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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每例捐獻更有溫度

自2010年試點啟動公民器官捐獻後，

截至2021年12月10日，中國捐獻器官

志願者登記入冊人數已超過411萬人。與

此同時，共有3萬多公民在逝世後捐獻了

自己的器官，使超過10萬名器官衰竭患

者的生命得以延續。這個數據也使中國器

官捐獻與移植數量位居亞洲第一、世界第

二。但對於被譽為「生命擺渡人」的人體

器官捐獻協調員而言，卻在承受着數倍於

常人的心理壓力。一邊是焦急等待器官捐

獻延續生命的病患；一邊是正深陷即將失

去至親悲痛的家屬。他們分秒必爭，力爭

「擺渡」兩個陌生人，能夠跨過忘川，綻

放新的生命。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安徽合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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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器官捐獻是指當
自然人被診斷腦死亡，
只能依靠呼吸機和藥物
維持生命體徵時，基於
個人生前的意願且經家
屬同意，把自己的器官
無償捐贈給瀕臨死亡、
等待移植的病人，讓他
們的生命得以延續，或
者捐贈給醫學院校用於
醫學教學。其中器官捐
獻包括心臟、腎臟、肺
等。

在中國，捐贈的器官
依靠人體器官分配與共
享計算機系統（簡稱
COTRS）進行分配。
器官分配根據一系列醫
學參數，按照區域優
先、病情嚴重度、綜合
評定三大原則進行，若
有親屬捐贈過器官，等
待器官移植者可優先被
匹配。

中國器官移植
採電腦系統分配

器官捐贈協調員楊娟：
促腦死認定立法 助捐者遺大愛

合肥市第一人民醫院醫務部部
長兼OPO主任江江稱，通常
器官獲取手術是在凌晨以後進
行，這樣是為保障受捐者在
經過一夜的休息，會更有利
於進行移植手術。但在此全過
程，需要協調員全程參與。他直
言，要想成為人體器官捐獻協調
員，對工作充滿熱愛是最重要前提。若
僅是將之當成一份工作，是做不好的。

關注遺屬全家族感受
江江稱，協調員最主要的工作就體現
在與醫院重點科室醫生和捐獻者家屬的
溝通上。「只有與片區醫院ICU等科室
醫生進行很好的溝通，讓這些醫生充分
認可器官捐獻的價值，他們才會在遇到
潛在捐獻者時，有意識地立即通知協調
員。」與捐獻者家屬的溝通就更看協調
員的能力了，比如如何科普器官捐獻政
策，如何打消家屬疑慮，如何讓家屬自
願接受捐獻，沒有很好的溝通能力，協
調員的工作幾乎無法開展。
楊娟尤其注重捐獻者家屬的感受。曾

經有一例，捐獻者妻兒都同意，
但卻被親戚阻撓。按照法律程
序，只要直系親屬同意，即
可進行接下來的流程，但楊
娟不希望因親戚的不認可，
使捐獻者妻兒背負沉重的道
德壓力。為此，她專程請來這

些親戚，在醫院會議室用數小時推
心置腹的溝通，逐個解答他們心中的疑
慮。甚至還關注到捐獻者當地的殯葬風
俗、及規定和能力範圍內，為有困難捐
獻者家屬申請更多救助金等。

反饋受捐者恢復情況
在器官獻受雙方互不知曉對方信息

「雙盲」的原則背景下，將捐獻者拯救
了多少生命，受捐者移植後的恢復情況
等信息反饋給捐獻者家屬，是楊娟在每
次捐獻案例中最為欣慰的事。「看着親
人通過另一種方式得到生命的延續，對
捐獻者家屬來說，也是莫大的心理慰
藉。」楊娟稱，家屬的善舉已是心懷大
愛，她希望可以盡量讓每一例捐獻都更
有溫度。

形容自己從事協調員的
工作感受，楊娟直言頗感壓
抑。尤其是面對那些即將失

去家人，正陷入痛苦的親屬們。
在給香港文匯報記者講述安徽亳
州一位18歲花季少女的捐獻案例
時，楊娟抑制不住情緒，幾度哽
咽。「女兒在ICU深度昏迷中，
父親每天給女兒的手機發信息，
其實他明知道得不到回應，但卻
總是期望着奇跡出現。我自己也
有兩個女兒，身為人母，那一刻
真的很難接受。」

