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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椲摘要椵 目的椇通过了解和掌握互助献血者的献血动态情况棳评估现行互助献血宣传暍招募工作的效果棳为及
时调整新形势下的互助献血招募管理策略提供参考暎方法椇依据肇庆市棽棸棸椂棴棽棸棻棾年无偿献血的情况棳统计分
析互助献血者的比例及血液检测情况暍互助献血者与受血者的关系以及互助献血者转化为重复献血者情况暎结
果椇棽棸棸椂棴棽棸棻棾年互助献血棽椃椃棻人次棳占总献血人数的棻灡棸椃棩棳呈逐年上升趋势椈血清学检测不合格率为
椃灡棾棾棩椈互助献者与受血者的关系以亲属关系为主棳其中直系亲属及配偶占椀棻灡棸棸棩棳非直系亲属占棽椂灡棸棸棩棳同
事暍同学暍朋友关系占棽棾灡棸棸棩椈互助献血者中只有椃椃灡椂棸棩参与献血棻次棳棽棽灡椀棩参与献血曒棽次暎约棻棻灡棽棩参
与曒棾次献血棳只有小部分互助献血者转化为固定献血者暎结论椇互助献血为缓解临床用血压力提供有力保障棳
仍需加大对互助献血者的血液检测和促使互助献血者转化为重复献血者的力度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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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助献血作为一种新形式下保障急救和临床
医疗用血需求的特殊模式棳是一种通过患者家庭或
亲友暍单位互助献血解决血液供应的无偿献血模
式棳能够成为患者及时得到血液的主要方式棳它作
为确立和倡导的一种暟我为人人暍人人为我暠暍构建
和谐社会的新型献血模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暎虽
然 斪斎斚在今后的工作目标中提出了要逐步清除
互助献血方式棳但在实际工作中棳目前由于自愿无
偿献血者的数量不足棳无法满足临床医疗用血急
需棳在血源紧张的情况下棳互助献血作为无偿献血
的补充棳确实起能到积极救治作用棳建立一支稳定
的互助献血队伍是必要的暎
棻 资料与方法
棻棶棻 样本来源

我市棽棸棸椂棴棽棸棻棾年符合暥献血者健康检查要
求暦棽椀棿椆椃棾人次的献血者棳其中互助献血者棽椃椃棻
人次暎
棻棶棽 方法

斄斕斣 检测采用速率法棳斎斺旙斄旂暍抗灢斣斝暍抗灢
斎斆斨暍抗灢斎斏斨检测均采用斉斕斏斢斄法棳所有试剂盒
均检定合格棳操作方法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暎

棻棶棾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斢斝斢斢棻椄灡棸对实验数据进

行分析棳 椉棸灡棸椀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 结果
棽棶棻 互助献血者情况统计

棽棸棸椂棴棽棸棻棾 年互助献血占总献血人次的
棻灡棸椃棩棳互助献血的比例逐年上升棳尤其是近棾年
的增幅较大棳详见表棻暎
棽棶棽 互助献血者血清学标志物情况

棽棸棸椂棴棽棸棻棾年互助献血的血清学总不合格率
为椃灡棾棾棩棳由高到低分别为椇斄斕斣椌斎斅旙斄旂椌抗灢
斣斝椌抗灢斎斆斨椌抗灢斎斏斨棳但每年各项血清学标志
物的不合格率比例不一致棳自棽棸棻棻年底开展献血
前斄斕斣检测以来棳互助献血因斄斕斣升高造成血液
的不合格率明显下降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
棸灡棸椀棭棳详见表棽暎
棽棶棾 互助献血者与受血者关系情况

本研究纳入的互助献血者棳基本属于严格意义
上的互助献血棳在互助献血的棽椃椃棻人次中棳献血者
与受血者的关系以亲属为主棳其中直系亲属及配偶
占椀棻棩棳非直系亲属占棽椂棩棳同事暍同学暍朋友关系
占棽棾棩暎

