让他们带着

供肺好好活下去。”陈昶由衷感谢
器官捐献者和他们的家人，正是由

于他们的无私奉献，才让生命在大

爱中延续！
首席记者 左妍 通讯员 杨宁

迎难而上，
不辜负每一个供肺

今天是中国器官捐献日

    30岁的李然（化名），4年前因

为慢性肾衰，在仁济医院做了肾
脏移植手术。手术很成功，李然年

轻的生命再次绽放，他觉得自己重
生了。“我要好好活着！”他是在说

给自己听，也说给那位遗憾离世的
器官捐献者听。可是，命运有些残

忍，今年，李然因突发脑出血而被

送入仁济医院抢救，这一次，奇迹
没有出现。

父亲忍着巨大的悲痛，将他
的器官捐了出去。“我的儿子，曾

接受过别人的无私帮助，那是救
命之恩；现在他不行了，我们也想

帮一帮别人。”眼有星辰大海，心
有繁花似锦，这位伟大的父亲做

出了勇敢的决定，现场的器官捐
献协调员们无一不感动落泪。

这是令仁济医院人体器官获
取组织（OPO）办公室负责人赵杰

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每一个器

官捐献者的背后，都有悲伤的故

事；但是更多人因此获得了新生，
又带来喜悦和感动。”赵杰说，一边

面对的是死亡，一边等待的就是新
生，协调员成为连结死亡跟新生的

纽带。
自 2015年 1月起，中国公民

自愿器官捐献成为我国器官移植

唯一器官合法来源，该规定实施的
第一年，我国就实现了 2775例公

民逝世器官捐献，此后每年都在增
长。据媒体报道，截至 2021年 5

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
数已超过 329万，实现捐献超过

3.39万例，捐献器官超过 10万个。
但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数

量，还是远远大于爱心捐献的数
量。我国每年有多达 30万因器官

衰竭等待移植的患者。他们当中
只有不到 6%的人能实现移植，

绝大多数人在等待中绝望离世。

他曾受过帮助 也要回报社会

没有爱心捐献者 就没有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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