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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月 %日，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
科陈仲伟主任受砍数十刀身亡，事后有报道
称凶手可能是精神病人，包括陈仲伟主任生
前也怀疑此人可能患有精神病，但没有医疗
证据，也没有做过司法精神病鉴定，我们专
业称其为疑似精神障碍者。如果凶手确实是
疑似精神障碍者，那么这样的人为什么放任
在社会上没人关注和监督？如果类似这样的
人还自由地活动在社会上，对社会及公众将
会产生怎样的危害？社会要稳定，保护人们
的人身安全更是第一位重要。

应该重视疑似精神障碍
者危险性预测

这里所提的疑似精神障碍者是广义的，
包括那些疑有精神异常或心理变态的人。根
据笔者几十年精神科临床工作的经验，精神
障碍者其中的一部分人确实存在危险性倾
向，包括自杀、自伤及危害他人，他们在发生
行为前，多数已有言语暴露或轻微行为表
现，而家人即使发现也未加重视，精神科医
生在诊治环节中常忽视对有此类倾向的人
做深入交谈，因此难以发现，即使发现苗子
亦未予足够重视及提醒家属。笔者在长期司
法精神病鉴定中遇到的凶杀案例中，大多数

在作案前多已在言行方面暴露有危害行为
企图，但未引起重视，最终凶案发生。

要说都是由于不重视的后果引起亦不
公平，因为有些疑似精神障碍者在家抑或有
对父母或妻子动武，但限于经济条件或疑
似精神障碍拒绝接受治疗而无奈放任在
外，这些问题都要依靠政府政策及社会帮
助综合解决，责任不全在家属。但如果已明
确诊断为精神病患者，那么有关家属应承
担起监护人职责，不该为了保全面子而放
弃治疗（因为怕被歧视）或不督促药物维持
治疗，擅自停药是精神病复发很重要的原
因。抱有侥幸是很危险的，一旦发生凶案，
可导致别家人亡，自家家破的严重后果，这
种教训实在太多！

精神病人住院出院时，精神科医生必须
对每位病人进行全面、深入的危险性评估，
如果发现有危险的倾向，不能任意同意出
院，至少要提醒家属严格监护，这个环节的
工作目前在我们医疗上必须认真加以重视。

回归司法精神病鉴定的
合适地位

有危害他人危险倾向的疑似精神障碍
者如果本人或家属对诊断有疑问，根据我国

《精神卫生法》规定，可申请进行精神障碍医
学鉴定；如果已经发生刑事案件，必须进行
司法精神病鉴定。以目前科学发展水平来
说，司法精神病鉴定还是属于经验型鉴定，
主要依据是完整的调查、全面的心理评估和
有重点的客观检查。心理学研究人类的心理
活动，虽不通过很多仪器测试，但也是科学
的。当然在多次鉴定中，有时会出现不同程
度的鉴定结论出入，这也是实际存在的事
实，但不能就此夸大地认为鉴定的人为故意
操作，要相信大多数鉴定结论是正确的。

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在法律上经法院
质证后予以作为一种证据，但对法律判决无
约束力。以为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可以决定
犯罪嫌疑人是死是活，是监禁还是自由，这
是对鉴定结论绝对化的一种理解。

我们也提倡对于作案行为可疑，或者将
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人，为了慎重起
见，必要时应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目
前是为了对生命负责，据笔者与最高人民法
院接触，他们在死刑复核过程中，对这方面
的把关是非常严谨的。在对司法精神病鉴定
结论客观对待的同时，如果认为有鉴定缺陷
的可以委托补充鉴定；如果认为鉴定结论有
明显依据不足的委托，还可以委托重新鉴
定。总之，希望保证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能

在独立自主原则下，客观、公正地进行。
陈仲伟主任惨痛离世了，但愿他的离去

能够换来人间的宁静和平安。
!作者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

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教授"

上海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主

任委员#

! ! ! !在!&#$中国'国际器官捐献移植论坛
召开之际，由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
员会、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联合主
办，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支持的!"($年
“生命使者”阳光行动———中国器官捐献
公众教育宣传活动在武汉举行。

!

公民自愿捐献数跃居亚洲第一 !

器官缺口仍然巨大

我国从!&(&年开始公民自愿捐献器
官试点，当年公民自愿捐献数量仅)*例，
移植器官总数++例；!&#*年正式推行公民
自愿捐献器官工作；!&#%年实现了从依赖
司法渠道到公民自愿捐献的顺利转型，公
民自愿捐献器官者$年间增长#!&倍。截至
!&#%年#!月)#日，全年公民器官捐献人数
已达!,$$例，大器官捐献数达,,%+个，包
括亲体捐献在内移植手术数量达到#&&%,

