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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捐血到输血的全过程解读

□

唐玉杰

血液是生命的源泉，捐血和输血是救助

生命的重要手段。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捐血

和输血的全过程可能仅停留在捐血者无偿

捐献和患者接受输血的简单概念中。 然而，

这个过程实际上涉及到一系列复杂而严密

的环节，从血液的采集、处理、保存到最终输

送给需要的患者， 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

本文将介绍从捐血到输血的全过程，让读者

更全面地了解血液的旅程。

一、捐血环节

1、捐血的准备：捐血前，捐献者需进行

一系列准备工作。 首先，捐献者需确保自身

健康状况良好， 无传染性疾病或慢性病史。

捐血前通常会要求捐献者进行健康问卷填

写，并由医务人员进行初步健康筛查，如测

量血压、脉搏等，以确保捐献者适合捐血。

2、采血过程：捐血一般在专业的采血车

或献血站进行。 采血时，捐献者需先将手臂

清洁消毒，随后由医务人员通过静脉采集血

液。 整个过程通常只需 10-15 分钟，一次采

集量为 200-400 毫升不等。 采血结束后，捐

献者会被要求休息片刻，以避免头晕或低血

压的发生。

3、血液初步检测：采集到的血液会被立

即进行初步检测，以排除可能存在的传染性

疾病，如艾滋病、乙肝、丙肝等。 这一环节的

目的是确保血液的安全性，防止不合格血液

进入后续处理流程。

二、血液处理环节

1、血液分类与成分分离：在血液中心，

捐献者的血液会被分类为不同的成分，以便

更有效地满足患者的需求。 红细胞、血浆和

血小板是血液分离的主要成分，每一种成分

都有其独特的医疗用途。 例如，红细胞主要

用于治疗贫血患者，而血浆则常用于烧伤或

休克患者的治疗。 成分分离是通过离心机完

成的，这种设备能够以高速旋转血液，使不

同密度的成分逐层分离开来。 分离后的血液

成分被分别储存在特定的容器中，以便根据

临床需求进行分配。 分离后的血液不仅能够

提高血液资源的利用率，也能最大限度地满

足不同患者的个性化需求。

2、血液储存与冷链管理：血液的储存和

冷链管理是确保其在使用前保持新鲜和有

效的关键步骤。 红细胞通常储存在 2-6℃的

冰箱中， 能够在这种环境下保存长达 42天；

而血浆则需冷冻至 -20℃以下， 并可保存达

一年之久。 这种低温环境能够有效防止血液

成分的变质， 保证其在输注患者时的疗效。

冷链管理不仅涵盖了储存环节，还包括血液

在运输过程中的温度控制。 在运输过程中，

血液成分需全程置于温控箱内，并进行实时

温度监控，从而防止因温度波动导致的质量

下降。

3、血液质量检测：为了确保每一袋血液

都符合安全和有效的标准，血液中心会对分

离后的血液成分进行进一步的质量检测。 这

些检测包括对血液成分的浓度、细胞活性以

及潜在病原体的全面筛查。 例如，红细胞的

检测会关注其细胞结构的完整性，以确保其

能够在输注后正常发挥输氧功能；血浆的检

测则会检查其蛋白质含量和凝血因子的活

性。 在质量检测合格后，血液成分会被进一

步分类和标签，准备输送至医疗机构，供患

者使用。

三、输血环节

1、输血前的准备：在输血前，医生会根

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决定输血的成分和数量。

此时，患者需进行交叉配血实验，以确保供

血者与受血者之间的血型兼容性。 该实验非

常关键，它可以预防由于血型不符导致的输

血反应。

2、输血过程：在确认血液兼容性后，医务

人员会通过静脉输液的方式将血液输入患

者体内。 输血过程通常较为缓慢，需要数小

时才能完成。 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会密切

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以便及时应对可能的

输血反应。

3、输血后的观察与护理：输血结束后，患

者需留院观察一段时间，以监测是否出现不

良反应，如发热、过敏反应等。 与此同时，患

者还需接受一定的护理措施， 如补充营养、

增加休息时间等，以帮助身体更好地吸收和

利用输入的血液成分。

综上所述，从捐血到输血的全过程不仅

仅是一个简单的物质交换，更是一个拯救生

命、守护健康的伟大使命。 每一个环节都需

要严谨的操作和严格的管理，从而确保血液

从捐献者手中到患者体内的这一旅程安全

无虞。 通过了解这一过程，不仅能让我们更

好地理解捐血与输血的重要性，也能够让更

多人参与到这一光荣的行动之中，为他人带

去希望与生命的延续。 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

血液背后的故事，并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爱与

力量。

�（作者单位：广西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心脏病患者的家庭急救知识

□

梁春香

