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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市临床用血量高位运

行，血紧平衡被打破。根据天津市采供

血机构数据显示，目前的血液存量仅为

历史饱和期的三分之一，血液保障面临

困难与挑战，在用血量不减，无偿献血处

于淡季的今冬尤为严峻。
血液库存紧张 用血保障刻不容缓

■ 本报记者 刘峦 张照东 摄影 王倩

血紧平衡被打破 她秒变献血者

前不久，天津市血液中心（以下简
称市血液中心）体采科副主任程雪接到
一个咨询电话，对方是一名患者的父
亲，语气焦急，声音哽咽。他讲述来自
河北省沧州市，孩子患白血病，现在天
津住院治疗需要紧急输血，他已经为孩
子献过一次，目前正处于第二次献血的
间隔期，孩子的母亲因为有慢性病，不
具备献血条件，在天津又举目无亲，陷
入困境。情况紧急，程雪在询问了医院
具体治疗情况后，当即决定自己无偿献
血，以解燃眉之急。
程雪说，作为市血液中心的一名

工作人员，以身作则参与义务献血，是
责无旁贷的。200毫升的血液，对身体
没有任何影响，却可以在紧急关头为
他人生命提供保障。
像程雪一样，市血液中心几乎每

一名符合献血条件的工作人员都在岗
献过血。爱心奉献背后一个必须正视
的事实是目前我市血液存量不足，用
血出现紧张，他们的专业术语是“血紧
平衡被打破”。程雪告诉记者，用血紧

张不只发生在天津，这是全国性问题，
截至2023年11月，我市千人口献血率
为 12.96，居全国第三位。与天津相
比，许多省市用血更为紧张。
在市血液中心采访时，记者看到，

从中午到下午，程雪不停地接听咨询
电话，内容全与献血、用血有关。程雪
说，这部热线电话原本是为咨询献血
的人准备的，进入2023年，特别是近
期，有关用血的咨询电话多了起来。
市血液中心发血科主任张胤正

在通过与医院联网的用血系统进行
实时观测。他告诉记者，为保障供血
的有效使用，现在已经采取了相应的
控制措施。他说，临床用血需求分为
刚性需求和弹性需求。孕产妇、血液
病人、外伤患者、肿瘤病人等用血需
求为刚性需求，要得到及时保障。预
约手术的临床用血为弹性需求，可以
通过预约安排，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人为调节，医院会根据不同情况实
施分流保障。目前，市血液中心对各
大医院用血实施总体库存的60%发

放。遇到紧急突发用血和一些特殊情
况，会及时调整。
张胤介绍，根据对各医院的用血观察，

目前我市就医人数比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有
较大提升，特别是外地来津就医人员较多，
相关用血量需求大幅增加。我市供血来源
于志愿者的无偿捐献，目前供血远远小于
用血需求，造成用血紧张局面。

医疗用血是稀缺资源，只能由健
康公民捐献而来，而且只有35天的保
存期，采血、库存与用血必须保持一个
合理的动态平衡，血液来源是这个动
态平衡的重要一环。
2005年，市委、市政府将无偿献

血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此后，逐步确
定了“以街头献血为主，团体无偿献血
为辅，应急献血为补充”的采供血机制
发展方向。很长时间内，街头无偿献
血占我市血库来源九成以上。
为何目前血液库存出现紧张的情

况？市血液中心党委书记张荣江分析

认为：一是街头流动人员减少，采血量受
到影响。他说，新冠疫情发生前，我市街
头献血一直保持旺盛的势头，为全市用
血提供了有力保障。我市已连续六次荣
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市奖，16个区连
续六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地区奖，
自愿无偿献血人数累计300余万人。街
头献血也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新冠疫情
防控期间，由于防控工作需要，人员流动
受限，以街头自愿无偿献血来保障的供
血基本陷入停滞状态。虽然近期有所缓
解，比2022年同期增长22.1%，但远没有
恢复到新冠疫情发生前状态。特别是目

前我市已经进入传统的献血淡季，城市
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足不出户的网上
购物等多种因素造成街头献血量大幅减
少。二是我市医疗资源不断高速高质发
展，新建医院和扩建医院陆续开诊，除本
地患者外，外地患者也不断增加，用血需
求增加，血液供需失衡。
在程雪看来，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人

们活动受限，无偿献血的氛围受到影响，
无偿献血的热情有所淡化。

充足的血液库存是生命的保障
线，面对临床用血紧张的严峻形势，张
荣江说，全市采供血机构积极应对，重
点做好四项基本工作，确保我市用血
安全。
一是努力提高个人自愿无偿献血

