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的那天起，就时刻准备着，为采集保养

好自己的身体。”第 2000 例捐献者是 31
岁的戴振源，他是中山三院的儿科医

生。他诊治的对象是罹患血液病的儿童

患者。“小患儿造血功能异常，当医生的

都了解他们的痛苦，更知道造血干细胞

捐献的重要性。”在戴医生身边，医院同

样有许多同事都登记了资料，成为“广东

库”（以下用此代替中华骨髓库广东分

库）志愿者。

“我最幸运，配型成功了！”那是今年

4月某天的上午 8点。戴医生刚下夜班，

就收到广东库工作人员通知：“一位患者

成功匹配到您的高分辨配型血样。”那一

刻，戴医生瞬间忘却疲惫，兴奋了起来。

实际上，戴医生 2022 年登记为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这一年，他和同事

希望鼓励病区的白血病小患者勇敢打

针、吃药、做骨穿，成立了一个志愿服务

项目，叫“勇气勋章颁奖礼”。“我们一边

为宝贝们盖‘勇气章’、集章换礼物。同

时也在讨论：除了救治、鼓励和安抚，还

能怎样为孩子们做点事？于是大家就想

到，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戴医生所指的“登记”，程序其实很

简单。“当一个人去献血小屋捐血，填写

志愿者表格，该次献血，就会多抽 8毫升

血样，就入库了。”

从血样“入库”，到实现捐献，戴医生

等了大约1年半，而匹配成功的一刻，则随

时到来。他为了这一刻，不断调整身体状

态：“入库时，我比较瘦，血站工作人员提

醒我，体重过低可能会影响采集质量。于

是我为了提升自己体质，也为了未来顺利

采集干细胞，日常经常摄入膳食纤维和蛋

白质，体重从86斤增重到102斤。”

三名捐献者中，还有 22岁年轻女士

文萍。她除了经历同样“入库”流程，还专

门为本次采集捐献，从惠州赶到广州。“既

然说好要捐献，地域距离不是问题。哪怕

下大暴雨，我一样会准时‘赴约’。”

他们所捐的造血干细胞，将往何处

去？三位志愿者亦充满期待。“因为供体

和受体之间有‘双盲’原则，我大约知道

自己的造血干细胞会送去川渝地区，用

到一名重型血液病孩子身上。”文萍一脸

期待，这颗“种子”能顺利开花。

闪亮的人 等待多年终于迎来“被需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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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库容”
仍需继续扩增

据广东省红十字会数据，目前

全国中华骨髓库库容量超过345万

人份，有17800多名志愿者成功捐献

造血干细胞，挽救了患者生命。

广东是重症地中海贫血的高发

区，白血病的发病率也高，临床造血

干细胞移植需求量大。“虽然广东省

分库已拥有15万人份志愿捐献者资

料，但还满足不了临床患者的移植

需求。为了使更多的患者得到救

助，还必须继续扩大库容量。”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虽然不少

市民认同造血干细胞捐献，但对于

采集过程会否影响健康、疼不疼有

着种种疑问。

戴医生、文萍和陈浩三位捐献

者一边“亲测”一边不约而同表示：

“很轻松，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抽

骨髓’。人体内的造血干细胞具有

很强的再生能力，正常情况下，失

血或捐献造血干细胞后，可刺激骨

髓加速造血，1-2 周内血液中的各

种血细胞即可恢复到原来水平。”

6 月 26 日中午时分，三位志愿

者相继完成了 4 小时的采集流程。

“两个陌生人之间来之不易的缘分，

希望病友们能坚强治病，并相信未

来一定能等到为他们点亮生命烛光

的人。”文萍感触地说。

广东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 例
目前，全省报名捐献志愿者达15万人，近三年半捐献量猛涨

2000
新快报讯 温热的血液从一个人的

手臂缓缓流出，经过血细胞分离机“过
滤”后，一部分再缓缓地流入到人体内；
另一部分则过滤出“造血干细胞”——一
份能延续血液疾病患者生命的“种子”。

6月26日上午，广州某医院的造血干
细胞采集室内，三名广东志愿者成功完成
了这样的采集过程，捐献出广东的第1998
份、第1999份、第2000份非亲缘造血干
细胞，为三位血液病患者延续生命。

