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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解剖实验课程的顺利进行离不开遗体ꎬ遗体捐献是国内大体标本的主要来源ꎮ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ꎬ志愿遗

体捐献在国内逐步推广ꎬ为解剖教学的开展和医学生的培养提供了重要支持ꎮ 本文从早期起步、伦理与法律、资料

统计与问卷调查、人文关怀与人文教育、问题与对策 ５ 个方面ꎬ对中国遗体捐献的实施与研究情况进行了文献回

顾ꎬ为国内遗体捐献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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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体捐献(ｂｏｄｙ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指的是自然人生前自

愿表示在死后由其执行人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的

行为ꎬ以及自然人生前未明确表示是否捐献ꎬ死后由

其近亲属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的行为[１]ꎮ 遗体

捐献有着重要的社会学价值与医学价值ꎬ是解剖教

学、科研与临床的宝贵资源ꎮ 遗体捐献在中国逐步

发展ꎬ为解剖学教学与医学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持ꎬ目前已经成为中国解剖教学用遗体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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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源[２]ꎮ 本文从早期起步、伦理与法律、资料统

计与问卷调查、人文关怀与人文教育、问题与对策 ５
个方面ꎬ对中国遗体捐献的实施与研究情况进行了

综述ꎬ旨在为国内遗体捐献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参考与借鉴ꎮ

１　 早期起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即有志愿捐献遗体用于解剖

教学与科学研究的情况[３]ꎮ １９８０ 年ꎬ著名历史学

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将个人遗体捐献给中国首

都医科大学(即现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做解剖研究ꎮ 到 １９９５ 年ꎬ遗体捐献已经出现

在上海、北京、长沙、郑州、广州和南京等大城市[４]ꎬ
在时代文明的呼唤中向前迈步ꎮ １９９９ 年ꎬ北京市红

十字会发布«北京市接受志愿捐献遗体暂行办法»ꎬ
成立北京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

院 ３ 家接受站ꎬ开启了北京市合法、透明的遗体捐献

新纪元ꎮ 医学院校教师走在了遗体捐献的前列ꎬ北
京医科大学胡传揆教授、青岛医学院沈福彭教授及

遵义医学院陈荣殿教授均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ꎬ
供医学教育使用ꎮ 新闻传播媒介对遗体捐献也起到

了宣传、支持和引导作用ꎬ遗体捐献在当时逐渐成为

移风易俗的新风尚ꎮ

２　 伦理与法律

进入 ２１ 世纪ꎬ研究者开始关注遗体捐献相关

的伦理问题ꎮ 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遗体捐献的

巨大障碍ꎬ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是遗体捐献事业

顺利进行的重要步骤ꎮ 解剖教学中也存在着伦理

原则缺位的现象ꎬ尊重人体尸体是人体解剖学教

学的重要原则ꎬ有必要以特殊方式表达对捐献者

的尊敬ꎬ如简短的默哀仪式等[５] ꎮ 人体解剖教学

中伦理情节缺失会阻碍遗体捐献ꎬ也可能导致家

属的不信任及负面的社会影响ꎬ应该加强对医学

生的解剖教学伦理教育[６] ꎮ 人体解剖教学应遵循

尊重、自主知情同意、有利和不伤害等原则ꎬ并应

树立尊重遗体观念、改善解剖实验室环境、开展宣

誓仪式等[７] ꎮ
遗体捐献的法律问题讨论已久ꎮ 早在 １９８９

年ꎬ就已经提出了推动医学教育的发展、促进医学

科研的进步、满足遗体捐献站的愿望三宗旨ꎬ及捐

献自愿、办理登记、尊重遗体、适当奖励四原则[８] ꎮ
正当合法的遗体捐献需要死者的书面同意ꎬ或者

死者生前没有表示过拒绝ꎬ遗属推定承诺[９] ꎮ 对

自我决定权与近亲属决定权中的冲突与协调的阐

释显示ꎬ “等同模式”更适合中国国情ꎬ即“死者决

定权与近亲属决定权等同”ꎬ以解决决定权的冲突

问题[１０] ꎮ 死者与近亲属权利内容一致时ꎬ才可以

进行遗体捐献ꎬ相冲突时ꎬ遗体捐献不可执行ꎮ

３　 资料统计与问卷调查

对遗体捐献的登记者和捐献者进行人口统计学

分析可以了解既往遗体捐献情况ꎬ对捐献站之后的

工作有着指导意义ꎮ 对 ８７０ 例遗体捐献者的登记资

料进行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显示ꎬ男性中 ６０ ~ ８０ 岁登

记者最多ꎬ女性中以 ５０~８０ 岁最多ꎻ登记者以工人、
干部居多ꎬ农民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１１]ꎮ 对新疆医

科大学 ３４０ 例遗体捐献者资料的统计与分析显示ꎬ
男性捐献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ꎬ遗体捐献者数量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ꎬ公职人员和工人比例较高ꎮ 此

研究结合了新疆解剖实验教学的困境及捐献供体短

缺的现状ꎬ有利于新疆遗体捐献事业的体系建设和

后续发展[１２]ꎮ
问卷调查也是了解特定群体遗体捐献意向及对

待遗体捐献态度的有效的研究方法ꎮ 对内蒙古科技

大学包头医学院 ４１２ 名在校学生进行的问卷式整群

抽样调查结果显示ꎬ多数学生对遗体捐献的相关法

律法规了解程度不够ꎬ影响遗体捐献的主要因素是

传统观念[１３]ꎮ 对医学与非医学大学生的遗体捐献

认知情况进行比较的研究结果显示ꎬ医学生对相关

知识掌握更准确ꎬ关注度和赞成度也更高ꎬ但两类学

生的捐献意愿与影响因素没有显著差别[１４]ꎮ 有研

究对南京市民众进行随机抽样ꎬ问卷调查后续服务

和纪念方式对遗体捐献意愿的影响ꎬ结果显示ꎬ超过

８０％的民众认为有必要开展遗体捐献者纪念活动ꎬ
较高文化程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的人群需

