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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北京39.4万人次参加义务献血

近日，在由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办的“2017年
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上，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无偿献血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公益性事业，是一
项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家庭幸福安康的民生工程，
更是一座城市文明进步的标志。同时，提供安全、充
足的血液，是每个国家医疗保健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
的一个重要方面。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无偿献血及血
液安全工作已取得长足进步和发展。

主办单位表示，活动旨在加强公众对无偿献血意
义的了解，引导公众对于血液安全的正确认知，鼓励
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

目前，北京市共设有采供血机构4家、固定献血屋
2个、固定献血方舱 14个，同时在 16个区设有街头流
动采血点 60个，基本形成了布局合理、管理规范、质
量可靠的采供血服务网络。统计显示，2016 年北京市
参加无偿献血人数 39.4 万人次，采集血液总量 68.6 万
单位。

专家指出，无论是有计划的治疗还是紧急干预，
血液都是非常重要的医疗资源。血液及其制品每年在
全球能够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并能帮助罹患危及生
命病症的患者延长生命并提高其生活质量，同时还能
支持复杂的医疗和手术程序；对于各种自然灾害、突
发事故等紧急情况时的伤员治疗以及孕产妇和儿童卫

生保健等方面，血液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随时确
保充足的血液供应，离不开全社会和献血人群定期参
与无偿献血。

参与无偿献血氛围还需提高

献血率和用血量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医疗卫生
事业的两个重要指标。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刘
江介绍说：“北京无偿献血现状正是全国献血与用血情
况的一个缩影。在临床用血量逐年增高的背景下，鼓
励更多民众参与无偿献血，对于缓解‘血荒’、挽救生
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是达到以无偿献血为基础，
实现供血自给自足目标的关键。”

刘江说，目前北京市红十字会血液中心向首都无
偿献血工作捐款的个人、企业颁发证书，此外，“首都
献血服务网”“首都献血 APP”“首都献血微信公众
号”均已正式上线，方便民众了解更多无偿献血的相
关知识以及有献血意愿者查询就近献血的具体地点和
时间等信息。

尽管如此，由于北京优质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大
量来自全国的危急重症患者来京就医，医院用血需求
呈持续上升趋势，无偿献血量仍难以满足临床用血的
需求，血液制品供不应求。相比全球高收入国家的献
血率为每千人 33.1 次，中等收入国家为每千人 11.7
次，低收入国家为每千人4.6次，北京市常住人口无偿
献血率达到每千人 18.7 次，虽位居全国城市之首，但

全民参与无偿献血的社会氛围还有待提高，无偿献血
事业仍任重道远。

血液安全是用血的重中之重

血液检测是确保临床用血安全最关键的环节之
一。目前，我国持续强化血站核酸检测质量控制，血
液质量管理水平持续提升。为进一步提高血站质量体
系建设，强化实验室质量管理和保障能力，国家卫计
委在最新颁布的 《血站技术操作规程》 中规定，将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试验 （CLIA） 纳入血站血清学检测技
术中，联合核酸扩增检测技术 （NAT），对血液中乙
肝、丙肝、艾滋病、梅毒等感染标志物进行检测。

刘江介绍说，随着对血液和血液制品需求的逐年
递增，临床用血安全与血液及其制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管理也都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压力和挑战。自 2012年国
务院出台 《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以来，我
国已于 2015 年末实现血站血液筛查 NAT 检测全覆
盖，将乙肝、丙肝、艾滋病的“窗口期”，从原来血清
学检测的 56 天、82 天和 22 天，分别缩短至 31 天、23
天和 10天左右。在极大降低“窗口期”感染潜在风险
的同时，也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核酸检测模式和管
理体系。除采用 NAT 以及 CLIA 检测，提升实验室自
动化水平也是血站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通过全方位
提升血站实验室检测技术及自动化水平，能够进一步
加强血液制品质量管理，确保临床用血安全。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慢性病防控已成为
建设“健康中国”的重中之重。在日前召开的中国慢病管理
大会上，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著名心脏病专家胡大一表
示，慢性病防控不仅需要人们“管住嘴、迈开腿”，建立积极
健康的生活方式，也需要各界大力推广群众用得起、有效果
的适宜技术，不断提高慢性病防控效果。

