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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相关

遗体捐献

如何办理

近期，网络上接连出现志愿者捐献遗体或器官和组
织的新闻，引发众多网友致敬。

2019年，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登记的河北
人约为28000人，2020年底，这一数字已突破80000人。

这仅仅是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登记的数
量，不包括通过电话和直接到各地红十字会机构登记捐
献人体器官的志愿者。

捐献包含遗体、器官和组织（眼角膜、血液、造血干细
胞等）三部分，其中捐献者的器官和组织被用于救助病
人，捐献者的遗体被用作医学教学和科研，后者被医学工
作者尊称为“大体老师”，又叫“无语良师”。

他们成为了他们成为了““大体老师大体老师””
□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

2020 年上半年，全省完成遗体
捐献 52 例，在河北省累计捐献遗体
410多例中，这半年完成的捐献案例
创了新高。

与之对应的是，登记签署捐献
人体器官协议书的志愿者人数也在
大幅攀升。

河北红十字会业务工作部部长
牛志强介绍，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
献管理中心的数据，2019年，在这一
网站登记的河北籍志愿者为 28000
多人，2020 年底猛增至 80000 余人。
而几年前，这一数字不过三百余人，
用了1-2年时间才攀升过千。

捐献志愿者，可捐献遗体、器官
和眼角膜的全部或部分。

相对捐献器官和眼角膜能治病

救人逐渐被接受，遗体捐献的接受
度相对要差一点。

根据相关办法，遗体捐献完成
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然人生前自
愿表示在身故后，由其执行人捐献
遗体的全部或者部分；另一种是生
前没有表示不捐献意愿的自然人身
故后，可由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或监护人
共同表示捐献意愿。

也因此，家人的支持成为遗体
捐献的关键一环。

某省直单位的储靖农对此深有
感触。

早在 2012 年，储靖农的父亲储
瑞耕就提出去做公证，去世后捐献
遗体。储瑞耕是河北日报高级编辑、

“杨柳青”专栏主笔，曾获得中国新
闻界最高奖“韬奋奖”和“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

“对这事儿，我比较看得开，我
母亲也没什么意见。”储靖农回忆，
父亲的想法曾遭到储靖农弟弟的反
对，“我弟很传统，认为我爸这是在
开玩笑。直到最后完成捐献，他更多
的是为完成爸爸的心愿。”

樊平是储瑞耕生前签署捐献志
愿书的对接人，他是河北医科大学
研究生院院长、人体解剖学专业资
深教授。

从樊平保留的微信记录可以看
到，从签署捐献志愿书到最后完成
捐献的8年中，储瑞耕即使到外地疗

养，也多次和樊平沟通，希望能得到
樊平帮助，完成捐献遗体的心愿。

樊平感慨，“过去，用于医学科
研和教学的遗体时常处于短缺，也
因此，像储先生这样的捐献者，我钦
佩又尊重。”

遗体捐献的原则是自愿、无偿、
和谐。因此，樊平认为，捐献者家属
的配合很重要，即使捐献志愿者有
强烈意愿，在志愿者去世后，家人若
不同意，不告知，捐献也很难完成。

2020 年 6 月 22 日，储瑞耕入院
治疗后陷入昏迷，“那天中午，我赶
到医院陪着父亲，我抓着他的手，轻
轻跟他说，‘你放心，你的心愿我一
定帮你完成。’”储靖农回忆，当天14
时左右，医生通知家属要有心理准
备，储靖农就及时与省红十字会联
系捐献相关事宜，18时左右，储瑞耕
因抢救无效去世，河北红十字会等
相关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先后完成

了眼角膜捐献和遗体捐献。
从事人体解剖学教学 35 年，每

一位遗体捐献者的名字，樊平几乎
都不曾忘记。

2016 年 12 月，河北医科大学老
校友郑家琳女士在北京去世，她将
遗体捐献给母校。

“郑老 1950 年考入学校妇产科
班，她生前明确表示，上学时母校缺
少教学科研用遗体，去世后要将遗体
捐献给母校让学弟学妹精进医术。”
樊平说，他们专程开车去北京将郑老
的遗体接回来，这次捐献，郑老的子
女就是通过河北省红十字会联系到
河北医科大学遗体捐献中心。

捐献遗体的志愿者来自不同行
业，有工人，有老师，年龄段也不同，

“在感谢捐献志愿者的同时，也很感
谢他们的家属，是他们的大爱和无
私，才有了推动医学进步的可能。”
樊平说。

在采访中，樊平教授提到这样
一个细节，相对于器官、组织捐献可
以做街头宣传，广而告之，遗体捐献
较受国人忌讳，“你能接受在街头被
人塞一张遗体捐献的宣传单吗？”

这也造成遗体捐献的细节其实
并不为大众所了解。

牛志强特意介绍了遗体捐献的
相关事宜，记者进行了整理：

捐献意愿表达必须真实，并应
得到尊重，根据捐献人愿望，可到公
证处予以公证。生前表示不同意捐
献遗体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违背其生前意愿，不得强迫、欺骗或
者利诱他人捐献遗体。

