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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的爱
他说多年献血
身体反而更好了

每一袋血的背后，都对应着一位
无偿献血者。4月20日虽然是工作
日，但前往长春市中心血站献血的市
民依然络绎不绝，乔卫东已经是血站
的常客了，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认
识他，甚至一些献血者也跟他很熟
悉。

每隔14天左右，乔卫东都会到
长春市中心血站献上250个毫升的
血小板，在了解单采血小板技术之
前，他一直都是捐献全血。“十年前
吧，当时也是亲属住院，找不到合适
的血，非常着急，后来逐渐了解到献
血的好处和意义，就一直坚持了下
来。”乔卫东说，他是从事建筑行业
的，有时候出差到外地，他就会在外
省继续献血，甚至在疫情期间，他也
没有耽误献血的脚步。

“很多人对于捐血很害怕，其实
没有必要，献血对身体没有任何负
担，也不会有不适感，参与献血后，我
反而觉得身体比以前好了，已经好多
年没感冒了！”乔卫东笑着说。

说话间，乔卫东完成了血小板捐
献，带着37℃体温的血小板被采集
到了血袋里，这被大家称之为“37℃
的爱”，护士第一时间为其贴好标签，
这个标签上有一个条形码，这是它的

“身份证”，无论这袋血小板去到哪
里，都可以追溯得到。

全血“分家”
采集的血液
在成分制备科进行加工

长春市中心血站是长春地区唯
一一家采供血机构，下设10个固定
的采血点，流动采血车5台，承担着
长春地区76家临床医疗机构急诊急
救用血的血液采集、检测、制备、供应
及医疗用血的业务指导工作。

据供血科主任严莉介绍，被采
集回来的的全血首先会进入到血站
的待检库，工作人员会对待检库内
的血液进行初期的核查，筛选掉一
些血量不足、外观不合格的血液，

“我们会将筛选过的血液发往成分
制备科以及检验科，等他们进行血
液分离后，再把成品送回到成品库
保存。”

记者在成品库看到，各种类型的
血液制品按照不同的血型，存放在不
同的保温柜内，“全长春市可以使用
的血都在这里了！”严莉表示。

在成分制备科内，记者看到工作
人员正在对采集回来的血液进行加
工，一袋全血在这里将被“分家”。“一
袋全血的主要成分包括血浆、红细
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等，所有成分混
合在一起，但在临床用血时，有些患
者只需要红细胞，有些患者只需要血
小板，还有的患者只需要血浆，为了
能更有针对性地满足临床的用血需
要，提高血液利用率，这袋血要在我
们成分科‘分家’了。”成分制备科张
雪松主任告诉记者，除了单采血小板
以外，所有的血液产品都是从成分制
备科生产出来的。

在成分制备科内，记者看到工作
人员正在将一袋袋全血挂在一个类
似晾衣架的架子上面，“这是在去除
血液里的白细胞，通过这个滤器可以
将白细胞完全吸附，从而达到过滤的
目的，仅仅这一个步骤，就需要两三
个小时。”工作人员介绍。

“白细胞过滤出去后，需要将血
液放置到离心机内进行分层。”张雪
松指着实验室内一排类似打印机的
设备告诉记者，血液经过离心机的
运作后，会被分成三层，按照密度，
最下面深色的是红细胞，中间薄薄
的一层白膜是血小板和白细胞，上
面淡黄色的是血浆。“然后我们会将
它们分开保存起来，制成可以使用
的血液产品。”

样本“体检”
检验部门24小时
不停机地工作

就在全血进行制备的同时，与每
袋血同源的血液样本其实正在检验
科接受着“体检”，只有体检合格的血
液制品才能送到血库，进入下一个放
行环节，一旦体检发现了问题，这袋
血即便是已经制作成了血液产品，也
是会被废除的。

