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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2022年右江民族医学院师生对遗体器官捐献的认知和意愿，2022年5月至11月通过问卷星App
发放问卷随机调查647名右江民族医学院师生对遗体器官捐献的认知和意愿，获得有效问卷638份。在

遗体器官捐献的认知中，女性比男性更关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且女性对遗体器官捐献的了解程度

多于男性，34.33%不知道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63.64%对器官遗体相关法律不了解，58.62%
对遗体捐献流程几乎不了解。在遗体捐献的意愿中，68.5%同意遗体捐献，69.75%不反对家人或者亲

人遗体捐献；影响遗体器官捐献的因素中知识普及不到位、了解程度低(74.29%)以及受文化风俗影响
(66.93%)是师生认为导致遗体捐献数量少的主要原因，其次，40.75%师生对遗体器官捐献最不能接受

的是器官捐献后患者症状没有改善，对接收机构不信任占37.46%，遗体捐赠后被泡进福尔马林液用于

观察研究，认为尊严有损占31.03%，没有顾虑占24.61%；86.37%认为应有一定经济补偿或表彰或经

济补偿和表彰。对此相关部门应普及高校师生遗体器官捐献的法律、机构和流程等方面知识，完善相应

补偿政策和法律法规，提高遗体器官捐献的社会认可度和认知度，保护好捐献者及其家属的正当权益，

与各级医疗部门做好接轨工作，以提高遗体器官的捐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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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gnition and willingnes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on body organ donation in 2022, a random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647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on body organ donation 
through Wenxing App from May to November 2022, and 63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In terms of the cognition of body organ donation, women pay more attention to China’s body organ 
donation center than men, and women have a higher understanding of body organ donation than 
men, 34.33% do not know China’s body organ donation management center, 63.64% do not know 
the relevant laws of body organ donation, and 58.62% have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the body do-
nation process. Among the willingness to donate remains, 68.5% agreed with the donation and 
69.75% did not oppose the donation of the remains of family members or relatives; among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onation of body organs, the lack of knowledge, the low level of understanding 
(74.29%) and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customs (66.93%) are the main reasons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believe lead to the low number of body donation. Secondly, 40.75% of teachers and stu-
dents are most unacceptable to the donation of body organs because the symptoms of patients af-
ter organ donation have not improved, and 37.46% of them do not trust the receiving institution. 
After body donation, they are soaked in formalin solution for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31.03% 
believed that their dignity was damaged, and 24.61% did not worry; 86.37% believed that there 
should be some economic compensation or commendation or economic compensation and com-
mendation. In this regard,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popularize the knowledge of laws, institu-
tions and procedures of the donation of body organs of colle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mprove the 
corresponding compensation policies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improve the social recognition and 
recognition of the donation of body organs,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donor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do a good job of connecting with the medical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to 
improve the donation rate of body org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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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遗体器官捐献指的是人类在死亡后将遗体全部或部分进行捐献用于医学方面的教学、研究和治疗的

行为，是培养合格医护人员的基础和促进医学进步的重要保障，对国家和社会都有着不可或缺的进步意

义[1]。在 18 世纪中期的欧洲已经开始将遗体捐献用于医疗训练，到 19 世纪时被广泛开展，遗体器官捐

献率较高，甚至有些国家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2]。而我国的遗体捐献起步较晚，遗体捐献普及的范围较

小，大众对遗体捐献意识淡薄，加之受到固有的传统文化、风俗等因素影响，使得我国遗体捐献的发展

仍处于缓慢的速度，捐献的数量无法满足医学领域的诊疗、教学、研究的需要，据统计 2018 年我国每百

万人口遗体年捐献率仅为 0.6% [1]。据 2020 统计，我国公民去世后进行器官捐献仅为 3.70/100 万人，我

国大约有 4/5 需移植器官的病人在等待供体的过程中死亡[3] [4] [5]。因此，中国的遗体器官捐献还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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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满足需求，目前医学院校“大体老师”和医院病患者器官移植普遍缺乏。与国外相比，我国遗体器官

捐献工作发展滞后，困难重重，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医学教育与临床诊疗的发展，想要改善该问题可

