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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干细胞基础知识



什么是造血干细胞？ 人体内所有造血干细胞都参与日常造血活动吗？ 

造血干细胞可以再生吗？ 什么是造血干细胞移植？ 

骨髓每天可制造多少克血细胞？ 

“骨髓”移植的实质是造血干细胞移植吗？ 

造血干细胞移植能治疗哪些疾病？ 

干细胞是具有自我复制和多向分化潜能的原始细胞，是机体的起源细

胞，是形成人体各种组织器官的始祖细胞。

造血干细胞是所有造血细胞和免疫细胞的起源细胞，具有自我更新、

多向分化和归巢（即定向迁移至造血组织器官）潜能。它不仅可分化为红

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有研究发现，造血干细胞还可跨系统分化为多种

组织器官的细胞，因此是多功能干细胞。

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红骨髓中栖息着大量的造血干细胞。但是，平

时只有约 5% 的造血干细胞参与造血活动，制造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所

需的血细胞，而另外 95% 的造血干细胞则处于静止休眠和备战状态。

当人体因大量失血等需要大量造血，或因捐献造血干细胞而使工作中

的骨髓造血干细胞数量减少时，处于休眠和备战状态的造血干细胞，会马

上活跃起来参加造血活动。

骨髓是存在于长骨（如肱骨、股骨）的骨髓腔和扁平骨（如髂骨）的

稀松骨质间网眼中的海绵状组织。能产生血细胞的骨髓略呈红色，称为红

骨髓。人出生时，红骨髓充满全身骨髓腔，随着年龄增大，脂肪细胞增多，

相当一部分红骨髓被黄骨髓取代，最后几乎只有扁平骨骨髓腔中有红骨髓。

造血干细胞主要栖息于红骨髓中，可以经血流迁移到外周血液循环中。

当人体因大量失血、严重贫血等需要大量造血，或因捐献造血干细胞而使

工作中的骨髓造血干细胞数量减少时，人体的黄骨髓会迅速转化为红骨髓

制造造血干细胞，造血干细胞的造血功能可增至正常情况下的 6 ～ 8 倍，

数量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

适龄、健康的公民捐出自己正常的造血干细胞，输注到原已衰竭或摧

毁造血功能和免疫功能的患者体内，重建患者的造血功能和免疫功能，达

到治疗某些疾病的目的，此过程称为造血干细胞移植。

红骨髓是人体的主要造血器官，它能生成红细胞、粒细胞、单核细胞、

血小板及部分淋巴细胞，造血干细胞主要栖息于红骨髓中。根据造血细胞

动力学估算：一般情况下，一个体重为 50 公斤的健康成人的骨髓每天可生

成 20×1010 个红细胞，11.5×1011 个粒细胞，12×1011 个血小板，这些

血细胞的总重量约为 200 克，每年新生的血细胞约合重量相当于自身体重

的 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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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干细胞主要来源于骨髓血、外周血、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是

骨髓血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

等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统称。通常所说的骨髓移植，其实质是移植骨髓血、

外周血、脐带血中的造血干细胞。

造血干细胞移植可治疗恶性血液病，骨髓功能衰竭，部分非血液系统

恶性肿瘤，部分遗传性疾病等近百种严重的致死性疾病。包括白血病、恶

性淋巴瘤、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多发性骨髓瘤、急性

放射病、骨髓纤维化、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自身免疫性疾病、实体瘤、

先天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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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造血干细胞采集途径不同，可分为骨髓血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周

血造血干细胞移植、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

中华骨髓库目前主要通过外周血采集造血干细胞。

根据造血干细胞个体来源不同，可分为同基因、异基因和自体造血干

细胞移植。

造血干细胞移植有几类？

捐献者和患者为什么要进行 HLA 配型？

什么是 HLA ？

兄弟姐妹的 HLA 相合率是多少？

非血缘关系捐献者与患者的 HLA 相合率是多少？ 

由于不同种族、不同个体的 HLA 存在差异，必须采用一定的方法对捐

献者和患者的 HLA 型别进行配型确定，从而选择与患者 HLA 相匹配的捐

献者进行移植。所以 HLA 在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成败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成功的关键。

