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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时间，湖南 1000 余名肿瘤晚期患者为自己决定“生与死”

生前预嘱，给“倒计时”的生命一份选择与尊严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通讯员 彭璐   视频：欧阳婷  周雅婷 

如果生命进入“倒计时”，究竟该由谁来决定“生与死”？
这些年，关于“抢救谁签字”的话题很火——有人认为，体面的离开比痛苦的救治更重要；有人认为，

生死选择，自己做主……
“若病人立下生前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会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余生”—— 医生解释，“生

前预嘱”是一份患者本人在清醒时自愿签署的文件，通过这份文件签署，患者可以明确表达自己在生命末
期希望使用何种医疗照护，包括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比如切开气管、人工呼吸机、心脏电击等积极的
有创抢救，以及如何在临终时尽量保持尊严。

 故 事      

“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

医疗系统”“我希望别人怎么对

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

道什么”“我希望让谁帮助我”

……这是一份在美国有400万人

正在使用的叫做“生前预嘱”的

法律文件，患者回答的这五个问

题是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的时

刻，通过简单易懂的问答方式，

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

务。

而在湖南省肿瘤医院疼痛

科安宁疗护病房走廊和门口，

摆放着关于“生前预嘱”的画

报和折页，不少病人家属经过，

偶尔会有人驻足，仔细阅读上

面的条款。

关于“生前预嘱”的五个愿

望，在安宁疗护病房护士长王

英看来，这是我国不少恶性肿

瘤中晚期患者和其家属都在思

考的问题，但这其中很多人都没

有找到答案。

林阿姨是乳腺癌晚期患者，

全身多处骨转移，“骨痛钻心，

生不如死”。为此，她在丈夫和

女儿的陪伴下，来到湖南省肿瘤

医院疼痛病房，想要通过医疗手

段缓解自己的疼痛，并且准备在

医院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有好多事情忘不了，也有

好多事情没有做。”作为一名曾

经的医护人员，林阿姨非常清楚

自己的病情。当王英为林阿姨推

拿按摩，缓解痛苦时，询问她

是否还有什么事情想要去做，林

阿姨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参

加父亲的 70 大寿，参加一场同

学会，看一看油菜花……

王英鼓励她列一个愿望清

单。林阿姨却退缩了：“我是不

是太贪心了，还可以吗？”

“林阿姨的病情可以通过药

物稳定下来。”王英记得，在医

护人员的鼓励和帮助下，林阿姨

如愿参加了三十年同学聚会，和

同学们一起回忆起当年的峥嵘岁

月，一起开怀大笑。不久后，林

阿姨又参加了父亲的 70 大寿，

和家人团聚。

“我看到了黄灿灿的一片油

菜花，好美啊……”林阿姨在

日记中记录了生命中最后一段时

光，她在王英的帮助下，一起做

了一本旅行笔记，“这本笔记当

作留给家人最后的礼物，由我们

帮忙送给了她的女儿”。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您是

希望我们全力抢救还是……”这

天下午，天气晴好，王英一边为

林阿姨梳头发，一边询问。

“还是让我安静地走吧。”林

阿姨在日记中记录下了这个时

刻：“我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就做出了一个我人生中最重要的

决定。”

在家人和医护人员的陪伴

下，林阿姨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林阿姨的老伴告诉王英：“我的

妻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安宁

的、舒适的、没有疼痛的，而且

完成了所有心愿没有遗憾。”

“您这一生中，觉得最重

要的时刻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

么？”“如果，您的生命到了最

后一刻，您是希望我们全力抢救

还是……”这是自2013 年，安

宁疗护病房建立以来，面对前

来就诊的肿瘤中后期患者，王英

和同事们在为他们开展医疗救

治、缓解他们因疾病带来的痛

苦时，经常说的话，“这与生前

预嘱的理念不谋而合”。

为此，2013 年，北京市生

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5 年后的

2018 年，湖南省肿瘤医院将这

一理念引进了疼痛病房，率先推

广生前预嘱，“生前预嘱作为安

宁疗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会

被更多的人知晓并且选择”。

 林阿姨：“还是让我安静地走吧”

 现 状      

“严格来说，生前预嘱是病

人个人的意愿，而在医院，也有

医院的一套标准的医疗方式。”

