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清明节前后，似乎总有春雨的相

伴，仿佛天公也在为逝者无声地哭泣。

不管是有着传统习俗观念的中国

人，还是向来开放的西方人，人们都会因

亲友的离世而悲伤，通常多数人会选择

土葬等传统方式安置亡者。

不过，近年来我国选择遗体捐赠的

人越来越多，不管是捐献者自主决定死

后捐献遗体，还是其亲友在其死后决定

捐献遗体，他们都认为，捐献遗体是生命

在无私奉献中得到另一种延续。

遗体捐献率低

遗体捐献是指自然人在生前自愿表

示，死后委托执行人将其遗体的全部或

部分捐献给医学事业，或指生前未明确

表示捐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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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后

的遗体主要用于医学院校医学生人体解

剖教学。

人体解剖学是基础医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的必

要课程，是课程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

遗体捐献作为中国教学用遗体来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保障遗体来源方面起到

不可代替的作用。

然而，中国遗体捐献事业起步较

晚、进展缓慢，遗体捐献登记人数仅占

中国人口的 0.01%左右，实际捐献数

仅占捐献登记数的 4% ~20%。按照国际

惯例，4~6名医学生解剖 1 具遗体基本

能满足医学生学习解剖学的要求，但

是目前医学院校普遍存在十几名医学

生使用 1具遗体的现象。

“受我国传统观念影响、相关法律法

规不健全、捐献程序复杂等其他因素限

制了中国遗体捐献事业的发展。”中国

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人体解剖与

组织胚胎学系主任马超表示，虽然近些

年虚拟仿真、动画演示和教学模型等新

技术在解剖课堂中得以应用，但大体解

剖仍然是实验教学实操的重中之重。新

时代背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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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我国在遗体捐献立法方

面尚存在不足。我国遗体捐献立法位阶

低、体例混乱，各地立法差异性较大、体

例不一。

并且，我国现行法律在遗体捐献决

定权方面存在难题。法律规定遗体捐献

由三类近亲属共同决定，只要其中一方

反对，捐献就难以进行。在实际生活中，

同时取得三类近亲属的一致同意非常困

难，捐献需要尽快进行但达成一致意见

却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另外，我国当前还存在遗体捐献机

构缺乏统一规范且资质审核不一致、差

异性较大，各地捐献激励机制存在差异、

激励设置不规范等问题。

捐献有严格的流程

我国遗体捐献遵循自愿、无偿原则，

对于生前有捐献意向的人，可直接到遗体

登记接收站办理登记手续，也可与省（市）

红十字会联系，由省（市）红十字会介绍到

就近的登记接收站办理登记手续。

申请登记表一式三份，分别由登记接

收站、遗体捐献者本人和委托执行人（一

般为家属或亲友）保管。志愿无偿捐献遗

体者填写申请手续后，需要到附近公证处

办理公证。同时，登记接收站要向正式登

记者颁发由省红十字会统一印制的“志愿

捐献遗体纪念证”。委托执行人则需要在

捐献者死亡后及时通知当地红十字会。

生前未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的自

然人死亡后，其亲属或执行人需要到医

院开具死亡证明，并持本人和死者身份

证件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近亲属

一致同意的证明，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

续（死者生前明确表示不捐献遗体的除

外），准备一张捐献人的一寸照片，并通

知遗体登记接收站工作人员。

接收站会与执行人和家属协商接收

遗体时间，并尽快派车前去接收遗体。

交接好遗体和登记表后，接收站会交给

亲属带编号的证书、纪念奖杯和集体公

墓路线图，亲属可以在特殊节日或其他

纪念日直接前往公墓祭扫。

“遗体接收到学校后，技术人员将对

遗体进行灌注与防腐处理，之后再将遗

体运到标本池，放入福尔马林池里保存

半年以上时间，才能用于教学。”马超说。

具有深远的意义

采访中，专家表示，遗体捐献意义深

远，是一项利国利民的社会公益事业。

一方面，遗体捐献有利于移风易俗，改变

封建传统观念；另一方面，遗体捐献保障

了医学生解剖课程的顺利开展，有利于

合格医生的培养。

对遗体捐献者的纪念活动也有广泛

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可以培养学生“感

恩、敬畏、责任”的价值观和医学人文精

神，同时弘扬全社会尊敬捐献者、致敬捐

献者的良好风尚。

目前志愿遗体捐献已成为北京 3家

医学院校进行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依

托。首都医科大学每年上第一次解剖实

习课前，师生会集体向大体老师默哀鞠

躬；课程中老师会带领学生参观解剖标

本陈列馆等。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感恩

之心，培养尊重生命、关爱生命、守护生

命的人文精神，激发学生学习解剖学及

其他医学知识的内在动力。

北京大学医学部组织学生走访捐献

者的家庭，问候并感谢家属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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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协和医学院每年上解剖课前，都

会举办开课仪式，师生向大体老师献花及

默哀，老师寄语学生尊重爱护遗体、珍惜

机会、奋发学习、传递博爱奉献的正能量。

马超说，遗体捐献的进一步发展，不

仅可以促进医学教育、科研和临床工作

的进步,提高破除迷信、崇尚科学的国民

素质，而且有助于殡葬改革的发展。

法律保障是未来

制定遗体捐献立法的统一规制，能

够有效促进捐献事业的快速规范发展。

从全球领域来看，2017年每百万人口中

遗体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分别是西班牙

（46.9% ）、葡萄牙 （34% ） 和美国

（31.96%），这些国家都规定了相应的法

律进行规制。

对此，中南大学副教授陈旦建议，应

当建立捐献统一规制，有效促进捐献事

业的快速发展。放眼国外，西班牙采取部

分人同意的方式来化解家属的阻力。但

是不能忽视我国的现实基础，传统家庭

观念会对此模式产生一定的现实阻力，

建议通过试点方式逐步推广。对于现行

一致同意实施模式，则需进一步加强协

调员的培养工作。

在遗体捐献立法时明确捐献奖励机

制。在遗体捐献领域采取精神激励机制

为主的做法，明确精神激励机制的作用，

同时注意纪念碑、纪念厅等实物缅怀措

施的设施，以便捐献者家属寄托哀思，复

位情绪。

在制度层面，应当将最终议题作为

遗体捐献的基本原则写入遗体捐献的立

法中。在遗体的具体使用上，可以考虑出

台相应的操作规范手册，要求尊重遗体

和规范使用程序。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

心副教授张迪强调，遗体捐献事业任重

道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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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赖于解

剖工作者、医学生和全社会的不懈努力。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的遗

体捐献事业，培养出德才兼备的高水平

医学人才，不负捐献者初心，促进医学教

育、研究和临床医学大发展。

因丁思月

捐献遗体：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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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向大体老师默哀鞠躬。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