表棻 互助献血者捐献全血和单采血小板情况 人次棬棩棭
棽棸棸椂 棽棸棸椃 棽棸棸椄 棽棸棸椆 棽棸棻棸 棽棸棻棻 棽棸棻棽 棽棸棻棾 合计

全血 棻椃棬棸棶棸椃棭 棽椃棬棸棶棻棸棭 棻椃棸棬棸棶椀椆棭 棽棸棽棬棸棶椂椀棭 棾棾棸棬棻棶棸棽棭 棽棽棾棬棸棶椂椀棭 棿椆棾棬棻棶棿棿棭 椃椄棿棬棽棶棽椄棭棽棽棿椂棬棸棶椄椀棭
单采 棻棸棬棻棶椂棾棭 棿椂棬椀棶椆棾棭 棽椆棬棿棶棸棻棸棭 棾棾棬棿棶棸椄棭 棾棸棬棾棶椀椄棭 椄棸棬椃棶棾棻棭棻棿棿棬棻棻棶椂椃棭棻椀棾棬棻棸棶棾棸棭 椀棽椀棬椂棶棸椂棭
合计 棽椃棬棸棶棻棻棭 椃棾棬棸棶棽椂棭 棻椆椆棬棸棶椂椂棭 棽棾椀棬棸棶椃棿棭 棾椂棸棬棻棶棸椄棭 棾棸棾棬棸棶椄椀棭 椂棾椃棬棻棶椄棸棭 椆棾椃棬棽棶椂棽棭棽椃椃棻棬棻棶棸椃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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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棽 互助献血的血清学不合格情况 人次棬棩棭
年份 人次 斎斅旙斄旂 抗灢斎斆斨 抗灢斎斏斨 抗灢斣斝 斄斕斣 不合格总数

棽棸棸椂 棽椃 棸 棸 棸 棸 棻棬棾棶椃棸棭 棻棬棾棶椃棸棭
棽棸棸椃 椃棾 棸 棸 棸 棸 棻棬棻棶棾椃棭 棻棬棻棶棾椃棭
棽棸棸椄 棻椆椄 椂棬棾棶棸棽棭 棽棬棻棶棸棻棭 棸 棿棬棽棶棸棻棭 棻棻棬椀棶椀棾棭 棽棾棬棻棻棶椂棻棭
棽棸棸椆 棽棾椀 棽棬棸棶椄椀棭 棾棬棻棶棽椄棭 棸 棽棬棸棶椄椀棭 棻棿棬椀棶椆椂棭 棽棻棬椄棶椆棾棭
棽棸棻棸 棾椂棸 椄棬棽棶棽棽棭 棻棬棸棶棽椄棭 棸 棽棬棸棶椀椂棭 棻椄棬椀棶棸棸棭 棽椆棬椄棶棸椂棭
棽棸棻棻 棾棸棾 棿棬棻棶棾棽棭 棿棬棻棶棾棽棭 棸 椀棬棻棶椂椀棭 棽棸棬椂棶椂棸棭 棾棾棬棻棸棶椄椆棭
棽棸棻棽 椂棾椃 棻棸棬棻棶椀椃棭 棽棬棸棶棿棾棭 棸 棽棬棸棶棾棻棭 棾椃棬椀棶椄棻棭 椀棻棬椄棶棸棸棭
棽棸棻棾 椆棾椃 棻棻棬棻棶棻椃棭 棿棬棸棶棿棾棭 棽棬棸棶棽棻棭 椂棬棸棶椂棿棭 棽棻棬棽棶棽棿棭 棿棿棬棿棶椃棸棭
合计 棽椃椃棻 棿棻棬棻棶棿椄棭 棻椂棬棸棶椀椄棭 棽棬棸棶棸椃棭 棽棻棬棸棶椃椂棭 棻棽棾棬棿棶棿棿棭 棽棸棾棬椃棶棾棾棭

  注椇抗灢斎斏斨为市疾控中心确认阳性数暎

棽棶棿 互助献血者转化为重复献血者情况
在互助献血者棽椃椃棻人次中棳单次献血棽棻棿椆

棬椃椃灡椂棩棭人次棳棽次以上棾棻棽棬棻棻灡棾棩棭人次棳棾次以
上棾棻棸棬棻棻灡棽棩棭人次暎
棾 讨论

实际工作中棳每逢献血淡季棳血液库存量下降棳
医院临床用血紧张棳特别是近几年临床对单采血小
板的需求愈来愈大棳以及由于捐献单采血小板的采
集时间长和需要到固定地方采集棳不如献全血方
便棳自愿捐献往往不能满足临床的需要棳需要互助
献血才能确保患者临床用血暡椆暢暎目前互助献血在
我市所占比重虽然很小棳但上升趋势明显棳尤其是
捐献单采血小板人数增幅较大棳年增长以棻棸棩暙
棾棸棩的幅度增长暎在整个互助献血过程中棳由于涉
及的群体比较多棳患者的亲属暍同事暍同学暍朋友暍医
院都是互助献血的参与者棳患者的亲属占椃椃灡棽棩棳
其他关系的同事暍同学暍朋友占棽棽灡椄棩棳这样不仅触
动社会大众这根神经棳让无偿献血的知晓得到了提
高棳让更多的人关注无偿献血棳而且全体医务工作
者在临床参与互助献血棳也一定程度上避免随意用
血行为棳节约了血液暡椂暢暎互助献血者是整个互助献
血工作的中心棳他们通过患者用血期间切身感受血
液紧张情况棳深切体会到自己的热血能拯救生命棳
充分认识到作为用血者更有责任踊跃献血棳发动更
多人参加献血棳他们会通过微信暍斞斞朋友圈或网
络的形式棳呼唤需要社会上拥有爱心的市民自觉主
动互助献血棳或通过拥有爱心的单位组织团体卓有
成效地开展集体献血活动棳通过亲眼目睹和亲身感
受广大自愿献血者的爱心奉献棳他们从思想上暍内
心深处真正理解互助献血的意义棳接受无偿献血棳
使暟血托暠从根源上找不到滋生的土壤暎通过互助
献血不仅展示人道友助的时代风采棳又拯救他人的
宝贵生命棳充分体现一份亲情暍爱情暍友情和同事
情棳增进了社会和谐棳有效的保障了血源暡椄暢暎

