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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年年119900人人捐捐器器官官，，3333个个是是孩孩子子
我省去年捐献量猛增，捐献者家属可获一定救助

期望 以另一种方式“留住”孩子

“宝贝，谢谢你！”近日，数十万网友被小建
运捐献器官的事迹所感动。其实，在我们身边像
这样让人感动的小孩、父母还有很多。省红十字
会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自2010年我省启动人体
器官捐献试点以来，截至今年1月中旬，我省实
现器官捐献190例。在这190例捐献者中，记者统
计发现，其中有33位捐献者是未成年人，5位是
不足一岁的婴儿，最小的只有9天。

“我只是想不能让儿子白来这个世界一次，
让他以另一种方式将生命延续下来。”作为一个
不到2岁的捐献者的父亲，青岛的甘先生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出了未成年捐献者父母的心声。

时间回溯到2014年2月6日，一场突如其来的

车祸，让甘先生不满两岁的儿子陷入了严重昏迷，
经过近10天的抢救，仍没能挽回孩子的生命。经过
一番思想斗争，甘先生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将
儿子的器官捐献，让孩子以另一种方式“留下”。最
终，孩子的肾脏、肝脏和眼角膜捐给了5个人。

“我没有办法留住孩子了，虽然不知道捐给
了谁，虽然没法见面，我也要捐，最起码我知道
小孩在外面，知道小孩身体的一部分还活着。”
作为一个13岁捐献者的母亲，临沂的代女士做
出这样的决定，也是为了能“留住”孩子。2014年
7月20日，13岁男孩小杰在回家的路上遭遇车
祸，后因伤势严重脑死亡。为了让儿子的生命得
到延续，其父母主动提出要捐出儿子的器官。

感恩 回报社会好心人曾经的帮助

回报社会好心人曾经的帮助，也是不少决
定捐献器官者家属的想法。2013年11月，15岁的
小纪被流浪猫咬伤，引发了急性播散性脑脊髓
炎。治疗一个多月，花掉医疗费数十万元，难坏
了这个普通的环卫工家庭。

小纪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社会上许多好
心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然而，最终还是回天乏
术。2014年4月12日晚，小纪病情突然恶化，被确
认为脑死亡。随后，孩子的父母含泪决定，将孩
子器官捐献。谈起捐献孩子器官的初衷，纪先生
表示，自从孩子发病以来，社会上许多爱心人士
伸出了援助之手，这让他们一家非常感动，“没
有大家的帮助，我们早就撑不住了。”这个决定
是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

同样是一名15岁捐献者的父母，聊城的闫
氏夫妇也有着类似初衷。他们一家的不幸要

从2009年说起，当时他们11岁的儿子闫森被
查出脑血管畸形，几经治疗，花掉这个下岗职
工家庭数十万元。2011年，不幸再次找到了
他们的女儿，正在上大三的闫淑青被查出了
尿毒症。2013年3月，15岁的闫森突发脑出血
去世，夫妻俩忍痛决定将孩子的两肾一肝和
一对眼角膜捐献，其中一个肾脏移植给了他
的姐姐。

2014年清明节，记者在我省人体器官捐
献纪念碑前碰到闫淑青，她说自从他们姐弟
生病，社会上很多好心人帮助过他们，她也
会积极回报社会。虽然肾移植后，闫淑青身
体并不很好，但仍积极参加志愿活动，并正
式加入公益组织爱心驿站。闫森的母亲在孩
子的感染下，也打算签署捐献器官和遗体的
协议。

“我知道等待的滋味不好受，所以最大的心
愿就是捐出自己的角膜和肝脏，帮助其他人。”
这是杨女士逝前做出捐献器官决定时，留给家
人的“遗嘱”。杨女士来自济宁，是一个普通的农
村妇女。

除了感恩社会、奉献社会，曾经经历的煎熬
也是促使不少逝者决定捐献器官的重要原因。
杨女士的捐献事迹还要从2007年说起。当时，她
被确诊为慢性肾衰，亲属间配型都未成功，一直
靠透析维持生命，同时等待合适肾源，以便进行
移植，可这一等就是5年。

2012年5月14日，苦苦等不到肾源的杨女士

突然陷入昏迷，病情急剧恶化。随后，家人决定
尊重逝者的遗愿捐献器官。最终，杨女士成功捐
献1个肝脏、2只眼角膜。

与杨女士有着同样经历的患者不在少数。
记者从省城各大能够器官移植的医院了解到，
各医院都登记有大量等待器官的患者。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及肾
移植中心主任门同义介绍说，在该院登记等待
肾源的患者就有300多个，其中很多患者在绝望
等待中离去。有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每年有150
万名患者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来拯救生命，但是，
每年可供移植的器官数量还不足百分之一。

