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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棻椆椆椄年暥献血法暦实施以来棳我国实现了有
偿献血到无偿献血的转变棳但血液安全问题却日益
突出暎采供血机构在严格的按照国家标准做好献
血者的筛查和血液的检测同时棳要做好无偿献血及
血液安全知识的宣教工作棳提高公民的血液安全意
识棳是构筑血液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暎从低危人群
中招募献血者棳对保障血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暎笔
者对我市无偿献血者的血液安全认知情况做了调

查分析棳现报告如下暎
棻 材料与方法
棻棶棻 对象

棽棸棻棿灢棸棿棴棻棸月参加我站无偿献血的献血者
棾棸棸棸名棳收回问卷棽椄椃棾份棳回收率为椆椀灡椃椃棩暎
棻棶棽 调查方法

根据工作经验及调查目的制定调查问卷棳问
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个人基本信息棬性别暍年
龄暍文化程度暍职业暍献血次数等棭棳及血液安全相

关知识棻棽项问题暎在温州市中心血站组织的献
血现场将问卷分发给献血后的献血者独立填写棳
填写后马上回收棳对有效回收的问卷进行统计分
析暎
棻棶棾 统计学分析

使用统计软件棳采用氈棽 检验棳 椉棸灡棸椀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 结果

根据收回的棽椄椃棾份有效调查问卷统计出被调
查者对问卷中棻棽项内容的知晓情况棳见表棻暎

根据收回的棽椄椃棾份有效调查问卷统计出被调
查者个人基本信息和献血次数等情况棳进行不同人
群结构血液安全知识知晓情况的比较分析暎性别
比较棳氈棽椊棿灡棽棸棳 椉棸灡棸椀椈年龄比较棳氈棽椊棻椀灡棻棻棳
椉棸灡棸棻椈文化程度比较棳氈棽椊椂棿灡椂棸棳 椉棸灡棸棻椈职
业比较棳氈棽椊棻椃椃灡棽棳 椉棸灡棸棻椈献血次数比较棳氈棽椊
棻椀棻灡椀棳 椉棸灡棸棻棳详见表棽暎

表棻 无偿献血者对血液安全知识的了解情况
例数 知晓率棷棩

棻 是否了解静脉注射吸毒暍男男同性恋暍不良性行为暍纹身等属于献血高危行为 棽棿棿椂 椄椀棶棻棿
棽 高危行为会影响血液质量棳影响病人安全棳禁止献血 棽椀棸棽 椄椃棶棸椆
棾 有专门机构为艾滋病等疾病提供免费咨询和免费检测 棻椃椄棾 椂棽棶棸椂
棿 有上述高危行为的献血者仍参加献血引起传染病传播流行的行为棳将受到法律处罚 棻棿椀椂 椀棸棶椂椄
椀 献血法规定实行实名制献血棳在献血前要出示有效证件 棽椂椄椃 椆棾棶椀棾
椂 采供血机构采集血液后会进行传染病检测的项目有哪些棬乙肝暍丙肝暍梅毒暍艾滋病棭 棽棸椀棿 椃棻棶棿椆
椃 由于目前检测技术的局限性棳会出现棦窗口期棦现象 棻椀棽棻 椀棽棶椆棿
椄 采供血机构已开始实施保密性弃血制度棳是否了解 棽棿椀椄 椄椀棶椀椂
椆 献血登记表个人资料要真实填写 棽棾棻棿 椄棸棶椀棿
棻棸 血液的检测结果只用于判断血液是否安全棳不能替代体检 棻椀棿椃 椀棾棶椄椀
棻棻 是否了解献血暂时延缓和永久淘汰的问题 棽椂棿椃 椆棽棶棻棾
棻棽 献血前充分休息和清淡饮食对血液安全的意义 棽棾椀椄 椄棽棶棸椃

棾 讨论
近年来棳血液安全形势日趋严峻棳我国艾滋病

疫情呈快速发展趋势暡棻暢棳已严重影响到临床输血
棻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棬浙江温州棳棾棽椀棸棸棸棭
棽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棾温州市中心血站
通信作者椇陈杰棳斉灢旐斸旈旍椇椀棸椂椂棾椆棸椀椃椑旕旕棶斻旓旐

安全暎温州地区无偿献血人群中 斎斏斨暍斎斆斨暍梅毒
感染率呈逐年明显上升趋势棳特别是 斎斏斨感染率
已连续几年排在浙江省内前列椈棽棸棻棾年温州市无偿
献血者的 斎斏斨 感染率为棿棸灡椀棷棻棸万棳明显高于
棽棸棸椄棴棽棸棻棸浙江省无偿献血者的 斎斏斨感染率棻棽棷
棻棸万暡棽暢棳高于全国献血人群斎斏斨确认阳性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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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棽 不同人群血液安全相关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项目 例数 构成比棷棩 正确率棷棩

