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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遗体是解剖实验课程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ꎬ遗体捐献项目是中国教学用遗体的重要来源ꎮ １９９９ 年ꎬ北京协

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三家遗体捐献站成立ꎬ开启了北京市遗体捐献的新纪元ꎮ 本文对 ２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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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解剖学(ｈｕｍａｎ ａｎａｔｏｍｙ)是基础医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ꎬ也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的必要课

程ꎮ 遗体( ｃａｄａｖｅｒｓ) 作为解剖实验课程的宝贵资

源ꎬ是课程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ꎮ 遗体捐献作为中

国教学用遗体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在保障遗体来

源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遗体捐献是指自然

人在生前自愿表示ꎬ死后委托执行人将其遗体的全

部或部分捐献给医学事业ꎬ或指生前未明确表示捐

献ꎬ由其近亲属将其遗体的全部或部分捐献给医学

事业的行为[１]ꎮ 然而ꎬ中国遗体捐献事业起步较

晚ꎬ进展缓慢ꎬ遗体捐献登记人数仅占中国人口的

０ ０１％左右ꎬ实际捐献的数仅占捐献登记数的 ４％到

２０％[２]ꎮ 封建观念影响、法律法规不健全、程序复杂

及欠妥当等因素也限制了中国遗体捐献的发展[２]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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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虚拟仿真、 动画演示和教学模型等新技术

在解剖课堂中得以应用ꎬ但大体解剖仍然是解剖

实验教学的重中之重[３￣４] ꎮ 新时代背景下ꎬ遗体捐

献在医学教学、医学研究、转化医学、医学人文、社
会公益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５] ꎮ 北京、上海、
广州等大城市走在我国遗体捐献的前列[１] ꎬ本文

对 ２０ 年来北京市志愿遗体捐献进行总结与展望ꎬ
为中国遗体捐献的运行与发展提供参考ꎮ

北京市志愿遗体捐献始于 ２０ 世纪末ꎬ在邓小

平同志的感召下ꎬ北京、南京、沈阳、武汉等地民众

纷纷提出希望死后进行遗体捐献ꎬ这在当时已然

成为新风尚ꎬ志愿遗体登记站呼之欲出[６] ꎮ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１ 日ꎬ在北京市红十字会的领导下ꎬ北京协

和医学院(以下简称“协和”)、首都医科大学、北
京大学医学部 ３ 家遗体捐献站成立ꎬ开启了北京

市遗体捐献的新纪元[４] ꎮ 自 ２００２ 年起ꎬ协和八年

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使用的遗体已经全部来自遗

体捐献ꎬ自此ꎬ协和人体解剖学课程能够保证每 ４
人一具尸体ꎬ充分进行局部解剖操作ꎬ为合格医生

的培养打下坚实基础ꎮ 为给捐献者家属提供纪

念、缅怀和祭奠的场所ꎬ弘扬捐献者的无私奉献精

神ꎬ北京市红十字会在长青园修建志愿遗体捐献

者纪念碑“生命”ꎬ２００４ 年落成揭幕ꎮ 每年ꎬ在北

京完成遗体捐献的志愿者的名字在下一年都会镌

刻在纪念碑上[７￣８] ꎮ 自 ２００７ 年起ꎬ每年清明节前

后ꎬ北京市红十字会、北京解剖学会相关人员及北

京市各大医学院的师生代表齐聚长青园ꎬ举办“生

命”追思活动ꎬ悼念捐献者ꎬ并向捐献者表达敬意ꎮ
同期ꎬ北大医学部积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ꎬ改建解

剖学陈列馆、遗体捐献站、遗体告别厅等ꎬ旨在建

设有浓重医学人文色彩的解剖实习室[９] ꎮ ２００９
年ꎬ北京市遗体捐献站成立 １０ 周年之际ꎬ首都医

科大学人体解剖学教研室指出ꎬ应注重捐献站人

文关怀和科学管理ꎬ健全相应程序、宣传捐献意

义、呼吁伦理教育、做好统计工作ꎬ这为捐献站之

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１０] ꎮ
北京市遗体捐献进入第 ２ 个 １０ 年后ꎬ依旧蓬