煎熬 “等不到器官，那就把我的留给别人”

捐献器官，虽然是伟大之举，但由于传统思
想的限制，不少捐献者家属要承担着很多压力。
沂南县的代女士就是其中一位。“我们不图名不
图利，当时捐献时就没找媒体。”但是让代女士
没想到的是，捐献儿子器官的行为却被一些人
认为是“卖掉了儿子”，负面效应越来越大，在捐
献儿子器官两月后，代女士主动找到媒体，希望
给澄清一下。

受传统思想影响，不少人还无法接受器官
捐献。自2010年，我省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以
来，捐献数量逐年增加。据统计，截至1月中旬，
我省实现190例捐献。其中，2014年全年实现捐
献113例，单年捐献数量超过2010年至2013年4
年捐献总和。

在今年省两会上，省政协委员、济南市红十
字会常务副会长袁淑玲分析指出，器官捐献工作
面临难以推动开展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很多人
有“入土为安”等传统观念。此外，缺乏器官捐献
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对捐献者的激励补偿机
制，专项经费支持力度不足等也是限制因素。据
悉，器官捐献者家属可以获得一定的救助。我省
在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之初，提出采取“政府
投入一点，医院支持一点，社会募捐一点，受益者
拿出一点”的方式筹集资金。

据介绍，器官捐献者完成捐献后的遗体，由
医院进行符合伦理原则的医学处理，恢复遗体
原貌。对于有遗体捐献意愿的捐献者，由相关部
门联系遗体接收单位接收。

尴尬 受制传统观念，缺乏激励补偿机制

7岁男孩李建运车祸离世，捐献器官救活三人。记者调查发现，截至今年1月中旬，我
省实现器官捐献190例，有33例是未成年捐献者，其中最小的只有9天。“希望孩子的生命
在别人身上延续”，成为捐献者父母的共同心声。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李钢
器官捐受过程

①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

一般由患者医师通报信息，或
者病人家属主动联系相关部门。

②确认器官捐献意愿

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
女、父母可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
意捐献。即使公民逝世前已登记，家
属不同意，也可以不捐献。

③死亡鉴定

由神经内外科、重症医学科等
相关专业医师对捐献者进行死亡判
定。

由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专家进
行判断，因为部分有捐献意愿者因
器官已达不到捐献标准而最终无
法完成器官捐献。

由获取组织专家对捐献者进
行器官获取，来自红十字会与人体
器官获取组织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对器官获取手术进行见证和监督。

所有在场人员对捐献者进行默
哀缅怀。

遗体由医院进行符合伦理原则
的医学处理，恢复遗体原貌。

④确认器官是否够捐献标准

⑤获取器官

⑥缅怀捐献者

⑦遗体处理

⑧分配器官

器官分配给谁，不由人为决定。
自2013年9月1日起，所有捐献的人
体器官必须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
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

⑨运送器官

摘取器官后，要尽快送到受体
所在医院。如果受体在外省，要尽快
前往，以便尽快进行移植手术。

⑩器官移植

受体所在医院接收到器官后，
签收相关文件，以记录器官去向，为
受体进行移植手术。

本报记者 李钢 整理

中国器官捐献供需比

全球器官捐献供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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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器官

能移植给成人

据专家介绍，幼童捐
献的器官一般会尽量选择
移植给儿童，但这并不是
说儿童捐献的器官不能移
植给成年人。只是因为儿
童捐肾给成人，手术难度
较大，风险也较高，一般会
选择低体重的女性患者。

儿童肾移植到成人体
内后，随着供血的增加，肾
小球不断刺激，肾脏会不
断长大，直到大小足够满
足身体的需求。例如我省
一位7月大的女婴捐出的
两个肾脏，就被成功移植
给一位成年患者。

本报记者 李钢

7岁男童捐器官救三人

●条件：1、年满18周岁（注：此处18周岁是指可以登记为器官捐献
志愿者的条件，并不是指只有成年人才能捐献器官。）

2、愿意逝世后无偿捐献器官救治他人。
●捐啥：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
可以捐献全部器官，也可以选择其中一部分。
●哪捐：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www .ch in a-

organdonation.org.cn)。或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交给当地器
官捐献管理机构。

●证书：登记完成，将获得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
●授权：随时可变更或者撤销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本报记者 李钢

随时可撤销

捐献登记

流程

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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