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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彝族、傣族、汉族遗体捐献意愿及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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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云南省少数民族、汉族对遗体捐献的主流看法，分析云南遗体捐献的现状及可能存在的

问题，为云南省做好遗体捐献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彝族、傣族、

汉族对遗体捐献的了解程度和捐献率较低，其中彝族、傣族比汉族更低．“为医学发展”，“认为是生命的延续”

成为影响愿意捐献遗体的主要因素，3 个民族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 ＜0.05） ．“死后应入土为安”、“家人社

会舆论压力”、“担心被任意使用”、“个人宗教信仰”是影响不愿意捐献遗体的主要因素，3 个民族间比较也有

显著性差异 （ ＜0.05） ．结论 大部分人认为全社会都应该来关注遗体捐献，认为遗体捐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为搞好云南省遗体捐献工作，政府和社会应该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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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mainstream view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Han nationality in

Yunnan province on Body donation， understand the present status and possible issues about body don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Yunnan province on body donation. Methods We conducted

questionnaire survey by random sampling. Results Yi，Dai，Han on the body donation knowledge and Donation rate

was low，and the Yi， Dai was lower than Han.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medicine"and"that is the continuation of

life" becam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lling to donate body，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ree

ethnic groups （ < 0.05） . "After death should be laid to rest"， "family and public pressure"，"fear of being free

to use"， "religious belief" becom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unwilling to donate body，three nations also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 0.05） ．Conclusions Most people think that the whole society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body donation， that body donation is a very meaningful thing. Joint effort should be made by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for body donation programs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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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捐献对于科学普及、医学进步、殡葬改

革、移风易俗和文明建设都有深远的社会意义[1]．

目前，许多大城市或沿海均已开展此项工作，如北

京、上海、广州、山东、南京、天津、重庆等，上

海、山东等地还率先推出了遗体捐献的地方性法

规．广州市从 1999 年开展此项工作以来，目前已

有 3 家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其中，中山大学接受

站到目前为止共接收到自愿捐献的遗体 20 多具，

暨南大学 10 具．而这2 所院校每年共需教学、科

研用途遗体 180 多具．这还不包括广州其它医学院

校及其它科研、临床所需．遗体捐献严重不足的结

果，使医学教育和为提高疑难病症诊治水平而进行

的医学科研及人体器官移植面临重重困难[2]．就云

南而言，云南省对遗体捐献的调研几乎空白，开展

遗体捐献工作 20 多年，截至 2009 年底，共 300 多

人报名，实际捐献 40 多人，遗体捐献率极低，遗

体的匮乏已成为制约云南省各医学院校教学和科研

的瓶颈．所以，笔者以云南省彝族、傣族为代表，

并以汉族为对照，了解云南省少数民族、汉族对遗

体捐献的主流看法，了解云南遗体捐献的现状及可

能存在的问题，为云南省做好遗体捐献工作提供参

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调查以云南省彝族、傣族、汉族民众作为研究

对象．彝族以玉溪市、楚雄州为主要样本采集点，

傣族以玉溪市为主要样本采集点，汉族以云南省 9

个州市为样本采集点．

1.2 调查方法

调查方法采用随机抽样、现场填写问卷并现场

回收的方法展开调查，注意城乡分布，各民族分开

进行调查．

1.3 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被调查者的一般情况、

对遗体捐献的了解程度、遗体捐献的意愿，以及认

为影响遗体捐献的主观和客观因素等各个方面．

1.4 统计学处理

对调查问卷进行核查后，用 SPSS Statistics

V17.0 软件进行汇总统计，χ2 检验， ＜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2.1.1 彝族 发出 500 份问卷，回收 455 份，有