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可由
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当地红
十字会或遗体接受单位登记；如身
体不便，可由工作人员上门协助完
成捐献登记；也可以登录河北省遗
体捐献网站下载表格并登记；如委
托他人办理登记手续，需提供双方
的有效身份证明，并携带捐献人委
托函。

遗体捐献登记人要认真填写
《遗体捐献志愿书》，并征得直系亲
属同意，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及其
监护人不同意的，登记机构不得办
理登记手续。

登记机构进行登记时应当告知
捐献人或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
患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特殊
处理的传染性疾病的不宜捐献。

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后，捐
献人可以变更登记内容或者撤销登
记。登记机构应当按照捐献人的要
求，办理相关手续。

捐献人应当在办理登记前选定
捐献执行人。执行人可以是直系亲
属，也可是生前所在单位、居住地的
村（居）委会、养老机构或者其他由
捐献人指定的相关单位和个人。

家人的大爱与无私11

回想起2020年6月24日的遗体
捐献过程，储靖农说，很感动，“河北
医科大学举行了一个小仪式，有父
亲的生平简介，摆放着鲜花，家属先
进入与逝者告别。整个过程让我觉
得父亲的捐献行为特别有意义。”

这样令家属欣慰的一幕，是受
捐方各级医学机构和省红十字会共
同摸索出来的。

牛志强曾接待过一名遗体捐献
者家属，家属反映，在为逝者销户时
要用到受捐单位出具的证明原件，
家人希望能保留一联的证明留作纪
念。却不想，要满足这个要求，需要
家属再补签一份捐献手续。家属对

此感到有些不满，找到省红十字会，
希望捐献流程能够更加完善，让捐
献者家人感受到温暖。

此时，和樊平一样，身处医学科
研和教学单位的遗体接受单位，也
苦恼于人体捐献过程中遇到的个别
问题，比如有家属提出，希望清明节
能有个祭拜的场所。清明节祭拜过
世亲人，也在情理之中。

而在此之前，并没有相应的法
律法规明确规范遗体捐献的具体
流程。

2016 年，省红十字会组织多家
受捐单位经过多次讨论，并参照其
他省份的经验，出台了《河北省红十

字会遗体捐献和接受工作管理暂行
办法》。

办法依托河北解剖学会，由河
北医科大学、河北大学医学院、华北
理工大学、河北北方学院、承德医学
院、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联合成
立 河 北 省 红 十 字 遗 体 捐 献 接 受
联盟。

选择哪类医学科研和教学单位
作为遗体接受联盟单位，由河北解
剖学会来筛选。协调组织、规范监督
和宣传纪念等工作，由省红十字会
和各地市红十字会来负责。

“从工作流程上，《办法》规定，
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是红十字会的工

作人员或志愿者，我们还规定了各
地红十字会接到捐献电话后，协商
到场时间、用以表明身份的着装和
胸牌、工作证、身份证等证明，手持
鲜花表达对家属的安慰等细节。”牛
志强介绍，其中一条规定，由接受单
位出具遗体捐献接受证明，遗体捐
献接受证明为三联，第一联用来办
理户口注销手续，第二联由家属保
存，第三联由遗体接受单位存档。

这既能体现捐献过程的严肃
性，也让捐献者家属感受到温暖。

2019 年，河北省完成遗体捐献
50多例，2020年完成了90多例。

“近几年，遗体捐献志愿者中有
老两口一起来登记的，也有母女俩
一起来的，甚至有单位十几人同时
填写了捐献志愿书，群众对捐献的
接受度在逐渐提高。”牛志强介绍。

遗体捐献流程的规范和顺畅运
转，直接推动了2019年《河北省红十
字会角膜捐献接受管理办法（试
行）》的出台。

近些年，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
观念越来越开明，捐献志愿者越来
越多，但捐献者意愿也越发多元，有
人同时捐赠器官和组织、遗体，也有
人单独捐赠器官或组织。

省红十字会命名河北医科大学
第三医院眼库作为省红十字眼库，
委托省红十字眼库及保定市第一中
心医院、邯郸市眼科医院（邯郸市第
三医院）等多家协作单位做眼角膜
捐献登记、接受等事宜。

“目前，省红十字会在做的另一
项工作是推动制定《河北省遗体和
人体器官捐献条例》，让志愿者的捐
献得到法律保障。”牛志强说。

人的躯体在皮肤包裹之下，藏
着消化、呼吸、神经、免疫等九大系
统，主要由血管、神经、肌、骨骼、关
节和脏器等组成。

这些结构是一代代医学人从人
体解剖实践中得来的，也必然要随
着实践才能进步发展。

“医学是一门实践学科，不可能
借助教具模型和图片完成所有的教
学内容，也可以想象，志愿者捐献的
遗体，对学生们掌握医学知识何等
重要。”樊平感慨。

这份重要，在医学生眼中，更加
具体。

河北医科大学2018级儿科系学
生王凯帆今年读大三，在大一下学
期和大三上学期，他分别完成了系
统解剖学课和局部解剖学课。

“‘大体老师’会带给你触感、立
体感，你对神经、血管、肌肉的毗邻和
走向会在脑子里立体起来——哦，原
来这根血管挨着这块肌肉，它们的走
向都会清晰起来。”王凯帆说。

