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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有了捐献想法后活得更幸福了

据了解，为了回报遗体捐献者的大爱精

神，合肥市大蜀山文化陵园内，特别设立了安

徽省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林。一旦实施了遗体

（器官）捐献以后，志愿者的名字将会出现在这

片碑林里，同时，文化陵园方面，还出台一系列

优惠政策。

付杰介绍，捐献遗体需要经过一定的程

序。捐献者应先和省红十字会取得联系，领取

相关表格，提供本人免冠照片，并如实填报自

己的姓名、住址、联系电话及愿意捐献的人体

器官或遗体是否留作医学用途，或是愿意留作

器官移植等信息。最重要的是，除了本人签字

外，还需捐献者子女全部同意，方可签字认同；

没有子女的，可由自己的直系亲属或由所在单

位、社区出面签字认可才能生效。如能达到以

上条件，其他的具体事宜，会由省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帮助捐献者去联系和办理。

生前未能办理志愿捐献登记手续的，其本

人在临终前或逝世后其直系亲属要求志愿捐献

遗体的，也可到接受站办理遗体捐献手续。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

办法，国家规定的未经治愈的甲、乙类型传染病

人的遗体暂不列入志愿捐献遗体的范围。

★一般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公民生前都可以办理遗体(器官)捐献手

续，自然人死亡后其亲属一致同意捐献的也可

以办理捐献手续。

★有4种情况的遗体不能捐献。一是死者

生前明确表示不同意捐献的；二是死者近亲属

意见不统一的；三是非正常死亡的；四是按照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必须火化的。

★遗体接受站将严格认真地尊重捐献者

生前的遗愿，并将遗体处理的情况通知捐献者

的近亲属。

★接受站接收遗体捐献不仅面向中国公

民，外国人也可以办理捐献手续。捐献者在办

理捐献手续后，即可获得由安徽省红十字会统

一颁发的志愿捐献遗体(器官)荣誉证书。捐献

者如果日后改变主意，同样可以变更或撤销捐

献遗体的决定。

医学院15名学生共用一具标本，全省登记遗体捐献者不足千人

我省遗体捐献遭遇尴尬

入土为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

离开这个世界后，如果将自己的遗体

（器官）捐献出来，供医学和救人所用，

目前很多人还无法接受。昨天上午 9

点半，合肥市首次遗体（器官）捐献协调

员座谈会在该市东七里街道恒通社区

召开。会议期间，本报记者和志愿者进

行了交流，了解到遗体捐献背后的美好

和光荣，以及我省遗体（器官）捐献现

状。 记者 江亚萍

杨世忠来自池州市，在昨日的协调

员座谈会现场，他十分积极地散发资料，

宣传遗体（器官）捐献知识。记者了解

到，现年64岁的杨世忠，早在2004年，就

通过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捐献中心安徽

医科大学登记接受站，完成了遗体捐献

的协议登记工作。

杨世忠告诉记者，人活一世，回首过

往，总感觉有各种各样的遗憾。能够通

过遗体捐献，为后人做点什么，内心十分

踏实。“我常常感觉，我的身体已经不属

于家人和自己，而是属于这个社会，我要

为这个社会保留一个有用的躯壳，这样

的想法，让自己活得反而更加健康和幸

福。”杨世忠说道。

在活动现场，来自合肥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志愿者代表许江安在发言中

说道：“我是遗体捐献志愿者，我希望有

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为国家

医学科技研究出点力。”48岁的许江安

告诉记者，自己是失地农民，2009 年 4

月份完成了遗体捐献协议签订，并且通

过多次做思想工作，取得了儿子的理解

与支持。

记者了解到，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

（器官）捐献中心设立有三处遗体（器官）

接受站，安徽医科大学接受站是我省三

个遗体捐献接受站点中规模最大的一

个，从1972年接受第一例遗体捐献到目

前为止，安医大捐献点仅接受了700名捐

献者登记。平均每年前来办理遗体捐献

的人不足二十人。

记者了解到，几十年来，在这些捐献

者当中，真正能够按照捐献者遗嘱执行

捐献的仅有90例。这个数字已经远远

落后于周边省会级别城市，能够实现捐

献的遗体数量远远不够科研和医疗的

发展和应用。随后记者从省红十字会

了解到，截至去年底，我省报名登记遗

体捐献的志愿者仅931例，已经实现捐

献的117例。

付杰是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

接受站安徽医科大学接受站的负责人，

他本人也是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目前

安医大捐献点已经实现捐献的有100名

捐赠者，远远不能满足医学研究等方面

的需要。遗体捐献多用于科研院校的研

究，组织捐献包括眼角膜、造血干细胞、

血液等，器官捐献则包括肾脏、心脏、骨

骼等。”付杰告诉记者，遗体捐献和组织

捐献比较好操作，但是器官捐献对医疗

技术、保存冷藏设备等的要求非常高，而

且牵涉到伦理、交易等复杂问题，目前我

省还没有人愿意尝试。

付杰告诉记者，遗体的用途主要有

三点：一是作解剖学教学用，二是作科研

用，三是作器官移植用。仅以眼角膜为

例，我国每年因眼角膜病变、外伤导致失

明的患者约有40万人，可能够接受角膜

移植的患者仅有500例左右，尚有成千上

万的盲人在焦灼而无奈地等待。

付杰介绍，捐献遗体（器官），无论是

对于医学教育、疾病研究、救死扶伤，还

是对于移风易俗、殡葬改革、节约土地和

资源，都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体

现了捐献者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唯物

主义生死观和人道、奉献、博爱的精神境

界；这对于促进精神文明和社会进步更

有着深远而积极的意义。

据介绍，在发达文明的地区和国家，

一旦有人突发脑死亡，其没有损伤的器

官，如：角膜、肝、肾等，很快就会被移植到

在医院等待救治的患者体内；其遗体将被

捐献给医学教学、科研使用，为培养优秀

的白衣天使而提供标本。有时，一位捐献

者的器官能同时挽救七、八位患者的生命

和健康！这对亡者来说，实际上是把终结

了的生命在多位患者身上得到了延续。

记者了解到，按照目前我省遗体捐赠

的情况来看，捐赠者去世后完全捐献率低

直接造成了医学院尸源紧张，付杰表示，

通过捐献遗体进行人体解剖，可以帮助了

解疾病诊治过程中的方法、死亡原因，看

到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另外，学生入学

后第一门医学基础课《人体解剖学》，如不

通过具体尸体解剖，学生对人体具体结构

的认识有很大局限性，只停留在画面上。

可以想象，一个外科医生在做手术前如不

经过人体解剖的尝试，怎么能胜任手术台

上的手术？有的医生走到工作岗位上业

务水平不高，望闻问切不行，只能依靠片

子判断病情，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上学

阶段没有系统掌握人体构造。

一般来说，按照教学要求，医学本科

的学生应该是每 4 人实习解剖一具尸

体。现在在安医大，因为缺少教学用的

尸体，只有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才有实

习解剖的机会，而且还是每15个人共用

一具。来自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我国

每年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

器官移植手术仅1万余例，远远不能满足

临床治疗的需要。

现状 全省登记者截至去年底仅931人

用途 对新发现的疾病研究意义非凡

窘境 医学院学生15人共用一具标本

程序

本人签字外还要子女同意

链接

遗体捐献程序

清明时节，在大蜀山文化陵园内，一市民在捐献者纪念碑前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