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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采供血机构无偿献血宣传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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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庆市血液中心业务科,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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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庆市城口中心血库,重庆
 

405900;4.重庆市大足区中心血库,重庆
 

402360

  摘 要:目的 调查分析重庆市各采供血机构无偿献血宣传现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形式,调查重庆市

19所采供血机构无偿献血宣传的情况,调查内容包括献血宣传资料的来源、内容和更新、宣传资料的呈现方式、
展示平台及开展的特色宣传等情况。结果 各采供血机构在宣传资料来源和宣传内容上基本一致,但在宣传

资料的更新频率上有一定的差异。在宣传资料的呈现方式和展示平台方面以传统宣传模式为主,19所机构均

在采血现场 发 放 纸 质 资 料 和 放 置 展 板 等,14所 (73.68%)机 构 运 用 了 新 媒 体 (微 信 群 或 QQ 群),13所

(68.42%)机构运用了电视台、电台进行展示,而使用网站和科普教育基地的机构分别仅为5所(26.32%)和2
所(10.53%)。短信与电话招募作为血站最常规宣传方式,也是大多数血站认为最有效的宣传招募。结论 重

庆市各采供血机构献血宣传发展不一致,需建立献血宣传资源共享途径,利用各种平台针对性地采取多种形式

的宣传活动,实现区域联动和资源共享无偿献血同质化宣传工作,对全面提升全市无偿献血的宣传影响力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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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输血医学的发展,临床用

血需求持续增长,我国血液供应虽然基本能够保障临

床需求,但区域性、季节性血液供应紧张仍时有发生,
各地发生短期内血液供给大体平衡常有报道[1-2]。造

成血液供应大体平衡状态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公众缺乏对献血知识的了解,参与意识比较淡薄[3]。
中国大陆的人口献血率仅接近11‰,而中国香港和中

国澳门人口献血率分别为30‰和23‰,世界上高收

入国家的人口献血率平均已达到为45‰[4]。宣传教

育是提高民众对无偿献血的认知和改变献血行为的

重要手段[5],利用有限的资源开展无偿献血相关知识

的宣传和健康教育,提高献血者对无偿献血的认知和

提升献血积极性是当下必须重视的问题。为了解重

庆市采供血机构无偿献血宣传的现状,评价分析全市

无偿献血的宣传效果,推进区域无偿献血宣传工作的

同质化工作,本研究对本市19所采供血机构无偿献

血宣传情况进行了调查,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重庆市19所采供血机构,包括血液

中心和分中心各1所、6所中心血站、11所中心血库

均参与同质化调研工作。

1.2 方法 根据重庆市无偿献血宣传工作实际情况

设计调查问卷,2021年5月通过电子邮件向19所采

供血机构发放调查表,实施信息收集和分析处理。调

查内容包括无偿献血宣传资料的来源和内容、宣传资

料的应用、特色宣传方式等。问卷调查表由各采供血

机构科室专职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填写后返回,2022
年3月再次核实并形成《重庆市采供血机构献血宣传

现状报告》,数据有效率为100%。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

统计分析。建 立 数 据 表,对 调 研 数 据 进 行 录 入 和

汇总。

2 结  果

2.1 献血宣传资料的来源和内容 各采供血机构献

血资料主要来源于献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中国输

血协会及其他血站网站等。宣传资料中都包含了血

液生理知识、献血相关知识、献血相关法律和法规等

内容,作为献血者最关心的问题,献血后享有的权利

和待遇也是最主要宣传点。见表1。

2.2 献血宣传的方式和展示平台 现有宣传资料的

呈现方式主要为常规传统的展板或宣传画、纸质宣传

单和纸质宣传手册。所有采供血机构都借助采血现

场展示平台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而以微信、QQ
为代表的社交通讯工具进行献血宣传只有1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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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8%)。利用节假日或纪念日等开展专项特色宣

传的机构占100%。见表2。
表1  献血宣传资料的来源和内容

内容
采供血机构

数量(所) 占比(%)

资料来源

 献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等 19 100.00

 中国输血协会及其他采供血机构网站 18 94.74

 输血专业教科书 15 78.95

 参考其他采供血机构宣传资料 15 78.95

 其他 5 26.32

资料内容

 血液生理知识 19 100.00

 献血相关知识 19 100.00

 献血相关法律和法规 19 100.00

 献血后享有的权利 19 100.00

 单采血小板捐献知识 12 63.16

 造血干细胞捐献 7 36.84

 艾滋病科普知识 7 36.84

 其他 1 5.26

资料更新频率

 半年 1 5.26

 1年 8 42.11

 2年 4 21.05

 2年以上 2 10.53

 不固定(根据单位业务需要) 4 21.05

表2  献血宣传的方式和展示平台

内容
血站

数量(所) 占比(%)

