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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11 月 13 日
凌晨，年近 50 岁的高先
生因突发疾病被判定为
脑死亡。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协和医院联合OPO
协调员席涛、潘欣露，与
当地医院重症林永兴主
任团队紧密协作，协调权
威的脑死亡判定团队第

一时间严谨地完成脑死
亡判定，专业耐心地与家
属沟通。

当家属知晓器官捐
献将挽救好几个无助的
家庭时，在悲痛中签署了
捐献同意书，捐献患者
心、肝、肺、肾和角膜等全
部可捐器官。“这也许是

他一生中做得最伟大的
一件事！”家属说道。

“器官捐献是一项奉
献人间大爱、挽救他人生
命、服务医学发展、体现
社会文明进步的崇高事
业。”福建医大协和医院
联合 OPO（人体器官获
取组织）协调员席涛介

绍，因为器官的转运和保
存，有着极其严格的要
求，为了保证捐赠的器官
能够真正起到作用，器官
在获取前、获取中、获取
后都须保证各环节的无
缝衔接。“所以，器官捐献
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和时间的赛跑。”

2018年以前，郑冰
莹是一名心外科护士。

那时她对OPO的
想象，是“一个没有夜
班的地方”。然而入行
才发现，这是“一个无
所谓白天与黑夜的地
方”。

在郑冰莹看来，24
小时待机是器官捐献
协调员的常态——平
日里，要关注全省各地
医院动向，一旦有潜在
捐献者，便马不停蹄出
发；捐献前夕，患者病
情起伏不定，深夜赶到
病房是常有的事；对于
捐献者家属，也还有太
多“医院之外的事”等
着他们。

郑冰莹说，器官捐
献者中不乏困难家庭
和外来务工人员。在
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面

对亲人离去的噩耗，有
人会将初次谋面的协
调员当成救命稻草。
这时，协调员就要陪伴
家属送好亲人最后一
程。“帮助需要移植的
人，更要帮助献爱心的
人，这是我们的初衷。”

福建医科大学孟
超肝胆医院的OPO主
任司晶在这一行工作
了十年。

司晶曾遇到因丈
夫意外身亡，付不起
房租而被房东赶出来
的女人。司晶记得，
那几天，大家带着母
子三人，到交通大队
处理事故，到殡仪馆
料理后事，最后每人掏
了1000元房租，凑够半
年房费，将这家人安顿
下来。

“在逝者家属最无

助时，我们唯有尽可能
帮助他们处理各种善
后事情，减少他们失去
亲人的悲痛，也是对这
些付出大爱的人的一
种回报。”司晶说。

器官维护、后事料
理、工伤认定、法律纠
纷……每一个不幸的
家庭遇到的问题不尽
相同，这意味着在医学
之外，器官捐献协调员
需要尽可能多地掌握
沟通技巧和法律、心理
学等知识。

在孟超肝胆医院
OPO 成员万磊看来，

“只有陪伴着家属，与
他们共同经历困难、共
同解决问题，才能建立
起彼此之间的信任，他
们才愿意把亲人身体
的 一 部 分 托 付 给 我
们。”

大爱无言 男子捐器官救下5人
百名医务人员与时间赛跑，同步进行5台大器官移植手术，完成生命的接力；

如此多台大器官手术在同一家医院同时进行，在我省尚属首次

□新闻深读

器官捐献协调员 在生死之间摆渡

N海都记者 林宝珍

11月13日凌晨，南平市民高先生（化名）
因突发疾病被判定为脑死亡，家属在悲痛中
作出捐献其心脏、肝脏、肺、肾脏和角膜等全
部可捐器官的决定，以挽救他人。

当天，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多科
室近百位医务人员经过长达13个小时的“鏖
战”，顺利完成高先生的器官捐献及其后的
心、肺、肝及双肾5台大器官移植手术。目前，
5 名移植患者状态良好，部分患者已离开
ICU，转回病房。

据悉，如此多台大器官手术在同一家医院
同一天同步进行，在福建省属于首次。

另据介绍，今年7月，福建医大协和医院新
增肝脏、肾脏移植手术资质，成为福建省唯一
一家具备心、肝、肺、肾移植手术资质的医院。

当天，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协和医院多科室近百位医务人
员经过长达 13个小时的鏖战，
顺利完成高先生的器官捐献及
其后的心、肺、肝及双肾 5台大
器官移植手术。

38岁的肝移植患者李女士
（化名）不幸确诊原发性胆汁型
肝硬化，通过肝移植手术更换
健康的肝脏是她唯一的希望。

吕先生（化名）与李先生
（化名）均为尿毒症患者，长期
接受血液透析治疗，每日还需
要服用大量的药物维持生命。
他们期盼肾移植手术摆脱病痛
的折磨。

三位患者求诊福建医大协
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蔡金贞
主任接诊后，通过细致的检查
评估，确定肝肾移植手术指征
并登记等待供肝、供肾，同时为
三位患者量身制定肝移植、肾
移植手术方案。

