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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血站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占我市总人口超过30%的60岁以上老年人用血量
占到全年龄段用血量的61%。与此同时，受献血年龄限制，适龄献血人数却在逐年下降。尽管
南通市区人口献血密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但面对庞大的用血人群，临床用血依旧压力巨大。

如何破解临床用血需求不断攀升和血液资源紧缺间的矛盾，确保广大市民得到有效输血
救治，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道现实命题。在江苏第7个“无偿献血宣传月”到来之际，记者
走访市中心血站、医院输血科等处寻找答案。

定期奉献“名医
访谈、医疗活动、健康
科普”等精彩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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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周 健 闻

聚焦传染病医院转型发展

中公卫联盟年会
响起南通声音

近日，“健康中国我们行动——
南通分站暨健康大讲堂社区行公
益讲座”第四站走进崇川区城东街
道濠东社区。围绕“秋冬季营养与
健康”这一主题，市六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专科主任、主任医师顾
红艳，中国营养学会会员、健康管
理师陈建斌应邀开讲。

秋冬季营养与健康

老年患者成用血“主力军”

今年60岁的周燕（化名）因罹患
乳腺癌接受化疗，导致骨髓造血功能
受抑制。在接近20次的输血和升血
小板药物治疗后，她的血小板数量才
达到维持不出血的低限水平，眼下刚
刚度过了危险期。

“如果这次的血液支持不成功，
患者之前所有的抗癌治疗都将前功
尽弃。”通大附院输血科主任丛辉告
诉记者，部分肿瘤患者化疗后，造血
功能会受到影响，此时，输血成为重
要的支持治疗手段。

近年来，随着临床医疗水平的提
升，老年人带病甚至带瘤生存的生命
周期大大延长，随之而来的是需要输
血支持治疗的患者数量逐年增加，导
致临床血液供应压力不断上升。

调查发现，在市区各家医院，血
液科是名副其实的“用血大户”。“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是白血病的高发人
群。”通大附院血液科主任蔡奕峰介
绍，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给血液病患
者带来了新生，但从患者进入移植仓
到出仓，整个造血重建的过程需要两
到三周，这期间都需要进行输血支持
治疗。在该院，像这样的造血干细胞
移植患者每年都有近80例。

此外，血液科门诊上还有不少常
年靠输血维持治疗的再生障碍性贫血
患者，平均20天就来院进行一次输血
维持治疗，每次输血量至少需要一名
献血者一次的最大献血量。

在南通市区，去年共有近5万人
次献全血 14.15 吨、血小板 8128 单
位，千人口献血率达29.3‰，远远高于
12‰的全国平均水平。“尽管市区献
血密度很高，但人均用血量也远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60岁以上老年
人群的用血量占比达61%。”市中心
血站党支部副书记汤蓉蓉坦言，目
前，市区采供血呈现“紧平衡”状态。

《江苏省献血条例》第二条明确写
到：“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
康公民自愿献血；既往无献血反应、符
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自愿
献血的年龄可以延长至六十周岁。”

不难预见，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
不断加深，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逐年
上升，适龄献血人群逐步减少，未来
血液供需矛盾将日渐突显。

认识误区加剧血液供需矛盾

“为什么献血无偿，用血有偿？”这
是市中心血站接到来电咨询最多的一
个共性问题。对此，市中心血站血源管
理科副科长杨玭解释，无偿献血者所献
的血液在供应到临床之前，需要经过采
集、制备、检测、储存、运输等一整套流
程，“所收费用是国家规定上述流程产
生的费用，并非血液本身的费用。”

“我又不是不给钱，到了医院肯定
会有血输的。”这是临床用血患者及家
属的又一个认识误区。丛辉告诉记
者，用血高峰期，医护人员在宣传无偿
献血时，多数家属都不太理解。“血液
不是商品，生产不了，也不可以买卖。
如果人人都是坐等他人献血，血库里
将无血可用。只有每个人都行动起
来，才能保证用血平衡。”丛辉说。

