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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女孩捐身母校：患病后拒绝任何筹款

生于 1994 年的吴思是陕西汉中

人。吴思妈妈说，她从小心地善良，

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每次周末

带她到自由市场，路上只要遇到残

疾人乞讨，她就会向妈妈要钱，然

后放到残疾人面前。

2011 年，吴思考取中南大学湘

雅医学院，成了一名医学生。在大学

里，她参加了青年志愿者协会，周

末一有空，她就会去福利院看望孤

儿或是去敬老院陪伴老人。

医学专业出身的吴思，性格乐

观开朗。在湘雅医学院上学期间，

同学们都喊她“思哥”。与她同届的

简美玲和“思哥”一起上过公共课，

虽然交往并不多，但却对吴思印象

颇深。“她是一个特别勤奋、特别坚

强的人，在校期间会利用课余时间

做兼职，还去考了心理咨询师、营

养师等资格证。就算是生病的时候，

发的朋友圈依旧是云淡风轻、乐观

积极向上的样子。” 

在大学室友卫兰（化名）的回

忆里，吴思是一个爱绘画，爱视频

制作的艺术青年。文静、不喜欢张

扬。她的手机支付宝上经常会有各

项捐赠，还会参加一些固定的公益

项目。“只要是谁需要，她就会去

帮助他们。”

大 二 时， 医学院 开 设 解剖 课，

老 师 为 学 生 讲 述 什么 是“ 大 体 老

师”——即捐赠者遗体。并开展对

大体老师的缅怀。卫兰回忆 ：“学校

遗体用于医学教育，两片眼角膜让两人重获光明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张秋盈

护士小心翼翼地帮小丽（化名）揭开右眼上的纱布，小丽尝试睁开眼，眼前的世界，正慢慢变得清晰。4 年前，6
岁的小丽因为不慎将石灰弄到眼内，造成右眼碱化学性烧伤。而今年 7 月 9 日，在长沙接受了眼角膜移植手术后，10
岁的小丽又能重见光明。

移植到小丽眼内的眼角膜，来自 7 月 5 日去世的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女生吴思。25 岁的吴思因病离世之后，她的家
人按照她的遗愿，将她的眼角膜捐献给了湖南省红十字角膜捐献爱尔眼科接收登记总站，将遗体捐献给了母校中南大学
湘雅医学院用于医学教育。7 月 9 日，吴思的两片眼角膜分别通过手术移植到小丽和一名 17 岁男生小杰（化名）身上。
经过恢复，他们的视力明显好转，不久将出院。

7 月 15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了吴思的妈妈、吴思在湘雅医学院的同学，以及主持捐赠事宜的潘爱华教授等人。
通过他们的回忆，一个真诚善良、坚强勇敢的女孩站在了我们面前。

为了更好地帮助吴思完成

遗愿，迎回吴思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为她进行角膜摘除手术，

保证角膜质量。

省红十字会角膜捐献爱尔

眼科接受部主任杨丽红向记者

回忆，当天手术是连夜进行的，

很顺利，经过验血，检验。吴

思的角膜质量非常好，她们马

上为其进行了冷库保存，并发

短信告诉吴思的妈妈：吴思捐

献眼角膜的心愿完成了。“她妈

妈听了很欣慰，觉得心里的石

头落了地，还发了朋友圈。” 杨

丽红说。

第二天，他们马上在需要眼

角膜的登记库里，找到了匹配

的两位受捐者，并联系相关科

室，建议手术。

两名受捐者中，其中一名是

一名 10 岁的小女孩小丽，来自

邵阳。 6 岁时，她和同学玩耍，

不慎将石灰弄到眼睛，造成右

眼碱化学性烧伤。“她的右眼瞳

孔被假性假性胬肉遮盖，其中

最重要的一项治疗，就是更换

眼角膜，来保留她的视力。”主

治医生邹桂花说。

小丽幸运地接受了新眼角膜

后，原本蒙上“白雾”的眼球

已经变得十分清澈。小雨的妈

妈说：“非常感谢那位小美女，

她对我们来说，就是天使。”

