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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11个世界献血者日，记者带您走进市血站——

见证一袋血液的爱心之旅
■记者 黄君君/文 见习记者 陈立波/图

一袋鲜红的血液对生命垂危的

病人来说，它承载着对生命的渴

望。“我市基本上达到采供平衡，但

遇酷暑寒冬，血源供给就会紧张。”

市血站相关负责人说。

为更深入地了解无偿献血，在

6月 14日“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

际，记者走进市血站，近距离体验一

袋安全血液的爱心之旅，探索无偿

献血的奥秘，并解答社会上对无偿

献血的疑问。

成功献血后，血液要经过怎样的过程，才能带着“合格”的标签，被“放行”到医院，

再输进患者的体内，担负起救死扶伤的重任呢？记者的探访从采血开始。

献血也有“门槛”

前天上午 10 时，记者来到

位于玉海广场的流动采血车

上，准备亲身体验一回无偿献

血，却不料惨遭“拒绝”。

“你的体重达不到标准，是

不能献血的。”工作人员给记者

出示了份《无偿献血健康情况

征询表》，上面罗列了几十种暂

不能献血的情况，其中比如感

冒、睡眠不足、服药等。她说，

“献血是有‘门槛’的，不是想献

就可以献的。”

这时，市民李先生登上采

血车，也表示要无偿献血。一

番征询后，工作人员抽取李先

生少量的静脉血进行初筛，合

格后开始采血。“初筛是保障采

集后血液的合格率。”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初筛一般包括血型、

血红蛋白、转氨酶及乙肝表面

抗原四项指标。

每袋血液都有专属“身份证”

十几分钟后，李先生完成

献血，其血袋被贴上了一张条

形码。原来，这条形码相当于

这袋血的“身份证”，它在献血

者体检时就产生了，伴随着整

个献血过程，登记表、采样、采

出全血等过程都是这个惟一号

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血

液流转的任何阶段，只要一扫

上面的条形码，电脑里就出现

血袋追踪图，领用时间（条码）、

登记、采血、体检、检验等各个

环节的时间、经手人，都清晰可

见。

同时，为了保证献血安全，

血站所有的血储、血器材均须

符合 ISO 和国家标准，是严格

灭菌消毒的一次性用品。“每位

献血者在献血时都使用一套新

的血袋和针头，采足血液后针

头当场剪掉用高压消毒后集中

销毁，因此献血不可能传染上

疾病。”该工作人员说。

一袋血液分离出不同的“救命成分”

结束一天的采集后，血液进

入了市血站待检库，等待分离。

而血样则来到温州中心血站，进

入复检程序。第二天，入库后的

血液被送到成分科，放入离心

机，将红细胞和血浆分离开。

记者了解到，血浆和红细

胞都是人体的救命要素。淡黄

色的血浆富含蛋白质和凝血因

子，能运载血细胞，运输维持人

体生命活动所需的物质和体内

产生的废物等；红色的红细胞

则具有携带氧气和运输营养物

质的作用。

“在临床用血时，医生会根

据不同病人的需要，输不同的

成分血。”市血站工作人员说。

血液被分离的同时，还在

经历着另一项严格的考验，温

州中心血站将对血样进行二次

精确检测。根据不同的血液样

本采用不同的试剂进行检测，

包括艾滋病毒、甲肝、乙肝、梅

毒等项目。在通过多项指标检

验后，符合献血全部标准的血

液将被送到市血站，根据患者

的需求调配到各个医院。

虽说我市拥有 10 余万无偿献血大军，去年我市全年采血量达到

2.6吨，与用血量基本平衡，但也遭遇了季节性用血紧张，导致“供血不

足”。无偿献血作为保证临床用血的最主要渠道，一直是衡量一个城

市血量供应的晴雨表。

天热献血者少库存紧张

“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热，恐

怕血源供给会越来越紧张。”在

采血车上采访时，工作人员跟记

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前两天

一早上都有十几个人，今天上午

只有3个人。”