效问卷 300 份，有效率为 66.0%．其中，男性 118

人 （39.3 %），女性 182 人 （60.7%） ．年龄 18 岁

以下 65 人 （21.7%），19～30 岁 91 人 （30.3%），

31 ～55 岁 101 人 （33.7%）， 56 ～70 岁 36 人

（12.0%），71 岁以上 7 人 （2.3%） ．职业为农民

91 人 （30.3%），工人 51 人 （17.0 %），教师 31 人

（10.3 %），医生 27 人 （9%），公务员 9 人 （3.0

%），学生 83 人 （27.7%） ．住址在省城 17 人

（5.7%），市城 20 人 （6.7 %），县城 117 人

（39%）， 乡 镇 48 人 （16%）， 农 村 98 人

（32.7%）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197 人 （65.7%），

受过高等教育 103 人 （34.3%） ．不信仰宗教者

161 人 （53.7%），信佛教 120 人 （40%），基督教 6

人 （2.0%），伊斯兰教 1 人 （0.3%） ．

2.1.2 傣族 发出 500 份问卷，回收 438 份，有

效问卷 276 份，有效率为 63.0%．其中，男性 151

人 （54.7%），女性 125 人 （45.3 %） ．年龄 18 岁

以下 49 人 （17.8%），19～30 岁 136 人 （49.3%），

31 ～55 岁 63 人 （22.8 %）， 56 ～70 岁 20 人

（7.2%），71 岁以上 8 人 （2.9%） ．职业为农民

101 人 （36.6%），工人 80 人 （29.0%），教师 16 人

（5.8%），医生 6 人 （2.2%），公务员 5 人 （1.8%），

学生 60 人 （21.7%） ．住址在省城 11 人 （4.0%），

市城 38 人 （13.8%），县城 42 人 （15.2%），乡镇

60 人 （21.7%），农村 125 人 （45.3%） ．没有受过

高等教育 217 人 （78.6%），受过高等教育 59 人

（21.4%） ．不信仰宗教者 101 人 （36.6%），信佛

教 152 人 （55.1%），基督教 9 人 （3.3%），伊斯兰

教 2 人 （0.7%），其他 12 人 （4.3%） ．

2.1.3 汉族 发出 700 份问卷，回收 680 份，有

效问卷 500 份，有效率为 71.4%，全部为汉族．其

中 ， 男 性 269 人 （53.8%）， 女 性 231 人

（46.2%） ．年龄 18 岁以下 71 人 （14.2%），19～

30 岁 252 人 （50.4%）， 31 ～55 岁 142 人

（28.4%），56～70 岁 27 人 （5.4%），71 岁以上 8

人 （1.6%） ．职业为农民 89 人 （17.8%），工人 79

人 （15.8%），教师 33 人 （6.6%），医生 49 人

（9.8%），公务员 27 人 （5.4%），学生 178 人

（35.6%） ．住址在省城 65 人 （13.0%），市城 52

人 （10.4%），县城 107 人 （21.4%），乡镇 112 人

（22.4%），农村 164 人 （32.8%） ．没有受过高等

教育 203 人 （40.6%），受过高等教育 297 人

（59.4%） ．不信仰宗教者 356 人 （71.2%），信佛

教 98 人 （19.6%），基督教 14 人 （2.8%），伊斯兰



了解途径 彝族 傣族 汉族

电视 71.6 55.9 53.3

广播 27.9 11.7 17.8

报纸和杂志 42.3 39.6 40.8

网络 22.9 38.5 30.5

学校教育 8.6 11.7 29.3

表 2 了解途径构成（%）

Tab. 2 The composition percentage of learning routes （%）

表 1 知识方面构成［n （%）］

Tab. 1 The knowledge composition ［n （%）］

项 目 彝族 傣族 汉族

了解遗体捐献 135（45.0）* 86（31.2）* 240（48.0）

知道遗体捐献途径程序 49（16.3）* 33（12.0）* 103（20.6）

听说过遗体接收站 36（12.0）* 75（27.2）* 139（27.8）

了解相关法规 58（19.3）* 28（10.0）* 86（17.2）

教 4 人 （0.8%） ．

2.2 对遗体捐献的认识

知识方面 （表 1），3 个民族对遗体捐献的了

解程度均较低，尤其是对遗体捐献细节方面的了

解更是知之甚少．其中傣族了解遗体捐献的比例

最低，汉族最高．了解途径 （表 2） ．对 3 个民族

来说，电视、报纸和杂志、网络成为了主要的了

解途径．广播、学校教育和其他了解途径也占一

定比率．态度方面 （表 3）；行为方面 （表 4、5）；

3 个民族表示愿意捐献遗体的比例均较低，汉族较

彝族、傣族稍高，其中傣族最低，汉族最高，3 者

有统计学差异 （ ＜0.05） ．考虑捐献时受外界影

响因素的分析 （表 6、表 7） 在 3 个民族中，

“为医学发展”，“认为是生命的延续”成为了影

响愿意捐献遗体的主要因素，在“为医学发展”、

“受亲友影响”、“受媒体影响”、“ 认为是生命的

