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治疗提供准确*可靠*及时的检验结果"才能更好地

提高医院的整体医疗服务水平"赢得患者及医务工作

人员的信赖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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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重庆市高校大学生无偿献血影响因素!为制定适合本地大学生无偿献血的宣传和招募

策略提供科学理论依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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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市各高校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医学)艺术等各专业随机抽取在校学生

('''

名为调查对象!通过一份特别的调查问卷来收集参与者的一般人口信息)参与者对献血的认识和态度等&

结果
!

('''

名调查者中!收到有效问卷共
)0)

人份!有效率
)0!)8

!其中有献血史的共
(/(

人"

(/!(

$!男生的

献血率"

&'!,8

$高于女生)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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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段献血率"

(08

$高于其他年龄段)专科学生的献血率"

()!/8

$高于其

他学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对无偿献血知识知晓率不高!其中大学生不知晓献血年龄)人体血液占

比)献血前后注意事项占比尤为突出#对无偿献血大学生的态度上!怀疑献血医用耗材是否安全)影响身体健康

等是影响大学生献血的主要消极因素#帮助病患"

0'!(8

$)无私奉献"

/(!.8

$是主要的两个献血原因#损害健

康"

,&!(8

$)怕感染疾病"

*0!/8

$是主要的未献血原因&结论
!

应加大高校无偿献血的宣传力度!培养大学生

的献血意识!提升大学生对献血的态度!创新招募新思路!推动高校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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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血液对于医疗救治至关重要#获得安全血

液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从低危人群中采集血液"医院必

须随时获得一定数量的血液及其相关产品"这就强调

了招募安全献血者的重要性$

(-&

%

#尽管临床科学领域

有重大进展"招募安全献血者和维护足够的安全血液

供应仍然是一个挑战#然而"根据不同的研究"不同

的人群和不同年龄组的人对献血的认识和态度各不

相同$

.

%

#因此"提高人们的献血意识"提高人们对献

血的积极态度"是采供血机构的首要任务之一#实现

这些目标的第一步是全面研究人们对献血的认识和

态度#正确选择献血者是提高血液供应总体安全性

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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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建议进行广泛的检测"但输血传播感染的残余风

险始终存在#大学生的教育背景*积极向上的生活态

度*更容易接受正能量的事物"被认为是更安全的献

血者"因为在这一人群中"他们的背景知识和更健康

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更不容易传播传染病"输血传播感

染的剩余风险被认为是较低的$

,

%

#重庆主城区
&'(+

年"高校团队献血占全年全血总献血量的
&&8

#为了

更好地促进高校无偿献血的发展"本研究对重庆市在

在校大学生进行随机调查"具体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重庆市各高校包括农业*工业*商

业*医学*艺术等各专业
('''

名在校大学生#发放调

查问卷共
('''

人份"其中有效问卷共
)0)

人份"有效

率
)0!)8

#

$!%

!

方法
!

根据本研究目的和/重庆市血液中心无

偿献血者健康体检表0设计调查问卷"通过自制调查

问卷的方式获得现场调查材料#问卷内容主要包括

一般人口统计学数据*知识*态度和动机#人口统计

学数据包括年龄*性别和献血史#以现场发放问卷的

形式"由工作人员讲解填写规则"学生填写完成后当

场收回#

$!&

!

质量控制
!

为了保证问卷的有效性"研究者向

完全熟悉本研究主题的专家提交了问卷#收集了他

们的意见"并作出了必要的修订#在专家对问卷进行

最终验证后"通过内部一致性检验"对问卷的信度进

行测试和认可#调查问卷采用面对面调查的方式"单

独发放*当场回收"以确保填写问卷的准确性和完

整性#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F"FF(/!'

建立数据库"采用

一般性描述*

!

& 检验等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G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统计学数据
!

共调查
('''

名高校在校大学生"其中有效问卷共
)0)

人份"有效

率
)0!)8

"其中男
,0'

人"女
*')

人"参加过无偿献血

的
(/(

人"未参加过无偿献血的
0(0

人+无偿献血者

以男性居多"占
&'!,8

&

(()

(

,0'

'+参加过无偿献血的

大学生以
(0

$

&(

岁年龄段为主"占
(08

&

('.

(

,/.

