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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willingness of organ donation and its predictors among the nurs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ethods: 212 nurs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by so-
cio-demographic data sheet, Organ Donation Attitude Scale,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Scale and 
Death Attitude Profile-Revis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ariables and the willingness of organ 
donation was analyzed with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and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was con-
ducted b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The students with relatives who had received 
organ donation had a higher level of willingness to donate organ (p < 0.05). The scores of the wil-
lingness of organ donation, knowledge and attitude toward organ donation among the nurs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ere 2.31 ± 0.84, 7.19 ± 1.37, 105.34 ± 16.77 respectively. The scores on 
the Neutral-acceptance Dimension of Death Attitude were the highest (19.79 ± 4.77). The scores on 
the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Scale were 4.19 ± 1.26. The willingness of organ donation was posi-
tively related with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knowledge on organ don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organ donation (p < 0.05); the cause hindering organ donation and fear of death were nega-
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willingness to donate organ (p < 0.05). Three variables including the cause 
hindering organ donatio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organ donation and the willingness of 
communication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Conclusions: The wil-
lingness of organ donation among nurs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ere on the average level and its 
predictors were the cause hindering organ donatio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organ dona-
tio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bout organ donation among family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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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描述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意愿现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问卷法调查了某护理学院212
名护理本科生的人口、社会学资料和器官捐献意愿、知识和态度；死亡态度以及家庭讨论意愿等。采用

Spearman秩相关分析各变量与器官捐献意愿的相关性，多因素分析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有

无亲友接受过器官捐献的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意愿有统计学差异(p < 0.05)。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意

愿、知识和态度的得分分别是2.31 ± 0.84、7.19 ± 1.37、105.34 ± 16.77。死亡态度得分最高的维度是

自然接受维度(19.79 ± 4.77)，家庭讨论意愿得分是4.19 ± 1.26。家庭讨论意愿、器官捐献知识、认同器

官捐献价值维度与器官捐献意愿呈正相关(p < 0.05)；阻碍器官捐献原因、死亡恐惧与器官捐献意愿呈负

相关(p < 0.05)。3个变量(阻碍器官捐献原因、认同器官捐献价值和家庭讨论意愿)进入了回归方程。结

论：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意愿处于中等水平，阻碍器官捐献原因、认同器官捐献价值和家庭讨论意愿

是护理本科生器官捐献意愿的预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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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器官移植是近代医学领域伟大的创新，是终末期器官衰竭病人的最佳治疗方法[1]。目前我国器官捐

献是器官来源的唯一合法有效的途径[2]。然而，我国器官捐献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内地器官捐献率仅

为 0.03 人每百万人口[3]，远低于美国和居于首位的西班牙[4]。国外研究提示，公民是否进行器官捐献的

登记是受器官捐献意愿决定的[5]。护理本科生是未来的临床护理人员，其对于器官捐献的态度和行为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家庭和社会，对器官捐献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对广州市某护理学

院 212 名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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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17 年 9~11 月对广州市某护理学院的 212 名护理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学生年龄为 16~23 岁，平

均年龄(19.820 ± 0.098)岁。其中男生 30 人，女生 182 人；一、二、三、四年级分别为 52、50、57 和 53
人；来自城镇的 137 人，来自农村 75 人。汉族 169 人，其他民族 43 人；大部分同学没有宗教信仰(n = 176, 
83%)。42 名(19.8%)护理本科生有献血史，其中 19 人(8.96%)有定期献血计划。仅有 4 名护理本科生的亲

属签署过器官捐献卡；6 名护理本科生的亲友接受过器官移植手术。80%护理本科生通过网络获取器官捐

献知识。 

2.2. 调查工具  

2.2.1. 一般资料问卷 
由研究者在回顾以往文献[5] [6] [7] [8]的基础上自行设计，然后请 9 名相关专家进行表面效度检验，

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资料如性别、年龄、民族、年级、家庭收⼊和来源地等；是否有献血行为以及是否