从医学院校作为切入点[6]。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医学院校的师生对遗体器官

捐献的认知与意愿影响着我国遗体器官捐献的进程，为了解右江民族医学院师生对遗体器官捐献的认知

和意愿，本研究于 2022 年 5 月到同年 11 月对右江民族医学院师生随机进行有关遗体器官捐献的认知、

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问卷调查，共发放 647 人次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638 人，研究结果如下。 

2. 材料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 2022 年 5 月至 11 月随机选取右江民族医学院师生为调查对象，共有 647 人接受调查，回

收有效问卷 638 份，其中男性有 309 人(48.43%)，女性有 329 人(51.57%)，其中医学生和从事医学教育工

作者 303 人(47.49%)，非医学相关师生为 335 人(52.51%)。 

2.2. 调查内容 

用问卷星 App 自制问卷并发放，问卷包括了基本信息情况(年龄、性别)、认知问题(对相关机构、法

律等)、态度与影响因素问题(自身对遗体捐献的认可和意愿度；不了解遗体捐献、文化风俗、对接收机构

不信任、社会鼓励不足、身边人不支持等)、补偿问题(对捐献者及其家属回报或表彰) 4 个主要方面，一

共 14 个问题。接受调查的对象均阅读知情同意书并同意，本研究经我院相关专家审核符合伦理。 

2.3. 调查方法 

使用问卷星 App 发放问卷。对被调查对象使用采取不记名的方式，保护被调查对象的隐私。本次调

查共发放 647 份问卷，回收 647 份，有效问卷 638 份。 

2.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一般资料描述采用构成比(%)表示，不同性别对

遗体器官捐献认知的比较采用 X2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一般情况 

本次共调查右江民族医学院师生有效问卷 638 人。(详见表 1) 

3.2. 遗体捐献的认知现状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关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P < 0.05)，且女性对遗体捐献流程的

了解程度多于男性。33.70%不知道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63.64%对器官遗体相关法律不了解，

58.62%对遗体捐献流程不了解，有 71.00%的师生知道我国当下的遗体资源处于供小于求的紧迫情况，有

76.50%的师生认为医用遗体器官的主要来源是遗体器官捐献。(详见表 2) 

3.3. 遗体器官捐献的意愿现状和影响遗体捐献的因素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 68.5%的师生对于遗体器官捐献是同意的，仅有 31.5%的师生是不同意遗

体器官捐献，而在调查结果中显示只有 48.59%师生的家人对遗体器官捐献持支持态度。师生认为捐

献目的排在前二位的是认为挽救他人的生命(如器官捐献) (74.45%)，认为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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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0%)。大多数师生不能接受的是器官捐献以后患者症状没有改善(40.75%)、遗体捐献后被泡进福

尔马林液用于观察研究，认为尊严有损(31.03%)和接收机构不透明规范(37.46%)。其中知识普及不到

位，了解的人太少(74.29%)以及受文化风俗影响(66.93%)是师生认为造成遗体器官捐献数量少的主要

原因。(详见表 3) 
 

Table 1. General situation 
表 1. 一般情况 

项目 人数 

您是医学生或医学教育工作者吗？ 
1. 是 
2. 不是 

您的年龄是？ 
1. 未满十八岁 
2. 18~35 周岁 
3. 36~50 周岁 
4. 50 以上周岁 

您的性别是？ 
1. 男 
2. 女 

 
303 (47.49%) 
335 (52.51%) 

 
40 (6.27%) 

456 (71.47%) 
109 (17.08%) 
33 (5.17%) 

 
309 (48.43%) 
329 (51.57%) 

 
Table 2. Status quo of cognition of body organ donation by different sexes 
表 2.不同性别对遗体器官捐献的认知现状 

