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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器官快递”：为每条生命“再起飞”护航
今年1至9月，绿色通道已开通1665次，运输人体捐献器官1744例

我国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建立三年来，器官转运时间平均缩短1至1.5小时

“器官运输”，是一场生命与时间的赛跑。

昨天上午， 就在上海虹桥机场会议室举行

我国“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新闻发布会

的同时，一场真实的器官转运正在紧张进行中：

早晨，东航山东分公司地面服务部接到通知，要

全力优先保障一例肝脏器官运输任务；11 时 40

分，从青岛飞往上海虹桥的 MU5518 航班上，运

送肝脏器官的医务人员经绿色通道快速登机 ，

航班原计划 13 时 20 分到达虹桥机场， 实际于

12 时 56 分抵达。

“空中生命线”分秒必争，优先起飞、优先保

障。 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我国人体捐献器官转

运绿色通道建立三年来， 器官转运时间平均缩

短 1 至 1.5 小时，全国器官共享率提升近 8%，器

官利用率提升 6.7%，由此，数以千计的终末期器

官衰竭患者得到救治机会。

让器官缺血的时间少些再少些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我国，每天划过天际

的无数个民航航班里，有不少正在执行“生命营

救行动”。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2013 年 9 月，我国

正式启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

（简称 COTRS），分配捐献器官。 COTRS 以患者

病情紧急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国际公认的客

观医学指标对患者进行排序， 确保器官分配的

科学、公平、公正。 随着我国捐献器官全国匹配

共享数逐渐提高，一个新问题出现了：受制于现

有医学技术， 可移植器官均有可以耐受的最大

缺血时间。

比如，肝脏耐受冷缺血时间上限为 12 小时，

超过此时间，受者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移植肝

功能延迟恢复、胆道缺血性损伤等并发症发生率

将显著增高，受者术后生存率将明显降低。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器官上。 肾脏耐受

冷缺血时间上限约为 24 小时，心脏耐受冷缺血

时间上限约为 6 至 8 小时， 肺脏耐受冷缺血时

间上限约为 8 至 12 小时。

受限于我国广袤的国土面积， 同时为降低

患者器官移植总花费， 我国大多采用由医务人

员携带，通过民航班机、高速铁路等形式转运捐

献器官。 为减少因转运环节对器官移植质量安

全影响，2016 年 5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公安

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印发《关于

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建立

了以民航、高铁为核心的低成本、高效率的人体

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工作机制， 以及随之开

通的器官转运绿色通道。

可以说，绿色通道转运机制的建立，极大提

高了我国的捐献器官转运效率， 有效缩减器官

冷缺血时间，有效促进移植质量与服务的提升。

优先起飞优先落地 ， 保障
“空中生命线”