认识接受过或者捐献过器官的家属或亲友。 

2.2.2. 器官捐献量表 
该量表包括器官捐献知识、态度及意愿３个分量表[6]。器官捐献知识分量表有 10 个条目，总分为

0~10 分，得分越高表明器官捐献知识水平越高。器官捐献态度分量表包含认同器官捐献价值、不认同器

官捐献价值和阻碍器官捐献原因 3 个维度，共有 22 个条目，每个条目 1~7 分，总分为 22~154 分，总分

越高表明态度越正向。器官捐献意愿分量表总分为 1~5 分，得分越高表明器官捐献意愿越强。器官捐献

知识、态度和意愿分量表的 Cronbach’s 系数分别为 0.94、0.96 和 0.90 [6]。 

2.2.3. 死亡态度描绘中文修订版 
该量表有 25 个条目，分为死亡恐惧、 死亡逃避、逃避接受、自然接受和趋近接受等 5 个维度，每

个维度 5~25 分，以各维度因子分值的高低来判断死亡态度，得分越高该维度的死亡态度倾向越高[7]。
各维度的 Cronbach’s 系数为 0.684~0.803 [8]。 

2.2.4. 家庭讨论意愿量表 
该量表包含 3 个条目，每个条目 1~7 分，总分为 3~21 分，得分越高代表家庭讨论意愿越强，Cronbach’s 

系数为 0.75 [9]。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分类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描述，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描述。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各变量与护理本科生器官捐献意愿的相关分析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以多重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意愿 

212 名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意愿得分为 2.31 ± 0.84，处于中等水平。10.4%的学生明确表示不愿意

捐献器官；62.7%的学生曾经想过但尚未决定是否捐献器官，愿意捐献器官的学生有 57 人(26.9%)，但仅

有 1 个学生签署了器官捐献卡。37%的学生未考虑愿意捐献何种器官，42.6%的学生愿意捐献眼角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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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愿意捐献的器官分别是肾(23.7%)、心脏(21.8%)和肝脏(19.9%)。愿意捐献器官给家人、朋友和不认识

的人分别占 94.3%、78.7%、68.2%。绝大多数学生(94.3%)签署器官捐献卡时会考虑家人的意见。最想加

强的前 3 项的器官捐献知识分别是家属心理社会调适照护、脑死亡判定和组织配对与移植免疫学知识，

分别占 64.9%、56.9%、和 55%。能更加坚定或改变学生不愿捐献器官的前 3 项举措是家属优先获得器官

移植、家属优先享有医疗保障和获得抚恤金，分别占 77.7%、67.8%和 53.6%。 

3.2. 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知识和态度、死亡态度及家庭讨论意愿 

212 名护理本科生器官捐献知识的总分为 7.19 ± 1.37，处于较高水平；器官捐献态度的总分为 105.34 
± 16.77，条目均分为 4.79 ± 0.76，82.5%的学生对器官捐献持正向态度。阻碍器官捐献原因维度得分的前

3 个条目分别是“我的家人如果知道我死后把器官捐出来，她们会不高兴”，占 34%；“我不喜欢我的

身体在死后被人切开”，占 30.7%；“我不喜欢想有关死亡的事”，占 17.9%。 
死亡态度得分最高的维度是自然接受维度(19.79 ± 4.77)，其次是死亡恐惧维度(13.86 ± 3.37)，逃避接

受维度(11.14 ± 3.79)得分最低。家庭讨论意愿得分为 4.19 ± 1.26，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一半学生(50.5%)
的家庭讨论意愿是正向的。 

3.3. 影响护理本科生器官捐献的因素 

以研究对象的人口学资料、器官捐献有关资料为分组变量，采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特征的

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意愿水平。仅有无亲友接受过器官移植的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意愿有统计学差

异(p < 0.05)。 
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意愿与家庭讨论意愿、器官捐献的知识和态度呈正相关(r = 0.396, p < 0.01; r = 

0.152, p < 0.05; r = 0.509, p < 0.01)；与死亡态度中的死亡恐惧维度和死亡逃避态度维度呈负相关(r = 
−0.166, p < 0.05; r = −0.168, p < 0.05)；与自然接受维度呈正相关(r = 0.149, p < 0.05)。进一步多重线性回归

分析的结果详见表 1，护理本科生器官捐献意愿的预测因子是阻碍器官捐献原因、家庭讨论意愿和认同

器官捐献价值。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意愿处于中等水平，与周金莉等[10]的研究结果相似。虽然明确

表示不愿意器官捐献的护理本科生只有 10.4%，但是愿意且已经签署了器官捐献卡的只有 1 名学生。这

与我国器官捐献登记行为的情况一致，截至 2017 年 11 月 5 日，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仅为 338,678 人，

