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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 2 0 %，
其 他 就 诊

者也有不同程度的优惠。

病因： 外翻俗称“大脚

骨”，多为家庭遗传或穿窄鞋、高

跟鞋不当所致。症状：行走时疼

痛，穿鞋变形、难看，影响美观。

治疗方法：本院巨资引进

美国足外科动力系统，采用微创

手术方法一次性矫正 外翻。该

方法是医学界公认治疗 外翻

理想术式，安全可靠。

手术特点：局麻下手术，

切口仅 3毫米，创伤小、无需缝
合，手术只需几分钟，无需住院，

随做随走，不留疤痕；一次矫正，

终生受益。

本院郑重承诺：术后不复

发，凡经本院治疗者均有信誉

卡。请提前预约。(节假日不休)

健康热线：0 5 3 1—

8 6 0 2 6 2 5 8 8 9 8 7 0 3 2 8
(二楼 外翻科)

地址：济南市经十西
路454号，儿童医院西侧
300米，市五院斜对面。

省级手足医院
专业权威机构

▲术前 ▲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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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将建器官捐献接收单位
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难题有望破解

本报济南 8月 2 6日讯
2 5日，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卫生部在上海联合宣
布启动建立人体器官捐献
体系，并在包括我省在内
的十个省、市启动捐献工
作试点。正在上海参加全
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
的省红十字会秘书长玄兴
华 2 6日介绍，在国家关于

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指导方
案出台后，我省将根据方
案的具体要求，结合实际
来开展器官捐献工作。

据记者了解，省红十字
会已经开展了遗体捐献和角
膜捐献的工作，截至2008年
底，全省接受遗体捐献报名
申请 2 0 8 3人次，实现捐献
300余人，但省内尚未开展

器官捐献的工作。
山东省红十字会业务

部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我省已将人体器官捐献工
作列入工作日程，在现有
遗体、角膜捐献工作的基
础上，积极推动人体器官
捐献试点工作，对有资格
开展遗体接收、器官（组
织）移植的单位进行登记

审查，择优建立一批红十
字会遗体、器官（组织）捐
献接收单位，但目前尚未
制定具体政策。
“我们红十字会作为第

三方参与器官捐献，主要还
是起到登记审查的作用，从
而避免捐献者与医疗机构直
接打交道带来的弊端，避免
不必要的医患纠纷。”这位工

作人员介绍。
2 6日，正在上海参加

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
议的省红十字会秘书长玄
兴华，接受记者电话采访
时说：“在国家关于器官捐
献试点工作指导方案出台
后，我们将根据方案的具
体要求，结合山东的实际
来开展器官捐献工作。”

◎法律之困

省红十字会的一位工
作人员说，一方面由于传统
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会要
“死后留全尸”；另一方面则
是因为公众对器官捐献的
知识相对匮乏，因而很多人
可能对器官捐献的观念一
时难以接受。
“这需要引导，一些国家

和地区就是由僧人或神父劝
说死刑犯同意死后捐出器
官。”宋惠民教授说，他认为
引导人们观念的转变也要讲
究方式。

本版稿件采写
本报记者 李文鹏 高扩

人体器官捐献体系试点

两大困境

死亡标准

如何界定
目前，我国法律对死

亡的界定标准和公众的传
统观念，成了器官捐献的
两大难题。
“如果不把脑死亡作为

法律认定标准的话，那么开
展人体器官捐赠会面临很
多绕不过去的问题。”省千
佛山医院心外科主任刘天
起说，我国一直沿用传统的
死亡标准“心脏停止跳动”，
而这就容易导致供体器官
因缺血而质量下降，失去了
器官移植的最佳时机。他认
为，如果确立了“脑死亡
法”，可以使人们更加科学
地对待死亡，极大地改善供
体器官的质量，“这个应该
在法律上明确”。

◎观念之困

传统观念

需要转变

两种无奈

[需求者] >> 面对死神排队苦等望眼欲穿

[志愿者] >> 欲捐器官不知找谁奉献无门
“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希望百年之后如果能把自己
有用的器官捐出去，能救人
一命比什么都强！”26日，在
听说我省将试点建立人体器
官捐献体系后，省城某事业

单位退休的孙女士毫不犹豫
地说。

孙女士今年56岁，一直
希望奉献爱心做一名遗体器
官捐献者。但她说，她知道捐
角膜、骨髓和遗体需要找红

十字会，捐献器官却不知道
找谁，“我找过红十字会，人
家说没有这个项目”。

据了解，尽管我省已有
１２家医疗机构的１９个移植中
心通过卫生部审核，获得了

器官移植资质，但器官的来
源主要还是限于直系亲属和
配偶，而且供体年龄一般限
制在１８岁至６０岁之间。这些
也限制了亲属供体的来源。
“肾脏可以捐出去一个，

肝脏也可以拉下去一块，而
心脏怎么办呢？”省器官移植
学会原主委、我省著名器官
移植专家宋惠民教授说，他
认为建立科学完善的人体器
官捐献体系非常必要。

“我双手赞成国家建立器
官捐献体系！”26日，正在医院
陪同丈夫等待心脏供体的洪
女士激动地说，她的丈夫在8
月4日就因严重的心脏病住
进了省千佛山医院的心脏外
科病房，但22天过去了却丝毫
没有等到供体的消息，“等供
体，我们真是度日如年！”
“病人现在依然在重症

监护室里，靠呼吸机来维持
生命，如果迟迟等不到供体，
后果不堪设想。”省千佛山医
院心外科主任刘天起介绍。

刘天起还说，仅今年上
半年就有近 10位患者来询
问供体的事情，但供体却非
常稀缺，每年仅他所在的心
脏外科就有数例患者因为等
不到供体而死亡，“去年是3
例，今年也已经有1例了。”

右图：26日，千佛山医院
病房，一位等待心脏移植的病
人正在接受检查。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