据血液检测实验室工作人员王
志勇介绍，临床用血最重要的就是安
全。为了保证用血安全，血液中心的
检验部门24小时不停机工作，就是为
了保证能及时快速地报告血液检测结
果。目前，针对输血相关传染病指标，
每一袋血在血液中心要经历两次血清
学检测和一次核酸检测，其中的两次
血清学检测必须要使用不同厂家的试
剂。只有两次血清学检测和核酸检测
均合格，这袋血才能有发往临床、用于
患者的资格。针对输血相关传染病指
标，血清学检测项目包括乙肝表面抗
原、丙肝抗体、艾滋病抗体、梅毒抗
体。另外，ABO/RHD血型、谷丙转
氨酶也是国家强制要求的血液检测项
目。核酸检测主要查乙肝、丙肝、艾滋
病。所有血液检测项目中，任何一次
不合格，血液就要报废。

血液制品有着不同的存储要求，
比如：红细胞的保存条件为4℃；血浆
则要放入速冻机中，在-50℃的环境
中速冻半小时后，再放入-22℃的冰
柜中保存。血小板的保存条件更苛
刻：要在22℃的条件中震荡保存，而
且保质期只有3到5天。为了保障血
液制品能够在适宜的温度中保存，每
个血小板储存柜子上不仅有温度监测
设备，还有报警装置，一旦温度高于或
者低于血液制品的保存温度，机器在
滴滴报警的同时，也会将信息同步到
相应的工作人员的手机上紧急呼叫，
让工作人员迅速前来调整温度。

长春“血库”到底啥样？捐献的血液被运到了哪里？血液制品如何存储？……

本报记者探访长春市中心血站
揭秘一袋“爱心血”的生命之旅

4月20日上午，52岁的乔卫东像往常一样来到长春市中心血站（暨吉林省血液中心）捐献血小板，在过去的十年里，他几乎每隔14天就
会到血站献一次血小板，20日当天，献血服务部护士长邸梅为他颁发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的荣誉证书，值得称赞的是，如果想获得
这个证书，获奖者至少要参与无偿献血40次，这是一份值得自豪的荣誉！

记者了解到，在长春市中心血站，像乔卫东这样的捐献者还有很多，他们捐献的血液或血小板都会被运往哪里呢？又要经历怎样的步骤
才能将它们用到患者身上呢？20日当天，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走进长春市中心血站，为广大市民揭开长春“血库”的神秘面纱！

在长春市中心血站内，有一台与医院用血信息
同步的电脑。如果哪家医院发来用血需求申请，信
息会同步到血库的电脑中。经过了制备检验完整
环节的红细胞、血浆或血小板将发往医院。血液制
品抵达医院后，迎接它们的是再一次非常严格的

“体检”，这袋血才能进入医院血库中。准备要输血
前，医务人员还将再次进行血型复检、抗体筛查、交
叉配血，一步步严格的筛查，就是为了保证患者的
用血安全。

有些人认为，血液是最宝贵的营养品，特别是
家里有重病病人的时候，都常常希望能输血让患者
康复起来。其实，血液制品不是营养品，而是一种
特殊的药品。它的特殊性在于输的血都是活着的
细胞，包括红细胞，输到患者身体里会发生细胞移
植，会发生看不见的反应。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输
血的原则是能不输血尽量不输；如果输血，首选自
体血液回输。当然，根据临床患者指征需要，确实
需要输血的患者还是必须输血。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摄

数字：
长春市每年无偿献血约12万人次

采访中，长春市中心血站业务科门小菲科长告
诉记者，在保障血液安全的同时，血液中心的所有工
作人员也在努力为献血的爱心人士们做好服务。在
长春市，平均每天有数百人等待临床输血。等待者
可能是一名外伤患者，可能是一名高危产妇，也可能
是一名白血病患儿。正因为这带着体温的爱，让一
台台迫在眉睫的手术可以顺利进行，让一个个垂危
的生命不再因为缺血而苦苦煎熬，也让一个个等待
的家庭看到了希望。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实施后，献血全
部改为无偿献血，而无偿献血最主要的来源就是街头
献血。“但街头献血也有淡旺季，大学生放暑假，以及一
二月份特别冷的时候，献血人数就会明显减少。”门小
菲表示，虽然长春地区每年有12万左右的献血者，但
这个量还是比较紧缺的，“所以还是希望更多人了解到
无偿献血的意义，参与进来，就可能挽救更多人的性
命！”

提醒：
血液不是营养品而是特殊的药品

血站工作人员给全血过滤白细胞

乔卫东在献血小板

张雪松在演示实验室设备

存放红细胞的储存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