心脏病是一种常见且严重的慢性疾病，

其发作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危急性， 患者一旦

发作， 及时有效的急救措施可能会对患者的

生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将介绍心脏病

患者的家庭急救知识， 以帮助大家在紧急情

况下能够从容应对， 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救治

时间。

一、识别心脏病发作的症状

1、典型症状：心脏病发作的典型症状是

患者常常会感受到胸部的剧烈疼痛或压迫

感，这种疼痛通常持续超过几分钟，并可能伴

有呼吸急促、极度疲劳、恶心或呕吐等不适症

状。胸痛常常向肩膀、手臂、背部、颈部甚至下

巴扩散， 表现为一种难以忍受的压迫或压榨

感。此外，部分患者在心脏病发作时会突然感

到极度疲倦或虚弱， 甚至在没有进行体力活

动的情况下也会感到呼吸困难。

2、非典型症状：一些心脏病患者可能会

表现出非典型的症状， 比如仅感觉到轻微的

不适或胃部不适，特别是在女性、老年人或糖

尿病患者中。这些非典型症状很容易被忽视，

因此也要了解并关注这些潜在的心脏病发作

信号。

3、突发情况的警示信号：除了以上症状，

如果患者突然失去意识或心跳停止， 可能是

心脏骤停的迹象，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掌

握这些警示信号可以帮助家属迅速识别心脏

病发作并采取行动。

二、心脏病患者的急救措施

1、呼叫急救服务：一旦怀疑患者可能正

在经历心脏病发作，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如

120），寻求专业的紧急医疗援助。在等待救护

车到来的过程中，家属应尽量保持冷静，让患

者坐下或躺下，避免任何剧烈活动，以减少心

脏负荷。保持患者的安静和镇定非常重要，家

属可以尝试通过与患者交谈来缓解其紧张情

绪。 此外，家属应密切观察患者的状况，注意

是否有病情恶化的迹象， 并向急救人员详细

描述患者的症状和已采取的措施， 以便他们

在到达后能够迅速采取进一步的治疗措施。

2、 让患者服用硝酸甘油或阿司匹林：对

于已经确诊为心脏病的患者， 硝酸甘油是一

种常见的应急药物， 可以有效缓解心脏病发

作时的胸痛。如果患者随身携带此药物，可以

在发作时立即含服一片， 每 5 分钟可以再服

用一片，但最多不可超过三片。 此外，阿司匹

林是一种抗凝药物， 可以帮助防止血栓的形

成，进一步减少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在患者服

用这些药物时， 家属应确保患者没有过敏或

药物禁忌，并严格按照医生的指示进行操作。

如果患者对这些药物不熟悉， 家属应提前咨

询医生，了解药物的正确使用方法。

3、心肺复苏（CPR）：当患者失去意识且

没有呼吸时，心肺复苏（CPR）是挽救生命的

关键措施。首先，确保患者平躺在坚硬的平面

上，然后用力按压其胸部中央位置，按压深度

约为 5厘米，频率为每分钟 100-120次。按压

时应保持双臂伸直， 利用身体的重量进行按

压， 以确保按压的有效性。 在进行按压的同

时， 可以每 30次按压后进行两次人工呼吸，

以帮助恢复患者的血液循环和氧气供应。 如

果现场有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家属应尽

快按照说明进行操作，AED 能够通过电击恢

复患者的心跳节律。在急救过程中，家属要尽

量保持冷静，并持续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

人员到达。

三、预防心脏病发作的家庭护理

1、定期监测和药物管理：心脏病患者应

在医生的指导下，定期监测血压、血糖和血脂

水平，并按时服用处方药物。家属需要协助患

者记住用药时间， 并督促其按照医嘱调整生

活习惯。

2、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为了减少心

脏病发作的风险，患者应坚持低盐、低脂、低

糖的饮食，并避免高胆固醇食品。 适量运动、

戒烟限酒、 保持体重在健康范围内也是必要

的家庭护理措施。

3、情绪管理与心理支持：心脏病患者的

心理健康也不可忽视。 家属应关注患者的情

绪变化，避免患者受到过度的精神刺激。定期

陪伴患者进行放松活动，如散步、阅读或轻音

乐，能够帮助其缓解压力。

总的来说， 心脏病患者的家庭急救知识

不仅是应对突发情况的关键手段， 更是日常

护理的一部分。通过识别心脏病发作的症状、

采取有效的急救措施， 以及进行科学的预防

和护理， 家属可以在患者最需要帮助的时刻

提供及时而有力的支持。 心脏病的护理是一

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家属的共同努力与耐心。

掌握这些急救知识， 将有助于更好地保护患

者的健康，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

眼保健全攻略 助你目光如炬

□ 唐小艳

在现代社会，电子设备的普及和工作、学

习压力的增加使得眼睛疲劳、 视力下降等问

