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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市民无偿献血相关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夏代全!何
!

涛!段恒英!邱本慧!成晓娇!廖雪君!黎美君!曾
!

亮!杨冬燕#

"重庆市血液中心
!

)'''#+

$

!!

摘
!

要"目的
!

调查分析影响重庆市市民无偿献血的相关因素!为政府部门的无偿献血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指导采供血机构的无偿献血宣传&招募等工作%方法
!

编制(重庆市公民献血心理调查表)!由调查对象现场完

成问卷的填写或者由调查者当面代为填写%选取重庆市主城区
%'''

名受试者!年龄
#*

"

,'

岁!平均
$,&')

岁!

其中
#*

"

%+

岁者比例不低于
,'-

!男女比例约为
#\#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进行无偿献血相关影响因素调

查分析%结果
!

发放问卷
%'''

份!收回
$)*%

份!有效问卷
$#'*

份!其中来自男性
..$

份"

)(&',-

$!女性
###,

份

"

+$&.)-

$#

%+

岁以下
#*)+

份"

*(&+$-

$%

.#(

名无偿献血者!献血率为
%,&.%-

"

.#(

*

$)*%

$!其中男
)$+

名!女

).$

名!大多数"

+$&)+-

$无偿献血者是基于奉献爱心%有
%&(#-

的人选择通过献血体检%在
$)*%

名被调查者

中!有
#+,,

名表示没有献血!占
,%&'(-

%男女未献血者在学历构成&职业构成&年龄分布上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

&

),&**

&

,(&+%

!

!

$

'&'+

$%超过
,+-

的人知晓献血有益健康!但对+政策法规,+血液生理,的知

晓程度较低#电视&报纸"

%,&)%-

$对市民的影响大于网络和微信"

%$&)#-

$的影响%结论
!

大多数无偿献血者

是基于奉献爱心!极少数人选择通过献血体检!这给输血安全带来潜在风险#未献血的原因主要是市民献血不

方便影响献血积极性!担心献血影响健康及负面舆论对他们的影响等#部分人对无偿献血的政策法规和科普知

识知晓率较低#网络&微信等当红传播媒体对市民的影响力还不够%

关键词"无偿献血#

!

献血者#

!

问卷调查#

!

心理分析#

!

重庆市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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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献血法颁布实施后#我国无偿献血事业得

到较快发展#

$'#$

年临床用血中无偿献血所占比例从

#..*

年的
+-

上升至超过
..-

*

#

+

#基本保障了临床用

血量的需求#为保障血液安全奠定了基础(但是#随

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医疗保障覆盖范围的扩大及先进

诊疗技术的增加#医疗业务量迅速增加#导致对血液

的需求快速增长(近年来#采供血量的增长却非常缓

慢#全国出现了临床供血十分紧张的情况#尤其是季

节性血液供应紧张愈演愈烈(据报道#

$'')

年以来#

血液预警信号在全国多个地区频繁出现#并逐渐加

重#部分地区临床用血持续紧张#

$'',^$''.

年全国

多个城市出现季节性供血紧张#库存血液不足
%D

的

正常供血量*

$2%

+

(为此#本研究对重庆市主城区市民

进行了无偿献血心理及认知方面的调查分析#探讨影

响市民无偿献血的相关因素#为政府部门制定无偿献

血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为采供血机构的无偿献血宣

传)招募工作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调查对象
!

在重庆市主城区选取
%'''

名市民#

其中街头市民
#+''

名#高校学生
#'''

名#社区$含

企事业单位等&人员
+''

名%年龄
#*

"

,'

岁#

%+

岁及

以下者比例不低于
,'-

#男女比例约为
#\#

(采取

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进行调查(

$&/

!

编制调查问卷
!

参考症状自评量表
2.'

问卷等

设计编制.重庆市公民献血心理调查表/#主要内容包

括!$

#

&个人基本信息%$

$

&无偿献血知识%$

%

&本人献

血情况%$

)

&未献血的原因%$

+

&无偿献血认知情况%

$

,

&其他$建议或意见等&(

$&'

!

调查方法
!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于
$'#(

年

%̂ .