勃发展ꎮ 自 ２０１０ 年起ꎬ搜狐网、大众网、人民网等

较有影响力的新闻网站每年清明节前后都会对

“生命”追思活动及当年北京市志愿遗体捐献登记

与实际完成的情况进行报道(表 １)ꎮ ２０１１ 年ꎬ遗
体捐献者纪念墙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解剖楼告别厅

内设立ꎬ这是国内高校第一座为遗体捐献者设立

的纪念墙ꎮ 每位捐献者都有一个水晶纪念盒安放

于墙上ꎬ盒子中存放着捐献者的头发、手迹等物

品ꎮ ２０１２ 年ꎬ北京市红十字会对“生命”纪念碑进

行了扩容改造ꎬ主体碑升高至 １２ ６ ｍꎬ墓碑群采用

大理石墓墙ꎬ描金镌刻捐献者的名字ꎮ 此后ꎬ北京

市红十字会在其官网对志愿捐献遗体暂行办法、
登记手续及流程、网上祭奠及接收站简介进行了

完善ꎮ ３ 家志愿遗体登记站均注重借助媒体进行

广泛宣传ꎬ给社会以积极影响ꎬ促进遗体捐献ꎮ 截

至到 ２０１８ 年底ꎬ北京市已有 ２５ ０００ 余名志愿者登

记ꎬ ２ ９６２ 人实现了遗体捐献ꎬ ２０１８ 年全年的志愿

表 １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８ 年北京市遗体捐献项目当年捐献人数、累及登记人数和累及捐献人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ｏｎｏｒｓ ｏｆ ｂｏｄｙ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８

年份 当年捐献人数 累计登记∗ 累计捐献∗ 信息来源

２０１０ － １２５１６ １０８８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ｍ / ２０１１０４０２ / ｎ２８０１０５０９９.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１ １４２ １３４４１ １２３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ｚｗｗｗ.ｃｏｍ / ｘｉｎｗｅｎ / ｇｕｏｎｅｉ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２０３ / ｔ２０１２０３２５＿６９９６６５１.ｈｔｍ

２０１２ １７７ １５７２７ １４０７ ｈｔｔｐ: / / ｅｄｕ.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 / ２０１３ / ０４０１ / ｃ１０５３￣２０９８０５０８.ｈｔｍｌ

２０１３ ２２４ １７３７０ １６３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ｓｈ / ２０１４ / ０３￣３１ / ６０１０９５５.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２３１ １８６５３ １８６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５￣０４ / 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４３０３９.ｈｔｍ

２０１５ ２３５ １９９０８ ２０９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６７７５５４１８＿１１４９８８

２０１６ ２７０ ２１１０３ ２３６７ 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ａ.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９ＣａＫｒｎＫ１ｚｘｌ

２０１７＃ － － － －

２０１８ ３０６ ２５０００＋ ２９６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ａｋｅｆｏｔｏ.ｃｎ / ｖｉｅｗｎｅｗｓ￣１７４４２６２.ｈｔｍｌ

∗统计数据截至到当年年底ꎻ ＃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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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接收数目也首次超过了 ３００ 例ꎬ这极大缓解

了北京地区人体解剖学教学标本不足的情况ꎬ为
北京医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ꎮ
目前ꎬ３ 家遗体捐献站正在北京市红十字会的统一

