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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造血干细胞，你行我也行！”

“骨髓捐献对身体伤害太大。”“抽骨髓太疼
了。”“我还没有结婚，会影响后代。”……通常我们
一提到捐献造血干细胞，不少人都有深深的恐惧。

“但其实捐骨髓，并不是你想的那样。”福建省
肿瘤医院生物免疫治疗中心主任医师郭增清介绍
说，捐献骨髓是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俗称。因为骨髓
血中富含造血干细胞，所以原先捐献造血干细胞是
抽取骨髓血。久而久之，老百姓也就把捐献造血干
细胞简单地理解为捐献骨髓。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造血干细胞捐献早
已不是大家刻板印象中的“敲骨抽髓”了，目前已广
泛采用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

据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工作人
员薛昀介绍，“绝不以一个健康人的身体为代价，去
挽救一个患者”。准捐献者体检合格后，中华骨髓库
会制订详细的采集计划，安排相关事宜。

正式捐献造血干细胞前五天，准捐献者入住采
集医院，每天接受一或两次动员剂（重组人粒细胞
刺激因子）注射，目的是将长期“驻扎”在骨髓腔中
的造血干细胞部分调动到外周血液循环中。动员阶
段，捐献者或出现如腰背部酸胀、头痛、低热等不
适，但症状轻微，且采集后症状即缓解。

正式捐献造血干细胞当天，采集医生会从捐献者一
侧手臂静脉采血，经过血细胞分离机获取造血干细胞混
悬液，其余血液成分由另一侧手臂静脉回输捐献者体内。

按照原卫生部《非血缘造血干细胞采集技术管
理规范》对采集量的要求，每人每次采集造血干细
胞混悬液约 200 毫升，采集时长约 5 个小时。采集造
血干细胞如同采集成分血（机采血小板）一样简单、
安全，整个采集过程中所用的器材都经过严格消
毒，并一次性使用，以确保捐献者的安全。

捐献造血干细胞会对捐献者的身体健康造成
影响吗？郭增清表示，造血干细胞具有高度的自我
更新、自我复制的能力，可分化生成各种血细胞。在
完成采集后，造血干细胞会迅速增长，1~2 周的时
间，血液中的各种血细胞即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因
此，捐献者的身体健康不仅不会受到影响，自身的
造血系统还能得到锻炼。

“只有常识足够地普及，才能打消人们捐献救人
的顾忌，以此来帮助更多的人看到生命至暗时刻的
那道光。”2019年3月，福建省第217例非亲缘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念可薇亲身感受到大众对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认知盲区后，将自己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详细经
过，以及这期间她和家人的心路历程整理成文，在个
人公众号发表了科普文章《“捐骨髓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并不伟大！”》，用镜头和文字向大众再现了捐献的
详细过程，带给大众一场带着温度的“生命教育”。

该文章推出后，得到了“中华骨髓库”等多个官
方媒体公众号的转载，阅读量高达 316 万，在社会
各界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更令人欣喜的是，念可
薇的努力变成了正能量的接力。

“捐献造血干细胞，我也能行！”2019 年，还在华
侨大学读大二的“00后”女生陈新芽被念可薇分享的
捐献造血干细胞经历所打动，毅然决定加入中华骨
髓库，开启“髓缘”之旅。2021年1月，陈新芽在福建医
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为远方患儿捐献了202毫升“生
命种子”，成为福建省第32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为了让更多的病患得到救治，同时让公众更加了
解造血干细胞捐献，许多捐献者在完成捐献后仍以自
己的方式为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尽心尽力。伍丽琴、
孙大为（福建省第14例、第51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等志愿者组织成立了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服务
队，他们或陪伴捐献者完成捐献过程，或走进高校、社
区等地方现身说法，积极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
呼吁更多符合条件的青年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队伍。

将捐“干”进行到底

“嘀……”6 月 19 日中午 12 时 30 分，血细胞分
离机运作结束，福建医科大学应届毕业生徐闽珑在

福建省肿瘤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福建省
第 402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这是今年夏天最特别、最有意义的‘毕业礼物’，
也将成为远方小患者最好的‘成长礼物’。”从护士
手中接过造血干细胞悬浮液后，她笑着说道。