呈现方式

 各类展板或宣传画 19 100.00

 纸质宣传单 18 94.74

 纸质宣传手册 16 84.21

 视频宣传片 11 57.89

 其他 3 15.79

展示平台

 采血现场展示 19 100.00

 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或QQ群 14 73.68

 电视台、电台 13 68.42

 采血现场电子显示屏 9 47.37

 户外大型显示屏或广告 7 36.84

 门户网站 5 26.32

 科普教育基地 2 10.53

 其他 2 10.53

续表2  献血宣传的方式和展示平台

内容
血站

数量(所) 占比(%)

特色宣传

 利用节假日或纪念日等开展专项宣传 19 100.00

 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志愿队伍 8 42.11

 建立了进高校、企事业单位宣讲团 8 42.11

 无偿献血宣传专项主题活动 4 21.05

 献血健康教育馆 1 5.26

2.3 重庆市各采供血机构献血宣传投入的人力资源

和献血人次 各采供血机构献血宣传投入的人力资

源与获得的献血人次状况不一致,收益最高的K1,投

入宣传的人力资源所在单位占比为1.47%,而千人次

采集人数投入宣传人员(人)为0.04。效果较差的是

Q0,投入宣传的人力资源所在单位占比为31.58%,

而千人次采集人数投入宣传人员(人)为1.73。见

表3。
表3  重庆市各采供血机构献血宣传投入的人力

   资源和献血人次

采供血机构代码
专职献血宣传

人员(人)

投入宣传的

人力资源所在

单位占比(%)

献血

人次(次)

千人次采集

人数投入宣传

人员(人)

K1 1 1.47 23
 

370 0.04

S0 1 13.33 2
 

900 0.34

W8 1 11.11 2
 

786 0.36

T3 2 20.00 4
 

981 0.40

R7 2 7.40 8
 

463 0.24

V6 3 20.00 3
 

659 0.82

L0 3 7.30 11
 

338 0.26

D4 3 27.27 6
 

377 0.47

A8 3 18.75 6
 

293 0.48

T4 5 12.20 11
 

960 0.42

S3 5 14.71 16
 

527 0.30

B6 22 7.36 154
 

078 0.14

R2 1 12.50 1
 

527 0.65

E4 9 32.14 7
 

837 1.15

N5 8 5.93 63
 

414 0.13

R6 5 29.41 6
 

041 0.83

Q0 12 31.58 6
 

952 1.73

R8 15 31.91 16
 

473 0.91

J7 1 6.25 6
 

420 0.16

2.4 重庆市各采供血机构招募常用宣传方法 各采

供血机构采取不同的宣传招募方法,在常宣传规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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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使用最多的是短信与电话招募,19所采供血

机构均采用了这种方法,上门联系最少,只有1所采

供血机构在常规招募中使用;在所有招募方法中,有

11所(57.89%)采供血机构认为短信与电话宣传招募

最有效;有18所(97.74%)采供血机构将短信与电话

招募作为特殊招募的首选。见表4。
表4  重庆市各采供血机构招募常选用宣传方法

宣传招募方法
常规宣传

招募(所)

最有效的

宣传招募

(所)

特殊方式

宣传招募

(所)

街头现场宣传招募 17 6 1

短信与电话宣传招募 19 11 18

QQ群或微信群宣传招募 12 2 4

电视、报纸(户外广告)网站媒体宣

传招募
9 0 2

团体预约宣传招募 18 9 10

开展主题活动宣传招募 12 3 1

政府组织、分配任务 13 6 1

上门联系宣传招募 1 0 1

固定献血者发展成为机采血小板 0 0 4

3 讨  论

无偿献血宣传作为采供血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
越来越引起各采供血机构的重视。现有的无偿献血

宣传从国家层面和地方区域内尚未形成很好的统筹

安排和协同联动,各级各地采供血机构大部分是在当

地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的支持下,大力开展和组织宣

传活动[6]。为了加强无偿献血的知识宣传与传播无

偿献血理念,让更多人了解、接受和参与无偿献血,提
升整体区域采供血机构的献血宣传效果,促进全市无

偿献血宣传的协同联动和同质化发展,本研究对重庆

市19所采供血机构开展了献血宣传的现况调查。调

查结果显示,19所采供血机构的献血宣传资料的来源

和内容基本一致。在献血宣传资料来源方面,19所机

构均参考了献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18所机构参考

了中国输血协会或其他采供血机构网站,15所机构参

考了输血专业教科书和其他采供血单位宣传资料。
在宣传内容方面,各采供血机构的宣传资料均包含了

血液生理知识、献血相关知识、献血相关法律和法规

等内容。与刘晋辉[7]报道的献血者最关心的献血后

享有的权利和待遇也是各采供血机构宣传的主要内

容一致。12所采供血机构因开展单采血小板工作,将
单采血小板捐献知识也进行了宣传。只有7所采供

血机构进行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和艾滋病科普知

识宣传。表明全市各采供血机构的献血相关知识的

宣传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并没有形成“全市一盘棋”进
行统筹组织和联动协调的工作机制。