苏晨是疼痛病房的副主任医师，

2020 年正式接触生前预嘱，她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当一

位患者或者家属在了解了生前预

嘱，想要自己也签下DNR 同意书

（放弃心肺复苏抢救同意书）相

关文件时，“首先就得非常了解自

己的病情”。而医生也要有足够

的专业来评估患者的病情是否

达到了要签署生前预嘱的地步。

苏晨曾经接诊过一位 40 岁

的患者王女士。王女士是乳腺癌

晚期，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肺部，

任何治疗并不会让王女士的病情

好转，只能采取姑息治疗。同时，

王女士是一位上市企业的中层管

理人员，还是一个单亲妈妈，孩

子只有 3 岁。

“她主动要求我们直接和她

谈病情。”在得知自己的疾病已

经到了“任何治疗都没有意义，

不会延长生命，只会增加痛苦”

时，王女士向苏晨提起了生前预

嘱。

苏晨告诉她，患者可以自己

但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像

王女士和李爷爷一样，能够清

晰了解自己的病情，并选择自己

之后的治疗方式。

“生前预嘱最重要的意义是

将抢救与否的决定权还给了患

者。”张清慧是疼痛病房的一名

护士，她曾经在 ICU（重症监护

室）工作过。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面对生死，很多时

候，往往是家属不容易下定决心，

“这样患者痛苦，家属也痛苦”。

“我见过不少病人，最终一

身赤裸，全身插满管子地离去。”

一次，一位肺癌晚期患者住进

了ICU，一天晚上，这位病人突

然大咯血，引发了窒息。在征求

家属的意愿后，医护人员立即开

始抢救。张清慧记得，最后患

者被医生宣告死亡时，他的容

貌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壮壮（化名）是一名初中生，

到医院来时已经是结肠癌晚期，

经常疼痛得十分厉害。但作为

家里最小的孩子，一家人希望

竭尽全力治疗壮壮。

苏晨试图提过让壮壮接受

安宁治疗，提前签署相关文件，

签署生前预嘱。一天，壮壮又一

次痛苦异常，医生为他实施了

镇痛手术。手术结束后，壮壮

的家属询问苏晨：“不痛了，壮

壮是不是就有救了？”

面对家属期盼的眼神，苏晨

再一次向他们说明壮壮的病情

发展，并且提出，希望家属能

够了解生前预嘱，“结果第一步，

让患者及家属了解病情，就没

有成功”。

面对生死，家属最不容易下定决心

李爷爷：“抢救劳财费力，我也不想这么痛苦”

王英（右）和同
事们以“生前预
嘱”为主要内容，
编排了一个和生
命教育有关的话
剧。

医护人员为患者过生日。

到“选择与尊严”网站，根据

五个愿望勾选自己想要选择的

选项。但在医院，王女士需要

签署相关文件，证明自己想要

放弃心肺复苏、放弃使用插管

治疗等有创抢救，“她想要有

尊严地死去”。王女士的父母

即使悲痛欲绝，最终还是支持

了女儿的决定。

苏晨记得，在王女士最后

陷入昏迷的前几分钟，“她是

清醒的，我还问她，是否要用

上生命支持系统，但她非常坚

定地拒绝了”。

虽然疼痛病房是最先推广

生前预嘱的，但目前这项工作

已经在肿瘤医院全院开展。

李爷爷已经年近 80，所以

在入院得知自己的病情无法缓

解后，他就和家人商量：“我

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抢救劳财

费力，我也不想这么痛苦。”

在李爷爷的坚持下，他签下了

DNR 同意书。这之后，李爷爷

向孩子们提出了自己未完成的

愿望，家属尽可能地满足他。

随着病情的加重，李爷爷

日渐衰弱最终陷入昏迷，“他

走得很安详，想见的人、想吃

的东西，都完成了”。

2023 年 1 月 1日，“生前预嘱”作为法律条款，被写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
深圳就此成为我国首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而在湖南，也早有实行——2018 年 5 月
4 日，湖南省肿瘤医院率先在此前安宁疗护工作的基础上，于全院推广“生前预嘱”，让患
者自己决定当生命进入倒计时，更有尊严地面对死亡。

如今，除湖南省肿瘤医院外，省内还有湘潭湘乡市人民医院、益阳市中心医院等 8 家医
院也在推广生前预嘱理念。而在生前预嘱落地湖南推广 5 周年之际，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
访湖南有关医院，探讨在死亡来临之前，关于生命的抉择。

扫一扫，
看更多精彩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