“深思熟虑入库，义无反顾捐献。”徐闽珑说，作为
一名“00后”医学生，自己加入中华骨髓库时就深知
造血干细胞对受捐者来说意味着“最后的希望”，也了
解配型成功的不易，“所以定当坚守承诺”。

每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背后，都有不一样的
故事。但将“能救人，我愿意”的承诺进行到底，却是
每位捐献者不变的初心和一致的行动。

“我愿意！这一刻，我等了十年。”2011 年，唐小
平提交了加入中华骨髓库的申请后，就一直在等待
和自己配型成功的患者。直到 2021 年 6 月，他终于
等到了初配成功的电话。

“当时真的很高兴，感觉终于有机会回报社会
了。”唐小平说，自己儿时曾发生意外，是邻居和学
校师生的共同帮助才让自己活了下来，“从那时起，
一颗感恩的种子就在我的心中埋下”。

2021年 12月，唐小平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
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福建省第325例非亲
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其实整个过程有点像加长版
的捐献血小板，就是花费的时间比较久，大概 4个小
时。”唐小平告诉记者，或许是因为自己经常献血的缘
故，整个捐献过程中自己没有任何不适。

2001年起，唐小平不论是身处何地，都掐算着时
间定期献血，不论在家乡福州，还是在曾经的工作地上
海，甚至出差去北京、深圳，都留下了热血浓情。截至今
年6月底，唐小平献血次数已超300次，其中捐献全血
12次，捐献血小板288次，捐献造血干细胞1次。

“你愿意再次捐献吗？”“救人救到底，我愿意！”
今年 2 月 3 日，在泉州读书的郑泓接到了省红十字
会求救电话，希望他能进行二次捐献。

“二次捐献”意味着什么？郑泓心里明白。2021
年 5 月，郑泓顺利完成首次造血干细胞捐献。“这次
接到电话，心中没有了首次被告知配型成功的激
动，更多的是忐忑。毕竟，只有受捐者病情反复，情
况不太好，才会需要捐献者再次捐献淋巴细胞。”郑
泓心里没有迟疑，立刻答应了下来。

据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主任
敖志雄介绍，捐献淋巴细胞属于造血干细胞二次捐
献的范畴，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增强患者的免疫力，
让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患者生存质量更好，治愈度
更高。捐献淋巴细胞和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流程并不
相同——无需提早入住医院，不用接受“动员剂”注
射，捐献的时长也缩短了很多。

3 月 30 日中午，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血液科再次完成捐献的郑泓，成为福建省第 392 例
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和患者比起来，我是幸运的，所以我想把我的幸
运分给他，希望他也能变得幸运起来，彻底康复。”郑泓
拿着从自己体内抽出的172毫升淋巴细胞真诚地说。

期待更多的“第六对相遇”

近年来，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发展迅速。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已
超 400 例。其中，向境外输送 9 例，向德国、泰国、以
色列、菲律宾捐献造血干细胞均为中国首次。

敖志雄介绍说，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自各行各
业，有现役军人、公安干警、教师、大学生、医务人员等，更
重要的是，每实现百例捐献时间段再次刷新：从第1例到
破百例，耗时9年5个月；第二个“100”用时4年9个月；第
三个“100”用时3年；第四个“100”，不到2年就完成。

之所以一场场生命“接力”能够跑出“加速度”，
是因为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不断扩容。
据了解，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
成立于 2003 年，是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的 31 个省级分库之一。截至目前，福建省已实现造
血干细胞志愿者入库 9.5 万余人份，为境内外患者
提供配型检索初筛 4.1万余人次。

“虽然近年来入库志愿者人数不断增加，但和患
者的需求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差距。”据福建省血
液病研究所副所长、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造
血干细胞移植中心主任李乃农主任医师介绍，对造
血干细胞捐献、移植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类白细胞抗
原位于人类第六对染色体上，因此，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和受捐患者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相合时，常被人
们称为“爱，在第六对相遇”。

这样的缘分可遇不可求，非血缘关系“第六对相
遇”需要匹配 400~10000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才有可能找到合适的供者，尤其在较为罕见的白细胞
抗原型别中，相合的概率只有几万分之一甚至几十万
分之一。因此，对于血液病患者来说，能够在骨髓库中
找到高匹配度的捐献对象，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

