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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年輕人開始重視生前預囑
專家籲成立全國性註冊中心 立法保障讓臨終患者有尊嚴離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郭瀚林、凱

雷 北京報道）「與安樂死不同，生前預囑不

是對生命的主動縮短，而是放棄『強行續

命』的無意義過度醫療救治，提倡患者自然

死亡和有尊嚴死亡。」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

到，內地有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重視生前預

囑，清明節來臨之際，相關話題的討論熱度

再次走高。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中醫醫院急

診科主任姚衛海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說，實踐中不少突發疾病有年輕化趨勢，生

前預囑也因此成為年輕人重視的話題。但是

以北京為例，北京生前預囑協會成立十年，

註冊人數不足6萬，與美國等發達國家有相當

大的差距。他建議能開展「思考生命」等活

動向民眾推廣生前預囑和安寧療護理念，呼

籲應盡快建立全國性生前預囑註冊中心，並

與醫院共享數據，進而推動生前預囑立法、

落地。

生前預囑（Living Will）是處於不可治癒疾病末
期的患者，在本人清醒的時候自願簽署的，

能讓患者明確表達自己的意願，包括是否使用生命
支持系統等，以盡可能保持自身尊嚴的方式自然離
世的一份文件。2006年，中國大陸第一個推廣「尊
嚴死」的公益網站「選擇與尊嚴」（Choice and
Dignity）通過審批，2009年，該網站推出供中國大
陸居民使用的生前預囑文本「我的五個願望」。
2013年，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成立，成為第一個
推廣生前預囑的社會組織，主要執行單位為中國醫
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首都醫科大學復興醫院
等。2023年《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修訂稿通
過，並正式將生前預囑制度納入其中以來，深圳成
為了全國首個實現生前預囑立法的地區。

給家人的體貼 及早做好準備
「我一位老同學前年因突發心腦血管疾病，年紀
輕輕就去世了。疫情期間也有不少年輕患者沒熬過
去，這對我衝擊很大。」於2023年與妻子一起簽署
生前預囑的北京「90後」徐先生對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在突患重病或者遭遇事故、本人無法清楚表
達時，能預先了解和醫療相關的各方面意願非常重
要，特別是搶救、器官捐贈等重大決策。他們還對
自己遭受意外時的個人資料、財產清單、家族成員
的聯絡方式做了預案。「死亡是每個人都終將經歷
的人生必經之路，及早在各方面做好準備，除了展
現對自己負責的人生態度、也是一種給家人的體
貼。」
在社交媒體小紅書上，不少網友晒出了自己簽訂

的生前預囑，其中不乏20出頭的「00後」。網友
胡小姐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外婆是一名醫生，儘
管她身體一直硬朗，卻還是不顧子女反對簽署了生
前預囑協議，因為她不希望自己某天離去時給家人
帶來沉重負擔。「我一開始也覺得很不吉利，後來
我慢慢長大，越來越尊重外婆的想法，並且在『選
擇與尊嚴』網站上簽下自己的生前預囑，如果這一
天到來，我希望自己能像她一樣，面對死亡時如此
冷靜。」胡小姐說。

推動信息共享關聯到住院病歷中
社交平台有些博主更是建議年輕人如果選擇了不
婚或者丁克的生活方式，都應該簽訂一份生前預
囑。姚衛海也坦言，現在在急診室遇到很多年輕患
者，三四十歲就腦梗和心梗，很多又都是獨生子
女，面對醫療救治時父母都會不知所措，簽署一份

生前預囑十分有必要。
「三年前深圳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成立，一年前

深圳市成為全國第一個實現生前預囑立法的地區，
生前預囑到了真正落地的時候了。」從事36年急救
工作的姚衛海強烈呼籲成立全國性生前預囑註冊中
心，政府衞生部門可以購買服務的方式支持其運營
和發展，並通過信息共享方式在患者入院時將其生
前預囑關聯到住院病歷中；同時規定將詢問或查閱
入院患者有無生前預囑作為醫療機構的一項診療規
範。

