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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是一部国家保障人体健康、保证医

疗质量，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方面的行政规章。条例中有人体

活体器官、尸体器官以及处分的内容，在维护公民身体权方

面有补充民法理论不足的立法意义。 本条例所称人体器官指

心、肺、肝、肾、胰等脏器的一部或全部，人体器官之外的

细胞和角膜、骨髓等人体组织的移植不受本条例调整。 禁止

买卖人体器官是条例的核心内容，完全符合公民的道德观念

，也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及世界通行做法相一致。为彻底

打击各种形式的买卖人体器官行为，条例还独创了特殊的举

报监管制度：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买卖人体器官

的行为，有权对接受举报的卫生主管部门未依法履行监督管

理职责的行为再向本级或其上级人民政府举报并有得到处理

结果通报的权利。 条例确立了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原

则和无偿原则。 自愿原则要求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不能用于移

植。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

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

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捐献要以书面形式表示且有权

予以撤销。 无偿原则要求人体器官不能成为交易的标的，但

可以成为赠与的标的。人体器官和尸体器官的临床医学运用

属于无偿使用，是没有价格的“商品”。相反，人体器官有

偿使用观点是非常危险的，它只能抬高人体器官的价格，引



发倒卖人体器官的犯罪活动。 基于伦理和人格尊严的考虑，

条例规定活体器官移植限于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

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

成亲情关系的人员之间。尸体移植不受此限制。 为了确保手

术质量和移植成功，条例对医疗机构、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

医务人员所应具备的条件都作了详细规定。建立了有医学、

法学、伦理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

用与伦理委员会和人体器官移植质量在手术成功率、植入的

人体器官长期存活率等监控管理制度。 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技

术管理规范：先对捐献人进行医学检查，再对接受人评估感

染疾病的风险，然后是向所在医疗机构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

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简称移植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提出

摘取人体器官的审查申请，移植应用与伦理委员会对人体器

官捐献人的捐献意愿是否真实；有无买卖或者变相买卖人体

器官的情形；人体器官的配型和接受人的适应症是否符合伦

理原则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管理规范进行审查，经2/3以上委

员同意，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方可出具

同意摘取人体器官的书面意见。 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及

其医务人员摘取活体器官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向活体器

官捐献人说明器官摘取手术的风险、术后注意事项、可能发

生的并发症及其预防措施等，并与活体器官捐献人签署知情

同意书；查验活体器官捐献人同意捐献其器官的书面意愿、

活体器官捐献人与接受人存在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关系的证明

材料；确认除摘取器官产生的直接后果外不会损害活体器官

捐献人其他正常的生理功能。对摘取尸体器官要求相对简单

一些，即在捐献人死亡后进行，摘取器官完毕后应当恢复尸



体原貌。 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应当对人体器官捐献

人、接受人和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的个人资料保密

，这也是一项民法领域关于隐私权内容的规定。 最后本条例

规定追究医务人员行政责任的三种行为：未经人体器官移植

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摘取人体器官的；摘取

活体器官前未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履行说明、查验、

确认义务的；对摘取器官完毕的尸体未进行符合伦理原则的

医学处理，恢复尸体原貌的。同时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三种

犯罪的行为：未经公民本人同意摘取其活体器官的；公民生

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而摘取其尸体器官的；摘取未

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