HLA 即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存在于人

体的各种有核细胞表面。它是人体生物学“身份证”，由父母遗传；能识

别“自己”和“非己”，并通过免疫反应排除“非己”，从而保持个体完

整性。

同卵（同基因）双生兄弟姐妹间 HLA 相合率为 100%，非同卵（异基

因）双生或亲生兄弟姐妹间 HLA 相合率为 25%。

人类非血缘关系的 HLA 相合率是几百分之一到几万之一，在较为罕见

的 HLA 型别中，相合的几率只有几万分之一甚至几十万分之一。中国独生

子女家庭普遍，在血缘关系中找到相合供者的机会很小，造血干细胞移植

主要依靠在非血缘关系供者中寻找相合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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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者指南
在中华骨髓库的 184 万余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中，已经有 4000 余名志愿者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

胞，他们是人道救助领域最可爱的人。

向雪敏，为挽救
患者推迟婚期，
被誉为“最美新
娘”。

杨永康，全国首位外籍
捐献者。

刘华华，中华骨
髓库首例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工作
人员。

张文驰，目前为止最年轻的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被网友
誉为“90 后最美中学生”。

杨曦，中华骨髓
库爱心大使，全
国新闻系统第一
位捐献者。



[ 捐献者指南 ]
[ 分库 ] [ 电话 ] [ 传真 ]

怎样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中华骨髓库各省级分库联系方式 

年龄在 18-45 周岁、身体健康的公民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与所在

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的中华骨髓库省级分库联系，在当地献血点填写《志愿

捐献者同意书》并采集约 8 毫升血样，即可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志愿捐献者的血样经 HLA 分型检验，相关信息及志愿捐献者基本资料

会被录入到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数据库中，等待患者查询。

《志愿捐献者同意书》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四川

重庆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010-63811157           （fax：63812162）

022-27306904           （fax：27311180）

0311-87819995         （fax：87819995）

0351-3580815           （fax：3580815）

0471-4501218           （fax：4501212）

024-23395980           （fax：23395980）

0431-88906591         （fax：88906591）

0451-82717120         （fax：87026861）

021-62478117           （fax：52122959）

025-57714527           （fax：57714527）

0571-86461999         （fax：86460751）

0551-62999418         （fax：62999418）

0591-87819460         （fax：87502970）

0791-86251783         （fax：86251783）

0531-82957999         （fax：82957999）

0371-65942847         （fax：65935375）

027-87327540           （fax：87325276）

0731-88629595         （fax：88630685）

020-38845874           （fax：38866945）

0771-5891561           （fax：5768065）

0898-65366647         （fax：65304627）

028-84352128           （fax：84352128）

023-67084855           （fax：67084855）

0851-6892009           （fax：6800646）

0871-68351111          （fax：68327825)
0891-6864286           （fax：6864286）

029-86562219           （fax：86527782）

0931-4818207           （fax：4818207）

0971-8252264           （fax：8252264)
0951-5046999           （fax：5055972）

0991-2572811           （fax：257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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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时可以报名入库吗？

填写《志愿捐献者同意书》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应注意哪些问题？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的个人资料是否保密？

什么时候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的入库健康条件与无偿献血健康体检标准相同，

捐献造血干细胞与捐献成分血（机采血小板）的感受和过程也大致相同。

中华骨髓库鼓励无偿献血者在献血时留血样入库。

1、准确详实地提供个人资料，如联系方式、地址、电子邮箱等。

2、准确详实地提供两位不同住址亲友的联系方式等信息，以便在志愿

捐献者的资料发生变化时，能通过亲友与其恢复联络，避免志愿捐献者流失。

当志愿捐献者或亲友的联系方式、地址等信息发生变化时，请及时通

知中华骨髓库省级分库，以便在与患者 HLA 配型相合时能尽快与志愿捐献

者建立联系，给患者提供及时的救治。

中华骨髓库保证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的 HLA 信息仅用于检索配型和

造血干细胞移植相关工作，对志愿捐献者个人资料绝对保密。

志愿捐献者的 HLA 分型数据与患者相合时，便可以做捐献准备了。但

由于配型相合受供患双方 HLA 数据影响，志愿捐献者等待捐献的时间可能

很短，也可能要等若干年。

捐献造血干细胞流程

相合

相合

合格

血样采集

数据入库

初次配型

高分辨配型

体 检

采集造血干细胞

造血干细胞输注患者

捐献者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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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者大约需采集多少造血干细胞？