领导和管理下平稳运行ꎮ
随着志愿遗体捐献站项目的推广ꎬ捐献站接

收到的遗体除了应用于医学生的解剖教学之外ꎬ
也逐渐拓展到科学研究领域ꎮ 首都医科大学解剖

学系与临床病理中心、佑安医院肝胆外科合作ꎬ对
３１ 例尸体应用改良乳胶血管内注射技术进行肝外

胆道系统血管铸型ꎬ探究肝外胆管各部位血液供

应及肝外胆管微血管分布特点[１１￣１２] ꎮ 北京大学基

础医学院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系以遗体为依托ꎬ
与多家机构合作ꎬ对膝关节前交叉韧带后外束股

骨止点位置[１３] 、钩骨骨内微小动脉三维构筑[１４] 、
针刀松解腰椎黄韧带的解剖路径[１５] 、针刀松解腰

椎软组织的穿刺路径[１６] 、针刀治疗腕管综合征新

术式的安全性及准确性[１７] 、腮腺解剖分区[１８] 、胰
腺系膜的解剖学结构及病理学特征[１９￣２０] 进行研

究ꎮ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也

与大 型 三 甲 医 院 合 作ꎬ 进 行 解 剖 相 关 科 学 研

究[２１￣２３] ꎬ同时ꎬ积极指导八年制学生报道解剖中发

现的变异[２４￣２５] ꎮ ２０１２ 年ꎬ北京协和医学院人体解

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以捐献站为基础ꎬ成立人脑组

织库ꎬ对去世后 ２４ ｈ 之内的遗体进行开颅取脑ꎬ半
脑甲醛固定后取病理ꎬ半脑切片后低温速冻ꎬ进行

衰 老 与 痴 呆 的 机 制 研 究ꎬ 目 前 已 有 阶 段 性

成果[４ꎬ２６￣２７] ꎮ
“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ꎬ都是人生的

必然ꎻ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ꎬ都会光照人

间”ꎮ “大体老师”是解剖学教师和学生对遗体捐

献者的尊称ꎬ也被称作“无言良师”、“无语体师”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医务工作者在所有遗体捐献者中

占相当的比例ꎬ已然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的中坚

力量ꎮ １９８６ 年ꎬ北京医科大学名誉校长、著名皮肤

病性病学家、医学教育胡传揆将遗体捐给北京医

科大学ꎬ遵照其“病理解剖后尽量利用其他组织及

骨架ꎬ以利教学”的遗嘱ꎬ后人将其遗骨放置于北

京医 科 大 学 人 体 解 剖 学 博 物 馆 内ꎬ 供 后 人 瞻

仰[２８￣２９] ꎮ 北京医学院原院长马旭、北京护士学校

护理专业学生毕士敏、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王嘉

德教授ꎬ均将遗体捐献至北大医学部ꎮ 建国后北

京市首任卫生局局长严镜清、朝阳医院外科护士

长司堃范去世后ꎬ均将遗体捐献至首都医科大学ꎮ
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前主任张炳常、北京

协和医学院解剖与组胚学系退休员工鲍贻猷、“中
国核医学之父”王世真、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主任

叶惠方ꎬ均将遗体捐献至北京协和医学院ꎮ 医务

工作者有着较高的遗体捐献意愿ꎬ是医学知识的

传播者和遗体捐献的受益者[３０] ꎮ 前辈为此事业做

出伟大贡献ꎬ为后世表率ꎮ 向医务工作者普及遗

体捐献知识ꎬ进而在全社会推广遗体捐献ꎬ也是践

行遗体捐献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遗体捐献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ꎬ利国利民ꎮ