项目 
性别 

合计 X2 P 
男 比例 女 比例 

是否知道中国人体器官捐

献管理中心 
知道 192 45.39% 231 54.61% 66.30% 

6.82 0.03 
不知道 117 54.42% 98 45.58% 33.70% 

您对遗体器官捐献相关法

律的了解程度 

几乎不了解 80 55.56% 64 44.44% 22.57% 

9.91 0.13 
不太了解 120 45.80% 142 54.20% 41.07% 

比较了解 64 45.07% 78 54.93% 22.26% 

十分了解 45 50.00% 45 50.00% 14.10% 

您对遗体器官捐献流程的

了解程度 

几乎不了解 58 53.21% 51 46.79% 17.08% 

7.42 0.06 
不太了解 129 48.68% 136 51.32% 41.54% 

比较了解 74 41.11% 106 58.89% 28.21% 

很了解 48 57.14% 36 42.86% 13.17% 

您认为广西当下遗体器官

资源情况 

供大于求 55 56.70% 42 43.30% 15.20% 

3.29 0.19 供小于求 211 46.58% 242 53.42% 71.00% 

相对平衡 43 48.86% 45 51.14% 13.80% 

您认为医用遗体器官的主

要来源 
捐献 246 50.41% 242 49.59% 76.50% 

3.75 0.15 
购买 63 42.00% 87 58.00%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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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tatistics of the willingness of the surveyed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donate remains 
表 3. 被调查师生对遗体捐献的意愿现状统计表 

您是否同意遗体器官捐献？ 

1. 同意       437 (68.49%) 

2. 不同意      201 (31.5%) 

您家人或亲人对遗体器官捐献持什么态度？ 

1. 支持       310 (48.59%) 

2. 不支持      193 (30.25%) 

3. 无所谓      135 (21.16%) 

您认为遗体器官捐献的目的是？ 

1. 为了培养优秀医学生(做成标本等)    340 (53.29%) 

2. 为了挽救他人的生命(如器官捐献)    475 (74.45%) 

3. 实现自己生命的社会价值      343 (53.76%) 

4. 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      460 (72.1%) 

以下哪种情况是您最不能接受的？ 

1. 器官捐献后患者症状没有改善       260 (40.75%) 

2. 遗体捐赠后被泡进福尔马林液用于观察研究，尊严有损  198 (31.03%) 

3. 接收机构不透明规范          239 (37.46%) 

4. 没有             157 (24.61%) 

当下遗体器官捐献数量少，您认为的原因是？ 

1. 受风俗文化影响          427 (66.93%) 

2. 社会鼓励程度不足          391 (61.29%) 

3. 知识普及不到位，了解的人胜少       474 (74.29%) 

4. 身边的人并不支持          315 (49.37%) 

3.4. 遗体器官捐献补偿态度现状 

在遗体器官捐献补偿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86.36%)的师生认为遗体器官捐献应该有一定

补偿。且愿意接受的补偿方式中，有 22.26%的师生希望能受到一定的表彰，有 34.17%的师生希望得到一

定的经济回报和表彰。但如果得不到任何表彰或经济上的补偿，仍然有 13.64%的人愿意无偿捐献。(详见

表 4)。 
 

Table 4.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attitude of the surveyed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wards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donation of 
body organs 
表 4. 被调查师生对遗体器官捐献补偿态度现状统计表 

您觉得捐献者及其家属应有何回报 
1. 无偿        87 (13.64%) 
2. 适当经济补偿     191 (29.94%) 
3. 一定表彰      142 (22.26%) 
4. 一定经济回报和表彰    218 (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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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建议 

4.1. 加大宣传力度和辐射面 

研究表明，师生的遗体器官捐献态度与遗体器官捐献的宣传普及程度有关。本次调查中，尽管大部

分师生知道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66.30%)、知道遗体器官捐献处于供小于求的现状(71%)，同意遗

体器官捐献(68.5%)，但大部分师生不了解遗体器官捐献的流程、法律、机构等内容，表明多数人们心中

心存善意，但对遗体器官捐献了解程度低，反映出了遗体器官捐献宣传力度小，辐射面小。因此，有关

部门应加强对遗体器官捐献的相关流程、法律和机构的宣传，可考虑在学校、当地社区、乡镇设置遗体(器
官)捐献咨询处、登记处，多样化的形式宣传，以拓展师生对遗体器官捐献的相关法律、捐献流程、捐献

