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2023 年 6 月 第 21 卷第 6 期 Clinical Education of General Practice Jun.2023，Vol.21，No.6

DOI：10.13558/j.cnki.issn1672-3686.2023.006.023
作者单位：318000 浙江台州，浙江省台州市中心血站

临床服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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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地区单采血小板献血者队伍特点和招募策略

潘洁 颜香云 陈婉屏 卢智勇

国内外已有经验表明，招募 1名新的献血者献

血的成本是原有献血者再次献血成本的20倍[1]。补

充新生力量非常必要，但更应关注献血者的保留。

为全面了解我站单采血小板献血者的分布特征，以

建立有效的献血者招募和保留策略，壮大单采血小

板经常性献血者队伍，满足临床需求保障血液安

全，本次研究对2019～2021年台州市单采血小板的

采集和献血者情况进行回顾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从浙江省血液信息管理系统

（Bis3.0）中选取 2019年 1 月至 2021年 12 月在台州

市中心血站成功捐献单采血小板的献血者2 979 人

（两年都有捐献单采血小板的记为2 人，三年均献血

小板者记为3 人，实际自然人数为1 723 人）。

1.2 方法 对台州市 2019～2021年单采血小板采

集和献血者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019～2021年成功捐献单采血小板的献血者

有 2 979 人，14 956 人次，采集总量为 20 918治疗

量。台州市 2019～2021年单采血小板采集和献血

者情况见表1。
由表1可见，2019年与2020年单采血小板采集

量基本持平，2021 年采集量较前两年有所增长。

2019～2021年血小板成品血型构成由多到少分别

为O型、A型、B型、AB型。2019～2021年采集皆以

单份为主，但单份占比逐年下降。三年单份占比均

值为 60.14％。2019～2021年献血者中皆以男性为

主，三年占比均值为 77.48％，大多数为非初次献血

者占 69.42％。经常性献血者中 36～45 周岁者较

多，占37.03％，以非初次为主，占83.02％。

3 讨论

资料显示，各地单采血小板献血者特征相差较

大，有必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制定精准化、高效

率的招募及保留策略[2~4]。

我站单采血小板的采集工作根据临床需求展

开，2019～2021年所采集单采血小板成品血型构成

由多到少分别为O、A、B、AB型，与台州地区人口血

型结构基本一致[5]。2019年与2020年血小板采集量

基本持平，2021年较前两年有所增长。2020年初新

冠疫情爆发后数月台州市各大医院单采血小板需

求量短暂性减少。疫情期间我站单采血小板供应

较好地满足了临床需求，这得益于对单采血小板献

血者队伍的良好建设与维护。

2019～2021年我站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年平均

献血频率分别为5.27 次、4.70 次、5.12 次，远高于全

国血站均值2.67 次[2]。我站在保留单采血小板献血

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建立微信交流群，方便献血

者预约捐献，及时获知最新献血政策；组织一年内

捐献单采血小板达一定量的献血者参加线下活动，

搭建献血者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增加他们的归属感

和凝聚力；固定的工作人员与献血者之间建立起无

障碍的沟通交流，给献血者温馨的体验；采用线下、

电话、扫码等多种形式，全方面多渠道地收集献血

者的意见建议，并组织专人对其进行归纳总结，针

对性地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不断提升献血者的满

意度；安排专人对初次捐献血小板及超过 6 个月未

再捐献血小板的献血者一一电话回访；反复捐献单

采血小板会引起献血者医源性铁缺乏[6]，为此我站

于2020年起为上一年度捐献单采血小板12 次及以

上的献血者免费提供血清铁蛋白检测，对于结果偏

低的献血者采取适当方式进行干预。各种措施的

实施，吸引了更多的定期献血者，提高了献血频率。

我站单采献血者以男性为主，性别比均值为3.44，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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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地报道一致[3,4]。女性因生理周期、怀孕、生产等

生理原因不可能与男性献血者在献血频率上保持

一致，且部分女性因血管细、体重轻、晕针等原因不

适合捐献单采血小板。我站单采献血者年龄主要

以 36～45 周岁为主，与开封、淮安等地类似[3，4]。献

血者的平均年龄与全国平均年龄的32.8 岁[2]相比偏

大，这可能与台州单采血小板献血者中低年龄段献

血者偏少有关。大学生是 18～25 岁的主力献血人

群，台州高校资源较分散且数量偏少，血小板采集

场所少等因素限制了大学生血小板献血者人数的

增长，这使得低年龄段献血者较少也间接影响了平

均年龄。我站 18～25 岁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占比为

11.58％，远低于全国均值34.48％[2]也能印证这一推

断。在后期的宣传和招募工作中，应重点关注18～
25 岁人群，招募他们进入献血者队伍。首先可以定

时定点入高校进行系统的宣传，在学生单采血小板

献血者中招募宣传志愿者，他们的献身说法将更具

说服力。其次该群体较年轻喜爱新事物，在进行传

统宣传的同时也可以尝试多途径、多样化的宣传方

式，结合新媒体、自媒体，增加献血互动等让无偿献

血宣传真正走入他们的视野。

有研究指出1 个月内再次捐献单采血小板者成

为定期献血者是未捐献者的5.569倍[7]，非初次献血

表1 台州市2019～2021年单采血小板采集和献血者情况

类别

采集量/治疗量

治疗量血型构成/治疗量

总人次/人次

单双份人次/人次

平均献血频率/次/人
每人次平均采集量/份/人
总人数/例
性别/例

平均年龄/岁
18～25 岁献血者人数/例
是否初次/例

经常献血者人数/例
非经常献血者人数/例
经常性献血者年龄/例

经常性献血者是否初次/例

流失情况

A型

B型

O型

AB型

双份

单份

男

女

初次

非初次

18～25 岁

26～35 岁

36～45 岁

46～55 岁

56～60 岁

初次

非初次

流失人数

流失率/％

2019年
6751
2092
1741
2480
438
5065
1686
3379

5.27
1.33

962
752
210

38.86±9.65
111
304
658
550
412
41

119
207
168
15

100
450
313
35.37

2020年
6750
2112
1889
2421
328

4840
1910
2930

4.70
1.39

1030
793
237

39.33±9.79
118
330
700
518
512
40

107
190
162
19
90

428
370
38.46

2021年
7417
2246
1677
3005
489
5051
2366
2685

5.12
1.47

987
763
224

39.58±9.86
116
277
710
528
459
44
98

194
169
23
81

447
410
39.81

合计

20918
6450
5307
7906
1255

14956
5962
8994

5.02
1.40

2979
2308
671

345
911

2068
1596
1383
125
324
591
499
57

271
1325
1093

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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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容易成为经常性献血者。非初次献血者的初

筛合格率显著高于初次献血者[8]。他们更可能激励

他人成为献血者。我站经常性献血者中非初次人

数远多于初次人数。高比例的非初次献血者更具

成本效益，同时能更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9]。

我站单采血小板献血者三年流失率为37.88％，

远低于全国均值 52.7％[2]，但略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可能是双份采集人次比例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减

少了对一些献血者的招募。采集双份血小板可以

提升血小板供给能力的同时降低招募和采集成本，

但过高的双份采集比例不利于献血者队伍的扩大，

因此有必要适当控制双份单采血小板的采集量，以

招募更多的献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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