捐献造血干细胞影响身体健康吗？ 

志愿捐献者是否可以改变捐献决定？

采集血样入库但一直没有捐献，能帮助到患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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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血干细胞悬液约为 50- 200ml/ 人 / 次。

全球迄今为止 100 万例造血干细胞移植证明：捐献造血干细胞安全、

科学、无损健康！

生理上无损健康

人体血液中有多种血细胞，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等，其中红细胞

的寿命约 120 天，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寿命为数小时到数天，不断新陈代谢。

它们均来自于一种始祖细胞，我们称它为造血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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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干细胞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失血或捐献造血干细胞后，可刺

激骨髓加速造血，1-2 周内，血液中各种成分可恢复到原来水平。

适龄、健康的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后，由于血细胞数量减少，会促

使骨髓把储备的血细胞释放，并刺激骨髓造血功能，促使血细胞的生成。

所以，捐献造血干细胞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实践上证明安全

采集造血干细胞过程中，因针刺会导致轻微的疼痛感，但是这种不适

会在采集完成后很快消失。

我国大陆地区已经实现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移植 4000 多例，血缘

关系间造血干细胞移植则更多；据多年的临床观察和国际上的报道，至今

还没有因采集外周血造血干细胞损害捐献者健康的案例。

动员剂安全可靠

从外周血采集造血干细胞简单、方便，所以中华骨髓库捐献造血干细

胞较多采用此种方法。

在正常生理条件下，外周血的造血干细胞数量少，不能满足移植的需要，

通过注射动员剂 , 可使外周血造血干细胞增加 20 ～ 30 倍。目前使用的细

胞动员剂是“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除能增加外周血造血干细

胞的数量外，还有辅助心脏功能等作用。据多年的临床观察和国际报道，

至今还没有发现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和副作用。

造血干细胞采集量较少

成年人的骨髓量一般在 3000 克左右，大部分存在于骨髓腔。捐献造

血干细胞一般采集约为 200ml 的造血干细胞悬液，每天检测 CD34 ＋量，

在最高峰时采集造血干细胞，采集次数最多不超过 2 次，对捐献者本身无

不良影响。

采集技术成熟

中华骨髓库有 100 多家按照原卫生部要求审定批准的移植医院和采集

医院，在这样的医院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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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了捐献者的安全。

捐献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以及捐献造血干细胞都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

上，中华骨髓库也会多次确认志愿捐献者的捐献意愿。

每一名志愿捐献者都可能是救助患者的唯一希望，虽然在捐献过程中

可以改变捐献决定，但是放弃捐献对患者来说将是沉重的打击。加入中华

骨髓库是对生命的承诺，更是神圣庄严的使命，一定要深思熟虑。

加入中华骨髓库是一种高尚的奉献行为，志愿捐献者的 HLA 分型数据

存入中华骨髓库数据库后，每天接受患者的检索查询，为他们找到配型相

合捐献者带来希望，就是为等待的患者及家属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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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捐献者需要承担什么费用吗？ 入库荣誉证书、捐献荣誉证书、无偿捐献造血干
细胞奖

中华骨髓库为志愿捐献者提供什么服务？

捐献造血干细胞有补贴吗？

为什么会出现志愿者想入库但被分库拒绝的情况？ 

国家财政支持中华骨髓库对每一份入库志愿捐献者的血样进行 HLA 分

型检测，志愿捐献者无需缴纳任何费用。 ·采集血样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将获得：《入库荣誉证书》