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进展报
告》，近10年来，我国慢性病综合防控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但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由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占到全国总
死亡人数的86.6％，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近70％。

胡大一说，慢性病管理要从根源入手，加大推进预防、
治疗、康复一体化服务。慢性病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不能
单纯靠药物来改善，而是要综合采用药物、心理、运动、营
养和戒烟进行限制。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慢性病防
控体系，公共卫生预防体系和临床医学没能实现紧密结合，
以冠心病治疗为例，医生过度强调外界对疾病的干预，哪个
血管狭窄就放个支架，而忽视了通过有氧运动、心理调节以
及利用人体自身的疾病预防能力和再生能力等，来提高疾病
的预防和治疗效果。

胡大一表示，形成一体化的慢性病管理模式，不仅需要
医生、护士、患者、心理治疗师、营养师等共同配合，还需
要不断开发和应用群众用得起、看得到的新技术。随着新技
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之风正刮向慢性病管理。胡大一
说，慢性病防控要以糖尿病、高血压等重点慢性病为突破
口，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丰富的防控手段，打造防控平台。以
生物电子技术为例，要加强大数据的收集，通过使用该项技
术和不使用该项技术的人群对比，加强数据分析，进一步了
解该技术改善微循环障碍的机制。

此外，有专家表示，打造慢性病管理平台，需要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与线下医疗服务紧密结合。除线上
的远程，慢性病患者也需要“地面部队的配合”，即预防、治疗、
康复为一体的医养4S店，从而加强医患互动，增强和患者之间
的同伴教育，共同推动慢性病防控。

专家强调，慢性病防控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让每
个人都成为自身健康管理的“第一人”。

目前有很多糖尿病患者用药不规范，存在诸多误区。在
第二届华夏糖尿病诊疗与健康管理高峰论坛上，中华医学会
内分泌学分会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母义明
教授，详细列举了各类口服降糖药的特点、作用、机制以及
使用禁忌。

母义明说，有些人过于依赖药物，而忽视了非药物治疗。
事实上，治疗糖尿病需要多方面综合治疗，包括饮食、运动、
药物、自我监测、健康教育等，“五驾马车”缺一不可。饮食和运
动是基础，在此基础上配合药物治疗，才能取得良好的降糖
效果。还有许多患者急于求成，如果服用几天后血糖仍不理
想，就认为药物无效，急于换药，这是不合理的。要知道，
药效的发挥需要一个过程，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有些药物
的药效才会逐渐显现。类似的误区还有很多。需要强调的
是，降糖药物是控制血糖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在
服用药物的同时，需要配合营养和运动治疗，并做好血糖监
测，这样才能与糖尿病“和平共处”。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糖尿病专委会主任委员向红丁教授指
出，糖尿病已成为社会公害。糖尿病患者的增多，主要源于
预防手段的缺失和教育不到位。而糖尿病真正有效的治疗办
法是“五驾马车”并重，综合治疗，教育先行，饮食营养疗
法应作为基础手段长期坚持。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精
神压力大，高糖、高脂、高盐、多油等饮食习惯，也是导致
糖尿病患者增多的主要原因。

向红丁说，患者教育工作必须往基层转移，三级医院的
专家应走出诊室，走进社区，对糖尿病患者和高危人群进行
批次集体诊治，而不是坐在诊室里一个个地等着患者来就
医。与此同时，生活方式干预起到的治疗帮助作用，日益得
到医界同行的认可。希望通过医生的呼吁和政府的支持，让
糖尿病防控工作真正下到基层卫生机构，为我国糖尿病防治
的推进做出应有贡献。