家人理解是精神支柱
對於楊娟來說，兩個可愛女兒
的理解是其持續工作的莫大精神

支柱。女兒知道媽媽每次
出差都是去拯救新的生
命，每每都會稱讚媽媽
特別偉大。而全家其他
人的鼎力支持，也是其
堅持下去的動力。「十
分感謝父母全力幫忙照顧
兩個女兒，若沒有父母支
持，肯定堅持不下來。」楊娟
說，母親對器官捐獻也十分認
同，並表示等她終老時，希望可
以捐獻器官，拯救更多生命。
楊娟說，每次協調器官捐獻，

與捐獻者家屬深入溝通的過程，
其實也是將自己的情感完全代入
的過程，之後都要花費很久時間
抽離。那些曾經親身的經歷，對

楊娟而言，是她最不願意
回憶，又刻意深藏在記
憶最深處，說不準哪一
個時刻因為生活中不
經意的場景觸動，又突
然蹦現在眼前。哪怕再
支離破碎，都足令人情緒

不能自已。
幸而，協調員的心理健康受到

主管部門紅十字會關注。安徽省
紅十字會組織宣傳和捐獻事業部
副部長、三獻辦主任湯常榮表
示，協調員在工作中承受了很大
的心理壓力，目前正組織相關工
作，計劃開展對全省協調員定期
進行專業的、有針對性的心理輔
導，讓他們更好調整身心。

協調員亟需心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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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江江江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趙臣記者趙臣攝攝

◆◆ 楊娟楊娟（（左左））協助協助
捐獻者家屬簽署器官捐獻者家屬簽署器官
捐獻同意書捐獻同意書。。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人體器官捐獻協人體器官捐獻協
調員楊娟展示自己的調員楊娟展示自己的
協調員證件協調員證件。。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湯常榮湯常榮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趙臣記者趙臣攝攝

安安徽省合肥市第一人民醫院的楊娟徽省合肥市第一人民醫院的楊娟，，是一是一
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初見楊娟初見楊娟，，身身

材嬌小材嬌小，，言語輕柔言語輕柔，，讓人一度懷疑她是否能夠讓人一度懷疑她是否能夠
承受如此的心理巨壓承受如此的心理巨壓。。事實上事實上，，3939歲的她已在歲的她已在
醫院工作近醫院工作近2020年年，，曾長時間負責器官移植病曾長時間負責器官移植病
人護理工作人護理工作。。20162016年年，，醫院正式成立醫院正式成立OPOOPO
（（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人體器人體器
官獲取組織簡稱官獲取組織簡稱））辦公室辦公室，，於於33年前接受了人年前接受了人
體器官捐獻專業培訓的楊娟成為該院第一位專體器官捐獻專業培訓的楊娟成為該院第一位專
職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職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

