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器官移植成为挽救恶性
肿瘤、器官衰竭等重危病人的重要途径，器官移植
事业的发展在国内外已引起高度重视。但由于器
官来源贫瘠，器官往往供不应求，因此活体器官捐
献和身后器官捐献成为医药界的热点。本文通过
调查民众对器官移植与捐献认知程度与意愿程度，
进而对器官移植与捐献认知度与意愿度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研究，从而采取相关对策以提高人们对器
官移植与捐献的认知和意愿。

1 器官移植捐献认知度和意愿度现状

首先，根据关于器官移植和捐献认知度和意愿
度问卷调查，分别得出器官捐献认知和意愿的各影
响因素；其次，根据各影响因素对器官捐献认知程
度和意愿程度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和统计；最后，
根据统计结果，得出调查人群对器官捐献认知程度
和意愿程度的基本情况。
1.1 数据来源

文中关于器官移植和捐献认知度和意愿度问

卷调查表以及相关数据处理方法，参照 2016 中国
大学生医药数学建模竞赛赛题。
1.2 影响器官移植和捐献认知和意愿的因素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可将设置的各调查问
题统分为四大类：

1) 调查对象的基本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
宗教信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自身的健康
状况；

2) 对器官捐献的认知了解，包括是否听说过器
官移植、是否了解器官或遗体捐献的程序、器官移
植手术需要高额费用、器官捐献最多的脏器、公民
很少身后捐献器官的原因；

3) 对器官捐献的意愿，包括对身边人捐献器官
的态度、是否愿意捐献器官给亲人、有偿捐献是否
会提高捐献率、器官捐献的对象、对社会上的捐献
者的看法、是否愿意身后捐献器官；

4) 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和意愿均有影响，包括是
否做过志愿者工作、是否有过无偿献血的经历、调
查对象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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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对器官移植和捐献认知度和意愿度统计

为方便统计分析，先对各影响因素结果进行简

化。将年龄分为6个阶段、宗教信仰分为有无、职业

分为医务人员是与非。

本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共 1 350 份，回收有效

问卷 1 350份。其中回收医务人员有效问卷份（包

括来自于外科、内科、重症监护室、药剂科、肾内科、

儿科、神经内科、心内科的医生、护士及非临床的工

作人员）。其中，男性 626 人（46.4%），女性 724 人

（53.6%），受访者年龄为 9～84 岁，平均年龄为 31

岁，49.3%的受访者未婚，46.9%的受访者具有专科

以上学历，37.8%的受访者有宗教信仰，大多数受访

者（97.3%）的身体状况良好或非常好。

1.3.1对器官移植和捐献的认知度

受访者对器官移植和捐献的总认知率达到

92.8%，但是对器官移植和捐献的了解不够深入，仅

有6.3%的人知道器官捐献的程序。52.7%的公众认

为造成器官移植手术费用高昂的最主要原因是器

官保存和运输。64.6%的公众认为眼角膜是捐献最

多的脏器，27.9%的公众认为肾脏是捐献最多的脏

器。

将医务人员和非医务人员两类人群与认知程

度进行卡方检验，P值小于0.05，两类人群对器官捐

献、捐献程序和器官移植手术需要高额费用的主要

原因是存在显著性差异的。

1.3.2 对器官移植和捐献的意愿度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在1 350位受访者中，仅有