热情，进一步增加采血数量。街头志
愿者成为天津无偿献血的主力，不仅
充分体现了相关法规规定的自愿原
则，也体现了天津社会文明程度，具有
非常积极的意义。根据目前状况，将
进一步加强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的宣传
力度，出台更多对无偿献血者关怀的
措施。希望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到献血
的行列中来，克服用血紧张。
二是面对目前用血紧张的情况，

市卫生健康委紧急启动工作方案，积
极拓展团体无偿献血，发动更多应该
起表率作用的群体建立起团体无偿献
血模式，给临床用血以稳定的来源。
团体无偿献血能对个人自愿无偿

献血形式进行有效补充，是尽快缓解
采供血紧张的成熟做法，也是今后建
立血液稳定供应机制的长效之策。只
有提高团体无偿献血的比例，才能保
证血液库存量的稳定。
最近，经过市血液中心多方联络，

众多团体参与无偿献血的工作正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
12月4日，天津市肿瘤医院的3名

工作人员走进了市血液中心。该院输
血科主任张鹏宇表示，天津市肿瘤医院
临床各科室医护人员积极参与无偿献
血，今冬已有128名职工成功献血。
12月8日，市血液中心的献血车

开进天津食品集团，第一批100余名干
部职工走上献血车，参加了无偿献血，
其中员工宋连娜已经第六次献血。
同一天，天津市人民医院的28名医

护人员带着拳拳爱心来到了市血液中心，
参加无偿献血。截至目前，共有183名职
工成功献血37800毫升。

此外，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献血447
人、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献血223人、天
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献血208人、中国医学科
学院血液病医院献血156人……
他们通过无偿献血践行着医务工作

者的初心和使命。
三是加大无偿献血应急保障队伍建

设，目前我市有近一万人的无偿献血应
急保障人员，分布在全市各区，确保用血
万无一失。
四是继续扩充稀有血型“熊猫血”的

志愿者队伍，让这个“流动血库”扩容，确
保需要时能及时供应。
为助推四项基本工作顺利开展，还

出台了三项配套措施。
一是内部挖潜，提升对无偿献血者的

关爱，市血液中心对在中心累计献血20次
以上并在上一年度参加献血的无偿献血
者赠予公交卡、意外医疗保险，实现对献
血者“一免一险”的关爱。加大宣传力度，
让无偿献血观念深入人心。进行能力建
设，规范服务，提升水平。整合扩容献血
设施，使之现代化、人性化，给献血者一个
温馨的环境。
二是外部调剂，在紧急情况下，启动

外省市调剂方案，同时会同各医疗单位，
规范临床用血使用，采取临床等融性输
血、回输血、预存式输血等科技前沿方法
有效实施用血。
三是保障用血安全，目前天津市采供

血机构所使用试剂和试纸条均为世界一
流品质，所有耗材均为一次性，一人一套，
无论对献血者和受血者来说，不存在交叉
感染情况。
张荣江表示，天津是一座

有温度、有态度的城市，在无偿
献血这项工作中，有太多普通
的市民奉献了大爱，保障了我市
临床用血的安全供应，为“健康
天津”的高质量
建设构建一道红
色保障线。

12月14日下午3时40分，外面正下着雪，市
血液中心机采中心内很热闹，有30余人正在献
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志愿者都是来捐献
血小板的，他们中大部分人有多次捐献的经历，有
的人甚至多达上百次。
马君和袁丽是一对夫妻，今年39岁的马君已经

有20年的无偿献血经历。他说自己第一次献血是
在19岁那年，一次外出路过市血液中心门口，曾经
听朋友说过献血的事，也看到过献血的公益广告，想
既然献血可以救人，就决定进来试一试，这一举动坚
持了20年。记者在市血液中心档案上看到，截至最
近一次，马君捐献血小板已达261次，507个单位，相
当于捐献全血405600毫升。面对自己的这个数据，
马君只是憨厚一笑，他说：“我只是想做件好事，其实
献血救他人的同时，也是救自己。”
对于这个说法，妻子袁丽深有体会。起初，袁

丽一直反对马君献血，她担心这样会影响身体。
她告诉记者，那时马君献血都是背着她的。直到

有一次自己家人患了重病，急需用血，因为马君无
偿献血的行为，她的家人得到了及时快速的免费
供血保障。此后，袁丽开始重新审视无偿献血的
意义，不仅全力支持丈夫，而且还直接参与进来，
和马君一起成了一对无偿献血的志愿者夫妻。
马君说，通过无偿献血，我们交到了好多志愿