“就在这个周末的两天里 ，上海机场已经

参与了 10 次空中捐献器官转运保障任务。 ”从

上海机场 （集团 ）有限公司安全运行总监田大

伟的话里，我们就可管窥这条“空中生命线”的

繁忙度。

根据中国民航局运输司统计，近两年，我国

人体捐献器官航空运输持续上升。 2017 年全国

民航共开通人体捐献器官航空运输绿色通道

978 次，运输人体捐献器官 995 例。 2018 年，绿

色通道开通 1932 次， 运输人体捐献器官 1984

例。 今年 1 月至 9 月，绿色通道开通 1665 次，运

输人体捐献器官 1744 例 。 从运输器官的类型

看，肝脏、肾脏、心脏运输量始终排名前三位。

眼下，越来越多航空公司、机场加入 “空中

器官快递”的行列。2017 年，全国共 13 家航空公

司承运人体捐献器官，去年增至 16 家 ，今年又

增加到 22 家。 三年来，南航、东航、国航、上海航

空 4 家航空公司完成了全年 85%以上的人体捐

献器官航空运输工作。

中国民航局运输司副司长徐青介绍， 民航

局已将人体捐献器官航空运输列为 “民航服务

质量规范”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并不断细化 、

优化相关服务保障流程。 按照《人体捐献器官航

空运输管理办法》，航空公司、机场应为携带人

体捐献器官的人员快速办理乘机手续， 优先通

过安检登机，在必要时协调空管部门，安排运输

人体捐献器官的航班优先起飞，优先落地，一切

为生命护航。

聚拢社会爱心，为生命救援再提速

在器官移植医疗资源集中的上海，等待、接

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年移植数（不

包括活体器官移植）超千例，供体大部分来自全

国分配。 与之相关，东航以及上海机场成为全国

人体捐献器官保障的“绝对主力”。

据统计，2016 年，东航全年运输人体捐献器

官 64 次 ；2017 年骤增 614%， 达 457 次 ；2018

年 ，这个数字增长至 891 次 ；今年 1 月至 10

月，通过东航客户服务中心 95530 申报的人

体捐献器官运输业务已达 770 次。

“东航主基地所在的上海及周边长

三角城市医疗资源集中，器官捐献的出

港和到港运输需求都数量很大。 争取

旅客理解、共同守候器官的情况，东航

曾多次遇到。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方面表示， 在航班大面积延

误的情况下让承运人体捐献器官

的航班优先起飞，这每一次成功的

空中器官转运无疑也是一次社会

爱心与善意的聚拢。

据悉， 东航还在继续探索、

优化护航 “生命希望 ”空地绿色

通道， 继首创 95530 人体捐献

器官运输绿色快捷功能之外 ，

东航客服中心还多次组织器官

运输保障团队成员与上海中山

医院等医院开展交流， 了解医

生对器官转运的需求，持续改

进服务 ，全力守护每一次 “生

命希望”的起飞。

荩《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中的《成人》篇。

茛《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书影。

茛《清华大学藏

战国竹简》（玖）中的

《治政之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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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篇佚籍失传2300多年后重光于世
清华简第九辑整理报告发布，为先秦史研究提供前所未见新材料

