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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夫，前卫生部副部长，现任中国国家器官捐
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记者见到黄洁夫时，已经72岁的他，依然神
采奕奕。

从 2016 年 至 今 ， 黄 洁 夫 率 领 国 内 专 家 团
队，多次参加相关国际论坛和峰会，向国际社
会宣讲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改革成就并驳斥有
关谣言。今年 7 月 1 日-7 月 5 日，第 27 届国际器
官移植大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这将是黄洁

夫第 7 次代表中国，在权威的国际组织舞台上，
发出中国声音。

近年来，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得到包括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器官移植协会、伊斯坦
布尔宣言监管组织、教皇科学院在内的国际社会的
一致赞赏和高度认可。

而这距离黄洁夫在2014年12月3日代表中国政
府宣布全面停止死囚器官使用、以公民逝世后自愿
无偿捐献为唯一合法来源，过去仅仅不到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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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了解中国模式

5月24日，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在第 71届世界卫生大会“器官移植服务的全民覆盖”边会
致辞后，走到黄洁夫面前，用中文对他说：“感谢中国。”

会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前任主席菲利普·奥康奈尔也
认为，中国器官移植数据和有关工作情况的透明度大幅增
加，使得一些邪教组织制造的“活摘”谣言不攻自破。

这已不是黄洁夫第一次听到国际卫生领域专家对中
国器官移植工作的赞赏。

今年3月，联合国与梵蒂冈教皇科学院共同发布了《梵
蒂冈教皇科学院践行伦理道德会议宣言》（下称《宣言》）。
在第四部分，《宣言》用整章介绍了监管人体器官捐献与移
植的“中国模式”，并认为中国取得的成果“标志着一个‘器
官捐献与移植的新时代’已经诞生”。

而这份重量级褒奖，也与黄洁夫等中国专家团队的努
力密不可分。

2017年 2月，黄洁夫受邀参加梵蒂冈教皇科学院举办
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全面系统介绍了中国在打击
器官买卖和规范器官捐献与管理方面的经验做法，严正驳
斥了个别参会人员提出的“活摘”谣言，得到与会代表的尊
重和好评。

“在晚宴上，各国代表都来跟我合影，很多人都成了我
的好朋友。”黄洁夫笑着对记者说。

会后，在给黄洁夫的信中，教皇更是称赞中国的器官
捐献移植体系是“世界上最好的体系”，表示自己“最想访
问的国家是中国”，这封信后来也被黄洁夫转交给了外交
部门。

在黄洁夫看来，要讲好器官捐献移植的中国故事，一方面
是中国专家“走出去”，另一方面也要把世界同仁“请进来”。

2017年8月，在昆明举办的2017中国器官移植大会邀
请多位国外权威专家参会，其中就有梵蒂冈教皇科学院院
长马塞洛·索龙多。

“他（索龙多）是坐着轮椅来的，来中国后特别感动，特
别是看到我们不仅有捐献者陵园、有庞大的志愿者队伍，
而且还配备直升机来运送器官供体，他对中国有了全新的
认识。”黄洁夫对记者说，“当参观到利玛窦墓地时，索龙多
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从不被了解、不被理解，到如今成为世界瞩目的全新
模式，中国的器官捐献移植事业不仅已经走上世界舞台，
同时也正在走向舞台的中心。黄洁夫说，如果我们能将器
官捐献工作进一步推进，2020 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
世界上第一器官移植大国，在数量和质量上引领世界先进
水平。

平凡故事里的中国温度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了果果（化名）13 岁的生
命，也让果爸果妈的人生瞬间失去了色彩。但他们却选择
以捐献器官的方式，让女儿的生命得以延续。果果走的那
一天，她也同时挽救了5个人的生命。

5月12日，央视一套播出的《朗读者·想念》节目中，果
果一家这段感人至深的器官捐献故事，打动了无数观众。

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地区2015年全年有2766人志愿捐
献器官，2016 年有 4080 人，2017 年达到了 5148 人。虽然器
官捐献的人数不断增加，但是器官移植的缺口依然很大。
据了解，中国每年有近 30万人需要进行器官移植，而供体
器官大概每年仅有1.6万例左右。

在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段撕心裂肺伴随着涅槃重
生的故事。而在 1∶30的供需背景下，这些“先行者”的故事
则显得更有意义。

常有人担心，中国传统思想会成为器官捐献的障碍，
但黄洁夫认为这种担心是缺少“文化自信心”。在他看来，

中国人虽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弃之不孝”的老话，但救
人是大孝，何况我们也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的说法，中华文化中始终存在奉献与感恩
的基因。