·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患者生命，将获得：《捐献荣誉证书》

·根据《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还将获得：

《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奉献奖 / 特别奖

《捐献荣誉证书》《入库荣誉证书》

《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奉献奖 / 特别奖

中华骨髓库为志愿捐献者提供捐献造血干细胞知识介绍；为捐献者提

供 HLA 高分辨分型确认采血、体检、采集造血干细胞陪同，为成功捐献者

提供一年期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保险 , 做好捐献者的捐后随访工作，对捐献

者先进事迹进行宣传报道，按照《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为捐献者

申报相关荣誉奖励。

捐献造血干细胞是无私奉献的救人善举，提倡志愿无偿，不提供任何

补贴。

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对血样进行配型检测均需国家财政支持相关费

用。受资金限制，中华骨髓库每年有计划地安排各省级分库开展志愿捐献

者招募工作，定量采集血样。当检测费用超出国家财政预算，志愿捐献者

入库热情很高时，中华骨髓库省级分库可以继续采集志愿捐献者血样，保

存下来等待机会入库，也可以向总库反映，协调其他地方招募指标进行检测。

中华骨髓库接受志愿捐献者个人和爱心企业等组织捐赠检测费用，用

以增加入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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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2014 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推动我国无偿献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以下简称《献血法》）有关条款，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无偿献血表彰奖励是指对无偿献血事业作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

个人、集体、省（市）和部队，依据本规定给予的奖励。 

第三条 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精神奖励

为主，按照规定的奖项、标准、权限和程序进行。 

第四条 国家级表彰活动每两年举行一次。 

第二章　表彰奖项及获奖标准

第五条 无偿献血表彰奖项分为 “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献血促进奖”、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无偿献血先进省（市）奖”、“无偿献血先

进部队奖”和“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 

第六条 无偿献血奉献奖，用以奖励多次自愿无偿献血者。其奖项和获

奖标准为： 

（一）铜奖，自愿无偿献血达 20 次以上的献血者； 

（二）银奖，自愿无偿献血达 30 次以上的献血者； 

（三）金奖，自愿无偿献血达 40 次以上的献血者。 

第七条 无偿献血促进奖，用以奖励为无偿献血事业作出贡献的单位和

个人。其奖项和获奖基本标准为： 

（一）单位奖，需符合以下基本条件：两年内参加自愿无偿献血累计

达到 200 人次以上，且该累计献血人次数不小于本单位在职员工总数 50％

的单位；或者两年内参加自愿无偿献血累计达到 1000 人次以上的单位。 

（二）个人奖，需符合以下基本条件：长年支持无偿献血工作，在组

织自愿无偿献血、保障血液供应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 

（三）特别奖，需符合以下基本条件：长年为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弘

扬无偿献血人道主义精神，营造无偿献血良好社会氛围，推动我国无偿献

血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或者捐赠人民币、采供血设备、设施

及其他物品达到 50 万元以上的单位和个人。 

无偿献血促进奖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择优推荐；军队和武警部

队无偿献血促进奖以师（旅）级单位为推荐单位，由军队各大单位卫生部

门择优推荐。    

第八条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用以奖励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工

作的个人。其奖项和获奖标准为： 

( 一 )“一星级”，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累计时间达到 120 小时的志愿者； 

( 二 )“二星级”，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累计时间达到 240 小时的志愿者； 

( 三 )“三星级”，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累计时间达到 360 小时的志愿者； 

( 四 )“四星级”，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累计时间达到 480 小时的志愿者； 

( 五 )“五星级”，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累计时间达到 600 小时的志愿者； 

( 六 )“终身荣誉奖”，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时间超过 10 年且累计时间

超过 1500 小时，或累计时间超过 3000 小时的志愿者。 

第九条 无偿献血先进省（市）奖，用以奖励积极支持无偿献血事业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地、州）。其获奖标准为： 

（一）无偿献血能够满足临床用血需求，临床用血 100% 来自自愿无

偿献血； 

（二）当地献血人群中固定无偿献血者比例达到 50% 以上； 

（三）15-55 周岁人口中，城市居民对无偿献血知晓率应达到 85% 以

上，农村居民应达到 75% 以上；在校青少年应达到 95% 以上； 

（四）当地新闻媒体积极播放宣传无偿献血知识的公益广告，其中每

日早 7 时至晚 10 时广播、电视等媒体确保播出 2 次以上； 

（五）辖区内 70％以上的公共场所，如主要路段、街头、广场、公园、

商业区和旅游景区等，免费设置无偿献血知识的公益广告牌或宣传栏； 

（六）根据当地医疗机构临床用血量，设置布局合理、数量适当的固

定献血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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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无偿献血先进部队奖，用以奖励为无偿献血事业作出贡献的军