月在重庆市主城区街头)高校)社区)企事业单位

等现场发放调查问卷#采取无记名方式#由调查对象

当场或者由调查人员当面代为完成问卷填写(

$&1

!

统计学处理
!

将有效问卷资料录入
QHE47$''(

#

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
NONN#.&'

统计软

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或百分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问卷发放情况
!

发放问卷
%'''

份#收回
$)*%

份#有效问卷
$#'*

份#有
%(+

份信息填写缺项较多#

但已填写部分可用于相关项目分析(在
$#'*

份有效

问卷中#男
..$

份$

)(&',-

&#女
###,

份$

+$&.)-

&#

平均年龄
$,&')

岁#

%+

岁以下
#*)+

份$

*(&+$-

&%有

$'#)

份填写了学历情况#

$')(

份填写了职业情况%

.#(

名参与无偿献血者#献血率为
%,&.%-

$

.#(

"

$)*%

&#其中男
)$+

名#女
).$

名(在问卷的第
,

部分

,其他$建议或意见等&-栏目#没有人填写(

/&/

!

献血者的献血动因
!

在
$#'*

份有效调查表的

,献血动因-栏中#有
.*,

名给出了回答#其中献爱心

)*#

名$

)*&(*-

&#宣传影响
#)$

名$

#)&)'-

&#集体组

织
#'*

名$

#'&.+-

&#亲友用血
#'+

名$

#'&,+-

&#从

众
.(

名$

.&*)-

&#体检
%)

名$

%&)+-

&#其他
#.

名

$

#&.%-

&(

/&'

!

未献血的原因及影响情况
!

见表
#

(在
$)*%

名被调查者中#有
#+,,

名表示没有献血#占
,%&'(-

$

#+,,

"

$)*%

&(他们在可以多选的,未献血的原因-

及其这些原因对被调查者的影响因子$

#

"

+

#影响顺

序增大&栏中#有
*$,

名分别就不同原因及其影响因

子进行了选择(被调查者所选择的,未献血的原因-

的影响因子与对应人数的积相加之和除以对应的总

人数#得到的值称为影响均值(

表
#

!!

未献血的原因及影响情况#

//*$,

%名$

未献血的原因
影响因子

# $ % ) +

合计
影响均值

担心献血场地不合标准
$#% $'# #(* .) .$ ((* $&++

担心附近无献血点#不方便
$+$ $$$ #,) *) +* (*' $&%%

怕针)怕痛
$*% $'+ #+( +$ ** (*+ $&%#

太忙#没有时间
$,% $%' #++ (' ,) (*$ $&$.

担心献血传播疾病
$,% $#( #(' *) )+ ((. $&$(

自己身体不达标
$*. $+' #'+ ,, (, (*, $&$$

担心献血影响健康
%'. $$, #). ,$ %' ((, $&'(

负面舆论影响
%$% $#* #$+ () %# ((# $&',

认为血站采血牟利
%,. $#% ##* ), $( ((% #&.'

用血后退费困难
%** #.' ##% +% $+ (,. #&**

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
%() $$' ##) +$ #* ((* #&*(

不愿意献血给别人
)$$ #.' .$ ), $+ ((+ #&(.

没有爱心
)(* #)+ *) )) $) ((+ #&('

其他
%$% ##% (# %+ %$ +() #&*+

/&1

!

未献血人员学历)职业)年龄分布情况
!

见表

$

"

)

(在
#+,,

名未献血者中#有
#+%'

名填写了自

己的职业情况#

#$,+

名填写了年龄(由表
$

可见#未

献血人员男女学历分布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

&%由表
%

可见#未献血人员男女职业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K6FL4D!7;>

!

1

C

@;7$'#.

!

J37&#,

!

M3&(



分布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

由表
)

可见#未献血人员男女年龄分布情况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

!

$

'&'+

&(

/&2

!

献血知识的知晓情况及知晓程度
!

见表
+

(

/&)

!

获取献血知识的渠道
!

$$+)

名调查对象回答

了他们获取献血知识的渠道情况#其中宣传资料
,$)

名$

$(&,*-

&#网络"传媒
+$$

名$

$%&#,-

&#献血广告

)*+

名$

$#&+$-

&#献血告知
%((

名$

#,&(%-

&#其他

$),

名$

#'&.#-

&(

表
$

!!