難忘首次成功難忘首次成功 認識生命之認識生命之「「重重」」
回想最初入行的幾個月回想最初入行的幾個月，，楊娟屢屢經歷家屬楊娟屢屢經歷家屬

拒絕拒絕，，直系親屬無法聯繫直系親屬無法聯繫，，未能有零的突破未能有零的突破，，
也曾使她一度想要放棄這份工作也曾使她一度想要放棄這份工作。。
20162016年年77月的一個深夜月的一個深夜，，醫院醫院OPOOPO黃山片區黃山片區
打來電話打來電話，，告知有一位自發性腦出血患者的家屬告知有一位自發性腦出血患者的家屬
有捐獻意願有捐獻意願。「。「我們趕到黃山的醫院已是凌晨我們趕到黃山的醫院已是凌晨33
點多點多，，確認完捐獻者情況後確認完捐獻者情況後，，我便開始在心裏演我便開始在心裏演
練與家屬的溝通過程練與家屬的溝通過程。」。」楊娟坦言楊娟坦言，，她當時特別她當時特別
緊張緊張，，但她沒想到的是但她沒想到的是，，介紹完捐獻流程後介紹完捐獻流程後，，家家
屬毫不猶豫地簽了同意書屬毫不猶豫地簽了同意書。「。「後來才知道後來才知道，，捐獻捐獻
者從小父母早逝者從小父母早逝，，是兩個哥哥把他養大是兩個哥哥把他養大，，成長過成長過
程中受到當地村民很多幫助程中受到當地村民很多幫助。」。」楊娟介紹楊娟介紹，，一次一次
聽廣播聽廣播，，捐獻者了解到器官捐獻的事情捐獻者了解到器官捐獻的事情，，便交代便交代
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如果有機會他也希望捐獻器官回報社如果有機會他也希望捐獻器官回報社
會會。。最後這位捐獻者共捐獻一個肝臟與兩個腎最後這位捐獻者共捐獻一個肝臟與兩個腎
臟臟，，成功挽救了成功挽救了33個人的生命個人的生命。。楊娟說楊娟說，，這是她這是她
獨自成功協調的第一個案例獨自成功協調的第一個案例。。她切身感受到人性她切身感受到人性
的真善美的真善美，，亦讓她真正認識到生命之亦讓她真正認識到生命之「「重重」」和自和自
己工作的意義己工作的意義。。

不顧身懷六甲不顧身懷六甲 三赴監獄勸捐三赴監獄勸捐
根據中國的法律規定和安徽省的具體執行安根據中國的法律規定和安徽省的具體執行安

排排，，器官捐獻人士在完成捐獻登記後器官捐獻人士在完成捐獻登記後，，在捐獻在捐獻
時時，，還需要獲得所有成年在世直系親屬的確認還需要獲得所有成年在世直系親屬的確認。。
若無法當面簽署若無法當面簽署，，可通過書面可通過書面、、視頻等方式授權視頻等方式授權
簽署確認書簽署確認書。。20182018年楊娟就遇到一位捐獻者年楊娟就遇到一位捐獻者，，
其母其母、、兄都同意捐獻兄都同意捐獻，，但父親為正在安徽阜陽市但父親為正在安徽阜陽市
監獄服刑的重刑犯監獄服刑的重刑犯。「。「這次協調已經成功了一大這次協調已經成功了一大
半半，，我不想放棄我不想放棄。」。」楊娟不顧四個月身孕和高齡楊娟不顧四個月身孕和高齡
產婦可能出現的症狀產婦可能出現的症狀，，一次次地親赴監獄勸捐一次次地親赴監獄勸捐，，
最終在第三次打動了該名父親最終在第三次打動了該名父親。。

只要一例可能只要一例可能 投入投入200200%%努力努力
事實上並非只要家屬同意捐獻楊娟便可高枕事實上並非只要家屬同意捐獻楊娟便可高枕

無虞無虞。。因中國對公民器官捐獻在死亡判定因中國對公民器官捐獻在死亡判定、、器器

官功能評估等方面有着極其嚴格的標準和要官功能評估等方面有着極其嚴格的標準和要
求求，，所以真正符合捐獻的比例非常小所以真正符合捐獻的比例非常小，「，「毫不毫不
誇張誇張，，只要有一例潛在捐獻者只要有一例潛在捐獻者，，我們就會投入我們就會投入
200200%%的努力的努力。」。」楊娟記得有一年片區醫院接收楊娟記得有一年片區醫院接收
一位溺水的一位溺水的1111歲小女孩歲小女孩。。夜裏夜裏1111點醫院電話通點醫院電話通
知稱患者可能達到捐獻狀態知稱患者可能達到捐獻狀態，，籲她趕緊過去籲她趕緊過去。。
未料車在高速半路未料車在高速半路，，就再接到醫院電話就再接到醫院電話，，小女小女
孩已經孩已經「「走了走了」。」。而根據當地器官捐獻的要而根據當地器官捐獻的要
求求，，捐獻者心臟死亡後便不再符合器官捐獻標捐獻者心臟死亡後便不再符合器官捐獻標
準準，，楊娟說楊娟說，「，「說協調員的工作分秒必爭一點說協調員的工作分秒必爭一點
不為過不為過，，很多時候我們就是在跟死神賽跑很多時候我們就是在跟死神賽跑。」。」
儘管過去五年時間內儘管過去五年時間內，，楊娟已成功參與協調楊娟已成功參與協調