队和武警部队。其获奖标准为： 官兵无偿献血知晓率达到 95% 以上、自

愿无偿献血 100% 的军队和武警部队军级（独立师）以上单位。 

第十一条 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用以奖励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者。

其奖项和获奖标准为： 

（一）奉献奖，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1 次的捐献者； 

（二）特别奖，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2 次以上的捐献者，或者成功捐

献造血干细胞 1 次且自愿无偿献血 20 次以上的捐献者。 

第三章　表彰权限和程序

第十二条 各地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红十字会和军队有关单位负责相

关申请材料的收集、审核、公示、报送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红十字会和军队有关单

位负责对申请材料进行统计、初审、公示、报送工作。 

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总后勤部卫生部组成“无偿献

血表彰奖励评定小组”，负责对无偿献血表彰奖项的复审、公示、评定、

审批。 

第十三条 各地市人民政府、红十字会和军队有关单位负责表彰： 

（一）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 

（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一星级至三星级）。 

第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红十字会和军队有关单

位负责表彰： 

（一）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 

（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四星级至五星级）； 

（三）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 

第十五条 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总后勤部卫生部负责

表彰： 

（一）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二）无偿献血促进奖； 

（三）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 

（四）无偿献血先进省（市）奖； 

（五）无偿献血先进部队奖； 

（六）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特别奖。 

第十六条 无偿献血表彰奖励，一般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个人、集体、省（市）和部队符合相应奖项获奖标准的，由个人、

单位或当地采供血机构提交申请材料，并按照规定的表彰奖励权限上报地

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红十字会和军队有关单位； 

（二）地市有关部门收集、审核、统计相关申请材料，对审核结果，

在本地区范围内以适当形式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向省级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红十字会和军队有关单位报送推荐材料； 

（三）省级有关单位对各地市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对初审

确定的合格名单，在本省（区、市）范围内以适当形式公示 5 个工作日，

公示结束后向“无偿献血表彰奖励评定小组”报送推荐材料； 

（四）“无偿献血表彰奖励评定小组”对各省级有关单位上报的申请

材料进行复审，对复审确定的合格名单，以适当形式公示 5 个工作日。 

第十七条 对曾在不同地区参加无偿献血的献血者提出申报的，各地应

当认真核对有关献血者信息，及时受理，不得拒绝受理符合表彰条件献血

者的申报要求。

第四章　表彰的监督

第十八条 申报个人、集体、省（市）和部队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

经核实后，取消其申报资格，4 年内不得再次申报；已经进行奖励的，审

批机关将撤销奖励，收回奖励证书，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参与无偿献血评审工作的有关人员，在工作中徇私舞弊、弄

虚作假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处分。

[ 捐献者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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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骨髓库捐献基本原则

捐献无特定对象原则

中华骨髓库是面向大众建立的公益性服务机构，它的服务对象是血液

病等需要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任何别有他图的行为均与中华骨髓库的

宗旨相悖。正是这种超越自我、超越家庭、超越国界，面向整个人类的大

爱之心，体现了捐献无特定对象的原则。

登记与捐献行为一致原则

志愿者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是表达申请人志愿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

的真实意愿，这种意愿不应该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对挽救患者生命的一种

庄严承诺。因此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自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爱心人士

在报名捐献前应深思熟虑，一旦与患者配型成功后则义无反顾地实现捐献。

供患双方无需相见原则

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移植是以捐献者的造血干细胞挽救患者的生命，

实质上是一种生命的馈赠。供患双方不发生任何联系，是国际上的惯行规

则和伦理规范。我们提倡捐献者和受赠者以共同的人类爱心，以一颗平常

心对待施受关系。建立起一个信念：一个患者向中华骨髓库拿到了一份造

血干细胞，拯救了他的生命。不要让他感到这是那一个人给他的，要让他

感到这是社会给他的爱。一个捐献者捐献了一份造血干细胞，也不要让他

知道给了那一个患者，让他感到他的造血干细胞奉献给了社会，给了这个

社会的弱势群体了。

尊重和保护捐献者和患者隐私权的原则

要高度重视做好保护捐献者与患者的隐私工作，加强保密工作的教育，

保护捐献者与患者的权益，不得向无关人员透露捐献者与患者的有关个人

信息，使之顺利完成捐献者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和患者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工