求高于较低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的人群需求ꎻ遗
体捐献纪念方式的完善对改变遗体捐献的看法有一

定影响[１５]ꎮ

４　 人文关怀与人文教育

对医学生开展人文教育十分必要ꎬ体现了对

７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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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解剖学教师、对尸体标本的人文关怀ꎬ有
着重要的意义ꎮ 各个医学院对开展与遗体捐献相

关的人文素质教育进行了尝试与探索ꎬ如建立遗

体捐献纪念碑和纪念馆、开通纪念网站、创建“生

命意义展室”、开设“大体模拟手术学”课程、开展

“科学与人文的融通及互动”学术研讨会等ꎬ让学

生尊重遗体ꎬ进而尊重生命、关爱病人[１６] ꎮ 温州医

科大学围绕“大体老师”开展了一系列医学生人文

素质教育ꎬ如以感恩“大体老师”为中心的课堂教

学、致敬“大体老师”、体验“生命毕业式”、相关社

会实践等ꎬ建立了“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
三位一体的医学生人文教育模式[１７] ꎮ 上海中医药

大学解剖学教研室精心设计了“人体解剖学第一

课”ꎬ向学生呈现和讲解遗体捐献的基本知识、理
念和意义、遗体捐献者及其家属的故事ꎬ并举行对

“大体老师”的默哀仪式[１８] ꎬ这有利于学生感恩之

情、敬畏之心、责任之感的形成和培养ꎮ 中山大学

在基于解剖学课程的医学人文素质的培养方面积

累了较多的实践经验ꎬ如规范解剖操作、开展“大

体老师”感恩致敬仪式、成立“医心遗意”遗体捐献

团队、组建科普讲解团队、组织解剖学绘图比

赛等[１９] ꎮ

５　 问题与对策

制约中国遗体捐献事业发展的原因主要有封

建迷信思想、机构不健全、立法不完善、情感因素

等ꎬ应加强宣教、完善立法、建立基层接收登记站、
加强解剖教学中的伦理道德教育、合理分配资

源[２０] ꎮ 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的深圳市红十字遗体捐献

接收中心在两年内已登记捐献者 １ 万余人[２１] ꎮ 完

善配套设施、完善工作流程及规章制度、开展感恩

教育、聘请专职人员等措施是其遗体捐献工作顺

利开展的宝贵经验ꎮ 对国内外遗体捐献情况的回

顾分析显示ꎬ中国遗体捐献工作中存在着封建思

想禁锢、亲属不支持、政策法规不健全、服务体系

不完善等问题[１] ꎮ 为解决大体标本的紧缺问题ꎬ
应采取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完善相关立法、规范相

应管理、加强人文教育等措施ꎬ促进遗体捐献[２２] ꎮ

登记数破万、捐献数过千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遗体

捐献接受站的工作经验中提出了如下倡议:建立

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法ꎬ强化信息收集、管理和应

用ꎬ及建立网络信息交流平台[２３] ꎮ 这些倡议有着

紧密的联系ꎬ随着遗体捐献的发展ꎬ遗体接收数量

的增加在大城市显而易见ꎬ但偏远地区在相当长

时间内遗体仍会供不应求ꎮ 因此ꎬ要与时俱进地

修改和完善遗体捐献条例或法规ꎬ应允许医学院

之间的信息交流ꎬ对接收的遗体相互调节ꎬ确保捐

者必收、多者补少的原则ꎮ 否则会出现多的因装

不下而拒收ꎬ少的却不够用而影响教学质量的弊

端ꎮ 为了共同的教学目的ꎬ遗体调节相互支援早

已有之ꎬ为避免被污名化为尸体买卖ꎬ就必须有法

可依ꎮ 遗体短缺是中国局部解剖学教学中面临的

一大困境ꎬ努力推动国家层面相关法律法规的制

定、扩大公民对遗体捐献的接受程度、实行有效而

人道的遗体捐赠礼仪等均可能是缓解这一现象的

有效措施ꎮ
近半个世纪以来ꎬ中国遗体捐献在伦理探索

与法律建设、人文关怀与人文教育等方面有着很

大的发展ꎬ但仍面临着传统思想禁锢、缺乏全国立

法、地区发展不均等一系列问题ꎮ 研究方面ꎬ中国

的遗体捐献已经走向世界舞台ꎬ包括回顾性分

析[２４] 、多中心研究[２５]等ꎬ然而在伦理与法律、人文

关怀与教育等方面尚有差距ꎮ ２０１９ 年ꎬ在伦敦举

行的第 １９ 届国际解剖学者协会联合会( ＩＦＡＡ)倡

议ꎬ将每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定为“世界解剖日”ꎬ全国各

地医学院校以此为契机ꎬ举办对遗体捐献的科普

及对遗体捐献者的纪念活动ꎬ收到了很好的效果ꎮ
遗体捐献的进一步发展ꎬ不仅可以促进医学教育、
科研和临床工作的进步ꎬ提高破除迷信、崇尚科学

的国民素质ꎬ而且有助于殡葬改革的发展ꎮ 遗体

捐献事业ꎬ任重而道远ꎮ 既寄望于广大社会工作

者和关心、支持此项事业的热心公众ꎬ也有赖于解

剖工作者、医学生和全社会的不懈努力ꎮ 只有这

样ꎬ才能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的遗体捐献事业ꎬ培
养出德才兼备的高水平医学人才ꎬ不负捐献者初

心ꎬ促进医学教育、研究和临床医学的大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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