固定无偿献血者是指至少献血棾次以上棳并保
持最近棻年至少献血棻次的人棳是世界上公认的最

安全的血源棳他们的血液合格率高棳报废率低棳是保
证临床输血安全的前提和基础棳各地采供血机构通
过全方位暍高效暍优质的服务来扩大队伍暍减少流
失暎近年来随着对血液知识的了解棳互助献血者对
患者的一份亲情暍爱情暍友情和同事情棳而不是单纯
以经济为目的来献血棳将可能成为潜在的固定的无
偿献血者暎本研究的互助献血人群中棳献棾次血的
人棳达到棻棻灡棽棩棳虽然互助献血者能够坚持平均每
年献棻次血的很少棳但能成为重复献血者棳甚至潜
在的固定的无偿献血人群超过了棻棻棩棳在面对暟经
常性暠暍暟季节性暠的今天棳这一数字在推动血源招募
方面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棳而且互助献血者通过亲
身献血体验后棳他们的现身说法通过相互宣传更利
于献血者的增加暡椀暢暎但在互助献血的人群中棳献血
棻次者达到椃椃灡椂棩棳如何能让互助献血者成为重复
献血者棳甚至固定献血者棳我认为这也是血站人值
得思考的问题暎互助献血者很多时候是因为患者
的需要才来献血棳是对无偿献血的第棻次尝试棳由
于对献血过程的未知棳机体会产生对献血这一事情
的应激反应棳应激发生时作用于大脑棳改变内分泌
机能棳其中最重要的途径是下丘脑灢垂体灢肾上腺轴
被激活棳从而引起糖皮质激素介质的应激生理效
应棳如血压升高暍心率加快暍脸色苍白和多汗等献血
反应棳所以应避免饥饿暍过度劳累暍睡眠不足者暍晕
针者暍晕血者参加献血棳减少发生献血反应造成的
负面影响椈不愉快献血经历包括献血环境欠佳暍工
作人员态度生硬暍服务质量不高暍技术水平不过关
等都会影响互助献血者棳如果不解决好这些问题棳
这些人后期基本不会再次参加无偿献血棳且会在思
想上对无偿献血产生根深蒂固的抵触情绪棳不会再
轻易接受无偿献血棳所以互助献血者第一次满意的
献血经历是再次献血的重要原因棳但最重要的是只
有让互助献血者真正理解无偿献血的意义棳才有促
使其成为重复献血者或固定献血者棳才能促进更多
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暡棻暢暎

由于互助献血多属被动行为棳互助献血除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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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互献爱心外棳不排除以完成献血量为动机棳部分
互助献血者明知自己是高危献血者不宜献血棳却因
种种原因隐瞒实情棳献血前不能正确权衡自己的健
康状况及不能准确判断是否适合献血棳是造成血液
阳性率高的主要原因暡棽灢棿暢暎如何应对互助献血血清
学阳性高的问题棳目前我站主要通过献血前的干
预棳加强对无偿献血知识宣传和献血前注意事项知
晓率暍征询病史暍献血前传染性指标快速初筛检测棳
以及自动化检测设备和计算机管理系统的应用棳选
择较好的试验方法和试剂棳提高检测的特异性和灵
敏度椈尤其是即将开展的核酸检测棳减少因暟窗口
期暠引起的感染风险棳减少或降低影响血液安全的
因素棳尽管血液检测手段得到了很大提高和改善棳
但目前仍不能确保完全杜绝经输血传播传染病的

风险棳因此互助献血者的血液安全问题仍然任重道
远棳对互助献血者的宣传动员需要有别于无偿献血
者棳需要根据献血者的构成差异及各地的地域文化
差异提供相应的宣传棳针对不同人群制定无偿献血
策略棳建立正确的献血理念棳培养正确的血液安全
知识棳使这部分人从思想意识上真正认识无偿献血
的意义棳将互助献血变为自觉的行动暡椃棳棻棸暢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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