例，器官移植数量超历史纪录。中国大陆
公民自愿捐献数量已跃居亚洲第一，成为
世界上建立自愿捐献体系最快的国家。

但是，我国每年仍然约有)&万患者因
器官功能衰竭等待着器官

移植，!&#%年器官移
植手术仅为#万余
例，捐献器官数量
同需要器官移植
治疗的患者数量

相比，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

生命使者在行动!破冰中国器官捐

献之困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快速发
展，离不开一个特殊的人群———“器官捐
献协调员”。他们主要来自中国红十字会
和全国各大医院，在行业中被誉为“生命
使者”。“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主要职责是
根据捐献者的意愿，协助捐献者家属和医
院，完成整个器官捐献流程。“器官捐献协
调员”为逝者和患者之间架起了生命的桥
梁，为等待移植的患者带来生的希望。目
前，全国共有“器官捐献协调员”#%#!人，
覆盖全国)&个省。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
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
金会理事长黄洁夫教授指出：“在中国，受
传统道德伦理和器官捐献认知度低的影
响，器官捐献协调员面临着来自患者家属
和社会诸多误解和巨大压力，他们需要社
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尊重和理解。”
此次“生命使者”阳光行动首映了中国

“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宣教片《生命使者》，
呼吁公众关注理解器官捐献；还发布了《器
官捐献协调员沟通技巧学习手册》。

!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网站上

线!器官捐献将更加阳光透明

作为“生命使者”阳光行动的一个重要
环节，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网站---.

/0112.345面向公众正式上线。网站自!"(%年
初开始筹划，经(年多时间进行设计方案选
择、相关资料整理以及通讯员队伍建立等
工作，打造集器官捐献和移植相关政策、法

规，发展历史，爱心互助，业内动态交流沟
通于一体的公正透明综合发布型平台。公
众可以通过点击网址及扫描二维码的方式
进入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网站，关注
我国器官移植事业。
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6789:）系统将

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网站系统中运
营并由网站管理，公众可以通过官网首页
“分配系统数据显示”了解全国当前捐献人
数。同时，器官获取组织（7;7）工作开展、
法规政策落实等相关情况也会在官网中公
布。网站首次将全国器官捐献数据定期更
新并向公众开放，网站的上线将让中国的
器官捐献更加阳光、透明，提升公众对我国
器官捐献事业的关注度、信赖度及认同感，
实现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和国际接轨。

!

生命接力!需要社会多方助力

中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需要社会的
共同努力。黄洁夫教授表示：“通过‘生命使
者’阳光行动，我们希望让更多人知道，人
的生命虽然是有限的，但是通过器官捐献，
可以使一个人的生命在另外几个生命中得
以延续。我也呼吁社会各界都加入到支持
器官捐献的工作中来，让中国的器官捐献
更加阳光、公平、透明！”
未来，中国器官捐献事业的提升还需

要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需
要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政策上的支持，医疗
界技术的保障，也需要更多社会关注与参
与。希望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传播“一
种开明的生命态度”，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爱
心、和谐、慈悲和关爱。

! ! ! !脑卒中又称“脑血管意外”“脑中风”，
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因血管阻塞
造成血液循环障碍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的
一组疾病。

脑卒中发病后的主要症状包括：(.头
痛、头晕、恶心、呕吐、意识障碍；!.肢体活
动不灵，突然跌到；).突然出现不能讲话
或听不懂话；*.突然出现一侧肢体麻木。

脑卒中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有高血
压病、冠心病、糖尿病、高脂血症、吸烟、饮
酒、肥胖等。而脑卒中的预防主要是危险
因素的防治。

高血压病是脑卒中发病最主要的危
险因素，不少患者得了高血压病后没有规
律服药，没有控制好高血压，导致发生脑
卒中。

糖尿病可以导致身体大血管和小血
管病变，因此得了糖尿病后要积极控制饮
食、药物治疗、适当运动等。

患有冠心病的患者要找专科医师诊
治，冠心病伴有房颤患者的心脏瓣膜容易
发生附壁血栓，栓子脱落后可以堵塞脑血
管，导致缺血性卒中。

高脂血症特别是胆固醇增高患者除
控制饮食外，应该在医师指导下服用他汀
类降血脂药物，这类药物除可以降低血脂
外，还可以逆转早期的动脉粥样硬化，是
目前公认的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药物。
如果患者伴有上述危险因素还应该在医师指导

下服用阿司匹林，抗血小板聚集，以预防脑卒中。
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脑卒中的预防。饮食时

注意减少盐及油脂的摄入，控制饮酒，多吃新鲜水果
或蔬菜，避免暴饮暴食，戒烟限酒。坚持规律性体育
锻炼，适当运动可以调节情绪，缓解疲劳，降低血脂，
降低血小板聚集。保持良好的心态对于预防脑卒中
也很重要，不良心态可以导致血压波动，机体免疫力
低下，脑血管痉挛，诱发脑卒中的发生。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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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器官捐献更加公平透明

自愿捐献 让生命在阳光下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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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暴力伤医事件引发思考———

我们如何保护人身安全

" 陈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