对于器官捐献者与受者，国际上通行的规则是“双盲
原则”，彼此互不知晓信息。但这无法阻挡受赠者传递爱
心、回馈社会的热情。

一位做过双肺移植手术的无锡姑娘这样写道：
“对于捐献者的信息，我并不知晓多少，只知道那是一

个比我年轻的小伙子。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的心中满是
对他和他家人的感激和崇敬之情。我必须要努力，努力地
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为我，也为他。我和病友们交流过，
大家普遍都有强烈的意愿，以后若有不测，救治无望，我们
也愿意把我们能够捐献的器官捐出去。亲爱的弟弟，我想
活得更久一点，带你去看更美的世界。姐姐定不失约。”

前景光明 任重道远

虽然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的改革，在短时期内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应看到，目前仍存在一些
亟待解决和规范的问题。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成人外科中心宋
云虎主任从一线专业人员的视角出发，认为当前制约心脏
移植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两个：一是中国缺乏心脏移植的医
生和医院，如去年中国才进行368例心脏移植手术，造成器
官供体的浪费；二是心脏移植的技术本身发展到了一个平
台期，受者的长期生存率仍然没能有新的突破。

宋云虎用数据指出，中国心脏移植术后的院内存活率
与国际心肺移植协会（ISHLT）数据基本持平，而像阜外医
院这种单中心的心脏移植受者中长期存活率，则要高于全
球同期 10多个百分点。中国与国际的主要差距，集中于基
础研究领域和新药开发上。

黄洁夫则从器官的捐献、获取与分配、移植医疗、注册
登记、监管等五大体系，论述了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比如因缺少合格的医院和医生而造成的器官浪费。“我们
一方面是器官短缺，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浪费现象。因为缺
少医生，缺少有资质的的移植医院。”黄洁夫说。

又如器官移植后注册登记体系的散乱。据介绍，目前
登记体系主要靠药厂支持建立，黄洁夫认为应该由相关国
家部门统一管起来。

黄洁夫也谈到了立法监管的滞后问题。2007年制定的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距今已逾10年，与最新的现实已有脱
节之处。黄洁夫建议协调相关执法部门尽快修订“人体器
官捐献与移植条例”，加大对违法违规的医院医生的惩处
力度，对因官僚主义、不作为导致的浪费器官供体现象严
肃追责。

最后，黄洁夫呼吁将器官移植纳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报销范围。他认为，尽管目前器官移植费用较高，但毕竟关
乎生死，应当由国家承担一部分，尽量平等地施予每一个
人。况且比起肾透析等长期治疗手段，肾移植的花费反而
更少。

体制机制需要理顺，但根本还是提高全社会的器官捐
献意识，形成良好风气。黄洁夫算了一笔账：“一位捐献者
的不同器官，通常可以满足 3 位受者的需求。我们每年在
ICU死亡的人数是600万，其中每1000个在重症病房去世
的人中，只要有2个人捐，就可以满足中国人在器官方面的
需要。”

器官捐献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响应。中国器官移植发展
基金会主办的“施予受”网站，连同中国红十字会下属的中
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两者数字相加后表明，中
国官方登记的器官捐献志愿者人数已有40万。但志愿者毕
竟还不等同于捐献者，黄洁夫认为，全社会对器官捐献事
业的了解仍然不够，志愿者队伍应该继续增加，“中国有13
亿人，我们的志愿者人数应该超过1亿才对。”他说。

2016年9月23日下午，作为果果的父母，我
们放弃了无效的治疗，同意拔掉呼吸机。捐献手
术前，我们和女儿做了最后的告别，我和她爸爸
手牵着手。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哭，我们发自内
心地笑了，我们抚摸和亲吻着女儿冰凉的脸颊，
心里彼此默默地为女儿祝福，希望女儿的生命得
到重生。

她的心脏可以在别人的身体里跳动，她的肝
脏可以拯救一个在绝望中等待希望的人，她的肾
脏可以延续两个人的生命，她的角膜至少可以让
两个人重见光明！

一想到她的器官将会在好几个人的身体里继
续健康地存活，女儿的肝宝宝、肾宝宝会陪伴着
她们的新主人一起成长，一起去实现女儿还没有
完成的梦想，女儿的角膜也会继续在新的主人眼
睛里，替她继续看到全世界最美好的风景，我们
就觉得女儿没有离开，她依然跟我们一起呼吸着