楚人以长达 3230 字写就的长篇政论文章，

究竟表达了怎样的治国思想与理念？ 清华简中

最新发现的出土文献中唯一一篇先秦法制史

文献，勾勒出哪些不为人知的先秦时期司法制

度 ？ 近日 ，由中西书局出版的 《清华大学藏战

国竹简 》 第九辑整理报告在清华大学发布 。

《治政之道 》《成人 》《廼命一 》《廼命二 》《祷辞 》

等五篇佚籍 ， 在失传 2300 多年后重光于世 ，

为先秦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见

的新材料 。

清华简：

清华简是 2008 年 7 月由校友赵伟国从境

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清华的 2000 多枚竹简，其

出土时间、流散过程已不得而知。 竹简上记录的

“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 经碳 14 测定证

实，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从文字风格看主

要以当时楚国的为主。因清华简在秦统一之前就

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最大

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研究它们有助于了

解中华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入藏清华大

学后，在李学勤先生主持下完成了清华简一至八

辑整理研究报告，对中国历史学、古文献学和古

文字学等多学科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清华简第九辑整理报告共刊布竹简 124

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篇题作《成人 》的文

献，通过王与成人的问答，集中阐述了先秦时期

对法制观念、法律意义、司法制度、刑法原则的

认识，一些语句可与《尚书·吕刑》对读。 而 3230

字的《治政之道》则是出土文献中目前所知篇幅

最长的单篇政论文献， 全篇气势恢宏， 既有修

身、治国、教民、选贤等典型的儒家思想，也有道

家、墨家、法家思想，体现出杂糅百家的特点。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

德宽教授介绍，五篇佚文为古代思想史、古文字

学等学科提供了新材料。 其中，《治政之道》《成

人》等篇对先秦思想史、法制史研究具有重要价

值；《治政之道》的“同篇异制”现象，丰富学者对

先秦竹书形制的认识，对建构先秦简帛文献学和

出土竹书的编连整理都有启迪意义；《廼命》两篇

和《祷辞》的发现有助于先秦文体学的研究。

《成人》：

《成人》篇是一篇楚人论述法治的文献。 这

篇简文是出土文献中目前所见唯一一篇先秦法

制史文献， 它的发现将对先秦法制史研究产生

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成人》篇共 30 支简，简文主要记述了 “成

人”向王（后）陈述典狱刑法等内容。 《成人》篇开

头谓司正失刑，妖象横生，王遂征询群臣 ，以求

对策。 由此引出“成人”回答王的四段言辞，每段

都以“成人曰”发端。 “成人曰”第一段开宗明义，

论述法律乃治国纲纪，得之则兴，失之则亡 ，从

正反两面论述了法治的重要性。 成人认为“司正

荒宁”，刑法沉滞，就会出现“五无刑”，以致祸乱

并出，邦家不宁。 “成人曰”第二段陈述典狱司正

断案的原则，即如何维护司法制度，秉心中正 ；

案断刑狱要兼听“两造”陈述，广泛采证，稽查案

件疑点，参考对比相关案例来最终定谳。 这段论

述涉及 “刑 ”之 “五无赦 ”“五争 ”“五常 ”“五正 ”

“五罚”等重要法律概念。 “成人曰”第三、四段，

以嘉榖“五时”生长为喻，提出“德政亦用五时”，

告诫王毋败坏刑法，要以法循绳百姓过失。

黄德宽介绍，根据简文“成人”的言辞口气，

“成人”应为“年老成德”、资高望重的辅弼之臣，

而简文中的“王”，应是楚王。 “成人”在论述法治

的意义时说：“古天氐降下民，作之后王、君公，

正之以四辅：祝、宗、史、师，乃有司正、典狱，惟

曰助上帝乱治四方之有罪无罪，惟民纲纪，以永

化天明。 ”这段话与《孟子·梁惠王下》所引《书》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

四方有罪无罪”是一脉相承的，显示出《成人》篇

对西周法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成人》与《尚书·吕刑》的关系更为密切，如

简文说“凡民五争，正之于五辞，五辞无屈，正之

于五常，五常不逾，正之于五正……五正之疵 ，

惟交，交惟过，过而信。 ”《吕刑》作“两造具备，师

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

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

惟内、惟货、惟来”。 简文与《吕刑》内容和文字都

相近，显示《成人》篇与《吕刑》的密切关系。 顾颉

刚曾怀疑“《吕刑》可能成于楚”“乃楚之刑书 ”。

楚简《成人》的发现及其与《吕刑》的密切关系，

对顾颉刚关于《吕刑》“成于楚”的说法或许是一

个有力的佐证。

《治政之道》：

《治政之道》篇共 43 支简 ，简尾有编号 ，首

尾编联无阙。 经研究发现该篇与第八辑《治邦之

道》所收 27 支简属于同一篇文献。 复原为一篇

文献后，该文共有 70 支简组成 ，约 3230 字 ，合

成一篇后， 是出土文献中目前所知篇幅最长的

单篇政论文献。

《治政之道》是一篇罕见的长篇政论文章 ，

简文鉴古论今，气势恢宏，纵论治邦理政之道 ，

主张为政者当自上始，修身修德，施教以用民 ；

举而有度，兴贤用能，勿使令色富贵；勤恤百姓，

度力以使，均利兼爱，勿虐民滥刑；亲睦邻国，慎

武力，兴文威；修内政，通商旅，来远人，等等。

研究发现，《治政之道》 篇应是楚人当时写

作的一篇作品，文中论述“远监夏后殷周 ，迩监

于齐、晋、宋、郑、鲁之君”，可以据此确定该文写

作于战国中期前后。 这篇政论讲修身、治国、教

民、选贤，体现出明显的儒家政治思想和学说 ，

如开篇说“六诗者，所以节民、辨位，使君臣、父

子、兄弟毋相逾，此天下之大纪”，篇中君子之德

风 ，小人之德草 ，上之所好 ，下亦好之 ；黄帝四

面，不出门檐而知四海之外；敦睦邻国 ，兴亡继

绝，聘问以时，祭祀以礼等，都是比较典型的儒

家思想。

同时，篇中也吸收了其他学派的一些说法，

如节葬节用， 是比较典型的墨家思想； 寡欲不

争、 刚易折毁而不可恢复、 武可犯而文不可犯

等，则是比较典型的道家思想；“君臣之相事，譬

之犹市贾之交易”、士农工商世守其职 ，则近于

法家思想， 体现出作者以儒家思想和学说为主

导，又兼容诸家思想的特点。

今年 2 月 24 日，创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

究与保护中心的李学勤先生病逝，黄德宽表示，

将继承发扬李先生的学术思想， 完成好李先生

未竟的事业。 整理工作已完成大半，同时也进入

攻坚阶段， 整理团队将克服困难， 保证出版周

期，早日将这批重要材料向社会与学界公布。

（本报北京 11 月 26 日专电）

我国年器官捐献与移植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移植患者生存率与国际水平持平，部分指标明显优于国际水平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我国已有 173