32.5%的受访者对亲人捐献器官持支持的态度，大

部分人对此持反对的看法；88.7%的人愿意捐献器

官给亲人；61.2%的受访者认为实行器官有偿捐献

制度，会有更多人来捐献，可以提高捐献率；81.0%

的人对捐献器官的陌生捐献者非常敬仰，仅有19%

的人漠不关心或认为仅为个例，不能形成榜样；

45.4%的受访者对身后捐献器官持反对或犹豫的态

度。从调查结果来看，文化程度对亲人或自己捐献

器官的意愿差别较大，且脑死亡后是否愿意身后捐

献器官对调查人群捐献器官的意愿有直接影响。

现以不同基本个人特征对脑死亡后是否愿意身后

捐献器官的意愿为例，统计调查对象对器官捐献的

意愿情况。

将身后捐献的器官的意愿分别与文化程度和

不同人群进行卡方检验，P值小于0.05，有95%的把

握认为两者之间显著相关。半数受到教育的受访

者愿意身后捐献器官，35%～40%的受访者处在犹

豫状态，仅有很少一部分明确表示不愿意身后捐献

器官，最高的为接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受访者。且

随着受教育程度升高，意愿呈小幅度波动增长，且

意愿程度最高的为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专）的受

访者（60.5%）。具体情况见表1。

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愿意身后捐献器官。医务

人员对器官捐献的意愿大于非医务人员，犹豫和不

愿意程度均小于非医务人员，具体情况见表2。

1.4 器官捐献认知程度和意愿程度的结论

大多数的受访者都听说过器官捐献，但是大多

数的受访者对器官捐献的途径、程序不够了解，其

中医务人员由于职务的原因对器官捐献的认知程

度大于非医务人员。

综合被调查者基本信息来看，66.7%的受访者

支持亲人或自己捐献器官，其中意愿程度最大的为

大学本（专）的受访者。对于有宗教信仰的受访者

来说，道教的信仰者对身后器官捐献的意愿仅有

28.6%，不到1/3，其他宗教信仰者都在半数以上。

2 各因素对器官移植捐献认知和意愿度的影响

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捐献认知度和意愿度统计

汇总表，以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婚姻状况、文化程

度、职业为影响因素，将其视为数值型变量并量化，

问卷调查中问题 1、8标识认知度，把认知分为是否

听说过器官移植、是否了解器官捐献过程分析；问

题 2、14 标识意愿度，分为是否愿意为家人捐献器

官、是否愿意身后捐献器官分析。将数据录入

SPSS，建立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根据最后得

出的各因素的显著性，判断其对器官捐献认知和意

愿的影响程度，显著性越小，影响程度越大，反之，

越小。

2.1 模型的准备

2.1.1 独立性卡方检验

该检验的原假设：两个变量无关联，备择假

表1 文化程度对身后捐献器官的意愿比较

小学

中学

大学本（专）

研究生及以上

愿意

40（33.3）

315（52.8）

366（60.5）

16（57.1）

n/%

犹豫

49（40.8）

209（35.0）

207（34.2）

11（39.3）

不愿意

31（25.8）

73（12.2）

32（5.3）

1（3.6）

62.484 0.000

x2 P

表2 不同人群对身后捐献器官的意愿比较

医务人员

非医务人员

愿意

68（69.4）

669（53.4）

n/%

犹豫

28（28.6）

448（35.8）

不愿意

2（2.0）

135（10.8）

12.422 0.002

x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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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两个变量有关联。统计上使用卡方统计量

来对带有随机性的定性数据进行是否有关联性

的检验。以学历与是否听说过器官移植为例，

见表 3。

对列联表进行卡方检验，见表4。

由卡方检验可知，卡方值很大，为 99.221，其双

边检测得到的 P 值都近似于 0，故认为文化程度与

是否听说过器官移植不相互独立。

2.1.2 关联性的度量

用卡方统计量只能检验变量之间的独立性，当

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时，卡方检验并不能给出准则

来判断关联度的大小。同样的关联程度，由于样本

容量的不同，卡方检验值也会不同。

在 SPSS 中，常用肯德尔等级相关系数和斯皮

尔曼相关系数来度量列联表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并且给予显著性检验。仍以学历与是否听说过器