同样的空气，沐浴着同样的阳光和雨露，生活在
同一个星空下，女儿还和我们在一起。

余奕璇，果果，我的女儿，我的骄傲！她13
年的生命是灿烂的，有意义的。她13年后的道别
也是深情的。宝贝儿，谢谢你，以这样的形式陪
伴我和爸爸 13 年。我们永远铭记你的笑，你的
好。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儿。每每回忆起
你13年成长的点点滴滴，满满的都是幸福！

感恩红十字会，感恩移植医生，是她们帮助
我们完成了女儿生命的延续，让我的女儿以另一
种方式继续活在这个世上！感恩那些接受我女儿
器官的人，因为你们的需要，我女儿才有机会继
续存活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她短暂的生命是有
意义的，有价值的！感恩红十字会为我女儿承办
了一次隆重的人生告别仪式，为我女儿去到天堂

的路上铺满了鲜花。

（稿件由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提供）

D.监管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全新模式

本次全球践行伦理峰会认可中国禁止使用死囚器官和禁止外国患
者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移植旅游）这两方面的改革。中国的器
官移植改革体现了世卫组织关于公正、透明和公平的指导原则，具有
指导意义。

中国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 2007年中国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和2011年中国

全国人大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确立中国惩罚器官相关犯罪的
立法依据。

· 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制性的全国器官分配计算机系统（中国人体
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该系统与四个移植注册系统
（肝脏、肾脏、心脏和肺脏）对接，确保了人体器官的可溯源性和分配
的公平性。

· 中国政府根据政策对具有移植资质的医院进行授权，由国家卫
生主管部门进行现场突击飞行审查。

· 中国卫生和司法部门正在合作建立一个打击器官贩卖的全国监
测系统。这个大数据系统整合司法和医疗领域的信息，可以作为世界
其他国家打击器官贩卖的一个典型。

·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中国政府持续改革的坚定决心，以
及在黄洁夫教授领导下移植界专业人士与政府通力合作高效落实器官
移植改革措施。

中国的这些成果标志着一个“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新时代”已经诞
生，这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8.7要求相符，并体现了强力政府的大
力支持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作用。在不久的将来，将
有90多万中国患者需要接受移植或透析的治疗；中国的模式显示，要
通过公民逝世后捐献或符合伦理道德（不涉及器官贩卖）的亲体捐献
来扩大器官来源，就需要政府对器官移植进行监管。

（摘自2018年3月联合国与梵蒂冈教皇科学院共同发布的《梵蒂冈
教皇科学院践行伦理道德会议宣言》，宣言中译本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
基金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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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5日，刘静芝走完自己24年的人生
旅程，但她把爱留在了人间。她将自己的心脏、肝
脏、肾脏等器官捐出，为更多人带去了生的希望。

刘静芝是浙江建德航头镇溪沿村人，3 年前从
杭州一所高校物流专业毕业后，在建德城区从事
电子商务工作，还开了一家实体鞋店。

这位性格开朗、活泼的女孩，还是位公益达
人，参加了多个公益组织，一到节假日，就会去
福利院、敬老院参加慰问活动。除夕前几天，她
还和朋友一起，去建德一个农村看望困难群众，
给他们带去新春的祝福。朋友说，她是他们的开
心果。

2月 10日，刘静芝和朋友们一起在外聚餐，晚
上回来后，感到身体不适。第二天，家人发现刘静
芝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连忙把她送到医院，经检查
是脑溢血，后送到浙大一院进行抢救。经过 3天的

抢救，女孩还是没有救过来。
刘静芝的继父是一位外科医生，之前经常和刘静

芝讨论生命之类的话题。她好几次提到，如果自己有
一天也遇到了意外，希望将所有的器官捐献，以这样
的方式让生命延续。“我和她妈妈讨论了很久，决定
尊重女孩的意愿，将她的器官捐献。”

“月月 （刘静芝的小名） 是个非常任性的孩
子，只要自己认定的，就没有人能改变。捐献器
官，是她生前的意愿，我们就尊重她吧。”刘静芝
的继父小声地说，静芝的母亲沉默了许久，流着
泪，点了点头。

2月15日上午10时30分，刘静芝接受了器官捐
献手术。她捐献的器官，都将移植到其他患者身
上，她的生命，也将以另一种方式，活在人间。在
农历除夕，这位热爱公益的可爱女孩，把大爱留在
了人间。

2017年 8月 4日，世界卫生组织器官移植主管官员何塞·努涅斯 （右三）、国际器官移植协会现任主任南
茜·阿舍教授 （右二），在云南省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向器官捐献者纪念碑敬献鲜花。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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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者刘静芝

捐献者余奕璇

为 捐 献 者 祈 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