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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了解无偿献血吗

图片来源：摄图网

那些有关献血的谣言
因苏璞

因丁思月

血液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的

每个组成部分都有其特定的任务。白

细胞作为免疫系统的一部分，能在机

体发生炎症或其他疾病时，帮助身体

抵抗病原的入侵；红细胞能将氧气、二

氧化碳等各类物质输送到全身各处，

并有缓冲血液酸碱度的作用；血小板

具有止血作用，能够加快血管愈合、促

进血液循环；血浆的主要功能是运送

蛋白质（包括抗体和凝血因子）以及葡

萄糖等营养物质。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输血科主

任医师嵇月红介绍，无偿献血分为捐

献全血和成分献血，成分献血一般称

为捐献机采成分血。捐献全血是捐献

血液全部成分的过程，常规的献血 200

毫升或者 400毫升，都是指捐献全血。

捐献机采成分血是指献血者通过血液

分离机捐献血液中某一种成分的献血

行为，捐献的成分可以是血小板、粒细

胞或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等。目前临床

最需要的成分血是血小板。

“健康人体内血小板数量充裕，人

体内的血小板平均寿命是 7~14 天，捐

献机采血小板后，人体内的血小板一

般在 48~72小时内恢复到采前水平。”

嵇月红指出，血液作为临床救治的稀

缺宝贵资源，无法人工合成，只能依靠

健康、适龄公民的无偿捐献。但同时，

血液的安全问题、献血者的安全问题

也日益凸显。实践和经验表明，来自无

偿献血者特别是合格的经常献血者的

血液，是最安全的血液。

不过，无偿献血前需要注意以下几

个方面。

献血前，首先要评估自身是否达到

献血基本条件。适合献血的年龄是

18~55 周岁。既往无献血反应、符合健

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再次献

血的，年龄可延长至 60周岁。两次献

全血需要间隔 6 个月以上。体重过轻

（男性低于 50kg、女性低于 45kg）和营

养不良的人群均不适合献血。患有慢

性病、肿瘤、传染病、精神类疾患和部

分职业病人群也不宜献血。献血的前

一天应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睡眠，避免

劳累和熬夜。献血前三天不要饮酒，献

血前一天晚餐和当天早餐不要高脂饮

食，以免发生脂血，影响转氨酶检测结

果和血液质量，但也不建议空腹献血，

可以吃些清淡的食物，并且献血前不

要过量饮水。

献血时，应全身放松，保持心态平

静，避免血管收缩而影响献血。若出现

心慌、胸闷、出冷汗、口干等感觉时，应及

时告诉采血护士，以便及时采取措施。抽

血完成后，采血手臂放松、伸直，用另一

只手中间三指紧压针眼处 10分钟以上，

以防止皮下渗血、局部淤血。不要立即

离开，而应在采血现场休息至少 15分

钟。在 4小时内切勿揉捏针口，不宜提取

重物或用力甩动手臂，以免影响针口愈

合。针眼处保持干燥、清洁，敷贴 4~6小

时后方可除去。献血当天不要从事高空、

高温作业或长途驾驶、体育比赛等活动，

一两天内不要做剧烈运动。

献血后，适当多喝水可以迅速补充

血容量。保持正常饮食，无需额外进

补，可适当吃些瘦肉、鸡蛋、猪肝、豆制

品等含蛋白质较高的食品。献血后最

初几天身体处在代偿恢复期，个别献

血者会出现倦怠的感觉，不要惊慌，只

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就会很快恢复。

嵇月红强调，全血捐献间隔期不少

于 6个月；机采血小板捐献间隔期不少

于 2周、不多于 24次 /年，因特殊配型

需要，由医生批准，最短间隔时间不少于

1周；机采血小板捐献后与全血捐献间

隔期不少于 4周；全血捐献后与机采血

小板捐献间隔期不少于 3个月。

献血是给绝望的生命以希望，

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但是，一些有

关献血的谣言阻碍了潜在献血者的

行动。为此，工作在一线的医务人员

要打破这些谣言，莫让谣言“捆住”

爱心。

谣言一：献血会导致感染艾滋病、

肝炎等传染病

献血的安全性主要依靠三点保

证：第一，献血者采血时，用的是一次

性消毒注射器，注射器经过严格的消

毒，使用完会集中销毁。而生产采血耗

材的厂家，是经过国家卫生相关部门

严格审批的。第二，献血的时候采用一

人一针，而不是多人一针，可以避免交

叉感染。第三，献血是个输出性的过

程，将血液从体内抽出，因此不会被传

染疾病。

另外，很多人担心街头献血车的

采血安全问题。对此，襄阳市中心血站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街头献血非常安

全。献血车属于特种车辆，车内的设

备、仪器与检查项目按照献血要求进

行设计和装备，标准和中心血站本部

完全相同。献血车的工作人员具有良

好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上岗前均经

过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上岗证。整个

采血过程按照中国输血技术操作规程

实施，有一套完整的消毒、检查和管理

制度。此外，采血车上安装了紫外线消

毒灯，适时进行紫外线消毒，台面、地

面、物品均用消毒液擦拭。同样，献血

车内与献血者有接触的物品，无论是

采血第一步使用的小针头、棉签，还是

最后使用的献血袋均为一次性的，用

后会统一销毁，绝对不会发生交叉感

染，不会给献血者带来不安全因素。

谣言二：献血后容易发生贫血

人体有一个完整的血液系统，血

液能够自给自足。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献血不超过自身总

血量的 13%，对身体没有不良影响。

一个人体内的总血量大约为体重

的 7%~8%。例如，一个 50公斤体重的

成年人，全身总血量约 3500~4000毫

升，献血 200或 400毫升，均在世界卫

生组织的安全标准以内。

而且，人体献血之后 2 个小时

内，血容量就能得到补充，3 个月以

内红细胞、血红蛋白、血清铁等都能

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因此，献血不

会造成贫血。

谣言三：献血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献血会降低献血者免疫力的说法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认为献血失去一

部分白细胞和抗体，而它们可以帮助

人体有效地抵抗病原体微生物的感

染，形成人体的“免疫防线”。的确，献

血会使人体失去一部分白细胞与抗

体，但是从通常献血量来看，人体实际

失去的白细胞与抗体的比例非常小。

献血后失去的水分和无机物，1~2个小

时就会补上，血浆中的抗体等蛋白质

由肝脏合成，一两天内就能得到补充，

因此白细胞很快就能恢复到献血前的

水平。

谣言四：献血会让人“上瘾”

有谣言说，献血后人体的造血功

能不断增强，会使血管肿胀，如果不通

过抽血的方式，无法减轻这种不适感。

其实，这种“献血会上瘾”的说法是错

误的，而且毫无根据。

曾有采供血机构做过调查，献血

200~400毫升对人体只是一个小小的刺

激，人体会制造出较多的红细胞生成激

素，使骨髓制造红细胞的数量增加。即使

不献血，红细胞也会不断衰老和死亡，它

在体内维持正常的动态平衡。

目前，全世界的献血者数以千万

计，还没有献血产生生理性“上瘾”的

案例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