未献血人员学历分布情况#

/

$

性别
/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本科 硕士 博士 其他

男
,(* )# +% )% ($ %.# %' * )'

女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表
%

!!

未献血人员职业分布情况#

/

$

性别
/

工人 农民 商业 公务员 学生 卫生 教师 军人 技术人员 自由职业 其他

男
,+) )' %. )% )# %## ( #( * +# (% $)

女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表
)

!!

未献血人员不同年龄区间分布情况#

/

$

性别
/ #*

"

$'

岁
%

$'

"

$+

岁
%

$+

"

%'

岁
%

%'

"

%+

岁
%

%+

"

)+

岁
%

)+

"

+'

岁
%

+'

"

++

岁
%

++

"

,'

岁
%

,'

岁

男
(,. $$* $., #'' ,$ )( #. ## + #

女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表
+

!!

献血知识的知晓情况及知晓程度#

//$)*%

%

/

$

项目 很不了解 不了解 了解 较了解 很了解 合计

献血法规
%)* #'$' ,'' #$+ % $'.,

血液生理
$), *$( *$' #*% $+ $#'#

无害健康
$'' +#* #''. $** *( $#'$

有益健康
#*. +%( .*% $.# .* $'.*

献血年龄
$%( ++* *.$ %'' #'' $'*(

献血体质量
$'. ,%% *$) %$$ ### $'..

献血间期
$#) (#. ('* $*# #'* $'%'

献血量
$%% +($ *++ $.* #)% $#'#

献血程序
%'. (.( ,,. $$+ *% $'*%

用血政策
.$ ,'+ .%' #%( #+. #.$%

注意事项
$** (%* ('. $)$ *( $',)

/&.

!

宣传媒体对市民的影响
!

##$'

名调查对象回

答了媒体的无偿献血宣传对他们的影响#其中电视

$$%

名$

#.&.#-

&#报纸
#*+

名$

#,&+$-

&#网络
$*)

名

$

$+&%,-

&#户外广告
$#)

名$

#.&##-

&#微信
(.

名$

(&'+-

&#

短信
%+

名$

%&#$-

&#其他
#''

名$

*&.%-

&(

'

!

讨
!!

论

!!

我国无偿献血的主要采集场所是街头采血车或

献血屋#重庆献血者年龄主要分布在
#*

"

%+

岁#占

('&(+-

#是无偿献血的主要人群*

)

+

%北京市街头无偿

献血者中#年龄以
#*

"

)'

岁为主#占
((&%'-

#其献血

主体多为在校大学生和青年市民*

+

+

(因此#在调查对

象的 选 择 上#本 研 究 选 择 街 头 市 民
# +''

名

$

+'&''-

&#高校学生
#'''

名$

%%&%%-

&#社区及企事

业单位人员
+''

名$

#,&,(-

&(

%+

岁及以下者比例不

低于
,'-

#将他们作为调查目标人群(通过对目标献

血人群的调查分析#以期尽可能客观地了解他们的无

偿献血心理状况(在回收的
$)*%

份调查问卷中#有

%(+

份信息填写缺项较多#但已填写部分可以用于相

关项目分析#能够更准确地体现目标人群的现状#不

影响有效问卷的整体分析结果(

在本次调查的
$)*%

名调查对象中#有
.#(

名无

偿献血者#献血率为
%,&.%-

#远远高于千人口献血率

$

#)&+'-

&比例*

,

+

(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本次调查对

象集中在年轻人#他们本身就是无偿献血的主要人

群#同时在街头调查的部分对象是附近的人群#可能

有部分本来就是献血者#因此本调查的献血率较高#

与北京地区公司职员的无偿献血情况调查结果

相似*

(

+

(

在,献血动因-栏中#有
.*,

名调查对象给出了回

答%大多数$

+$&)+-

&无偿献血者是基于奉献爱心#充

分体现了无偿献血者助人为乐)救死扶伤的高尚情

操(值得注意的是#有
%&(#-

的人选择了通过献血体

检#虽然是很少一部分人#但是对临床输血安全有较

大的潜在风险#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一方面需要加

强无偿献血的宣传)教育工作#另一方面采供血机构

的医务人员在献血征询时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多询

问)多引导#认真做好健康征询工作#及时发现并阻断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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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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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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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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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危行为的人献血#同时告知献血者献血回告方法