者朋友，大家不时相约到市血液中心献血，既是献
爱心，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聚会。在这里交流如
何锻炼身体、如何保障日常饮食等，就是为了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提供好的血源。马君说，在
得知用血紧张的情况后，为了能顺利地献血，他已
经戒酒半年了。这次，尽管下着大雪，夫妻俩还是
从居住的北辰区赶了过来。
在现场，记者遇到天津商业大学一名大四女

生，3年来她已经十几次走进市血液中心捐献血
小板。她不愿意公布姓名，是因为怕父母知道后
担心自己，在母亲的观念里，女孩子经常献血对身
体不好，自己与母亲也解释不通，只好瞒着她。
这名女生说，她的职业理想是当一名医生，因

诸多因素没有学成医学专业，但一直对医学、医生
有一种情怀，无偿献血也是对自己不能从医遗憾
的一个弥补。“2020年，我与大学好友一起到滨江
道献血屋献血，同学因为体重太轻没有献成，我是
第一次成功献血，当时有点儿小激动。后来了解
到，献全血只能半年一次，血小板可以半月献一
次，很多血液病病人非常需要血小板，从此以后，
我就经常到这儿捐献血小板。每次自己的血小板
成功输到别人身体中，我都能接到短信，这时我最
有成就感。”她说。

街头流动人口减少 无偿献血受影响

四项举措三项配套 确保用血安全

他们用血液温暖这座城市

面对血紧平衡被打破，全市采供血机构的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机
关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各界群众、大学生等无偿献血的志愿者们，正
在全力以赴，保障全市用血。

12月13日下午3时，雪花越来越密，泥泞的
道路上行人稀疏。记者来到地处南京路与滨江道
交口过街天桥下的市血液中心献血屋。
在献血屋门口楼梯处，一位工作人员冒雪迎

上来问：“是来献血的吗？天冷，快进屋暖和暖
和。”获知记者是来采访时，她说：“我是献血屋的
负责人石彩侠，欢迎来采访我们的献血者。”
走进献血屋，瞬间感受到融融的暖意。屋内宽

敞明亮，登记、体检、化验、采血、休息、发礼品，各个
功能区分割有序。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对几位
年轻献血者进行登记、体检、快速化验、采血。
刚采完血在休息区观察的李嘉诚今年20岁，他

说这是自己第二次献血，第一次献血是在今年1
月。正在采血的杨振东是第三次献血。二人都是生
意人，也是好朋友。李嘉诚说，感觉献血对身体没有
影响，还能帮助到别人，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自己
是普通人，想到能为社会作贡献，心里蛮自豪的。
另一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李静，17年来共献

血11次。第一次是在老家黑龙江。因为家里有
医务工作者献过血，让李静认识到献血是一件有
意义的事情。来天津工作后，只要身体允许，李静
每年都要献一次血。每当接到自己的血液被输入
到某个患者身体内的短信，李静就非常有成就
感。她说最近与献血志愿者交流，知道目前用血
紧张，就想多出一份力。目前自己身体状况不错，
当天休班，就赶紧坐地铁来献血。李静一开始不

愿意接受采访，在她看来，要不要献血是非常个人
化的行为，自己认为这件事值得做就坚持做。她
说有几个熟人献过血，与她还成了朋友，她们也像
自己一样从外地来天津打拼，能成为无偿献血的
志愿者，为这座城市贡献一份力量，感到很欣慰。
张楠是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一名行政人员，单

位号召员工献血，她马上报了名，这是她第二次献
血。采血前，张楠请工作人员用手机现场拍照，准备
发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她说，献血是一件光荣的
事，对献血者非常有纪念意义。拍照留念或发到朋
友圈，可以用正能量感染身边的人。
石彩侠说，街头流动人员中的年轻人群和外

来人群一直是无偿献血的主力，市血液中心在滨
江道、天津火车站等人口流动比较大的繁华地点
设置11处采血点位，便于热心群众献血。为了给
献血者提供更好的献血环境，2016年，包括滨江
道献血车在内多处升级为环境条件更好的献血
屋，启用后，全年无休，7年来滨江道献血屋累计
近10万人次献血。
石彩侠说，12月13日共有66位志愿者在献

血屋成功献血，这在今冬属于献血者比较多的一
天，她和同事们都非常高兴。
她介绍，滨江道献血屋献血者数量波动较大，

日献血人数从三四十位到100多位，最少一天只
有1位。创造氛围，提高更多年轻人无偿献血热
情是当务之急。

屋外雪花飞舞 屋内爱意融融

献血救人 其实就是在救自己滨江道献血屋工作人员向行人介绍无偿

献血知识。

无偿献血人员到市血液中心捐献

血小板。

无偿献血的室外公益广告。

市民到市血液中心献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