律師：法律保護自然人的生命尊嚴
從事生前預囑研究的律師宋佳接受香港文匯報

採訪時表示，我國目前在國家立法層面上雖未有
關於生前預囑的明確法律規定，但《中華人民共
和國民法典》中對生前預囑制度已做鋪墊，《民
法典》第一千零二條規定：「自然人享有生命
權。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嚴受法律保護。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權。」 該
規定表明，我國法律保護自然人的生命尊嚴，所
謂生命尊嚴又包含了生命質量的含義，每個人都
有權決定自己在病危時是否接受治療以及接受怎
樣的治療措施，法律賦予了自然人最大程度上尊
重每個人對自己生命的自主決定權。

細化各項法定 處理潛在家庭糾紛
瑞中法律協會理事張天澤向香港文匯報分析指

出，從法律的角度，生前預囑的實施需克服的首要
障礙是確保其在法律體系內的明確地位和執行力，
除了要有明確的立法支持，還需要建立起相應的法
律程序和機構，以確保生前預囑的有效錄入、審查
和執行。同時，需要細化關於生前預囑的各項法
定，比如如何驗證簽署人的真實意願、如何處理潛
在的家庭糾紛、如何平衡患者自主權與醫療提供者
的職責和倫理標準等。
張天澤認為，要實現生前預囑的廣泛應用，醫
療體系本身也應進行適應和調整，要在醫療實踐
中建立起相應的程序和機制，確保患者的生前預
囑能夠在臨床決策中得到有效考慮和執行，醫療
機構要與法律和社會服務機構建立合作，共同構
建支持患者自主權和尊嚴死亡的綜合服務體系。
另外，面對可能出現的倫理困境和家庭糾紛，還
要有明確的倫理指導原則和有效的溝通機制，包
括如何平衡患者的自主意願與家庭成員的情感需
要、出現倫理衝突時提供專業的倫理諮詢和決策
支持等。

「我的五個願望」
第一個願望：
◆我要或不要什麼醫療服務，涵蓋了疼痛治
療、保持舒適、個人隱私保護及器官捐贈
等醫療護理服務。

第二個願望：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療，包括
心肺復甦、使用呼吸機、使用餵食管、輸
血、昂貴抗生素等五類生命支持。

第三個願望：
◆我希望別人怎麼對我，包含陪伴，對志願
者服務的選擇，離世地點、宗教儀式的選
擇。

第四個願望：
◆我想讓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麼，主要為
情感的表達和對後事料理的願望。

第五個願望：
◆我想讓誰幫助我，填寫者指定兩名見證
人，當不能為自己的事情做決定時，兩名
見證人可以幫助啟用願望清單。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瀚林、任芳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隨着粵
港澳大灣區醫療一體化的加速推進，深圳正吸引着
越來越多的港澳患者前來就醫。家住新界的港人黎
先生患有銀屑病，在香港公立醫院和私家醫院的治
療效果均不佳。得知深圳大學附屬華南醫院皮膚科
鄒先彪教授是治療銀屑病的專家，4日，他特意趁着
清明假期從蓮塘口岸過關到龍崗平湖的華南醫院就
診。為便利港人就醫，該醫院進一步優化服務流
程，港澳台首診患者實現在線建檔並能隨時預約專
科、專家和體檢，在線輕鬆繳費。

港人慕名求診 三天做上無痛內鏡檢查
「這裏『又大又靚』，手機上就可以搞定預約掛

號、繳費等，不用排隊，非常方便！今天來拿化驗
結果，下周就可以開始治療了，費用比在香港便宜
一半以上。」黎先生表示，像銀屑病這種非急症，
在香港公立醫院通常需要輪候將近兩年時間，私家
醫院則治療費用高昂。
同樣慕名而來的香港患者還有劉先生。劉先生想

做胃腸鏡檢查，聽聞華南醫院消化內科黃思霖主任
技術很好，專程趕到華南醫院就診，沒想到才排三
天就能做上無痛內鏡檢查，這可比在香港動輒就要
輪候一年以上強太多了。檢查當天，黃思霖主任在
靜脈麻醉下為劉先生進行了精細的檢查，並在檢查
中就切除了胃腸部息肉。內鏡檢查當日就能出報
告，醫生詳細解讀報告後進行開藥診治，也可以通

