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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高原地区无偿献血人群的人口学特征!为高原地区制订无偿献血者招募策略提供参
考&方法!通过昌都市中心血站血液管理信息系统!选取+.*+年**月至+.+*年=月#开展采供血业务以来$
的无偿献血者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的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民族%学历!并收集研究对象的
献血相关数据!包括一次献血量%献血次数等&对高原地区无偿献血人群的人口学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各年
份#除外+.*=]+.*0年$男性无偿献血人次所占比例始终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女总无偿
献血人次比为+-=j*-.&+.*+年**月至+.+*年=月!其他少数民族累计无偿献血002人次#22-,;Z$!汉族
累计无偿献血*;/;人次#==-/2Z$!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无偿献血者平均年龄由+.*+年的
#21-=2[0-,.$岁降低至+.+*年的#2.-*,[0-;2$岁!呈现年轻化趋势&不同学历献血者中!本科%大专及高中
学历献血者是献血主力人群"不同职业献血者中!以公务员%军人为主力人群!占22-00Z&一次献血量+..IU
的有*,*1人次!占,;-;=Z&结论!高原地区无偿献血人群具有其特异性的人口学特征!需有针对性地加强
无偿献血知识宣传!制订适宜的献血者招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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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上把海拔%2...I作为生理高原区**+)我
国高原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输血事业发展缓
慢*++#同时#各种创伤,车祸伤常有发生#血液需求量
大#输血事业的发展急需推进)为了解高原地区无偿
献血人群的人口学特征#以便建立适合高原地区的无
偿献血招募机制#本文对昌都市开展无偿献血以来的
献血者人口学资料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选取+.*+年**月至+.+*年=月
%开展采供血业务以来&昌都市中心血站无偿献血者
为研究对象)

$-/!方法!通过血液管理信息系统#收集研究对象
的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民族,学历等#
并收集研究对象的献血相关数据#包括一次献血量,
献血次数等)

$-'!统计学处理!采用 à̀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检

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J[E表示#两组间比
较采用<检验)以!$.-.,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无偿献血者性别分布特点!昌都市中心血站自
开展采供血业务以来#无偿献血共计+=2.人次#其中
男性无偿献血*1.+人次#女性无偿献血;+0人次)

+.*=]+.*0年#昌都市中心血站从昌都市人民医院脱
离#处于建设阶段#因此+.*;]+.*0年无偿献血.人
次#+.*=年无偿献血+人次)+.*1年起#昌都市中心

血站建成后无偿献血人次迅速增长#+.+.年无偿献血
达*+++人次)各年份%除外+.*=]+.*0年&男性无
偿献血人次所占比例始终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男女总无偿献血人次比为+-=j*-.#
见表*)

/-/!无偿献血者民族和年龄分布!+.*+年**月至

+.+*年=月#其他少数民族累计无偿献血002人次
%22-,;Z&#汉族累计无偿献血*;/;人次%==-/2Z&#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无偿献血者平均年龄
由+.*+年的%21-=2[0-,.&岁降低至+.+*年的
%2.-*,[0-;2&岁#呈现年轻化趋势)各年份%除外

+.*=]+.*0年&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无偿献血者平均
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表*!!各年份无偿献血者性别分布情况

时间

%年&

男

献血人次%'& 占比%Z&

女

献血人次%'& 占比%Z&

合计

%'&

+.*+ /0 ;=-*1 *, +2-0* =2

+.*2 2,/ 0.-=/ 0, *1-2= /21

+.*/ **2 ;=-2, 2, +2-=, */0

+.*, ,= 0/-0, *. *,-*, ==

+.*= . .-.. + *..-.. +

+.*1 +./ =0-=1 12 2*-2* +1;

+.+. 0/+ =0-1. 20. 2*-*. *+++

+.+* +0, ;+-,+ *.0 +;-/0 212

合计 *1.+ ;+-2+ ;+0 +;-=0 +=2.

