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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数量逐年增多但仍然紧缺

遗遗体体不不足足
上上解解剖剖课课只只能能看看

记者从山东省红十字会了解到，截至今年10月，我省遗体累计登记8740例，
实现捐献1353例。角膜累计登记7100例，实现捐献1380例。调查发现，虽然每年登
记数量在增加，但遗体仍然紧缺。

本报记者 王小蒙 焦守广

教学科研遗体紧缺
学生缺少实操机会

“大体老师”是医学界对遗体捐献者
的尊称。遗体捐献者在过世后，要进行防腐
保存，用于科研和教学。临床医学生最好都
要在最接近真实的人体上进行模拟手术训
练，以积累经验。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是济南市三所志
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之一，另外两所
是山东大学医学院和山东力明科技职业
学院。据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器官移植办

公室主任、山东省人体器官捐献专家委
员会专家组成员、秘书董来东介绍，2012
年该院有了遗体接收资质，“2012年接收
12例，2013年是20例，2014年为25例，
2015年38例，2016年55例。”

董来东说，自愿捐献的遗体，都将全
方位用于医院各临床学科的教学、科研等
医用标本材料。不过，尽管该院接收的遗体
捐献数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遗体依然
较为紧缺。“每年医院有两千多名学生来学
习和培训，接收的捐献遗体数量却不过50
例左右，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山东大学医学院基础资源院人体解
剖学教研室副主任李振中介绍，在十几
年前尚可4名学生解剖使用一具遗体，现
在要十二三名学生实操一具遗体。而在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医用遗体则更
为紧缺。学院实验中心主任刘晓光说，由
于遗体紧缺，解剖课学生几乎没有实际
操作的机会。

去哪捐献遗体
不少人走了弯路

在遗体捐献人数不足的同时，很多
人想捐却不知道怎样捐。

其实早在2003年，山东省就制定出
台遗体捐献条例，具体程序为：捐献人到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领取《山东省遗体捐
献登记表》，将填写好的登记表交回。生
前未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的自然人死
亡后，其近亲属可以持本人和死者身份
证件及全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近
亲属一致同意的证明，办理遗体捐献登

记手续。
今年47岁的梁先生，家住聊城高唐

县庆云镇，已经被小脑萎缩折磨了十几
年，不能自主行走，说话也只能一个字一
个字地往外蹦。他说，早就想要捐献遗体
了，可是不知道该去哪里捐。“直接捐在
当地医院能行吗？”

据了解，由于遗体捐献主要是用来
作为高校教学使用，大多数医院并不接
受遗体捐献。刘晓光曾遇到一位遗体捐
献志愿者家属，辗转问了好几个地方，才
打听到捐献途径。“捐献者去世以后，家
属先是问了当地的市级医院，人家不接
收，但具体该怎么捐，也不太了解。”

刘晓光说，接收单位要在24小时之

内接走遗体，家属打听了三个多小时，终
于将遗体捐了出去。“红十字会、医院、高
校之间还是缺少配合，不少病人都是临
终表达捐献意愿，医院也应开展遗体捐
献的宣传工作，由他们告知患者及家属
更直接有效。”

家属顾虑重重
遗体应得到尊重

除了不知道怎样捐，遗体该如何使用
也让捐献者家属顾虑重重。“前几年发生
的捐献遗体乱丢弃现象，让人看了心里
很难受。”济南市民闫先生的父亲去年
刚捐献了遗体，他最担心的是遗体得不
到应有的尊重。

“对于遗体使用的流程，也没人明确
告知。捐献的遗体使用完之后，能不能统
一火化，进行花坛葬之类的。”闫先生希
望能出台这方面的有关细则，以便让家
属心安，也有利于推动捐献事业。

刘晓光说，根据教学科研的需要，珍
贵的遗体一般都会被长期保留，解剖之
后的具体部位还会做成人体标本，进一
步用于教学和科普。“每一具遗体都是
十分珍贵的，都舍不得火化，此前也有
不少家属提出希望保存头发或牙齿之
类的。”

日常遗体捐献当中，有人既有遗体
捐献也有器官捐献的意愿，遇到这种情
况该怎么办？记者从济南市红十字会了
解到，实际上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是两
回事，器官捐献是用于临床治疗，遗体捐
献主要为医学院教学所用。

在场人员向捐献者鞠躬。 院方供图

本报济南 12月 8日讯（记者
焦守广 王小蒙） 12月4日

晚上，陈锋的父亲心脏停止了跳
动。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陈锋
替父亲完成了遗体捐献登记。与
此同时，他自己也在遗体捐献登
记表上签了字。他说，自己将来
也要像父亲一样捐献遗体。

12月4日晚上7点多，山东
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肿瘤内
二科医生办公室传来一阵急促
的敲门声，敲门者是3床患者的
儿子陈锋，“刘大夫，我爸不对
劲儿，您快去看一下怎么了？”
值班医生刘彬赶紧跑到病房进
行抢救，抢救持续了20分钟，陈
锋的父亲随后被宣布死亡。

刘彬接下来正准备下抢救
医嘱、开死亡证明、写抢救记录，
然而这时陈锋的一句话让刘彬
一愣，“刘大夫，您知道怎么捐赠
遗体吗？”从医七年多来，刘彬还
从未遇到过患者家属问这样的
问题。陈锋告诉刘彬，父亲生前
就有这个愿望，去世后要捐献有
用的器官和遗体。受父亲感染，
陈锋也有同样的想法。

通过多方打探，刘彬联系
上了山东省红十字会一名负责
人的电话，对方立刻帮忙联系

了最适合的接收单位，以最大
程度利用好捐献者的遗体。在
志愿者的引导下，陈锋替父亲
完成了遗体捐献登记，自己也
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签了字。
随后，所有在场人员在向捐献
者深深三鞠躬后，遗体被抬上
转运车离开。

陈锋今年25岁，生活在一个
单亲家庭。他说，“爸爸平时最喜
欢看的就是军事类节目，看到国
家强大了，他比任何人都高兴。
我爸他很知足，患病住院医保报
销了大部分的医疗费，所以他经
常说要感谢国家。”

今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热播。当看到电视剧中“陈老”舍
己救人去世，死后又将遗体捐献
给社会的剧情，父子俩热泪盈
眶。“我走了以后也捐了吧，咱也
为社会做点贡献。”陈锋说，当时
以为父亲在开玩笑，没想到他是
认真的。

“我爸是在去年查出的食管
癌。”陈锋说，11月底的时候，他
父亲再次住进了医院，在医院俩
人商量，过两天出院后一起去登
记，只不过这次父亲没有等到出
院就走了。

（陈锋为化名）

父父子子同同日日
登登记记捐捐遗遗

父亲患癌去世，儿子签下捐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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