已成功捐献者仅 14,256 例，救治器官衰竭者 39,351 例[11]。想过但尚未决定的学生占了 63%，这部分犹

豫不决的学生超过一半，是器官捐献来源的潜在人群。如果采取措施，这部分学生有可能采取器官捐献

登记行动。 
 
Table 1.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of willingness of organ donation among nurs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n = 212) 
表 1. 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意愿的多重线性回归(n = 212) 

变量 R R2 偏回归系数 标准化偏回归

系数 p 

(常量)   −0.459  0.147 

X1 阻碍器官捐献原因 0.545 0.297 0.028 0.411 <0.001 

X2 家庭讨论意愿总分 0.574 0.330 0.040 0.179 0.007 

X3 认同器官捐献价值 0.586 0.343 0.019 0.127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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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器官捐献种类方面，本研究显示愿意捐献眼角膜的学生最多，与其他在大学生中的调查结果一致

[10] [12]。对于器官捐献的受赠对象，护理本科生表示最愿意捐献给家人(93.4%)，并且签署器官捐献卡

时最重视的是家人的意见(94.3%)，这一结果与国内在农民[13]、流动人口[8]和学生群体[14]中的调查结

果一致。另外，护理本科生认为能够加强器官捐献意愿的前 3 项举措分别是“家属优先获得器官移植”；

“家属优先获得医疗保障”和“抚恤金”。这可能与我国的孝道观、家庭本位观等传统思想的影响有关。

在传统的孝道观、家庭本位观的影响下，年轻大学生总体上以家庭幸福作为人生观的首选，赞成家庭利

益高于个人利益[15]。这一结果提示在国内提倡器官捐献的激励原则和补偿机制是符合中国文化和国情

的。 
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知识水平较高，这与周金莉等[10]、梁永晴等[16]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原因

是护理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器官移植方面的知识。82.5%的护理本科生对器官捐献持

正向态度，倾向于认同器官捐献的价值结果，显示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态度处于较好水平，这可能与

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知识水平较高有关。并且，器官捐献知识和态度均与器官捐献意愿呈正相关关系。

此外，器官捐献态度中的阻碍器官捐献态度维度、认同器官捐献价值维度均进入器官捐献意愿的回归方

程。这一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知识、态度、行为理论，即知识和态度的改变能够促进行为的改变。这

个结果提示应进一步广泛普及器官捐献和移植的知识，促进人们器官捐献的意愿和行为。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阻碍器官捐献原因维度得分高的前 3 个原因分别是“我的家人如果知道我死后

把器官捐出来，她们会不高兴”；“我不喜欢我的身体在死后被人切开”和“我不喜欢想有关死亡的事”。

可见家人不支持、对身体完整性的担忧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是阻碍器官捐献的主要原因。我国的传统观念

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贵生怕死，忌谈死亡”，这些观念导致人们对

器官捐献的态度有所保留。这一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应加强死亡观的教育，改变传统观念对人们的影响，

促进家人间器官捐献的讨论。 
尽管有近半数(41%)的学生对死亡持自然接受的态度，但是死亡恐惧的得分排第二，说明相当部分的

护理本科生对死亡是恐惧的。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死亡的观念有关。死亡恐惧与个体器官捐献意

愿呈负相关，死亡恐惧越强烈的个体器官捐献意愿越低，这与国外的相关报道一致[17]。这一调查结果提

示有必要在我国开展死亡教育的课程。 
家庭讨论意愿与器官捐献意愿呈正相关，并且家庭讨论意愿进入了器官捐献意愿的回归方程，是器

官捐献意愿的预测因子。器官捐献过程中征求家属意见是实施器官捐献重要且关键的一部，家属拒绝捐

献死者器官是阻碍器官捐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死者生前未与家人讨论过自己的器官捐献意愿是家属拒

绝的主要缘由。护理本科生的家庭讨论意愿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仅有一半的学生对器官捐献家庭讨论意

愿持正向态度。护理本科生虽然具有较好的器官捐献知识和态度，但仅有半数学生愿意在家庭中讨论器

官捐献的问题。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如认为在家庭讨论死亡的问题是不吉利的有关。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调查了广州某高校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尽管

护理本科生具有较好的器官捐献知识水平，但是器官捐献态度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器官捐献态度

和家庭讨论意愿是影响护理本科生器官捐献意愿的重要预测因子。研究结果提示应加强宣传教育，改变

人们的传统观念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和家庭讨论意愿，从而促进人们的器官捐献意愿和行为。 

基金项目 

本项目获得广州市执信中学元培计划立项。 

https://doi.org/10.12677/ns.2018.73016


吕彦妍 等 
 

 

