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裘佳 张雨）

记者从 10 月 17 日召开的 2016

中国 - 国际器官捐献大会暨国

际器官捐献与移植高级研讨会议

上获悉，截至今年 9 月 30 日，

中国大陆已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

器官捐献 8866 例，捐献大器官

近 2.5 万个；其中，2016 年前三

季度累计捐献 2950 例，较去年

同期增加 50%，已经超过去年全

年的捐献总数。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刘延东向大会发表书面致辞

指出，稳妥有序开展器官捐献与

移植，是一个国家医学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

富珍在视频讲话中高度赞扬中国

在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的进展，

她表示中国的改革方向正确，行

动迅速，许多成功经验可以作样

板，供面对相似挑战的其他国家

学习借鉴。世界卫生组织将一如

既往地支持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

事业。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表

示，参与器官捐献工作与红十字

组织保护人的生命健康的宗旨高

度契合。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指

出，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科学公正、

遵循伦理、符合国情和文化的人

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下

一步，中国将继续坚持依法推进，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机制，

推动科技创新，努力建设与经济

社会文化道德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服务体系。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

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表示，中

国器官移植界将在政府的领导

下，坚定信心，加大力度，继续

推进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深入

开展。希望国际移植界继续关心

支持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

事业，共同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

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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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冯富珍高度评价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

许多成功经验可以作为样板

本报讯 （记者 张艳萍）10

月 15 日，首个致力于氢分子医

学研究与应用的医学专家组织

“中日医学科技交流协会氢分

子生物医学专业委员会”在复

旦大学学术交流中心成立，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骆

肖群教授担任主任委员。

当天，一场关于氢分子生

物医学的学术研讨会也得以举

行。和这个专业委员会的“多

学科”特性一样，来自皮肤、

肿瘤、内分泌、风湿免疫、老

年医学等多个专业的临床专家

与基础研究学者一起，探讨氢

分子医学应用的现状与前景。

“从刚开始接触时的质

疑，到今天通过对于 20 多例高

精度富氢温热水疗配合饮用富

氢水干预银屑病、特应性皮炎、

皮肤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皮

肌炎四类难治性皮肤病的探索，

我们看到了可喜的观察数据，

也更加坚定，应该逐步完善对

与人类起源相关的、位于元素

周期表第一位的氢分子的相关

临床和实验研究。”骆肖群主

任委员指出，作为从事临床工

作 20 多年的西医生，深感人类

认识的局限性，以我们皮肤科

为例，不良生活方式以及环境

因素引起的 ROS 增多，使得

难治性皮肤病越来越普遍。我

们希望通过氢分子生物医学专

业平台的搭建，加强与日本在

这方面的科技成果交流，更新

对疾病病因和治疗理念的认识。

（详细报道敬请关注近期

《医师报》专题报道）

氢分子生物医学专
业委员会在沪成立

医药代表不该被妖魔化

不久前，医米调研发布了一

份调研报告。报告显示，83% 的

医生表示，最近一个月内有医药

代表拜访过，31% 的医生对医药

代表群体的总体表现满意；48%

的医生认为医药代表提供的信

息，对工作有帮助……

提起医药代表，不同人或许

有不同看法。但在公众的普遍认

知中，他们似乎就是追着医生屁

股后面“卖药的”，与此同时也

有着不菲的收入。这样的认识显

然片面了。�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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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世 界 肥 胖 联 盟

（WOF） 发 表 文 章 指 出，�

WHO�2025 年限制儿童肥胖

的目标将失败。届时，中国将

有近 5000 万的超重儿童位居

榜首，其次是印度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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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捐献大器官

8866例

近 2.5万个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