性别

 男 棻椂椄椀 椀椄棶椂椀 椄棽棶棽棿
 女 棻棻椄椄 棿棻棶棾椀 椃椆棶棽棾
年龄棷岁
 棻椄暙棽棿 棿棻棿 棻棿棶棿棻 椃棽棶椂椀
 棽椀暙棾棿 椄棸椄 棽椄棶棻棽 椃椃棶棾棽
 棾椀暙棿棿 棻棸棽棾 棾椀棶椂棻 椃椄棶棽椀
 曒棿椀 椂棽椄 棽棻棶椄椂 椃棸棶椃棸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棻棸棾棻 棾椀棶椄椆 椂椃棶棿椀
 高中及中专 椆椃椆 棾棿棶棸椄 椃棿棶棻棽
 大专及以上 椄椂棾 棾棸棶棸棿 椄棾棶椀椂
职业

 农民或工人 棻棻椆椆 棿棻棶椃棾 椂棿棶棻棽
 军人 棻棽棿 棿棶棾棽 椃棿棶椄椆
 公司职员 棽椄棽 椆棶椄棽 椃棽棶棿椂
 自由职业者 棾棸椃 棻棸棶椂椆 椂椄棶椀棿
 学生 棾椀椄 棻棽棶棿椂 椄棾棶椃棽
 医务人员 棾椄椆 棻棾棶椀棿 椆棿棶棿椃
 教师 棽棻棿 椃棶棿椀 椄棾棶椆椂
献血次数

 初次 棻椀棽棻 椀棽棶椆棿 椃棻棶棿棻
 棽次 椆棻棿 棾棻棶椄棻 椄椄棶棿棾
 棾次及以上 棿棾椄 棻椀棶棽椀 椆棽棶棻椀

棸棶棸棻椄棩暡棾暢棳接近浙江省总人群 斎斏斨感染率棿椀棷棻棸
万暎高校学生 斎斏斨 感染率也上升明显棳反映出
斎斏斨感染已由过去的高危人群逐渐扩散到普通人
群暎为确保无偿献血公益事业的持续和健康发展棳
积极探讨血站当前的用血安全现状意义深远暡棿暢棳采
供血机构在提高检验技术和方法的同时棳要加强献
血前血液安全知识的宣传和体检咨询工作棳采取
献血前干预措施棳从低危无偿献血者中招募棳保障
血液安全棳最理想的血源来自真正固定的无偿献血
者暎自暥献血法暦实施以来棳我们一直比较注重血液
的生理知识和无偿献血对健康有益知识的宣传教

育棳而忽视了血液安全方面的教育暎
本次调查的献血者对血液安全知识的了解掌

握较好棳自棽棸棻棻年起浙江省启动了采供血机构阻
断经血传播 斎斏斨项目棳全省血液安全状况得以明
显改善暡椀暢棳我站对工作人员加强了培训棳建立和完
善献血前征询谈话制度棳采取献血前干预措施棳加
强对献血者身份核对环节棳认真做好献血前征询工
作棳正确履行告知义务棳让献血者认识暟窗口期暠和

暟高危行为暠棳充分理解暟高危行为暠对血液的危害
性暎在献血场所的醒目位置粘贴暟保密性弃血暠制
度宣传资料棳献血后发放我站自行设计的献血后注
意事项卡棳内容包括暟保密性弃血暠的回告途径等棳
以方便献血者及时的选择保密性弃血暎但调查表
中的第棾暍椃暍棻棸项目认知率较低棳需在以后的宣传
工作中重点加以宣教暎

不同人群对血液安全知识认知率有所差异棳
棻椄暙棽棿岁的年龄段认知率较低棳原因为该年龄段内
新温州人所占比例较高棳接受的文化教育普遍不高
所造成棳这与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人群认知率
也较低的情况是相符合的暎人群职业为农民或工
人的认知率也相对较低棳医生和学生认知率比较
高棳与无偿献血在医院和高校的宣传较为普及有
关椈特别是临床医生棳他们自身就有医学背景且掌
握了无偿献血的相关知识棳在自己献血的同时棳可
以在日常的工作中动员家属进行互助献血棳通过医
务人员的宣教有利于互助献血健康的发展暎再次
献血者比初次献血者认知率要高暡椂暢棳与我站制定献
血前征询谈话制度有关暎本调查告诉我们开展宣
传工作时棳要根据不同人群特征进行差异化暍针对
性的宣传棳做到有的放矢暎提高无偿献血人群的血
液安全知识的知晓率棳从低危人群中招募献血者棳
建立一支稳定的献血队伍棳对保障血液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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