延续”选项上，3 个民族有统计学差异 （ ＜

0.05） ．“死后应入土为安”、“家人社会舆论压

力”、“担心被任意使用”成为了影响 3 个民族不

愿意捐献遗体的主要因素，在彝族和傣族中，

“个人宗教信仰”也占一定比率，在影响不愿意捐

献的 7 个因素中，3 个民族都有统计学差异 （ ＜

0.05） ．在“死后应入土为安”、“家人社会舆论

压力”、 “个人宗教信仰”3 个因素中，彝族和傣

族的比率均较汉族高，这可能与少数民族的生活

环境、传统风俗有关．捐献者及其家属应有何回报

（表 8）；在 3 个民族中，占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应该

以不同的形式给予捐献者及其家属一定的回报，其

中彝族和傣族认为“应给予一定经济回报”的比率

较高．是否应该建立遗体捐献碑或捐献者陵园：彝

族认为应该建立遗体捐献碑或捐献者陵园的人占

87.7%，傣族的占 73.6%，汉族的占 73.6%，在 3

个民族中，占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应该建立遗体捐献

碑或捐献者陵园．各民族建立遗体捐献碑或捐献者

陵园的目的认识 （表 9） ．在 3 个目的认识选项

上，各个民族的比率均较高，其中在认为“缅怀赞

扬遗体捐献者”选项上，3 个民族无统计学差异

（ ＞0.05） ．尊重遗体：彝族认为应该尊重遗体的

人占 97.0%，傣族占 97.8%，汉族占 94.0%；彝族

认为尊重遗体就是尊重遗体捐献者家属的人占

96.3%，傣族占 88.0%，汉族占 87.2%．在 3 个民

族中，绝大多数的人均认为应该尊重遗体，认为尊

重遗体就是尊重遗体捐献者家属．各民族对医学生

尸体解剖过程中尊重遗体方式的认识 （表 10）；傣

族和汉族大部分人认为言语要严肃、动作不粗鲁、

做默哀仪式，彝族主要认为动作不粗鲁、做默哀

仪式．在认为“言语要严肃”、“动作不粗鲁”选

项上，3 个民族有统计学差异 （ ＜0.05），在认为

“做默哀仪式”上，3 个民族无统计学差异 （ ＞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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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捐献遗体意愿构成 （%）

Tab. 4 The composition percentage of willing to donate bodies （%）

表 5 各民族不同人群捐献意愿情况（%）

Tab. 5 The percentage of willing to donate bodies in people with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

民 族 n 愿意 愿意捐献百分比 （%）

彝 族 300 95 31.7

傣 族 276 60 21.7

汉 族 500 237 47.4

分析指标 彝族 傣族 汉族

年龄 （岁）

＜18 46.2 42.9 56.3

19～30 35.2* 18.3* 48.4

31～60 22.8* 22.2* 44.4

＞60 23.3* 0.0* 34.3

文化程度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31.5* 21.2* 47.2

受过高等教育 32.0* 23.7* 51.5

职业

农民 22.0* 9.9* 43.8

工人 23.5* 21.2* 43.0

教师 29.0* 18.8* 51.5

医生 37.0* 50.0* 53.1

公务员 22.2* 0.0* 51.9

学生 45.8* 41.7* 50.0

住址

省城 41.2* 45.5* 47.7

市城 20.0* 10.5* 51.9

县城 27.4* 16.7* 48.6

乡镇 29.2* 25.0* 45.5

农村 38.8* 23.2* 46.3

宗教信仰

无 35.4* 35.6* 48.6

佛教 21.7* 9.2* 46.9

基督教 50.0* 66.7* 42.9

伊斯兰教 100.0* 0.0* 75.0

态 度 彝族 傣族 汉族

对遗体使用管理方面缺乏详细明确的规定 82.8* 89.3* 96.5

赞同医学发展要靠躯体实验取得 95.7* 56.5* 76.0

全社会都应该关注遗体捐献 88.3* 60.1* 74.8

捐献遗体的人非常伟大 84.7* 67.8* 75.6

身体发肤受之父 母，不得损毁 40.7* 71.4* 33.0

需要家人同意 68.3* 84.1* 65.8

表 3 态度构成 （%）

Tab. 3 The composition percentage of attitud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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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族组比较，* ＜0.05.