DOI: 10.12677/ns.2018.73016 94 护理学 
 

参考文献 
[1] 黄洁夫. 推动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性举措——心死亡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原则性思考[J]. 中华器官

移植杂志, 2011, 32(1): 1-4.  
[2] Huang, J., Millis, J.M., Mao, Y., et al. (2015) Voluntary Organ Donation System Adapted to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and Social Reality. Liver Transplantation, 21, 419-422. https://doi.org/10.1002/lt.24069 
[3] Yu, H. (2012) Rational Reflection of Enhancing the Rate of Organ Donation in China.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33, 

26-28. 
[4] Halldorson, J. and Roberts, J.P. (2013) Decadal Analysis of Deceases Organ Donation in Sp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inking an Increased Donation Rate and the Utilization of Older Donors. Liver Transplantation, 19, 981-986.  
https://doi.org/10.1002/lt.23684 

[5] Horton, R.L. and Horton, P.J. (1991) A Model of Willingness to Become a Potential Organ Donor.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3, 1037-1051. https://doi.org/10.1016/0277-9536(91)90009-2 

[6] 史丽珠, 曾明月, 陈琼瑶, 等. 器官捐赠量表信效度之建立[J]. 长庚护理, 1998, 9(4): 11-19.  

[7] 朱海玲, 史宝欣. 中文版死亡态度描绘量表修订版的信效度研究[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11, 27(8): 51-53. 

[8] 吴珍, 高玲玲, 陈雪莲, 等. 广东省流动人口的器官捐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J]. 器官移植, 2016, 6(1): 
49-53. 

[9] Wu, A. and Tang, C.S. (2009) Solving the Dilemma: Family Communication about Organ Donation among Chinese, 
Japanese, and Caucasia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9, 1639-1659.  
https://doi.org/10.1111/j.1559-1816.2009.00498.x 

[10] 周金莉 , 张颖杰 , 刘智华 , 等 . 本科护生对器官捐献知识、态度及意愿调查[J]. 护理研究 , 2011, 25(8B): 
2088-2089. 

[11] 中国红十字会. 器官捐献志愿登记[EB/OL]. http://www.rcsccod.org.cn/, 2017-11-5. 

[12] 刘佳琪, 邓三杀, 冷冰, 等. 大学生器官捐赠知识、态度及意愿调查[J]. 齐鲁护理杂志, 2012(25): 61-63.    

[13] 黄芬, 周金莉, 刘佳琪, 等. 农村居民器官捐赠知识态度及意愿调查[J]. 中国公共卫生, 2013(3): 417-419. 
[14] Chen, J.X., Zhang, T.M., Lim, F.L., et al. (2006) Current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about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

plantation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Transplantation Proceedings, 38, 2761-2765.  
https://doi.org/10.1016/j.transproceed.2006.08.140 

[15] 彭大松. 家庭价值观结构、代际变迁及其影响因素[J]. 当代青年研究, 2014(4): 75-82.  

[16] 梁永晴, 陈唯, 张湛, 等. 广州市某高校学生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态度、及意愿调查[J]. 医学与社会, 2017, 30(3): 
48-50, 61. 

[17] Shepherd, L. and O’Carroll, R.E. (2014) Do Affective Attitudes Predict Organ Donor Registration? A Prospective 
Study.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9, 1329-1333.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168-5657，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ns@hanspub.org 

https://doi.org/10.12677/ns.2018.73016
https://doi.org/10.1002/lt.24069
https://doi.org/10.1002/lt.23684
https://doi.org/10.1016/0277-9536(91)90009-2
https://doi.org/10.1111/j.1559-1816.2009.00498.x
http://www.rcsccod.org.cn/
https://doi.org/10.1016/j.transproceed.2006.08.140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http://cnki.net/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ns@hanspub.org

	Investigation on the Willingness of Organ Donation and Its Predictors among the Nurs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bstract
	Keywords
	护理本科生器官捐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2. 调查工具 
	2.2.1. 一般资料问卷
	2.2.2. 器官捐献量表
	2.2.3. 死亡态度描绘中文修订版
	2.2.4. 家庭讨论意愿量表

	2.3. 统计学方法

	3. 结果
	3.1. 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意愿
	3.2. 护理本科生的器官捐献知识和态度、死亡态度及家庭讨论意愿
	3.3. 影响护理本科生器官捐献的因素

	4. 讨论
	5.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