而吴思的另一只眼角膜，则

赋予了一位 17 岁男孩小杰以光

明。今年，小杰在医院检查出

双眼患有圆锥角膜。这是一种

先天性疾病，常在近 20 岁左右

发病，视力出现逐步下降。如

果不及时治疗，可能导致失明。

“捐献出眼角膜帮助小杰，

作为母亲，我真的非常感谢吴

思和她的家人。”小杰妈妈介绍。

眼睛刚刚恢复光明的小杰说，

他会努力积极生活学习，不辜

负吴思姐姐的善心和大爱，“我

会替她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湘雅医学院解剖学教授、医

学形态学实验中心主任潘爱华

主持了本次遗体捐献事宜。吴

思捐献遗体到底有哪些意义？

遗体捐赠能给医学乃至社会带

来什么？他为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进行了解答。

“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

潘爱华说，而在解剖学中，最

重要的就是“大体老师”，即遗

体。遗体对医学教育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能帮助医学生更

清楚的掌握人体结构。“举个例

子，病人得了阑尾炎需要切除，

那动手术的医生起码要知道阑

尾在哪里。” 潘爱华解释，在任

何医学院，解剖学都是最重要

也是最根本的学科。

他还指出，目前正在蓬勃发

展的微创手术必须以人体结构

作为基础，没有解剖学，微创

手术是不可能实现的。

舒杰向记者介绍，相比发达

国家，我国的遗体、器官捐献

相对没有那么普及，“这是对既

有世俗观念的挑战，也需要家

人的理解，需要极大的勇气”。

有一个遗体捐赠办公室，很

多人都想填遗体捐赠表，吴

思是其中一名。”但 卫兰坦

诚地说，还是有很多同学接

受不了遗体捐赠这件事，但

吴思做到了。卫兰记得，吴

思在大学期间还曾想过要捐

献骨髓，但是骨髓是必须找

到相匹配的受体才能捐赠，

所以最终没有成功。

而吴思的另一名同学舒

杰对她最深刻的感受是同理

心特别强，“无论是安慰病

人，还是参加公益活动，她

都能给人最大的心理安慰，

如果没有遭遇不测的话，她

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好医生”。

2016 年，毕业后的吴思

就职于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她

就已经在器官捐献网站上进

行了登记。

心地善良，曾想捐献骨髓

2018 年 9 月，吴思因腹痛难忍

入院检查，被确诊罹患恶性程度较

高、极易转移复发的子宫未分化肉

瘤。在湘雅三医院经过外科手术、

化疗、靶向治疗后，吴思病情有所

好转，其后又急剧恶化。

“这种病非常罕见，我们很痛心，

为什么她会得了这种病？”得知吴

思患病后，舒杰既痛心又惊讶。她

坦言，作为医学生的吴思肯定很清

楚医学的局限性和自己所患疾病的

凶险。

但舒杰和同学们不知道的是，饱

受病痛折磨的吴思立马做出了一个

决定，主动联系母校湘雅医学院填

写了遗体捐献志愿表。

“作为母亲，这件事想起来就十

病痛困扰，坚持安排捐献事宜

分难受，但我也没有反 对，

而是尊重女儿的想法。”吴

思妈妈说。

患病的这段时间，吴思

表现得十分坚强，她不愿在

网上做任何筹款，甚至学校

同学、单位的捐款也坚决不

要。“她非常不愿意给别人

添麻烦。”这是吴妈妈和同

学们提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6 月 29 日，吴思病情加

重，她立下遗嘱，第一条就

是要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母

校作为医学事业研究，并且

因癌细胞在多器官扩散，她

决定捐献眼角膜来帮助更多

人。

“她当时的状态已经非常

不好了，癌细胞多器官转移，

很痛苦。”舒杰说，为了缓解

疼痛，吴思开始服用级别非

常高的成瘾性止痛药，但是

依然效果甚微。不过，她依

然在朋友圈里和朋友轻松地

互动，“好像她只是感冒发烧

一样”。

7 月 5 日，吴思肺里卡了

痰，一位护士帮她吸痰，痰

里全是血块。但是吴思仍然

坚持 要自己咳出来。下午 2

点 48 分，吴思离世，湘雅医

学院工作人员驱车往返 2100

公里，将去世的吴思迎回了

母校。

受捐者迎来光明：她就是天使

吴思回到母校，学弟学妹排成队鞠躬默哀。

受捐者小丽（化名）接受检查。 受捐者小华（化名）接受检查。

扫一扫，了解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