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上海市首次在同一天

完成了 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3
位青年分别在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中国红十字会医院）、上

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市红十

字会医院）两处捐献点完成捐

献，成为上海第 598、第 599和第
600例捐献者。

据来自上海市红十字会的

数据，截至 2023年 10月上旬，中
华骨髓库（又名中国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累计库容达 328
万人份，已经实现超过 1.6万例
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仅上海

市分库中，就有超过 17万名来
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静候“髓

缘”，时刻准备为血液病患者送

去生命的赠礼。

“我要入库”很便捷

“大家看，我们把这根棉签

在口腔里的四个地方刮一刮

……”10月 17日一大早，上海市
第一人民医院虹口院区，来自上

海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李红

妹正比划着棉签采样的动作，为

面前 19位捐献志愿者讲解通过
口腔黏膜自主采集造血干细胞

样本入库的方法。

接受培训的 19位志愿者，是
医院的新入职护士、医学管培生。

上海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

部副部长张懿介绍说，相较于以

往的血液采样方式，起源于欧美

的口腔黏膜拭子采集方式，具有

避免创伤、运送便捷、志愿者易

于接受等特点。

2015年起，上海市依托中华
骨髓库总库支持，在全国率先应

用了口腔黏膜采集方式。同时，

探索微信报名口腔采样，捐献志

愿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提交

“我要入库”的申请，红十字会将

采样工具盒寄到志愿者家中，后

者采样后拨打红十字会电话，便

会有专门人员上门收取。“这样

做，志愿者不用负担快递费，只

要确认自己的入库意愿，配合采

样，样本被保留下来送到实验

室，就登记进入中华骨髓库了。”

中华骨髓库作为全球四大

骨髓库之一，面向全世界配型。

张懿透露，目前中华骨髓库上海

分库已经涉外捐献 20例，“还有
2例面向美国患者的捐献，现在
正在走流程。”

“有意义的事一定要做”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

房里，上海市第 600例捐献者李
新、第 599例捐献者潘邓并排躺
在两张病床上。病床间，两台血

液分离机正在运转着，几根长长

的输送管连接着捐献者和机器，

血液在其中一点点进行着干细

胞的分离与采集。机器旁，医师

和护士全程监测、调试参数。

病床上是两张年轻的面孔。

捐献者李新是“95后”，早在 10
年前就在一次献血中加入了中

华骨髓库。“以为不会有消息了，

没想到现在配上了，很激动。”李

新说，得知配型成功后，自己认

真查阅了许多资料，希望做足准

备，保证捐献顺利进行。

潘邓今年 23岁，是在 2021
年 8 月一次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入库活动中加入的中华骨髓库，

今年 9月配型成功。“我从 9月
底到现在一直避免外出，就是为

了减少外界影响，防止因为生病

影响捐献。”尽管手上还插着管

子，但潘邓看上去毫无倦色，谈

笑自如，“我感觉自己做了一件

算是挺伟大的事情。”

除了病房里的他们，楼上的

登记入库现场，19位捐献志愿者
的面孔同样很年轻———他们都

是“90后”“00后”，其中年龄最小
的只有 21岁。

来自安徽的张慧今年刚刚

入职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得知

医院号召职工加入中华骨髓库，

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作为一

位护士，我在临床上见过不少被

血液疾病折磨的患者。在此前，

我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护理技

能为他们减轻病痛。希望在今

后，能有机会为他们提供另一种

形式的帮助。”尽管怕疼，张慧觉

得这并不足以成为自己的顾虑，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是

一定要去做的。”

上海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部

工作人员赵国强告诉大江东工

作室，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报名

年龄要求在 18-45周岁，因此青
年人是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主力。

上海所有医科院校在新生入学

时，会将骨髓捐献入库登记纳入

入学教育，基于个人意愿组织集

体登记入库。上海有的中学，还

将自愿登记入库纳入学生 18岁
成人仪式。

社会知晓度支持度提升

上海市红十字会介绍，近年

来，中华骨髓库每年入库保持在

1万例左右，并且仍在稳定增加，
主要来自于集体组织入库和个

人报名入库两个渠道，而两类渠

道每年占比不同。“我们没有指

标规定要完成多少，现在上海市

的捐献报名全部是开放式的，面

向全社会开放。”张懿说。

近些年，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社会知晓度、支持度都得到了明

显提升。张懿说，有一位北京的

护士来上海取干细胞，出租车驾

驶员看到她携带着有骨髓干细

胞标志的箱子，就知道她是来取

送造血干细胞的，让这位护士很

是感慨。在城市轨道交通方面，

安检等环节主动为运送造血干

细胞的医护人员提供服务，保障

运送通畅。

不少上海市民主动参与志愿

服务。在登记入库现场，一位穿着

蓝白马甲的志愿者忙前忙后，配

合工作人员的讲解，指导捐献志

愿者进行口腔自主采样。大江东

工作室在交谈中发现，他是一名

主动报名参加红十字会此次活动

的社会志愿者，也是“入库”10多
年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他

一直没被配型成功，就想用另一

种方式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帮我

们做宣传、忙登记。”张懿说，“这

样的志愿者，我们还有很多！”

