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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屬先探性研究，以「遺體修復」的角度，釐清「遺體修

復」的涵蓋範圍，強調當人失去生命跡象時，屍體開始腐敗，易造

成感染源的擴散，因此對直接接觸遺體的從業人員應有一套制式的

養成規範，防止衍生個人和公共衛生的問題，而在遺體修復的過程

中，如何建置在以人道關懷為主的基礎上。筆者希望藉由實務與理

論的結合，對制度、學術、技術三個層面作探討分析，研擬一套遺

體修復人員的專業養成方案，供產官學者有例可循，務求殯葬消費

與遺體處理的品質達到合理服務，因應 WTO跨國殯葬服務的衝擊，

提昇往生尊嚴與傳統產業競爭力，並讓人們對死亡不再是只有恐懼

與無助，相反的是兼具美學、悲傷輔導及善終關懷的功能。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可分為以下幾點： 

一、 殯葬業皆以師徒制或繼承家業相傳，工作職掌分工不清身兼數職，形成從

業人員良莠不齊，且國內沒有專業訓練機構或職業養成教育，導致業者各



行其事無一參考標準與依據。 

二、 在殯葬處理中遺體的保存、消毒及遺體修復，國內未曾有專書或著作探

討，缺乏學理基礎閉門造車，形成業者的許多做法不足為外人道。 

三、 殯葬從業人員對於遺體美學概念仍停留在遺體的臉部化妝，對於化妝品的

運用特性與色彩搭配原理，仍然不具專業性。 

四、 殯葬從業人員對損傷性遺體的填充與縫補，數十年如一日無所創新或改良

的替代品，以致於遺體外觀與生前形象落差太大。 

五、 殯葬從業人員在遺體洗身、穿衣、化妝、入殮的操作過程中為求迅速，往

往草草了事形成對遺體輕忽的態度與不尊重。 

六、 殯葬從業人員在處理遺體時，為求方便、降低成本常忽略了個人安全衛生

維護與公共衛生的重要。 

七、 殯葬從業人員缺少業界彼此間的經驗交流與技術研發改進的管道。 

八、 政府未實施殯葬從業人員的證照制度，以提升業者專業能力促進競爭力。 

摘要 

 

本研究屬先探性研究，以「遺體修復」的角度，釐清「遺體修

復」的涵蓋範圍，強調當人失去生命跡象時，屍體開始腐敗，易造

成感染源的擴散，因此對直接接觸遺體的從業人員應有一套制式的

養成規範，防止衍生個人和公共衛生的問題，而在遺體修復的過程

中，如何建置在以人道關懷為主的基礎上。筆者希望藉由實務與理

論的結合，對制度、學術、技術三個層面作探討分析，研擬一套遺

體修復人員的專業養成方案，供產官學者有例可循，務求殯葬消費

與遺體處理的品質達到合理服務，因應 WTO跨國殯葬服務的衝擊，

提昇往生尊嚴與傳統產業競爭力，並讓人們對死亡不再是只有恐懼

與無助，相反的是兼具美學、悲傷輔導及善終關懷的功能。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可分為以下幾點： 



九、 殯葬業皆以師徒制或繼承家業相傳，工作職掌分工不清身兼數職，形成從

業人員良莠不齊，且國內沒有專業訓練機構或職業養成教育，導致業者各

行其事無一參考標準與依據。 

十、 在殯葬處理中遺體的保存、消毒及遺體修復，國內未曾有專書或著作探

討，缺乏學理基礎閉門造車，形成業者的許多做法不足為外人道。 

十一、殯葬從業人員對於遺體美學概念仍停留在遺體的臉部化妝，對於化妝品的

運用特性與色彩搭配原理，仍然不具專業性。 

十二、殯葬從業人員對損傷性遺體的填充與縫補，數十年如一日無所創新或改良

的替代品，以致於遺體外觀與生前形象落差太大。 

十三、殯葬從業人員在遺體洗身、穿衣、化妝、入殮的操作過程中為求迅速，往

往草草了事形成對遺體輕忽的態度與不尊重。 

十四、殯葬從業人員在處理遺體時，為求方便、降低成本常忽略了個人安全衛生

維護與公共衛生的重要。 

十五、殯葬從業人員缺少業界彼此間的經驗交流與技術研發改進的管道。 

十六、政府未實施殯葬從業人員的證照制度，以提升業者專業能力促進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