11月 13日，蔡金贞主任团
队及移植中心的 10余名医生，

顺利为李女士完成肝移植手
术。同时，吕先生与李先生的
肾移植手术也顺利完成。

58岁的陈先生（化名），因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 II型呼
吸衰竭，已到无法脱氧的严重
地步。移植团队对陈先生病情
充分评估及全院多学科会诊及
伦理讨论后，决定为其行肺移
植手术。

13日上午，陈椿副院长、郑
斌主任医师与医院特聘教授陈
静瑜教授，共同为陈先生完成了
双侧病肺的切除及供肺移植手
术。术后，移植的肺功能良好。

61岁的赵先生（化名）患有
终末期缺血性心肌病，曾多次
做冠脉支架，仍反复心衰，他的
心脏已是正常人的 10 倍大，

“超级心脏”让他不堪重负，心
脏移植是他唯一的生存希望。

13日上午，在心外科手术室
里，黄雪珊主任团队成功为赵先
生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一小
时后，供心在赵先生体内复跳。

无私捐献 男子突发疾病“脑死亡”捐献全部可捐器官

百名医务人员鏖战13小时
同步为5名患者移植器官

生命接力

“你愿意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病人的生命吗？”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的第4年，这句话慢慢
成了郑冰莹的口头禅。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联合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的她，每
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生者寻找希望，为逝者延续生命价值”。

今年是我国器官捐献工作正式启动后的第十二年。来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
显示，截至6月6日，我国历年累计器官捐献人数达40200人，器官个数121024个。

这些数字背后，是数万献出“生命礼物”的逝者，以及那些四处奔波的“生命摆渡人”——器官
捐献协调员。

让郑冰莹深感欣慰的是
社会认知的变化——人们愈
发清晰认识到，生命可以以另
一种方式延续。

福建省人体器官捐献管
理中心主任敖志雄介绍，福建
省器官捐献人数持续增加。
2019年以前，福建每年器官捐
献数量始终徘徊在数十例，
2020年达到104例，2021年增
长至164例。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
中心数据显示，2015 年 1 月 1
日，全国逝世后器官捐献者累
计2908人，志愿报名登记人数
34049名。截至今年6月8日，
我国已实现捐献人数超 4 万
人，志愿登记人数477万人。

这也使我国器官捐献与
移植数量目前位居世界第二
位。

器官捐献事业向阳而行
背后，是无数人的努力。

在福建，红十字会设立
永生天使基金，为捐献器官
的困难家庭提供补助，让“抱
薪者”不寒于风雪；在安徽，
设立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
碑，每年冬至把捐献人的名
字刻碑纪念……

N据《瞭望》新闻周刊

ICU，是郑冰莹最常出
现的地方。

这里有冰冷的数字和
仪器、惴惴不安的家属，以
及随时可能离开的病人。

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
就是从病人中寻找可能的供
体，为患者带去移植希望。

据统计，中国每年有 30
万人在生死边缘排队等候
器官移植，只有 1万余人能
通过器官移植获得新生。

在生与死之间架起桥
梁，是器官捐献协调员最重
要的使命。通常他们需要
协助完成意愿征询、脑死亡
判定、器官捐献、伦理审查
等一系列工作。

“协调员常常面临两方
面压力：一是等待的病人，
许多器官衰竭患者在等待
移植的机会；二是捐献者家
庭，对尚在悲痛中的家属提
出捐献，难以开口。”郑冰莹

坦言。
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 6

岁的脑肿瘤患者——医生
说，孩子只剩一年半的时间，
妈妈不想放弃，带着女儿四
处求医，但是看着病友群中
的小朋友一个个离开，妈妈
最终还是找到协调员，希望
给孩子一个“最好的归宿”。

“有很多小朋友需要眼
睛，如果你以后变成小星星
了，你愿不愿意把眼睛给他
们？”在病房门口，母女俩的
对话至今让郑冰莹动容。

郑冰莹说，最终，逝者
留下肝、肾、眼角膜，为 5个
孩子带去了希望，但妈妈却
难以走出悲痛，时常向她打
听“接受捐赠的小朋友恢复
得怎么样了”。

器官捐献协调员时常
守在 ICU病房门口，寄托着
一群人生的希望，同时也要
承受另一群人逝去的悲痛。

在生与死之间架起桥梁 “一个无所谓白天与黑夜的地方”

福建器官捐献人数
近年持续增加

数
据

现场医护集体向捐献者默哀致敬（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