“我们期待着有更多适龄健康公民能够理解和支
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积极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捐
献队伍，只有‘种子库’中的种子数量越来越多，才能
创造更多凝聚善良与感动的‘第六对相遇’，让数以万计
的血液病患者看到生的希望。”省红十字会呼吁。

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
者呢？敖志雄介绍说，凡年龄在 18 周岁至 45 周岁，
身体健康，经下列血液检查合格者，都可以成为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乙型肝炎病
毒表面抗原、丙型肝炎病毒抗体、艾滋病病毒抗体、
梅毒实验。大家在献血的同时填写《志愿捐献造血
干细胞同意书》多留取 8 毫升血液，即可登记成为
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很多志愿者等待了很多年才配型成功，请大家在填
写相关信息时一定要多留下几个有效电话和联系
方式，为“第六对相遇”创造更多可能。

生命挽救生命，生命影响生命。中华骨髓库将造
血干细胞移植称之为“以人为药，用人救人”。敖志雄
表示，虽然捐献造血干细胞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
础上，但必须强调的是，每一名准捐献者都可能是患
者生存的唯一希望，放弃捐献对患者来说将是沉重
的打击。尤其当患者已进入“待移植”状态时，已经进
行了大剂量的放疗和化疗，丧失了造血能力，若临准
捐献者弃捐会对患者生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请大家牢记，加入中华骨髓库、捐献造血干细
胞是对生命的承诺，更是庄严的使命，一定要深思
熟虑入库，义无反顾捐献，把这项爱心事业进行到
底。”敖志雄呼吁。

生命因奉献而美丽，社会因关爱而和谐。素
不相识却因“髓”结缘，虽未谋面却心意相通。

400 余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用善举和“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为患者点亮生命
的希望。他们是平凡的人，也是不平凡的超级英
雄，他们用善举汇聚成闪耀着道德光芒的“最
美”群像。他们也像蒲公英的种子，播撒在八闽
大地，释放崇德向善的力量，成为人民群众内化

于心的文明风尚和道德标杆。
我们致敬凡人善举，他们的奉献不仅让人们

相信美好，更让人们愿意与他们相向而行接力人
间美好。榜样在前，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善
意的撒播者和爱心的传递者，自觉践行“我为人
人、人人为我”价值理念，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
起，持续发光发热，共同营造向善向上向美的社
会环境，让越来越多的凡人善举温暖八闽大地。

致敬凡人善举，接力人间美好
□本报记者 张静雯

核 心

提 示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重症血液病患者康复的最后希望。
对于他们来说，造血干细胞是“生命的种子”，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则是他们生存的“救星”。

2003 年，福建开启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2004
年实现首例捐献。今年 6 月 1 日，捐献者刘运泉在福建省肿
瘤医院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至此福建省非亲缘造血

干细胞捐献达到 400 例，之后又连续迎来陈静娟、徐闽珑、
吴桂祥等多名捐献者。

从未见过面，没有任何伦理关系，却有血缘联系。这
400 余 名 造 血 干 细 胞 捐 献 者 ，用 大 爱 之 心 播 撒“ 生 命 种
子”，上演了一场场感人至深的“生命联系”，书写了一个
个喜结“髓缘”、拯救生命的感人故事。

福建省第福建省第 400400 例非亲缘例非亲缘
造 血 干 细 胞 捐 献 者 刘 运 泉造 血 干 细 胞 捐 献 者 刘 运 泉
（（左左））在福建省肿瘤医院成功在福建省肿瘤医院成功
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

“献血达人”、福建省第325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唐小平珍藏的献血证。

福建省第 265 例非亲缘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周钰源在校园中分享造血干
细胞捐献心得。

今年5月，福建省第325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唐小平献血达300次。

福建省第 217 例非亲缘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念可薇在校园中分享造血干
细胞捐献心得。

喜结喜结““髓缘髓缘””，，播撒播撒““生命种子生命种子””
——福建省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400例

□本报记者 张静雯 文/图

福建省第40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林方圆接受动员剂注射。

“献血达人”、福建省第 325 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唐小平珍藏的献
血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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