调查发现,各采供血机构对宣传资料内容进行更

新的间隔时间相差较大,8所机构每年更新,4所机构

2年更新,2所机构更新时间在2年以上,1所为半年,
另外有4所更新时间为不固定,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

变更。各机构宣传资料更新的主要原因为献血法规、
标准的变化,以及单位宣传内容的调整、献血时间地

点的变化等。11所采供血机构没有进行每年更新的

主要原因是受人力资源和财力的限制,与相关报道一

致[8],因此很难根据法规标准的颁布和更新进行实时

调整,也很难做到献血宣传资料的时新性和创新性。
各个采供血机构现有宣传资料的呈现方式主要

为常规传统的展板或宣传画、纸质宣传单和纸质宣传

手册,借助采血现场展示平台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

料,这种宣传方式的受众有限,接收宣传资料的人群

主要为已经有意愿参加献血的人群,对献血不了解的

群体并没有达到宣传效果;即使将采血车(屋)作为宣

传载体,宣传的范围也有限[9-11]。除了采血现场宣传

之外,部分机构利用各地的电视台或电台进行了献血

宣传,或者采用户外电子显示屏、广告、门户网站等媒

介进行宣传。全市有2所采供血机构建立了科普教

育基地,但目前尚未形成全市统筹的无偿献血和健康

教育宣传联动机制。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和智能手机的广泛普

及,以微信、QQ为代表的社交通讯工具,抖音为代表

的播放平台已深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在“互联

网+”时代背景下,采供血行业已经利用新媒体公众

平台启动了全新的无偿宣传模式[12]。新兴媒介兼具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优势,有助于提升无偿献血的

宣传成效[13]。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51亿,手机网民达10.47亿,网络视频(含短视频)
用户达9.95亿[14],针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开展无

偿献血宣传,利用好新媒体平台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宣

传效果[15]。分析各采供血机构千人次采集人数投入

宣传人员可知,不是投入专业宣传专职人员越多,就
能达到献血人次越多的效果。因此,如何通过新媒体

平台进行专业化、系统化的开展献血知识的有效传

播,需要专业团队的精心策划和营销,只有不断地调

研分析,制订有针对性的正面宣传策略并实时调整,
才能达到普及大众的宣传效果。

在常规宣传招募过程中,招募方法使用最多的是

短信与电话宣传招募,19所采供血机构均采用了这种

招募方式。在所有宣传招募方式中,有11所采供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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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认为短信与电话宣传招募最有效与学者研究结

果一致[16-17]。18所采供血机构将短信与电话宣传招

募作为特殊招募的首选。在特色宣传模式方面,除运

用好传统媒介和新媒体外,部分机构还增加了户外电

子显示屏及广告、宣讲团、志愿者、特殊节假日活动

等,这些宣传阵地已经成为一种极佳的宣传补充形

式,多元素媒介的融合,以献血者或受血者的现身说

法、亲历互动和典型事例报道作为切入点进行宣

传[18],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发挥

了很好宣传效果作用[19-20]。但单靠一个单位和一个

地区的力量很难实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和针对性强

的献血宣传效果,因此需要建立区域内宣传资料和宣

传方式的资源共享及平台共建机制,组建全市统一的

献血宣讲团和献血宣传团队,以便更好地整合资源和

发挥人才特长优势,形成采供血良好的社会氛围。
综上所述,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献血宣传同质化共

享平台非常重要,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第一,建
立全市统一的无偿献血宣传资料库,并定期更新管

理,以供各单位选择采用;第二,统筹全市资源,选择

专业团队进行全市的无偿献血宣传形式和宣传内容

的策划和运营;第三,共享无偿献血健康教育馆,共同

策划相关活动,协同开展全市的无偿献血和健康教育

的科普宣传。只有融合资源和共享优势,才能推动献

血资料、宣传形式在传统媒体上的拓宽和无偿献血与

健康教育知识的更新,将传统媒体与互联网媒体优势

互补并形成合力,加强热点关注和契合社会氛围进行

特殊时期的献血宣传和健康教育,并逐步建立起全市

采供血机构融合交叉、互动交流的立体宣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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