!!注!+.*;,+.*0年无无偿献血者#故未在表格中列出$+.*+年仅有

**,*+月数据#+.+*年仅有*]=月数据)

表+!!各年份无偿献血者民族及年龄分布

年份%年&
其他少数民族

献血人次%'& 占比%Z& 平均年龄%J[E#岁&

汉族

献血人次%'& 占比%Z& 平均年龄%J[E#岁&
合计%'&

+.*+ +, 21-=0 /*-2+[1-.2 20 =.-2+ 20-,2[0-.= =2

+.*2 *+= +0-;. 21-.2[0-=+ 2*2 ;*-2. 2;-*=[1-,0 /21

+.*/ +; *0-+/ /+-0,[1-0* *+* 0*-;= 20-,1[*.-+1 */0

+.*, *+ *0-*0 2;-.0[*+-;= ,/ 0*-0+ 2+-0*[0-12 ==

+.*= * ,.-.. ] * ,.-.. ] +

+.*1 1. 2.-2. 2*-,+[0-11 +.; =1-;. 2+-.;[1-*0 +1;

+.+. /,. 2=-0+ 2.-21[0-.1 ;;+ =2-*0 +1-,1[0-+1 *+++

+.+* *,+ 20-=0 2.-=;[0-+/ +/* =*-2+ +1-0+[1-.2 212

合计 002 22-,; 2+-,1[1-+= *;/; ==-/2 2+-*1[1-,2 +=2.

!!注!]表示仅有*例无偿献血者#故未进行平均年龄计算$+.*;,+.*0年无无偿献血者#故未在表格中列出$+.*+年仅有**,*+月数据#+.+*年

仅有*]=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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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者职业分布及学历分布!在献血者
中#研究生学历献血2+人次%*-++Z&#本科学历献血

,*1 人 次 %*1-;2Z&#大 专 学 历 献 血 ,/* 人 次

%+.-,;Z&#高中学历献血/./人次%*,-2=Z&#初中
学历献血+/.人次%1-*2Z&#小学学历献血+=人次
%.-11Z&#其他占22-..Z%0=0"+=2.&)在献血者职
业分布上#工人献血1;人次%2-=1Z&#个体户献血/.
人次%*-,+Z&#公司职员献血*+*人次%/-=.Z&#公
务员献血2=;人次%*2-1,Z&#教师献血01人次
%2-20Z&#军人献血,+/人次%*1-1+Z&#农民献血

*2.人次%/-1/Z&#学生献血,,人次%+-.1Z&#医务
人员献血++;人次%0-=2Z&#其他职业献血10.人次

%2;-+=Z&#公务员,军人献血人次占总献血人次的

22-00Z#是献血的主力人群#学生,教师,工人,农民,
个体户等职业人群献血人次所占比例较低)

/-1!无偿献血者一次献血量与献血次数,性别,民族
的关系!一次献血量+..IU的有*,*1人次#占

,;-;=Z#一次献血量 2.. IU 的有 ;/; 人次#占

+0-/.Z#一次献血量 /.. IU 的有 2=/ 人次#占

*2-0/Z)一次献血量%包括+..,2..,/..IU&相同
的情况下#男性,献血次数为*次及汉族的献血人次
占比分别高于女性,献血次数'+次及其他少数民族
的献血人次占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
表2)

表2!!无偿献血者一次献血量与献血次数"性别"民族的关系

项目
+..IU%':*,*1&

献血人次%'& 占比%Z&

2..IU%':;/;&

献血人次%'& 占比%Z&

/..IU%':2=/&

献血人次%'& 占比%Z&

性别

!男 *.2; =0-+; ,,, ;/-2. 2*. 0,-*=

!女 /0+ 2*-;2 *1+ +,-;. ,/ */-0/

献血次数

!*次 *2*1 0=-02 =+, 02-=; +0+ ;;-/;