题变得日益严重。为了保护我们的眼睛，维持

健康的视力，应掌握科学的眼保健知识。本文

将从眼睛的结构与功能、常见眼部问题、眼保

健方法、饮食与营养等方面，详细介绍如何通

过科学的方法和合理的生活习惯来保护我们

的眼睛，助你目光如炬。

一、眼睛的结构与功能

1、眼睛的主要结构：眼睛主要包括角膜、

晶状体、视网膜和视神经等部分。角膜是眼球

前部的透明结构，负责折射进入眼球的光线；

晶状体位于角膜之后， 通过改变形状来聚焦

光线；视网膜是覆盖眼球内壁的感光层，负责

将光信号转换为神经信号； 视神经则将这些

信号传送到大脑，形成视觉。

2、眼睛的功能：眼睛的主要功能是视力，

通过光线的折射和聚焦， 将外界的图像清晰

地传递给大脑。眼睛还具有调节光线、适应不

同光照条件的能力，以及保护眼球的作用。

二、常见眼部问题

眼部问题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近视、远

视、老花眼、干眼症等。 了解这些问题的成因

和症状， 有助于我们及早发现和处理眼部健

康问题。

1、近视：近视是指在看近物时视力正常，

但看远物时视力模糊。 这通常是由于眼球前

后径过长或角膜、 晶状体屈光力过强所致。

近视的主要症状是看远处物体不清晰，常常

需要眯眼才能看清。

2、远视：远视与近视相反，是指看远物时

视力正常，但看近物时视力模糊。 远视的主

要原因是眼球前后径过短或角膜、晶状体屈

光力不足。 远视的症状包括近距离工作时眼

睛容易疲劳、头痛等。

3、老花眼：老花眼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出

现的一种视力问题，通常在 40岁以后逐渐显

现。 其主要表现为看近物时视力模糊，需要

将物体移远才能看清。 老花眼的成因是晶状

体的弹性降低，导致调节能力减弱。

4、干眼症：干眼症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

或蒸发过快导致的眼部干燥。 其症状包括眼

睛干涩、灼热感、异物感、视力波动等。 干眼

症的常见原因包括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环

境干燥、年龄增长等。

三、眼保健方法

1、合理用眼：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会使

眼睛疲劳，增加近视和干眼症的风险。 建议

每工作或学习 40 分钟， 休息 5-10 分钟，远

眺放松眼睛。保持正确的阅读和写字姿势，眼

睛与书本或屏幕的距离应保持在 30-40 厘

米，且光线充足，不要在昏暗的环境中用眼。

合理安排用眼时间和休息时间， 可以有效减

轻眼部疲劳，保护视力。

2、眼部按摩：适当的眼部按摩可以促进

血液循环，缓解眼疲劳。 通过按摩攒竹、丝竹

空、太阳等穴位，可以放松眼部肌肉，缓解疲

劳。 用热毛巾敷眼，每次 10-15分钟，可以促

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眼疲劳和干眼症。眼部

按摩和热敷都是简单易行的保健方法， 不仅

可以缓解疲劳，还能预防眼部疾病的发生。

3、良好的用眼环境：创造一个舒适的用

眼环境，有助于保护眼睛。工作和学习环境应

保持光线充足且柔和， 避免刺眼的强光和过

暗的光线。保持室内空气湿润，可以使用加湿

器或在室内放置一些绿植，防止眼睛干涩。一

个良好的用眼环境不仅能提高工作和学习效

率，还能有效预防眼部疾病的发生。

四、饮食与营养

1、维生素 A：维生素 A 有利于维持正常

视力。 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包括胡萝卜、菠

菜、肝脏等。 维生素 A 不足可能导致夜盲症

和干眼症等眼部问题。 通过食用富含维生素

A的食物，可以有效预防这些问题的发生。此

外， 维生素 A 还有助于维持眼睛表面的健

康，预防角膜干燥。

2、 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具有抗氧化作

用，有助于预防白内障等眼部疾病。富含维生

素 C的食物有柑橘类水果、草莓、番茄等。 维

生素 C 可以帮助抵御自由基对眼睛的损害，

减缓眼睛老化的过程。适量补充维生素 C，不

仅有利于眼睛健康，还能增强整体免疫力。

3、欧米伽 -3 脂肪酸：欧米伽 -3 脂肪酸

有助于缓解干眼症。 富含欧米伽 -3 脂肪酸

的食物包括深海鱼类、 亚麻籽油等。 欧米伽

-3 脂肪酸可以改善泪液质量， 减少泪液蒸

发，缓解眼睛干涩症状。经常食用富含欧米伽

-3脂肪酸的食物，有助于维持眼睛的健康状

态，预防干眼症的发生。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保护眼睛健康不仅

关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效率， 更关系

到我们的生活质量。 通过合理用眼、 眼部按

摩、创造良好的用眼环境以及合理饮食，我们

可以有效预防和缓解各种眼部问题， 保持明

亮的双眼。

（作者单位：广西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