这些志愿者来自社会各行

各业，有人还是忙碌的外卖员、

工地工人，尽管可能自己的生活

状况并非理想，但他们对于无偿

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等公益事

项都感到义不容辞。曾经有位从

事二手房买卖的房产经纪人，为

了花时间完成捐献，毅然放弃了

自己的工作，因为“这是救人一

命的大事啊”。

另一边，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的病房里，躺着第 598例捐
献者李朱峰。他今年 32岁，是松
江区佘山镇城运中心的一名网格

监督员，一直热心于志愿服务，曾

多次参加无偿献血。两年前，他错

过了单位组织的登记入库，便自

发找到松江区红十字会，悄然加

入了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行列。

李朱峰是松江区佘山镇第

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这次捐

献得到了单位和爱人的支持，

“单位领导非常重视，给我批准

了假期，还安排专车送我来医

院。”而李朱峰的爱人庞女士是

一名医务工作者，对丈夫的选择

十分赞同和支持，特别是在了解

到捐献对象是一个小朋友后。她

说：“我们家也有两个小朋友。将

心比心，我们知道小朋友生病对

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在场监测捐献过程的医务

工作者杨女士说，多数志愿者并

没有什么医学背景，他们积极参

与捐献，“很了不起！”

认知误区仍需破除

在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

宣传与科普中，最大的困难还是

在于人们对“捐骨髓”的认知误

区。“‘捐骨髓’听起来似乎很可

怕，其实就是捐献造血干细胞，

可不是‘敲骨吸髓’。”赵国强说，

“我们不可能为了挽救一个生

命，去践踏另一个生命。”

造血干细胞捐献过程，其实

是通过外周血采集造血干细胞，

与无偿献血中的机采血小板过程

基本相同，即经血液分离机分离

出所需要的血液成分后，其余血

液成分会被回输到捐献者体内。

“通过外周血采集造血干细

胞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捐献

前要注射药物作为动员剂，这样

采集时对捐献者身体的影响会

大大降低。通常捐献结束一两周

后，药物就被完全代谢出体外，

捐献者将恢复正常的生活状

态。”张懿说，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采集量完全不会影响志愿者的

身体健康。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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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救命的事”，在上海发生了 600 次

“在场边，我可以近距离观看

运动员们比赛，感受他们身上的

拼搏精神。”来自中国计量大学质

量与安全工程学院的大三学生陈

儒政，是杭州第 4届亚残运会的
一名志愿者。比赛中，陈儒政负责

衣箱搬运工作。“尽管流线和动作

很简单，但我们要展现出最好的

精神面貌。”陈儒政说。

从亚运会到亚残运会，陈儒政

和同校志愿者们每天早出晚归，但

他们乐在其中。“赛事服务经历对

我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据了解，杭州第 4届亚残运
会共有 1.2万名赛会志愿者。其

中，有约 0.93万名像陈儒政这样
的志愿者是由亚运会转换而来

的。培训期间，“小青荷”们还通

过“理论+实操”的方式掌握场馆
竞赛运行领域的助残细节和助

残服务技巧，保证服务水平在两

个赛会中同样专业。

同是竞赛场馆内的志愿者，

胡锐的工作与运动员的联系更

为直接。“适应性训练和比赛中，

我需要紧盯排球，在球滚到场外

的时候，用最快的速度传回。”胡

锐的工作地点在杭州临平体育

中心体育馆，坐式排球比赛在这

里举行。“坐式排球比赛中，我们

要传‘地滚球’，以方便运动员更

好接球。”胡锐说。

胡锐的志愿服务培训从今

年 6 月开始，作为“捡球手”，她
每一次传球都需要保持上半身

直立，下半身小弓步，将球直线

滚出。“把这样的小事做好，服务

才能更到位。”胡锐说，“我感受

到了竞技体育的激情和志愿服

务的温度，所有努力都值得。”

开闭幕式上，数万名观众有

序观礼。观众服务志愿者魏琨

说：“比起场上的节目，我更关心

观众需要什么。”魏琨也是一名

残疾人，十分热爱运动，“以志愿

者的身份参与盛会让我感受到

了自身的价值”。

面对观众的询问，魏琨总是

认真回答每一个问题。“亚残运会

志愿者工作，不仅要以‘平等、参

与、共享’的助残原则看待残障人

士，更要留意细节，每一个动作都

是对志愿服务工作的考量。”魏琨

表示，“开幕式上，一位观众告诉

我，他曾是 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
志愿者，这让我深深感到，志愿服

务的精神是代代相传的。”

接力传承的志愿服务精神，

延伸到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您好！我是西湖志愿者。请

您从右手边通过，这里是无障碍

坡道。”在西湖边的“西子驿·柳

浪闻莺”志愿服务亭，年过七旬

的戴椿年正在为一位坐轮椅的

中年游客提供服务。每天早上，

戴椿年还会对来此服务的学生

志愿者进行外语培训。“这里的

年轻志愿者，外语说得可不一定

有我顺溜。”戴椿年说。

从竞赛场馆赛事运行保障，

到非竞赛场馆贴心周到服务，再

到城市里星罗棋布的亚运青年

“V”站，志愿服务蔚然成风，志愿
者们用专业和热情为梦想护航。

（据《光明日报》）

志愿服务，为梦想护航

寻常早间，两家医院

的病房里，3台仪器

无声运转，长长的胶管里流

动着殷红的血液。

通过仪器，逐渐分离出

一小袋红褐而透亮的物

质———造血干细胞。这么一

小袋，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

的礼赠，能给血液病患者送

去新生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