与途径#确保血液安全(

表
#

显示#有
*$,

名未献血者回答了未献血的原

因及其影响程度(对未献血人群影响较大的因素依

次是!担心献血场地不合标准)担心附近无献血点)怕

针怕痛)没有时间)担心献血传播疾病)自己身体不达

标)担心献血影响健康)负面舆论影响等(从这些影

响因素来看#客观因素是主要的#献血点不多#市民献

血不方便#受限于采血车的献血场所相对较狭小#条

件相对较差#影响市民无偿献血的积极性(因此#需

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设置更多采血车或献血屋#改善

献血环境#尽可能让献血者感受温馨)愉悦的献血过

程(主观因素也不容忽视#担心献血伤害身体)影响

健康及负面舆论对他们的影响等#提示医务工作者应

该加大无偿献血宣传工作力度#不仅要宣传法规政

策#还要及时回应社会舆论所关心的无偿献血工作中

的热点问题与质疑#透明地向社会开放无偿献血工作

的全过程#避免产生误会甚至是偏见#更要向市民科

普血液生理学知识#消除人们心里的顾虑和不必要的

担心及恐惧(身体上的不舒服是导致献血者经历不

愉快献血的主要诱因#尤其是恐惧感往往会促使献血

者捐献血液后出现晕厥*

*

+

(因此#提升采血人员专业

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也是有必要的(

表
$

显示#有
#+,,

名未献血者回答了学历情况(

未献血者在学历构成上#大专以下者占
$,&#$-

$

)'.

"

#+,,

&#本科以上者占
,.&*'-

$

#'.%

"

#+,,

&#男女性

在学历构成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在 本 科 以 上 学 历 的 未 献 血 者 中#女 性

$

()&((-

#

,,)

"

***

&明显高于男性$

,%&$(-

#

)$.

"

,(*

&#男女性差距主要在本科学历层次上#可能与被

调查者性别构成比例)高校学生比例较大有关#二者

均是女性高于男性(由此提示需要加强对高学历人

群的无偿献血宣传)教育工作#尤其是女性人群(

表
%

显示#有
#+%'

名未献血者回答了职业情况(

男女性在职业构成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其中学生占
+*&#(-

$

*.'

"

#+%'

&#可能主

要有
$

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本调查分析在人群构成上

学生比例较大#二是他们年龄普遍较小#对无偿献血

不了解#很多刚刚从中学跨入大学#还没有来得及接

触到无偿献血的相关知识#他们可能对无偿献血在相

关知识和心理方面都还没有准备好(由此提示#无偿

献血宣传除了面向目标人群外#还应重点放在青少年

群体#把无偿献血科普知识送进校园也是国家战略之

一*

.

+

#应站在战略高度抓好抓实#编写出简明)通俗)

易懂的无偿献血科普知识教材或读本#把无偿献血意

义)血液生理学知识)献血与健康)献血须知)无偿献

血政策等内容传授给青少年学生(

表
+

显示#在无偿献血知识的知晓程度方面#关

于献血无害健康)有益健康的知晓程度达到了解以上

者分别占
,+&*)-

$

#%*)

"

$#'$

&)

,+&)'-

$

#%($

"

$'.*

&#对用血政策的知晓程度达到了解以上者占

,%&(+-

$

#$$,

"

#.$%

&#说明大多数人在献血前比较

关心献血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关注临床用血政策(关

于献血政策法规)血液生理的知晓程度达到了解以上

者分 别 占
%)&(%-

$

($*

"

$'.,

&)

)*&.%-

$

#'$*

"

$#'#

&(因此#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无偿献血政策法规

的宣传和献血知识的科普教育工作(

$$+)

名调查对象回答了献血知识的获取渠道#

其中献血宣传资料$

$(&,*-

&居首#而网络"传媒仅占

$%&#,-

%电视)报纸$

%,&)%-

&对市民的影响大于网

络)微信$

%$&)#-

&的影响(

因此#医务工作者应进一步利用网络)微信等平

台加强无偿献血宣传工作及献血相关知识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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