机构的了解；此外，遗体器官捐献的宣传除了面向在校师生开展外、还可将宣传工作紧扣思想开明的知

识分子、富有爱心的志愿者、信仰崇高的革命军人等关键人，旨在通过易于接受并富有爱心责任感的群

体来影响其家人和朋友对遗体器官捐献的认知与态度，从而进一步扩大传播遗体器官捐献的影响力和辐

射面。 

4.2. 加强遗体器官捐献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宣传、规范捐献程序 

加强遗体器官捐献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宣传、规范遗体器官捐献的程序，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遗体

器官捐献价值观和人生观，提高遗体器官捐献的认可度。研究表明，遗体捐献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对遗

体器官捐献的了解不足(74.29%)、文化风俗(66.93%)和社会鼓励不足(61.29%)的影响，其结果分别与张红

等和刘健华等的研究结果一致[7] [8]。其次，师生对遗体器官捐献最不能接受的是器官捐献后患者症状没

有改善(40.75%)，对接收机构不信任(37.46%)，遗体捐赠后被泡进福尔马林液用于观察研究，认为尊严有

损(31.03%)，仅有少部分师生没有顾虑(24.61%)，表明大部分师生对遗体器官捐献存在诸多顾虑，部分师

生对遗体器官捐献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存在误解。目前，很多人仍保留着“死留全尸、入土为安”的

传统观念，受世俗观念束缚，对遗体器官捐献讳莫如深，不愿提及、不想了解、不能接受，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捐献工作的有序开展。因此，遗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工作要在尊重人们传统观念的基础上，开展相

关的宣传活动，如学校人体解剖学课程融入“大体老师”无私奉献等思政元素进行课程思政教育，让更

多的医学生感受“大体老师”无私奉献的精神，促进医学生学到扎实的基础知识，为医疗卫生事业做出

更大的贡献。此外，还可开展关于遗体捐献的知识讲座、利用清明节进行祭奠或慰问活动、挖掘遗体器

官捐献的感人事迹制作小视频进行网络推广、借助重要文件或重要人物的号召力来激发人们的情怀与担

当等方式，通过以上线上线下方式加强对遗体器官紧缺的情况、遗体器官捐献的知识、价值和意义进行

大力宣传，努力提升遗体器官捐献的传播力与现实影响力。为化解人们心中的顾虑，医疗机构应利用好

遗体器官资源提升自身医疗水平，尽可能地救治患者，加大宣传力度扫除人们内心的障碍，规范和简化

遗体器官捐献的程序，加大市场监控力度，让捐献流程更加公开透明，对遗体捐献立法，将器官移植管

理向法制化、规范化转变，使捐献者与其家属放下不安与顾虑，才能更好提高遗体器官的捐赠率。 

4.3. 给予补偿，提高社会对遗体器官捐献的鼓励度 

对于遗体器官捐献的补偿问题，大部分师生认为捐献者及其家属应当有一定回报(86.37%)，研究结

果与朱璐的研究一致[9]。在补偿方式上可以尝试让本人或亲属在需要时享受优先治疗，或减免治疗产生

的医疗费用，提高医保的报销比例，给予困难学子补贴或给予适当的物质和精神补偿等，这既是对捐赠

者及其家属的认可和激励，同时也可推动遗体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落实这些措施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

法律法规，以及医疗与社保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保障补偿政策的落实，激励更多人加入遗体、器官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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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和捐赠工作中，以缓解医学院校“大体老师”不足、医院器官移植缺乏的现状。 
本研究中医学院校师生对遗体器官捐献的认知和意愿态度的调查结果与分析，可为提升医学院校师

生对遗体器官捐献的认知度而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资料。然而，本研究也有不足，对调查对

象基本信息的采集还不够全面，还可增加宗教信仰和生源地人群的选项，以更全面了解影响遗体器官捐

献的因素。 

5. 结语 

遗体器官捐献事业的意义重大，任重而道远。推动遗体器官捐献事业的充分普及与发展，需要全社

会的参与和支持，着眼于人文关怀，清除人们的心理障碍和误解，久久为功，努力形成遗体器官捐献的

新风尚，促进移风易俗、医学人才培养，以更好造福他人和促进我国医疗卫生和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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