据了解，从2001年至昨日，广东造血
干细胞捐献数量累计突破2000例。中华
骨髓库广东造血干细胞库这每一个数字
背后都是一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救助。

“希望我体内的造血干细胞能够帮
助到受捐助的病人，希望受捐者康复后
能回归正常生活，继续把爱传下去。”第
2000例捐献者、广州医生戴振源表示。

“一份成功捐献的造血干细胞，不仅

能拯救一名患者的生命，更能拯救一个绝

望的家庭。从1到2000，2000份爱心的汇

聚，为2000个家庭送去希望。”中华骨髓库

广东管理中心主任吴梦晴介绍说。她昨

日与广东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史先东、广

州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张青蕾等一同到

采集点慰问志愿者，见证“爱心节点”。

众所周知，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

临床上根治白血病、重症地中海贫血等

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要成功进行移

植，关键在于捐献者和患者的HLA（人类

白细胞抗原）配型必须相合。仅有少数

患者能在同胞兄弟姐妹中找到相合的配

型，大多数患者需要从没有血缘关系的

人群中寻找配型相合的捐献者。”

吴梦晴介绍，2001年8月广东省实现

第1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2020年12
月实现第1000例捐献，2024年6月实现第

2000例捐献。“从数字呈现的情况来看，广

东用20年实现了第一个1000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第二个1000例却在近3年半内飞

速达成。”背后的原因是近年群众奉献大

爱意识提高，越来越多像戴振源一样的登

记者“入库”。同时，他们的单位、家庭亦

十分支持这份宝贵的捐献意愿。

据统计，截至目前，广东省报名捐献

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达 15万人，捐献造

血干细胞2000例，库容使用率1.3%，年度

捐献量连续9年居全国第一，捐献总数及

库容使用率均居全国第一。

同时，省红十字会着力加强捐献服

务体系的建设，省一级成立管理中心，21
个地级市依托当地红会和血站建立工作

站，设有 176个报名采样点，形成无偿献

血与造血干细胞捐献协同共进、联动共

推的工作模式；在广州、深圳、东莞、汕头

等地认定了七家定点合作采集医院，为

捐献者就近捐献、奉献爱心提供便利。

闪亮的数据 近三年半达成“第二个”千例

新快报天天公益报道的大病求助个

案，亦印证了近3年半捐献量“提速”达成

的现象。有为数不少的受助对象通过实

现造血干细胞移植，摆脱了重型地中海

贫血、白血病、重型再生性障碍贫血等血

液疾病。

1个月前在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入仓”移植的重型地中海贫血患者小振

锋便是近期的一员。由于家境属于低

保户，为他治愈重型地中海贫血，切断输

血依赖的心愿，父母这一盼就等了 10
年。“等了 10年了，2024年终于等到配型

成功的消息。孩子移植的当天，正是广

东库工作人员亲自送造血干细胞到医院

的。他们还给孩子带去一只小黄鸭，鼓

励他：‘加油鸭’！”

回忆移植过程的种种，振锋妈妈感

慨万千。今年 6 月 20 日，振锋体内那份

“生命种子”成功开启造血功能。由于各

项指标情况不错，他已经离开移植仓回

到出租屋，接受进一步抗排斥治疗。

“最感激的，便是那位捐献者。但只

用‘谢谢’二字，已经不足以表达感恩。”

小振锋在移植仓也一直追问，那位“英

雄”是谁，还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志愿

者，传递爱心。

长年在广州开展血液病儿童家庭大

病救助志愿服务的“广东好人”黄明贵告

诉新快报记者：“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无论成功捐献的，还是已登记未捐献

的，都投身到无偿献血、无偿造血干细胞

捐献以及无偿人体器官捐献等‘三献’倡

导行动，有着许多模范故事。而更难能

可贵的是，还有许多经历过造血干细胞

移植的康复者及其家庭，亦投身到志愿

服务中，不断传递爱。”

闪耀的新生 感恩“无名英雄”，加入爱心接力

▼单位的同事

探望戴医生。

■广东省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爱心树。

◀6月 26日三位志愿

者实现捐献造血干细

胞义举。他们分别为

戴振源（左）、文萍

（中）、陈浩（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