3232例器官捐獻者例器官捐獻者，，共促成共促成9191個捐獻臟器的移個捐獻臟器的移
植植，，使使9191個家庭得以拯救個家庭得以拯救。。但相比要付出的但相比要付出的
努力努力，，這樣的成功率仍然不算高這樣的成功率仍然不算高。。她表示她表示，，平平
均勸捐六七人均勸捐六七人，，才會獲得一個理解和授權才會獲得一個理解和授權，，更更
多的情況是家屬受傳統觀念影響多的情況是家屬受傳統觀念影響，，不能接受親不能接受親
人捐獻器官人捐獻器官。。

推動器捐宣傳推動器捐宣傳 改變傳統觀念改變傳統觀念
安徽省紅十字會組織宣傳和捐獻事業部副部安徽省紅十字會組織宣傳和捐獻事業部副部

長長、、三獻辦主任湯常榮三獻辦主任湯常榮（（編按編按：：三獻指無償獻三獻指無償獻
血血、、造血幹細胞捐獻造血幹細胞捐獻、、遺體和人體器官捐獻遺體和人體器官捐獻））表表
示示，，中國要求捐獻者需達到腦死亡狀態才能進行中國要求捐獻者需達到腦死亡狀態才能進行
器官捐獻器官捐獻，，然而這與中國醫療系統判定人死亡標然而這與中國醫療系統判定人死亡標
準準－－即心死亡有別即心死亡有別，，亦會使家屬認為腦死亡即亦會使家屬認為腦死亡即
未死亡未死亡，，從而難以短時間內接受並作出捐獻器官從而難以短時間內接受並作出捐獻器官
的進一步決定的進一步決定。。他認為他認為，，為更好推動人體器官捐為更好推動人體器官捐
獻工作獻工作，，對腦死亡進行立法認可十分關鍵對腦死亡進行立法認可十分關鍵。。
「「宣傳科普太重要了宣傳科普太重要了！」！」楊娟表示楊娟表示，，只有大只有大

眾對器官捐獻的觀念得到改變眾對器官捐獻的觀念得到改變，，人體器官捐獻人體器官捐獻
才能更好推進才能更好推進。。楊娟亦明顯感受到近年來大楊娟亦明顯感受到近年來大
眾眾、、尤其是年輕人對捐獻認可度的提升尤其是年輕人對捐獻認可度的提升，「，「若若
捐獻者生前自願做過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志願登捐獻者生前自願做過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志願登
記記，，家屬的心理負擔會小很多家屬的心理負擔會小很多，，捐獻的成功率捐獻的成功率
就會更高就會更高。」。」
在沒有潛在器官捐獻者時在沒有潛在器官捐獻者時，，楊娟會整理各種楊娟會整理各種

資料資料，，同時同時，，到醫院到醫院OPOOPO分管的各大醫院分管的各大醫院、、
社區進行人體器官捐獻的宣傳科普工作社區進行人體器官捐獻的宣傳科普工作。。
湯常榮也稱湯常榮也稱，，紅十字會會定期對管轄地市各紅十字會會定期對管轄地市各

大醫院的大醫院的ICUICU等重點科室醫生進行專業宣教等重點科室醫生進行專業宣教，，
提升他們發現潛在捐獻者的意識提升他們發現潛在捐獻者的意識。。同時同時，，組織組織
各地市協調員和志願者各地市協調員和志願者，，通過知識講座通過知識講座
等活動方式對普通大眾進行科普等活動方式對普通大眾進行科普
宣傳宣傳，，讓大眾不斷接受並讓大眾不斷接受並
認可器官捐獻認可器官捐獻。。

◆◆ 安徽省紅十字會定安徽省紅十字會定
期組織活動緬懷器官期組織活動緬懷器官
捐獻者捐獻者。。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