医学生中流传这样一句话：解
剖是火，点亮生理（生理学）的灯，生
理是灯，照亮病理的路。

在同一所高校读研一的马宏宇，
去年在唐山工人医院度过了实习期，

“就拿看片子来说，骨骼的位置和片
子怎么对应，这都从解剖课得来。”

石家庄法医郑翠玉回忆起多年
前的解剖课依然感觉受益匪浅，“在
解剖课上，借助‘大体老师’，很多抽
象的理论可以系统起来，一些想象的

东西可以找到归宿。对法医来说，关
于损伤的描述、死因的推断等都是在
解剖学搭建的这个框架里进行的。”

医学界对“大体老师”分外敬重。
“上学期的解剖课，‘大体老师’

和我同龄。除了课前的鲜花和默哀
仪式，我自己内心还有更多的尊重。
我想我是否也会如他一样勇敢无
私，把自己捐献出来？”王凯帆说，那
堂课，他体会到因为尊重而“大气都
不敢喘”，“他的生命不止于时间，在
医学领域得到了延展。”

马宏宇经常被问道，是不是看
病人多了，会对病人的身体麻木。

“完全不是这样，从第一次见到‘大
体老师’的敬畏，到现在，这种敬畏

仍在。如果我的身体能为年轻医生
们去打开医学领域的大门，这应该
也会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我经常和学生讲，你们的老师
有两位，来授课的老师和躺着的‘大体
老师’。”樊平说，即使从医科大学毕业
的医学生，当几年医生再回到母校做
一次人体解剖，医术都会有提高。

对于非医学专业人士，认识遗体
捐献的重要性，或许应该从参观河北
医科大学人体生命科学馆开始。

在这座科学馆，捐献者的遗体
已进入物理上的沉静，但有个心跳
的拟音，为一颗心脏而设。

这颗心脏来自河北省有记载以
来的第一位志愿捐献者段慧轩，他

曾担任河北省卫生厅厅长，1983 年
去世后，将心脏捐献出来。

这座科学馆内，由多具遗体制
成不同类型的标本，供观众参观了
解生命科学和生命文化，有观众看
完后深受触动，当即决定签署遗体
器官捐献协议。

目前，我省捐献的遗体基本满足
需求，但樊平也说，如果有更多的人
愿意捐献遗体，多人解剖一具和单人
解剖一具的学习效果肯定有不同。

志愿者捐献遗体推动医学发展
的同时，社会各界针对捐献志愿者
及家属的抚慰也多元起来。

2015年，河北省红十字会
在石家庄双凤山陵园建成

“河北省遗体器官捐献纪
念园”。

2016 年，石家庄市
红十字会在平山县古

中山陵园营建了“古中山器官与遗
体捐献纪念园和纪念碑”。

“按照国人的传统，清明节总得
有个悼念的地方，纪念碑就解决了
这一问题。”牛志强说，经过多方协
调，截至目前，张家口、沧州、保定、
秦皇岛、邯郸等地都有了遗体器官
捐献者的纪念碑。

不仅如此，每年清明节，医学类
院校还会组织学生前去纪念，一方
面让学生感恩“大体老师”，一方面
也让捐献者家属感受到安慰。

捐献流程越来越温暖22

他们的生命得到延展33

▲借助“大体老师”的捐献，河北医科
大学的学生们才能手绘出如此精准的人体
构图。 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摄

◀河北医科大学举行遗体和器官捐献
者纪念活动。 马梦瑶供图

储瑞耕生前和樊平教授就
捐献遗体一事沟通。樊平供图

河北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馆内，关于段慧轩先生捐献心脏、郑家琳
女士捐献遗体介绍。 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摄

接受单位：河北医科大学

负责区域：石家庄 (含辛
集)、邯郸、邢台、衡水

地址：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361号

联系人：靳玉川
联系电话：13831153271

0311-86266243

接受单位：河北大学医学院

负责区域：保定（含定州）
地 址 ：保 定 市 裕 华 东 路

342号
联系人：刘俊文
联系电话：13933292263

接受单位：沧州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

负责区域：沧州、廊坊
地址：沧州市西环中街街道

迎宾南大道高教区
联系人：隋月林
联系电话：18031793258

接受单位：承德医学院

负责区域：承德、秦皇岛
地址：承德市双桥区安远路
联系人：马泉
联系电话：13603147330

接受单位：华北理工大学

负责区域：唐山
地址：唐山市路北区建设南

路57号
联系人：张宇新
联系电话：13613153641
联系人：贾旭生
联系电话：13363233119

接受单位：河北北方学院

负责区域：张家口
地址：张家口市高新区钻石

南路11号
联系人：宋文
联系电话：18931316063

文/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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