与汉族组比较，* ＜0.05.



表 9 建立遗体捐献碑或捐献者陵园的认识构成（多选） （%）

Tab. 9 The composition percentage of knowledge about building memorial monument or cemetery garden for the

donors （%）

目的认识 彝族 傣族 汉族

让亲属有思念的寄托 88.6 * 82.8* 69.8

缅怀赞扬遗体捐献者 77.6 77.4 73.6

为广大民众树立榜样 31.2* 71.9* 61.2

尊重遗体方式认识 彝族 傣族 汉族

言语要严肃 28.3* 77.1* 60.2

动作不粗鲁 81.1* 78.2* 63.2

做默哀仪式 66.7 64.8 63.0

表 10 医学生尊重遗体方式的认识构成（多选） （%）

Tab. 10 The composition percentage of knowledge about ways of respecting bodies （%）

表 8 捐献者及其家属应有何回报的认识构成（多选） （%）

Tab. 8 The composition percentage of knowledge about reward in the donors and their families （%）

回报认识 彝族 傣族 汉族

不需要 19.3* 28.2* 28.7

给予一定经济回报 74.0* 75.3* 42.4

给予一定表彰 33.6* 64.5* 48.5

表 7 影响不愿意捐献遗体的因素构成（多选） （%）

Tab. 7 The composition percentage of factors affecting not willing to denote bodies （%）

不愿意捐献因素 彝族 傣族 汉族

死后应入土为安 53.5* 78.3* 51.1

程序繁琐 13.9 * 16.3* 13.6

家人社会舆论压力 61.5 * 49.9* 42.5

被任意使用 62.3* 22.4* 31.0

个人宗教信仰 29.6* 26.6* 8.6

法律法规不完善 4.5* 2.4* 16.8

表 6 影响愿意捐献遗体的因素构成（多选） （%）

Tab. 6 The composition percentage of factors affecting willing to denote bodies （%）

愿意捐献因素 彝族 傣族 汉族

为医学发展 87.5* 51.8* 79.2

受亲友影响 10.7* 5.1 17.2

受媒体影响 8.5* 3.4* 15.2

觉得很伟大 9.6 11.7 14.1

生命的延续 44.4* 61.7*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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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云南省彝族、傣族、汉族对

遗体捐献的了解程度总体较低，对遗体捐献细节

方面的了解更是知之甚少，表示愿意捐献遗体的

比率也较低．其中彝族、傣族对遗体捐献的了解

程度和表示愿捐献的比率都要比汉族的低．但是

在 3 个民族中，均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全社会都

应该来关注遗体捐献，认为遗体捐献是一件很有

意义的事．针对这样一个调查结果，笔者主要从

以下 ４ 个方面来分析.