到底什么在阻碍无偿献血？“我们
曾做过市民献血意向调研，在收回的
126份有效问卷中，有61人把‘担心献
血影响健康’作为阻碍献血的首位原
因。”为此，南通大学医学院无偿献血志
愿服务队的骨干成员韦啸和小伙伴们
利用业余时间深入社区、走上街头积极
宣传“无偿献血无损健康”的理念。

“正常人的血液总量是体重的
7%~8%，一个50公斤体重的成年人
的总血量为3500毫升~4000毫升，
我国规定的献血标准为一次献血200
毫升到400毫升，仅占自身总血量的
5%~10%。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
人献血不超过自身总血量的13%，对

人体是没有不良影响的。”韦啸解释，
适当的献血可以刺激身体内的造血功
能，使血红细胞生长加速，促进血液的
新陈代谢，对健康不仅无害还有利。

破解用血困局亟待多方发力

“我们每个人都将老去，从这个意
义上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用血难题，
事关每个人的健康需求。”市政协委
员、通大医学院教授顾建兰注意到，近
年来，我市临床血液供需矛盾不断加
剧，2017年至2020年市区无偿献血
增幅为22.26%，远落后于市区用血手
术人次数48%的增幅。为此，今年市

“两会”期间，她提交了“关于南通市区
增设无偿献血采集点”的建议。

“无偿献血的重点人群是30岁以
下的年轻人。但受学业压力、就业压
力等多重因素影响，高校无偿献血热
情有所下降。”杨玭介绍，为破解用血
困局，他们进一步扩大了团体献血的
覆盖面，深入民间社团、公益组织当
中，科普无偿献血的相关知识、血费
报销及“三免”政策等，让更多人重视
和参与到无偿献血的行列中来。

无偿献血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每
一个献血点都是一个城市文明的展
厅。“启用文峰站地铁献血屋，升级改
造经济开发区永旺、利群超市献血屋，
精心谋划北大街献血点新址……今
年以来，我们狠抓提档升级献血点，
进一步提升了无偿献血服务质量。”
汤蓉蓉介绍，市中心血站还创新工作
方式，紧跟夜市经济的步伐，哪里夜
市火爆，流动献血车就追到哪里，4个
设在夜市的流动献血点有效提升了
市民在街头自愿献血的参与度。

由于工作原因，医护人员对无偿
献血的认知更为清晰。市政协常委、
市三院副院长孙郁雨就曾在患者及
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抢救病人、
缓解临床用血压力主动献血。“献血
不仅仅是一个医疗行为，更是一个社
会行为，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只有
政府支持、社会共同参与，才能保障
老龄化带来的庞大用血需求。”他建
议，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适当
放宽无偿献血的年龄限制。比如，在
人口老龄化的日本，年满16岁就能
献血200毫升，最大可捐献年龄为69
周岁。 本报记者冯启榕

本报见习记者朱颖亮

用血困局亟待多方合力破解

晚报讯 1日至3日，由上
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
市医院协会传染病医院管理
专委会、上海东方感染病预防
康复研究中心主办的2023年
第三次中国公共卫生联盟年
会暨第六届长三角传染病防
治医联体年会在安徽省六安
市举行。南通市第三人民医
院党委书记蔡卫华作主旨
报告：“传染病医院如何跳
出与疫情共起落的历史周期
率——DRGs背景下传染病医
院的当下与未来”。

本次会议采取主题报告、
圆桌讨论等形式，围绕加强公
共卫生学科建设、临床科研、
精细化运营、医院文化、医防
融合、强化传染病医院临床救
治防控体系与能力建设等热
门话题展开探讨和交流，旨在
积极联动中国公共卫生联盟
成员单位和长三角传染病医
院，提升公共卫生临床救治及
传染病防控管理水平，分享传
染病防控、医院管理等方面的
经验，进一步推进实施国家长
三角公共卫生一体化战略。

此次大会还进行了优秀
医院管理案例评选表彰，南通
三院案例《后疫情时代传染病
专科医院运营探索实践》荣膺
二等奖。 通讯员王晨光

记者冯启榕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市老年人用血需求逐年
上升，而适龄献血人数逐年下降——

临床血液供应压力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