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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生命都值得尊敬
请别陷入无形恐慌

我们无权剥夺任何一个生命，哪怕眼前人

戴着呼吸机，处于植物人状态。

“可每天看着亲人就这样躺在那，没人会好

受。”陆军主任医师常会遇到来自患者家属的

“致命问题”，既不想看亲人受折磨，也不愿做出

最终决定，只能一次次把难题抛给医生。所以

要待在这，除了技术过硬，能抵抗压抑，也少不

了过硬的心理素质。

ICU 医护是最希望天亮的人，因为随着夜

幕降临，人体机能也会相对减弱，凌晨前后则最

危险，还要处理各种特殊情况，如患者突然脾脏

破裂大出血，受外伤导致多器官衰竭。

据省新华医院的相关数据显示，在 ICU 去

世的人群中，较多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此时血

压低，血液流动缓慢，极易引起心肌梗死、脑梗

死等情况的发生。

陆军主任医师介绍，每年清明，冬至及年关

前后，入住 ICU 的患者数量会明显提升，主要

与反复波动的气温有关，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也

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民间说法。

“当然，我们不必把这事想得过于玄学。”浙

江省中医院的全国名中医陈意教授解释，《黄帝

内经》强调“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

居有常，不妄作劳”，中医讲究“天人相应”，即身

体状态会随着节气变换而有不同表现，需顺势

而为。

春季是万物生发之季，重养肝，肝主藏血舒

泄，同样也是情绪器官，清明前后是精神病复发

率最高的时段，约占全年的 70%以上，再加上

江南地区春季的阴雨天数较多，关节病和风湿

病变的症状会加剧。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针对

这句很多人都听过的谚语，陈意教授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陷入“无形恐慌”，这背后有一定的时

代背景。

老底子医疗条件差，对慢病管理也不重

视，随着如今医疗条件提升，很多疾病都能

早 发 现 早 干 预 ，人 均 预 期 寿 命 也 有 明 显 提

高。

“你看我现在80岁，还耳聪目明，仍坐诊看

病，对明天充满信心。”陈意教授说。

31岁不幸去世
他的器官救了五个人

陆女士是湖州人，丈夫去

世得早，母子相依为命。2018

年，国强突然被查出尿毒症，等

一个匹配的肾源至少要五到八

年——她只好把自己的肾脏换

给儿子。

得益于社会各界的倾情相

助，陆女士最终凑齐手术费，知

恩图报的她在当地红十字会自

愿签署《浙江省遗体（组织）捐

献志愿书》，想通过这种方式以

示感谢。

正因自己淋过雨，所以想

为别人撑把伞。

去年年初，31 岁的国强遭

遇病毒感染，由于其接受过肾

移植，身体免疫功能很差，每

况愈下，常记忆模糊。为此在

捐献当天，她现场问钱江晚报

记者要了张纸，写上一串地

址，颤抖着塞到国强手中——

“那是儿子记不起来的新家，

这样他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陆女士从浙江省红十字会

了解到，如今角膜非常紧缺，一

个健康的肝脏能为一个孩子和

一个成年人“续命”，而儿子捐

出的器官至少能让五名患者重

获新生，“要是国强知道，他肯

定会开心的。”

可做完这件事后，陆女士

一度不敢回家，毕竟在传统观

念中，死者为大，这个决定导致

家庭关系紧张，随之而来的还

有各种指责，以至于在很长一

段日子里，陆女士把自己锁在

家里，每到饭点，思儿之情更浓

烈。“好在媒体做了很多与器官

捐献有关的正面报道，这为捐

献者家属带来很大的心理慰

藉。”

由于器官捐献遵守“双盲

原则”，即捐献者和受捐者互相

不知道对方的信息，“如果可

以，我想与受捐者见一面，让他

们一定要乐观面对未来，那也

是国强的心愿。”

作为生命的守护者
她们见过太多人间悲喜

说到生死话题，就要提到一个特别的科室——

重症监护室（ICU），这被称作“死神的餐馆”，住

在里面的人，有的自己走出来，更多则是被车子

推出来。

钱江晚报记者曾深度报道过浙大二院第一

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故事，简言之，就是针对

临床上确认脑死亡的病人，劝说其家属捐献病人

的人体器官。

正如你想的那样，劝说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

的，但这些遭遇冷眼与谩骂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

员们，却依然努力着。从某种意义而言，她们和

ICU医生一样，都是生命的守护者。

走进浙中医大二院（省新华医院）ICU 病房，

记者看到这是一个不算太大的诊间，除了此起彼

伏的设备警报提醒，几乎没有其他声音；那些躺在

床上的人大多处于昏睡状态，身上插满各种各样

的管子；医护们似乎有忙不完的活，但一句“有希

望”的呼唤，远比喝咖啡还提神。

“在这你能清晰地感受到，生死仅有一步之

遥。”从业整二十年，浙中医大二院 ICU 主任陆军

主任医师见证过太多人间悲喜：

有为了救突然遭遇车祸的弟弟，来自农村的

姐姐东拼西凑借来一堆零钱，一张张数着交款；也

有八旬老奶奶因严重肺部感染入住 ICU，她老伴

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往诊间打来电话问平安，“这

样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她才会乖乖入睡，我也心

安。”

陆军主任医师印象最深的，是一对早已离婚

的夫妻，双方都已开始新生活，可当男子突发脑炎

危在旦夕，现任女友却悄然离去，最后还是前妻过

来处理各项事宜。

但有时，ICU也会成为家庭矛盾的放大镜，大

到让人暂时忘却生命的意义。

“我们曾收治过一位育有三女一儿的老人，没

生病前，老人把唯一的房产留给了儿子；可生病后，

守在诊室外的，只有三个女儿。”陆军主任医师说。

相比其他专科，ICU 医生要有更全面的临床

经验，而在高强度工作后，休息时间也更少，若是

拉响“警报”，需第一时间回岗，哪怕是在午夜，医

生们深知分别只是一瞬间的事，可能说完再见，今

生便再也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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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儿子的器

官救了五个人，可旁

人 还 是 叫 我 狠 心 妈

妈。”

经历中年丧子之

痛的陆女士（化名）这

一年来几乎没睡过整

觉，母子俩最后分别

的场景总会在脑海中

反复上演，好不容易

平复情绪，那些来自

身边人的不理解，又

压得她喘不过气。

2023 年 3 月，陆

女士的儿子国强突然

因脑出血去世，她毅

然决定捐出孩子的角

膜、心脏和肝脏；近

期，陆女士得知那些

接受儿子器官的患者

们都已成功出院，迎

来重生的他们来自天

南地北，最小的才 3

岁，对她而言，这是苦

难生活中为数不多的

好消息。

随着即将实行的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

植条例》，像陆女士这

样的捐献者家属，得

到 的 理 解 会 越 来 越

多。

如何活得更有意

义 ？ 德 国 哲 学 家 马

丁·海德格尔给出一

个有趣的答案：向死

而生，既然无法逃避

归宿，就应更坦率勇

敢，珍惜生命的每分

每秒，在离开时不留

遗憾，不枉人间一趟。

钱报记者走进抢救生命的战场——ICU病房

再见或再也不见，这里天天见

慎终追远又清明
传承接力敬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