3.1 政府应发挥积极引导作用

在开展遗体捐献工作过程中，政府起着关键

的主导作用，政府首先应该重视遗体捐献工作．

其中，广泛开展遗体捐献宣传工作是重中之重，

可以主要通过电视、报纸和杂志、网络来进行宣

传，宣传应该在城乡之间，各个民族，不同年龄

段，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不同宗教信仰人

群展开．宣传遗体捐献的捐献途径和程序，遗体

捐献站的联系方式，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等，只

有让更多的人群了解遗体捐献，才可能让更多的

人群加入遗体捐献．沈孝坤等的研究也表明开展

遗体捐献工作要把重心放在宣传上 [3]．除此之外，

应该对遗体捐献制定详细的法律法规，尽可能的

简化捐献遗体的程序，消除捐献者及家属担心遗

体被任意使用的顾虑，避免给捐献者及家属造成

伤害．在 3 个民族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

建立遗体捐献纪念碑，让亲属有所寄托，同时缅

怀捐献者，还能为广大民众树立榜样，另一方面，

现在中国墓地价格也不便宜，如果政府能建立遗

体捐献纪念碑，综合考虑，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愿

意捐献遗体的．3 个民族中，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应

该给予捐献者及其家属一定的经济回报或者是一

定的表彰，尤其彝族、傣族这样认为的百分比要

高一些，虽然捐献者捐献遗体是一种无私奉献，

但是给予一定的鼓励对于捐献者及其家人来说是

一种肯定和心理上的安慰，制定一定的鼓励措施，

肯定能鼓励更多的人加入遗体捐献的队伍．金新

政等的研究也表明补偿动因是促进捐献的积极因

素[4]．另外，政府应该多建立遗体接受站，最好各

个州市至少有一个，这样有意捐献的人联系起来

比较方便．

3.2 打破社会传统观念

从调查结果可知，“死后应入土为安”和

“家人社会舆论压力”是影响 3 个民族不愿意捐献

遗体的主要因素．一方面，由于几千年封建伦理、

迷信思想的影响，在人体解剖问题上阻力很大，

儒家伦理观认为人是生要完肤，死要厚葬，尸体

解剖为大逆不道．现在这种思想观念虽然逐渐淡

化，但许多人还是不愿作遗体捐献，认为要全尸

去见列祖列宗[5]；另一方面，即使有人有愿意捐献

的想法，考虑到家人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迫使自

己放弃了捐献．希望全社会都应该关心遗体捐献

工作，把遗体捐献看作是一件神圣和伟大的事情，

认识到遗体捐献是一件有利于医疗进步、有利于

社会发展、造福后代的事情．作为每一个人，都

不要对捐献者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而是应该去

赞扬和歌颂他们，并传承和发扬他们无私奉献的

精神．

3.3 挣脱传统文化的束缚

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大省，每个民族都有着

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就以彝族和傣族来

说，两个民族的殡葬习俗都是入土为安，两个民

族主要受佛教的影响．从本调查也可得知，两个

少数民族的遗体捐献率要比汉族的低，在认为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毁”、“因个人宗教

信仰不愿意捐献”上两个少数民族的比率要比汉

族高．彝族和傣族中农民、工人、教师、公务员

职业的遗体捐献意愿率均比汉族的低，无论教育

程度如何，彝族和傣族人群遗体捐献意愿率均比

汉族低．即搞好少数民族的遗体捐献工作要比汉

族更加困难，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宣

传、教育等工作力度，慢慢的让更多的少数民族

同胞认识和加入遗体捐献．

3.4 医学院校应合理利用遗体，加强遗体管理

可以说医学院校是遗体捐献的直接受益者了，

对于医学院校的教师和医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就

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尊重遗体，这对遗体捐献者

及其家属来说是最大的慰藉，从调查中也可知，3

个民族都认为医学生应该以不同的形式尊重遗

体．教师在进行人体解剖学教学时应当自觉地以

一些适当的方式表达对遗体捐献者的尊敬，始终

采取严肃认真、敬畏生命的态度．如开课前，对

医学生说明遗体来源于捐献者，设立专门的遗体

告别问，供师生向捐献者遗体默哀致敬；解剖过

程中，强调严肃认真，珍爱遗体；解剖结束后，

遗体统一火化．严禁在对捐献的遗体进行尸体解

剖时或者在人体解剖学的教学中，教师和医学生

表现出任何不尊重人体尸体的言行，如在教学过

程中言语不严肃，拿尸体的形态开玩笑，对尸体

评头论足，不遵守操作程序，工作心不在焉，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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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动作粗鲁或轻佻等[6]．另外还给医学生开设相关

的遗体捐献课程，这样一方面可以作为独特的医学

教育[7]，另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医学生成为未来

的遗体捐献者[8]．有条件的话医学院校还应该经常

组织学生到遗体捐献纪念碑扫墓，以示医学生对捐

献者的尊重和纪念，也体现了遗体捐献的社会价

值，同时也起到了宣传的作用．

云南省的遗体捐献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要搞

好云南省遗体捐献工作仍然是一条很漫长很艰辛的

路，尤其对于少数民族更加困难，但笔者相信在政

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有更多人加入

到遗体捐献的队伍，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实现遗体捐

献的崇高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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