护士领导能力培训项目启动

本报电（贺鹏） 为探索建立适合我国特色的护理领军人
才培养体系，由国际护士会和中华护理学会共同举办的“国
际护士会领导力变革”培训项目近日在北京启动。

据介绍，该培训项目计划分3年完成，将为我国培养500
名具有知识、策略和能力的护理领军人才，2017年首届培训
将在全国12个省开展试点。

百名中瑞卫生专家齐聚北京

本报电（吴冬） 由瑞典大使馆主办的第二届中瑞健康论
坛近日在北京举行。两国卫生领域政府官员及专家学者，分
别就慢性呼吸疾病防治、医保政策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与探讨。

与会者呼吁改善中国呼吸疾病相关药物医保支付方式，
将慢性呼吸疾病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目录，提升慢性
呼吸疾病早期诊断率及治疗效果，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

2017健康知识传播计划启动

本报电（陈仲萍） 2017年健康知识传播计划近日在京启
动。该计划将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的指导下，多方联合打造
健康知识传播计划，对健康谣言拨乱反正，让公众回归科学
真相。

本年度健康知识传播计划主要任务是组建权威专家顾问
团，打通舆情监测、微信辟谣等协作环节；尝试每周推出一
期健康创意文字或视频；筹备推出健康知识传播创意大赛等
活动。

很久前，一个叫欧莲的姑娘和丈夫生活在一个小
村子里，两人相亲相爱，不离不弃。一天夜里，丈夫
被官府拉去当兵，一去不回。欧莲痛苦之中投入深
池，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上天被欧莲的痴情感动，
让他们的灵魂在池水里相聚，后来他们化作莲藕。莲
藕藕断丝连，体现爱情的伟大，体现人们的离别之
痛。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主角——
莲藕。

藕，出自《神农本草经》，为睡莲科植物莲的膨大
根茎，别名菡萏、芙蕖。中医认为，藕甘、寒，具有
消淤清热，除烦解渴，止血等功效。藕可补中养神，
除百病。常服，轻身耐老，延年益寿。补益十二经脉
血气，平体内阳热过盛、火旺。交心肾，厚肠胃，固

精气，强筋骨，补虚损，利耳目，并除寒湿，止脾泄
久痢，治女子非经期出血过多等症。生食过多，微动
气。捣碎和米煮粥饭食，使人强健，蒸食也好。藕是
益脾之果。

民间流传有“男不离韭女不离藕”的说法。女性
由于特殊的生理机能，更易患“血证”，藕止血而不留
淤，是热病血症的食疗佳品。古医家孟诜这样解释：

“产后忌食冷物，惟藕不同生冷，为能破血故也。”多
食莲藕对女性来说尤其好处多多。《日用本草》 认为：

“一切血证宜食之”。衄血、咯血、下血者尤为有益。
藕除了止血还可以止痢。据《养疴漫笔》载：南宋隆

兴元年，高宗退位，孝宗继位当朝。这孝宗皇帝生活穷
奢，吃腻了山珍海味，又挖空心思吃湖蟹，每日派数十人

下湖捉蟹。因多食湖蟹导致脘腹不适，腹痛腹泻，御医
诊治数日不治。高宗微服私访，为孝宗寻医找药。这
天，高宗来到京城西北的大街上，只见人流熙熙攘攘。
药市上，一间药坊面前摆了一大担鲜藕节，人们争相购
买。高宗不解，询问药师才知为治痢之故，乃招药师入
宫。药师入宫后仔细询问孝宗起病之因，又把脉叩诊，
然后禀道：“陛下此疾乃因食湖蟹，损伤脾胃，导致痢
疾。要服新采藕节汁，数日可康复。”高宗大喜，忙令人
取来金杵臼，将藕节捣汁，送与孝宗，热酒调服，几日后，
孝宗果然康复。