一方面ꎬ遗体捐献有利于移风易俗ꎬ改变封建传统

观念ꎻ另一方面ꎬ遗体捐献保障了医学生解剖课程

的顺利开展ꎬ有利于合格医生的培养ꎮ 对遗体捐

献者的纪念活动也有着广泛而深远的现实意义ꎬ
可以培养学生“感恩、敬畏、责任”的价值观和医学

人文精神[３１] ꎬ同时弘扬全社会尊敬捐献者、致敬捐

献者的良好风尚ꎮ “精神与日月同辉ꎬ爱心与天地

共存”ꎬ志愿遗体捐献目前已成为北京 ３ 家医学院

校进行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依托ꎮ 首都医科大学

每年上第一次解剖实习课前ꎬ师生会向大体老师

进行集体默哀鞠躬ꎻ课程中老师会带领学生参观

解剖标本陈列馆等ꎮ 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感恩之

心ꎬ培养尊重生命、关爱生命、守护生命的人文精

神ꎬ激发学生学习解剖学及其他医学知识的内在

动力[３２￣３３] ꎮ 北大医学部组织学生走访捐献者的家

庭ꎬ问候并感谢家属支持ꎻ播放纪录片、介绍捐献

者生平、默哀鞠躬、向大体老师献花等也融入到学

生的解剖实习课堂中[３４] ꎮ 北京协和医学院每年上

解剖课前ꎬ都会举办开课仪式ꎬ师生向大体老师献

花及默哀ꎬ老师寄语学生尊重爱护遗体ꎬ珍惜机

会ꎬ奋发学习ꎬ传递博爱奉献的正能量[４] ꎮ
北京遗体捐献工作能走在全国的前列ꎬ得益

于北京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各个医学院解剖工

作者 ２０ 年的持续努力ꎮ 然而ꎬ北京遗体捐献依然

面临着一些问题ꎮ 首先ꎬ遗体捐献相关的法律法

规需要完善ꎮ 当前ꎬ北京市的遗体捐献依然依据

１９９９ 年北京市红十字会发布的«北京市接受志愿

捐献遗体暂行办法»ꎬ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７２１



基础医学与临床　 　 Ｂａｓｉｃ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１ ４１(１)

步ꎬ部分内容与当今医学院校及志愿者的实际情

况有部分出入ꎬ亟需出台相关法律法规ꎬ明确权利

义务ꎬ保障遗体捐献事业的持续发展[４] ꎮ 第二ꎬ遗
体捐献在全国范围内的统筹与规划需要完善ꎮ 近

些年的清明节前后ꎬ经过电视、网络等宣传后ꎬ北
京捐献站的工作人员收到相当数量的北京之外公

民的咨询及捐献申请ꎬ然而ꎬ由于政策限制ꎬ３ 家志

愿捐献站只能接收北京地区公民的遗体捐献ꎮ 在

昆明医科大学ꎬ自 １９８７ 年至 ２０１６ 年ꎬ仅有 ４７９ 人

遗体捐献登记者ꎬ６９ 人完成捐献[３５] ꎮ 建立全国范

围内的遗体捐献统一调配及交流平台ꎬ一方面有

利于尊重捐献者意愿ꎬ保障捐献者权利ꎬ另一方

面ꎬ也有利于协调全国医学院校的遗体使用ꎬ促进

全国解剖学者的交流与协作ꎮ 第三ꎬ遗体捐献的

平台运营、推广宣传仍需要加大人力、物力的投

入ꎮ 以北京协和医学院遗体捐献站为例ꎬ仅有 ２
名遗体捐献站专职工作人员ꎬ相当一部分工作仍

然由解剖学教师兼职完成ꎮ 目前ꎬ捐献站仅能提

供捐献者的遗体处理相关的费用ꎬ对于捐献相关

的交通、丧葬等费用仍然无法提供支持ꎮ
遗体捐献ꎬ任重道远ꎮ 在 “健康中国战略”

下[３６] ꎬ北京市遗体捐献步入一个新的十年ꎮ 遗体

捐献是医学院校解剖教学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ꎬ
是医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良好平台ꎬ也是全社会

尊敬捐献、鼓励捐献风尚形成的必要条件ꎮ 医学

院校与红十字会应共同努力ꎬ保障捐献者和家属

的合法权益ꎬ促进遗体捐献的宣传与动员ꎬ合理使

用遗体进行解剖教学与科学研究ꎬ促进北京市医

学事业的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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