官移植为例，见表5。

由相关性表检验结果不仅看出文化程度和是

否听说过器官移植不是独立的，而且可以看出是否

听说过器官移植与文化程度显著相关。

2.2 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建立的Logistic回归模型函数为：

Y=F（X1，X2，X3，X4，X5，X6）

影响器官捐献认知和意愿的影响因素。性别

X1：男性赋值 1；女性赋值 2。宗教信仰 X2：无宗教

信仰赋值 1；佛教赋值 2；基督教赋值 3；伊斯兰教赋

值 4；道教赋值 5；天主教赋值 6；其他赋值 7。婚姻

状况 X3：已婚赋值 1；未婚赋值 2；离婚赋值 3；丧偶

赋值 4。年龄X4：7～17岁赋值 1；18～40岁赋值 2；

41～65 岁赋值 3；66 岁以上赋值 4。文化程度 X5：

小学赋值1；中学赋值2；大学本（专）赋值3；研究生

及以上赋值 4。职业 X6：医务人员赋值 1:；非医务

人员赋值2。

2.3 各因素对器官捐献认知影响程度

2.3.1 是否听说过器官移植

利用 SPSS 软件，录入相关数据，选中“您是否

听说过器官移植”进入“因变量”列表框，选中“性

别、年龄、宗教信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进

入“因子”列表框。输出结果如下：-2倍对数似然值

可以表示模型的拟合效果，其值越小表示模型的拟

合效果越好，但是当自变量中有缺失值时，因为

SPSS软件在进行计算时会把含有缺失值的自变量

自动剔除，不参与统计分析，此时不能用最大似然

法对模型的拟合效果进行分析，因此，采用 Cox &

Snell R Square和Nagelkerke R Square两个未决定系

数判断模型拟合效果（下同）。结果中两个伪决定

系数值都较小，认为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模型研究“是否听说过器官移植”的影响因素

经过回归后可以得到：

我们可以得出，文化程度、职业、年龄对“是否

听说过器官移植”影响程度较大，其中，职业影响最

大；性别、宗教信仰对“是否听说过器官移植”影响

程度较小；婚姻状况最小。

2.3.2 是否了解器官移植的过程

利用 SPSS 软件，录入相关数据，选中“您了解

器官或遗体捐献的程序吗”进入“因变量”列表框，

选中“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

职业”进入“因子”列表框。输出结果如下：结果分

析：Cox & Snell R Square 和 Nagelkerke R Square 两

个未决定系数值较小，认为模型拟合较好；通过显

著性检验发现，除职业外，其他五个因素与“是否了

解器官移植的过程”相关性较弱。

表3 是否听说过器官移植与文化程度交叉列表

是否听说过器官移植
是

否
总计

小学

087

033

120

中学

547

050

597

大学本（专）

591

014

605

研究生及以上

28

00

28

1 253

97

1 350

总计
文化程度

表4 卡方测试

Pearson卡方

概似比

线性对线性相关

数值

99.221a

79.722

80.915

df

3

3

1

渐进显著性（2 端）

0.000

0.000

0.000

表5 卡方测试

是否听说过

器官移植

-0.220**

0.000

1 350

1.000

.

1 350

-.230**

0.000

1 350

1.000

.

1 350

1.000

.

1 350

-0.220**

.000

1 350

1.000

.

1 350

-0.230**

0.000

1 350

相关系数

显著性（双尾）

N

相关系数

显著性（双尾）

N

相关系数

显著性（双尾）

N

相关系数

显著性（双尾）

N

文化程度

是否听说

过器官移

植

文化程度

是否听说

过器官移

植

Kendall’s tau_b

Spearman’s rho

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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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研究“是否了解器官移植的过程”的影响