'+

文化程度以专科学历献血者为主"占
(+!*8

&

)0

(

,)0

'#见表
(

#

%!%

!

献血者与未献血者献血知识的认知情况
!

有过

献血史的大学生对献血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是明显

大于未献过血的大学生"其中有献血史的大学生对献

全血间隔时间为半年这一知识点的知晓情况较好占

+&!+8

"献血优惠政策这一知识点知晓情况较差占

)'!+8

"无献血史的大学生对献血者的体质量要求知

晓率较高占
*'!/8

"献血优惠政策知晓率较低占

),!&8

#见表
&

#

%!&

!

调查对象的无偿献血态度
!

对无偿献血大学生

的态度上"怀疑献血医用耗材是否安全*影响身体健

康等是影响大学生献血的主要消极因素#见表
.

#

%!'

!

献血动机
!

帮助病患&

0'!(8

'*无私奉献

&

/(!.8

'是 主 要 的 两 大 献 血 原 因+损 害 健 康

&

,&!(8

'*怕感染疾病&

*0!/8

'是主要的未献血原

因#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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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统计学数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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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分类
&

有献血史 无献血史
!

&

G

性别 男性
,0' (()

&

&'!,

'

*+(

&

/)!,

'

('!&(. '!''(

女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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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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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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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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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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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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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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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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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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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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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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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0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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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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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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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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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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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者与未献血者献血知识的知晓情况比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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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有献血史&

&i(/(

'

了解 不清楚

无献血史&

&i0(0

'

了解 不清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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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年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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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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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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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全血间隔时间为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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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者的体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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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前后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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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献血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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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有益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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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

*)!/

'

(+.

&

()!)

'

+,,

&

0'!(

'

+)!&&0 '!'''

哪些情况不能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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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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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调查对象的无偿献血态度*

&

'

8

(+

项目 分类 有献血史&

&i(/(

' 无献血史&

&i0(0

'

!

&

G

对献血行为的态度 支持
(&,

&

&'!+

'

*0&

&

/)!*

'

((!)00 '!''(

不支持
*+

&

(&!'

'

..+

&

00!'

'

献血医用耗材安全性 怀疑
,(

&

)!'

'

,(/

&

0(!'

'

&&!/&' '!'''

不怀疑
/*

&

()!/

'

.'(

&

0'!.

'

献血后能否帮助到别人 不一定
.0

&

)!(

'

./)

&

0)!'

'

..!/(, '!'''

能
(..

&

&.!.

'

*.)

&

/+!/

'

宣传效果 很好
),

&

&&!'

'

../

&

/0!'

'

(/!.'. '!'''

不好
++

&

(&!(

'

*0(

&

0/!)

'

对身体健康有无好处 有
('.

&

&&!,

'

.,,

&

//!,

'

(+!(&& '!'''

无
+0

&

(&!0

'

*+.

&

0/!&

'

表
*

!!

调查对象献血原因与未献血原因分析

项目 人数&

&

' 占比&

8

'

献血原因

!

帮助病患
(./ 0'!(

!

学校有奖励
.& (0!/

!

有纪念品
&+ (,!&

!

想知道自己的血型
/) *+!&

!

看到别人献血自己受鼓励
&& (&!)

!

无私奉献精神
(&& /(!.

!

献血光荣
)0 ,/!.

未献血原因

!

献血过程怕感染疾病
.)0 *0!/

!

家里人不愿意让自己献血
&)) .+!+

!

社会负面影响
0/ ('!+

!

怕献血后影响正常的学习
.'( .+!0

!

对献血一点都不了解
(&( (*!0

!

害怕穿刺的过程
0) ('!)

!

对献血环境不满意
.) *!0

!

献血无偿"用血要花钱
+, /!)

!

损害健康
*&+ ,&!(

&

!

讨
!!

论

!!