過醫院公眾號在線查詢到所有檢查報告及病理報
告，非常便捷。

在線輕鬆繳費 一覽檢查報告費用清單
據深圳大學附屬華南醫院副院長王天寶介紹，近
兩個月就診香港患者數量持續增長，醫院以微信公
眾號為窗口，專門上線了「AI智能導診」和「智能
陪診助手」，並新增支持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等有效證件類型，讓來自港澳台的首診患者實現在
線建檔並能隨時預約專科、專家和體檢，就診期間
不僅可以在線輕鬆繳費，還能在手機上快速獲取門
診排隊情況、檢查報告、費用清單、電子發票等信
息。

深圳醫院推港人首診在線建檔 一鍵預約優化就診流程

4 月 4 日清明節，正是向民眾傳播
生前預囑和安寧療護理念的合適時
機。由深圳市人民醫院安寧療護工作
組、深圳市健康管理協會緩和醫療分

會和深圳市生前預囑協會聯合發起的「深圳市居
民生前預囑認知調查」正式上線，希望通過調查
讓更多人了解生前預囑和安寧療護理念。

2023 年《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修訂稿通
過，並正式將「生前預囑」制度納入其中以來，
深圳成為了全國首個實現生前預囑立法的地區。
然而，儘管立法已逾一年，生前預囑的推廣普及
之路卻仍然顯得漫長而曲折。

據了解，深圳目前暫無官方數據對生前預囑簽
署數量進行統計，通用文本是由北京生前預囑推
廣協會「選擇與尊嚴」網站推出的「我的五個願
望」。同時，深圳市生命關懷服務協會和深圳市
吉祥緣慈善基金會在總結生命關懷實踐經驗的基
礎上製作了生前預囑的參考模板《至囑》，該文
件除了讓立囑人自主選擇臨終前醫療方式，還對
相關的生前身後事作出預先的安排和囑咐。

首要任務提高公眾認知與接受度
深圳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會長李瑛從事生前預

囑推廣十餘年，她表示，深圳的生前預囑立法，

無疑是中國在生死觀念、醫療倫理和法治建設方
面的一次重要突破。它標誌着中國在尊重患者自
主權、提升醫療服務質量方面邁出了堅實的步
伐。立法只是第一步，如何將這一制度真正落到
實處，讓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才是更為關鍵的
問題。

過去一年，協會舉辦了多場研討會、臨床實踐
培訓班，在多家醫院招募安寧療護志願者，通過
到訪香港瑪麗醫院、香港防癌會賽馬會癌症康復
中心，與香港的安寧療護從業人員進行學習，希
望在安寧療護臨床實踐、社會宣傳和法治建設等
領域廣泛開展深港合作，相互交流學習，創建更
好的安寧療護社會環境，普惠大眾。

李瑛指出，現階段生前預囑的推廣普及仍面臨
着諸多挑戰。首先，公眾對生前預囑的認知度仍
然較低，提高公眾的認知度和接受度，仍是推廣
普及的首要任務。其次，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對
生前預囑的理解和執行也存在一定的難度。他們
需要更新觀念，提高醫療倫理意識，尊重患者的
自主權和選擇權。同時，醫療機構還需要建立完
善的生前預囑管理制度，確保患者的意願能夠得
到有效的執行。生前預囑的推廣普及還需要社會
各界的共同努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深圳「生前預囑」立法逾一年 推廣普及之路仍漫漫

◆2023年深圳成為了全國首個實現生前預囑立法的地區。圖為病人在深圳市人民醫院住院部病房的會客廳
裏簽署生前預囑。 資料圖片

特稿特稿

◆深圳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會長李瑛在向老年患者深圳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會長李瑛在向老年患者
介紹生前預囑介紹生前預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人首診流程指引
1. 微信搜索「深圳大學附屬華南醫

院」，點擊關注，對話框右下角選
「其他服務」；

2. 在線註冊「電子健康卡」，證件類
型選「港澳居民往來內地通行
證」，完成在線建檔及綁卡；

3. 微信公號對話框左下角點擊「診療
服務」，選擇「陪診助手」，一鍵
預約就診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