因素经过回归后可以得到：

我们可以得出，职业、婚姻状况、性别对“是

否了解器官移植的过程”影响程度较大，其中，职

业最大；宗教信仰、文化程度、年龄对“是否了解

器官移植的过程”影响程度较小，其中，文化程度

最小。

2.4 各因素对器官捐献意愿影响程度

把意愿划分为是否愿意为家人捐献器官、是否

愿意身后捐献器官分析。

2.4.1 是否愿意为家人捐献器官

利用 SPSS 软件，录入相关数据，将“假如你的

家人亲戚急需器官捐赠并且你的器官满足要求（如

肾脏），你愿意捐赠吗”作为“因变量”，将“性别、年

龄、宗教信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作为“因

子”，输出结果如下：结果分析：Cox & Snell R Square

和Nagelkerke R Square两个未决定系数值较小，均

小于0.05，认为模型拟合程度较好；通过显著性分析

可以看出，文化程度显著性非常低，认为文化程度

与“是否愿意为家人捐献器官”相关性很高。

模型研究“是否愿意为家人捐献器官”的影响

因素经过回归后可以得到：

我们可以得出，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对“是否愿

意为家人捐献器官”影响程度较大，其中，文化程度

最大；性别、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对“是否愿意为家人

捐献器官”影响程度较小，其中，宗教信仰最小。

2.4.2 是否愿意身后捐献器官分析

利用 SPSS 软件，录入相关数据，将“如果您发

生人身意外,脑死亡后您是否愿意身后捐献器官”作

为“因变量”，将“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婚姻状况、

文化程度、职业”作为“因子”。输出Cox & Snell R

Square和Nagelkerke R Square两个未决定系数值较

小，均小于 0.05，认为模型拟合程度较好；通过显著

性分析可以看出，职业显著性非常低，认为职业与

“是否愿意身后捐献器官”相关性很高。

模型研究“是否愿意身后捐献器官”的影响因

素经过回归后可以得到：

我们可以得出，宗教信仰、职业、性别对“是

否愿意身后器官捐献”影响较大，其中，性别影响

最大；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年龄对“是否愿意身

后器官捐献”影响程度较小，其中，年龄影响程度

最小。

3 相关建议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器官移植成为挽救恶性

肿瘤、器官衰竭等重危病人的重要途径，器官移植

事业的发展在国内外已引起高度重视。由于器官

来源贫瘠，器官往往供不应求，活体器官捐献和身

后器官捐献成为医药界的热点。

因此，就如何提高人们对器官移植和捐献的认

知度和意愿度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希望能为我国

的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提供部分参考。

3.1 增强宣传力度，开展器官捐献的知识普及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发现职业、文化程度、年

龄对器官移植和捐献的认知度的影响较大。大多

数的受访者都听说过器官捐献，但是大多数的受

访者对器官捐献的途径、程序却不够了解，因此，

积极开展器官捐献的公民教育，是有效提高捐献

积极性，解决器官短缺现状的一个好办法。广泛

开展器官捐献国民教育，让广大公众更充分的了

解器官捐献，逐渐消除传统思想的禁锢，从而提高

公民的捐献意识，转变公众对器官捐献抵触的态

度。

充分利用媒体，公益广告，在公共场所、医院、

养老院等张贴海报，在中小学阶段开设器官捐献课

程等形式可以对器官捐献进行很好地宣传，提高器

官捐献认知度。

3.2 设立全国器官捐献基金会，严格立法，加强监督

设立全国器官捐献基金会，管理器官捐献相关

事务。通过政府补贴、社会捐赠、发行彩票等方式

筹集资金，来实现对供者的精神与物质激励。

全国器官捐献基金会要有相关的专家委员会，

对基金的资金筹集，资金使用和资金监管等进行严

格管理，并定期向公众公布相关数据，让器官捐献

基金的筹集和使用公开化，透明化，提高公众对器

官捐献基金会的信任度，消除对公正性的疑虑，增

加器官捐献的热情。

3.3 建立器官捐献激励机制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61.2%的人们认为实行器

官捐献激励机制，可以有效的提高器官捐献率。“器

官捐献激励机制”是以拯救更多的等待移植的病患

为目的，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对供者的捐献行为做

出肯定与表彰，并给予供者适当的现实或预期利

润，让供者及家属感受到国家、社会对其行为的认

可，使他们确信捐赠行为的高尚性和正确性，从而

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内心，使更多的人愿意加入到捐

献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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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发挥政府职能，积极推进器官捐献

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器官捐献工作能够

快速发展是以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基础的，如

通过建立健全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器

官捐献系统、开展器官捐献的公民教育、建立切实

可行的器官捐献激励机制等，能够大大提高我国

器官捐献率，推动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健康快速

地发展。

4 结语

Logistic回归模型建立后，采用似然比检验法对

自变量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剔除了不显著的变量，

简单准确地刻画了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借助SPSS

对有效调查问卷进行计算分析，具有较好地精确

度。即得到了民众对器官移植和捐献认知度和意

愿的现状以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最后结合分析结

果，给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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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比合适，增加炭黑增强了油墨的导电性，但没有

造成油墨中粒子颗粒过大，没有影响树脂的成膜

性、附着力；氯醋马树脂性能最优，保证了油墨的成

膜性和附着性；Al/PET/Al铝层较厚，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整个电路的电阻值。结合这几个因素，实验中

得到了较成功的结果，相较于将导电油墨直接印刷

在如PET等非导电薄膜上，RFID天线的具有更好的

导电性能。

该研究是探索型研究，实验中使用的原材料代

表性有限，有待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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