研究结果显示"

('''

名调查者中只有
(/(

名大

学生 &

(/!(8

'有献血史"低于宋春明等报道的

.,!0,8

$

+

%

"因此"应该根据高校大学生的人群特征进

行有针对性的招募"加强高校无偿献血的宣传动员"

使更多的大学生自愿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

此外"有献血史的大学生中"

,&

人是女性"

(()

人的献

血者是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而在一些

国家"如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男性和女性献血者的

数量也是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国内外的相关报道结果

也相符$

/-0

%

"这可能与女性的生理周期*心理上惧怕献

血等因素有关$

)

%

#从不同年龄看"

(0

$

&(

岁低年级的

新生无偿献血率相对较高&

(0!'8

'"低年级大学生才

进入学校"对外界的事物比较好奇"喜欢参加学校组

织的一切活动"无偿献血活动也不例外+高年级的学

生学习压力比较大"参加学校活动的机会少#所以相

较之下"

(0

$

&(

岁这个年龄段献血的大学生人数较多

一些#

献血者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献血者的献血行

为#表
&

中"选取无偿献血中基础的献血基本常识"

调查高校大学生对无偿献血的认知度"调查结果显示

献血者与非献血者对于无偿献血知识的了解"存在显

著性差异"献血者对献血知识的认知程度明显高于非

献血者#本地高校在校大学生无偿献血综合知晓率

较低"应该在高校开展形式多样及内容丰富的献血活

动"激发同学们的献血热情#以上研究结果与有的国

家进行的其他研究的结果一致#有研究报道指出只

有
((!*8

的参与者对献血有良好的认识$

)

%

#相反"在

有些国家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对献血的认识程度较

高"例如在
&''(

年对泰国大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中"

0'8

的参与者有良好的意识$

('-((

%

#

79G5NW

等$

(&

%研

究也显示
*'!*8

的埃塞俄比亚学生对献血有较好的

认识#一些研究表明"缺乏认识是献血最重要的

障碍$

(.

%

#

献血者的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缺乏献

血态度可能会降低人们对献血的兴趣#表
.

研究结

果显示"

(/(

名参与者有
(&8

持消极态度"

&'!+8

持

积极支持态度#这一发现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的其

他研究结果一致"比如一项针对智利一所大学学生的

调查显示
&/8

的献血者对献血持积极态度$

(*

%

#研究

揭示了献血史与大学生献血意识和态度之间具有一

定关系#

>9FI$5

等$

(,

%研究结果显示"积极态度与

献血有统计学意义&

G

$

'!',

'#

M9>

等$

(+

%认为缺乏

献血知识*服务态度不佳及相关部门支持力度不够是

献血率较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为了促进献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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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提高人们对献血的认识和积极态度#

动机被认为是被调查者参与献血的最重要的激

励因素#表
*

显示出帮助病患和无私奉献是重庆大

学生最主要的无偿献血动机"这与大学生的所接受的

教育和正能量的影响有关+损害健康&

,&!(8

'*怕感

染疾病&

*0!/8

'是主要的未献血原因"是因为有相当

比例的学生对献血意识较低"对献血态度消极+因此"

这两个因素可以被认为是该人群缺乏自愿献血动机

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由于年轻人没有获得关于献

血益处的正确信息"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个年龄段的

年轻人还没有努力培养对献血的良好态度"所以他们

对献血的兴趣一直不大#因此对培训和文化建设活

动项目的迫切需要"以提高人们的意识"改善他们对

献血的态度#

为了改变现状"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无偿献

血的队伍中来"应联合高校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

&

(

'中心员工组织成高校讲师团"去各个高校开展宣

讲+&

&

'中心专门录制了献血宣传微电影小课堂"把视

频影像拷贝到
W

盘中"方便给大学生朋友们"让他们

更加便捷地了解无偿献血知识+&

.

'结合献血行为折

合成了学生志愿活动的时长"并给予积极参加无偿献

血的同学一定的学分奖励+&

*

'大型的高校献血启动

仪式"让大学生朋友们更多的关注并参与到无偿献血

的活动中来+&

,

'高校,扫楼-活动"每次献血活动亲

前"会去学生宿舍楼下"去派发宣传资料"目的是让更

多的同学知道献血相关知识"了解高校献血时间和地

点+&

+

'各种形式的献血小礼品"在高校做献血小礼品

活动调查"筛选出同学们最喜欢的小礼品"鼓励同学

们献血热情#

人性化的招募措施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使得

高校的采血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

年在渝高校共

采集
.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8

以上+献血量达
,

万

多单位"同比增长
*'8

以上"采集量显著增长"为缓

解和持续保障重庆临床用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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