家器官移植医院， 国际上各种器官移植技术

在我国均能开展， 我国在部分领域还达到了

国际领先水平， 数万终末期患者因器官捐献

这份爱的事业重获新生。

记者从昨天在沪召开的人体捐献器官转

运绿色通道新闻发布会获悉，近年来 ，中国器

官移植临床和科研工作成绩斐然 ， 年捐献与

移植数量位居亚洲第一 、世界第二 ，移植物/

受者生存率等指标已居国际领先水平 ， 多个

单中心移植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会上发布最新统

计结果 ，从 2010 年至今年 10 月 31 日 ，我国

已累计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2.6 万余

例 ，捐献的大器官突破 7.4 万个 。医学专家解

释 ，一个人捐献的肾脏 、心脏 、肺脏 、肝脏等

多个器官 ，可同时救活五六个挣扎在死亡边

缘的陌生人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份大爱事业的公众认

识度、接受度也在不断提升。 据悉，今年上半

年， 全国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2757 例 ，

较去年同期增长 9.5%； 捐献器官数量 7186

个，较去年同期增长 3.6%。 与此同时，我国已

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系统和人体器官

捐献案例报告系统 ，推出 “器官捐献 ”手机端

应用， 截至目前， 累计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

125 万余人。

上海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于 2012 年正

式启动。 据市卫生健康委透露， 截至今年 11

月 25 日， 本市共实现 705 例器官捐献案例 ，

全市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已超 2.5 万人。

“每个捐献数字的背后 ，都是一份大爱故

事。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

燕红谈到， 这些年涌现出一批像援藏医务工

作者赵炬、安徽学生王鑫、重庆女孩“果果”等

器官捐献者的感人事迹。 此外 ，还有 10 多名

外国公民在中国逝世后捐献器官 。 这些感人

的事例，都成为传递爱心与生命的正能量。

2010 年， 原卫生部联合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启动中国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自愿捐献试

点工作，掀开我国器官捐献工作的新篇章。 经

过多年不懈努力， 已建立起中国人体器官分

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自动分配捐献器官 ，保

障器官分配科学公正， 自动分配获得器官受

益者累计达 7 万人， 目前有 5 万余人在系统

中登记、等待器官。

在我国， 器官移植服务的可及性也明显

提升， 人民群众享受到高质量的器官移植医

疗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目前 ，国际上

能开展的大器官移植手术在我国均能开展 ，

肝脏、心脏、肺脏移植多个单中心移植数量还

位居世界前列，心肺、胰肾等器官联合移植技

术已达国际水平，部分肝脏移植技术比如自体

肝移植技术、无缺血肝移植技术 、儿童肝脏移

植、肾脏移植技术达国际领先水

平。在我国，移植患者生存

率等质量指标已与

国际水平持平 ，

部分指标还

明显优于

国际水

平。

■ 据统计， 今年 1 月至 9 月全国

民航共开通人体捐献器官航空运输绿

色通道 1665 次 ， 运输人体捐献器官

1744 例

■ 今年上半年， 全国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

献 2757 例，较去年同期增长 9.5%；捐献器官数

量 7186 个，较去年同期增长 3.6%? 与此同时，我

国已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系统和人体器官

捐献案例报告系统，推出“器官捐献”手机端应用，

截至目前，累计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 125 万余人

■ 从运输的器官类型看，肝脏、肾脏、心

脏运输量排名前三位 ， 运输量分别为 673

例、308 例、133 例，此外运输器官还包括肺

脏（125 例）、眼角膜（38 例）、其他人体组织

（467 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