藕是一种常见食品，可菜可饭，同时具有很好的
药用价值，平时可多食。

（作者为北京市朝阳中医医院医师）

面对慢病该怎么做
静 宇 安 平

降糖药并非唯一控糖手段
李景仁

今年第 14个“世
界献血者日”主题是

“我能做什么”，口号
为 “ 献 血 ， 现 在 献
血，经常献血”的主
体活动，旨在鼓励更
多的人参与到献血者
行列中来，拯救需要
血危急患者，奉献爱
心。科学研究表明，
献血对心脑血管系统
有良好的影响，对减
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病
率具有积极的预防作
用。

血液是非常重要的医疗资源
本报记者 喻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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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的量算多吗？
健康、适龄的献血者一次献血 300~400 毫升，

仅占全身血量的5%—10%。人体平时只有80%的血
液在全身循环，还有20% （约有800毫升） 的血液
储存在肝脏、脾脏、皮肤等小血库中备用。献血
后，这些储备中的血液会很快释放到血液循环中
来。献血后会加快血液新陈代谢，不仅不会影响
健康，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还有一定好处。

献血会降低免疫力吗？
献血会降低免疫力的说法很大一部分原因来

自献血时所失去的白细胞和抗体，因为它们可以
帮助人体有效地抵抗病原体微生物的感染，形成
人体的“免疫防线”。的确，献血会使人体失去一
部分血液中的白细胞与抗体，但是从通常献血量
来看，人体实际上失去的白细胞与抗体的数量是

非常少的。而且，人体自身的血液一直都在不断
新陈代谢，每时每刻都有许多血细胞衰老、死
亡，例如白细胞的平均寿命只有 10天，同时，又
有大量新生细胞生成，以维持人体新陈代谢的平
衡。所以，献血后失去的水分和无机物，1-2个小
时就会补上，血浆中的抗体等蛋白质，由肝脏合
成，一两天内就能得到补充，白细胞也就很快恢
复到原来水平。

献血后会头晕眼花？
献血后会头晕眼花， 只是因为血压的轻微改

变。血压是血液对血管的压力。想象你往一个橡
胶管道里吹气，你吹的力气越大，管壁受到的压
力也越大。嘴向管道里吹气就好比心脏向全身血
管泵出血液。血压高往往是因为血管壁太硬了弹
性差，血压低可能因为心脏泵出血液的力量不
足、心率过缓、血液量少 （受伤失血的人可能低
到血压都测不到）。但这个血压改变很快会被身体
调整过来。献血时，少量血液的失去会让一些献
血者的血压暂时降低，从而出现“头晕眼花”的
状况，但是也是一种非常暂时的现象。

为了减轻或者避免献血后“头晕眼花”的状
况，献血者一般在献血后都会被要求进行一段时
间的原地休息，并且补充一些食物和水分。

献血收获意想不到的“福利”

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科学家应用流体变形学和血液动态学，对血

液与献血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当人们献血
后，会降低血液粘稠度，使血液流速加快，供氧
及运送营养物资的能力增强，可以预防心脑血管
疾病如中风 （脑血栓、脑溢血） 及高血压的发生。

经常献血可提高造血功能
自胎儿出生后，骨髓就成为主要的造血器

官。随着年龄的增长，造血功能和血细胞生成率
逐渐下降。无偿献血会刺激人体造血功能更加旺
盛，加速血细胞的生成，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
坚持规律献血的人，由于骨髓造血系统不断受到
刺激，保持较旺盛的新陈代谢，不断产生出更具
生命活力的年轻细胞，新鲜的血细胞的比例明显
高于未献血的人。无偿献血能降低或延缓疾病的
发生。

可促进、改善心理健康
大量研究表明，健康的情绪可通过神经、体液、

内分泌系统沟通大脑及其他组织与器官，使其处于
良好的状态，有益于人体免疫力的增强、抵抗力的
提高。而献血是救人一命的高尚品行，在助人为
乐、与人为善的同时，也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净化，心
灵得到慰藉，工作与生活更加充实。做好事者以德
施善，实际上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帮助了自己。

献血会损害健康吗

“女不离藕”的说法有什么道理
王红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