!'+次 +.. *2-*; *++ *=-22 0+ ++-,2

民族

!汉族 *..* =,-1. /;1 =/-*+ +=; ;2-2,

!其他少数民族 ,*0 2/-*. +=0 2,-00 1; +=-=,

'!讨!!论

!!高原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风俗#决定
了其无偿献血人群的人口学特征不同于平原地区*++)
在无偿献血者招募时#一些平原地区常用的招募策略
或措施在高原地区可能并不适用*2+)因此#分析高原
地区无偿献血人群的人口学特征#制订具有地区特色
的招募方案#有针对性地加强无偿献血宣传教育#对
推动高原地区的采供血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昌都市常住人口

为;=.1==人*/+#即使以+.+.年无偿献血人次%*+++
人次&最多时的数据估算#昌都市无偿献血率约为

*-=*l#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l标准#也低
于我国平均无偿献血率1-,l%+.*/年数据&*,+)出
现该结果一方面与高原地区低温,低氧的环境导致适
宜献血的人群偏少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高原地区开
展无偿献血的时间较短,宣传不足,当地群众献血意
识不强等有关)较低的无偿献血率应当引起当地政
府的重视#加快推进无偿献血宣传工作的开展)同时
本研究结果显示#+.*1年昌都市中心血站建成后#无

偿献血人次有了大幅度提高#+.+.年全年无偿献血达

*+++人次#约为+.*2年%既往无偿献血人次最多&的

+-;0倍#说明了独立的采供血机构对无偿献血工作具
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应当依托中心血站推进无偿献血
宣传及献血者招募工作)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原地区各年份%除外+.*=]
+.*0年&男性无偿献血人次所占比例始终高于女性$
男女总无偿献血人次比为+-=j*-.#高于浙江*;+,大
连*0+等平原地区报道的男女献血比例%约*-/j*-.&#
这除了与影响女性献血的常见因素#如月经期,孕期,
哺乳期等有关外#还与当地的风俗习惯,女性对献血
的认知情况有关)从结果中也可以看出#随着献血工
作的开展#+.*1]+.+*年女性无偿献血人次所占比例
有所升高)女性对于献血更容易接受#应作为献血宣
传招募的重点人群)

本研究中#无偿献血者平均年龄呈现年轻化趋
势#充分体现了年轻人群是该地区无偿献血的主力人
群#与近年来国内其他平原地区的报道结果相同*;>0+)
但值得注意的是#高原地区和平原地区以年轻人群献
血为主的原因不尽相同)除了与年轻人群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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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易于接受新鲜事物,乐于助人等常见原因有关外#
还与高原地区献血人群职业特征有关)该地区献血
人群以公务员,军人为主体#这部分人群包含了大量
的援藏人员和驻藏军人#年龄普遍偏低#文化水平以
本科,大专及高中为主#这也间接影响了高原地区无
偿献血人群的学历分布特征)以公务员,军人,医务
人员等为主体的无偿献血人群带有一定的指令献血

计划特征#通常出现于采供血工作开展的初始阶段#
今后随着高原地区采供血工作的深入开展#要着力转
变这种现状)此外#高原地区献血人群中/不明学历0
和/不明职业0者的比例过高#需要进一步完善献血者
信息的采集#这样才有利于今后针对性地开展无偿献
血招募工作)

本研究显示#在无偿献血者民族分布上#汉族是
无偿献血的主要群体#但藏族是昌都市的主体民族
%12Z以上&#因而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藏族居民关于无
偿献血的宣传工作#普及献血知识#促进其加入无偿
献血队伍*1>*.+)该地区重复献血%献血次数'+次&,
一次献血量/..IU的献血者所占比例较低#远低于
浙江*;+,北京***+等地区的相关研究结果#提示昌都市
无偿献血的招募工作应该由一次献血+..IU向/..
IU转变#以及加强固定无偿献血者队伍的建设)

综上所述#高原地区无偿献血人群具有其独特的
人口学特征#要改变目前以公务员,军人为献血主体
人群的现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藏族,女性,低文化水
平人群的无偿献血宣传工作#同时#还应通过采取相
关措施提高重复献血人数#鼓励和引导一次献血/..
IU等#制订适宜当地的献血者招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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