据了解，我市每年采血量约

2.6 吨，其中 70%来自街头献血，

而 街 头 献 血 深 受 天 气 因 素 影

响。“夏季温度太高，冬季温度太

低，街头人流量都会变少，这也

直接导致了献血人数减少，血液

库存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市

血站相关负责人说，此外，四五

月份天气适宜，许多坚持无偿献

血的群众都选择在这两个月份

献血，而根据规定，两次采集血

液间隔期不得少于 6 个月，所以

天气热了献血的绝对人群也减

少了。

他说，“按照往年的情况，接

下来库存会不断减少，可需要用

血的病人却不减，导致季节性血

液库存短缺情况的发生。”

许多误解导致群众献血积极性不高

据了解，2013年，全市献血率

仅为0.8%左右，如果剔除新居民

的献血贡献，市民的献血率不足

0.5%。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出

现这一状况，一方面是市民对无偿

献血有着太多的困惑与不解，另一

方面缺乏对无偿献血的信任。

“对献血知识的了解和陈旧的

老观念是阻碍他们积极参加无偿

献血的重要因素。还有许多居民

的思想比较保守,认为一滴血，一

滴精，献血后对身体有损害，很少

有人愿意去献血。”虽然近年来有

关无偿献血宣传力度不断加强，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无偿献血，但

总体认知程度依旧不高。

此外，大多数市民都觉得与眼

下“献血”和“用血”的利益相关。“献

血是无偿的，可为什么临床用血又

那么贵？”据一项网上调查的结果，

83.8%的人表示不愿意献血是因为

“制度不透明，担心献血被牟利”。

对于无偿献血，记者根据前期的了解和采访，对大家的疑问进行了梳理，并与市血站

站长郑志强进行了面对面对话。

1.献血对健康有没有损害？
郑志强：据统计，2013年度，我

市卫生系统工作人员的献血率在

8%左右，普通市民的献血率不足

0.5%。如果献血有害健康，为什么

医务工作者要参与献血呢？其实，

血液总量占人体重量的 8%左右，

献血 200 至 400 毫升，只占人体总

血量的1/20至1/10。平时在血管

内奔流的血液只占人体血液总量

的 70-80%，其余的血液分布在脏

器内，适量献血后，血管内的血液

很快得到脏器内血液的补充。正

常情况下每人每天有40毫升的红

细胞衰老死亡，同时也有相应的红

细胞新生。定期适量献血能促进

血液新陈代谢，起到预防心血管疾

病、降低血脂、提高免疫力的作

用。国家规定的捐献全血间隔期

为 6 个 月 ，在 规 定 时 间 内 献 血

200-400毫升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2.既然是无偿献血，为什么
用血要收费？

郑志强：血液本身是无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收

取的血液价格，是血站用于血液

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成本费

用，具体收费标准由国家物价部

门核定。每年，我市收取临床用

血成本费约400万元，但这笔费用

是全部上缴财政的。

市血站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公益性组织，是全额拨款的事业

单位，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所有

的经费投入全靠财政支持，今年

财政用于血站运行方面的支出是

1100 万左右。在工资方面，我们

全部实行事业单位的阳光工资，

全部由财政拨款，职工待遇与收

入跟其他事业单位并没有区别。

市血站的财务和运行情况都会接

受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的监督。

目前，临床用血费用已经纳

入我市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

基本诊疗项目，用血者因临床用

血需求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基本上

可以报销。同时，今年元旦起实

施《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献血法>办法》规定，献血者捐献

全血累计达400毫升以上的，本人

终身免交临床用血费用，根据统

计，目前我市达到这个规定的人

数已有 3 万余人；不足 400 毫升

的，自献血之日起五年内按照不

超过献血量的五倍免交临床用血

费用，5年后免交与其献血量等量

的临床用血费用。另外，还规定

了停止收取临床用血互助金。其

实，目前需要个人承担的临床用

血成本费已经很少了。

3.市民献血前后需要注意什
么？

郑志强：为了避免献血反应的

出现，建议献血者在献血前学习献

血知识，了解献血常识，消除紧张心

理。献血者在献血前一天一定要休

息好，有一个良好的精神，且注意不

吃油腻高脂食物、不饮酒，但也不要

空腹，可吃馒头蔬菜等清淡食物。

在献血后的1至2日内，适当增加饮

水量，注意增加一点高蛋白质和易

消化的食物，切忌暴饮暴食；避免进

行剧烈的活动，适当注意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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