作。

社会关注原则

建设中华骨髓库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引导人们积极参与中华骨髓库

的建设，是社会关注原则的首要任务。让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崇尚文明、

传播大爱。没有社会的关注就没有中华骨髓库的今天，社会关注为中华骨

髓库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捐献者自愿无偿原则

中华骨髓库的建设是以“人道、博爱、奉献”为基石，“自愿”和“无

偿”是捐献行为的出发点，坚持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自愿、无偿”原则，

是对生命无价的最好诠释。

对志愿捐献者的概念可作如下表述：无任何外界压力，为救助垂危的

患者，不谋求任何物质回报和受者的直接感谢，基于爱心，自愿捐出自己

的造血干细胞的人被称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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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无偿献血是指公民在无报酬的情况下，自愿捐献自身血液的

行为。 

固定无偿献血者是指至少献过 3 次血，且近 12 个月内献血至少 1 次，

并承诺未来一年之内再次献血的。 

第二十一条 表彰评定的无偿献血次数按以下规定进行折算统计： 

全血每 200 毫升按 1 次计算； 

机采血小板每 1 个治疗单位按 1 次，2 个治疗单位按 2 次计算； 

《献血法》公布前的无偿献血次数可以累加计算。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外籍在华人员于中国大

陆地区献血后的表彰奖励。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表彰的各类奖项为荣誉奖励。 

第二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红十字会和军队有关单位，

可根据本办法及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订相关表彰奖励方法。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计生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布的《全

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2009 年修订）》同时废止。



患者指南

康复后的小凯丽和家人在一起

[ 患者指南 ]

中华骨髓库为患者提供什么服务？ 

如何申请境外检索？ 

中国的患者能从非黄种人群中找到 HLA 相合的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吗？ 

针对在中华骨髓库签约移植医院就诊的患者，中华骨髓库为患者无偿

提供造血干细胞检索配型服务。当患者需要 HLA 检索配型时，可以通过主

管医生向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求助。中华骨髓库将尽快为患者检索非血缘

捐献者，并通知患者主管医生检索配型结果。

另外，中华骨髓库还会为找到相合捐献者的患者做好捐献者再动员、

供患 HLA 高分辨分型确认、捐献者体检、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以及护送

造血干细胞等相关服务；对没有检索到相合捐献者的患者，中华骨髓库将

不断为其在新入库数据中检索，也可为患者办理脐带血库与境外骨髓库检

索查询服务。

患者应及时到有资质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医院进行诊治，以免耽误治疗。

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可以为患者提供境外检索和配型移植相关服务。

国（境）外患者如有需要，也可以向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提出检索申请，

在中华骨髓库中检索捐献者。

由于人种基因差异，中国人的 HLA 型别与非黄种人差别较大，中国的

患者寻找 HLA 相合的捐献者的最大希望是在中国人群中，在其他人种中寻

找 HLA 相合供者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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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燕达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血液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血液科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血液科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血液科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 463 医院血液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肿瘤中心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血液科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血液科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

上海道培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血液科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血液科

上海长海医院血液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内科

江苏淮安第二人民医院血液科

南京市鼓楼医院

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

江苏省人民医院血液科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血液科

世界各地的患者需要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时，能
求助于中华骨髓库吗？

移植 / 采集医院名单

为全球患者服务是中华骨髓库的宗旨，世界各地的患者需要造血干细

胞移植时，可以通过所在国家骨髓库向中华骨髓库提出检索申请。

中华骨髓库已向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美国、新加坡、加拿大、

英国、意大利、瑞士、阿富汗、丹麦、新西兰、日本、德国、泰国、澳大

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名患者提供过造血干细胞，其中两名患者为白

人患者。

[ 患者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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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名解放军空军总医院血液科

中国人名解放军海军总医院血液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 307 医院 移植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 307 医院 血液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血液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304）血液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9 医院 血液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 血液科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血液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血液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血液科

北京协和医院中楼三层血液科 3 病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血液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血液病中心

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血液科

医 院 名 称

医 院 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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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血液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血液科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血液科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血液科

江门市中心医院血液科

广东省中山市人民医院血液科

广东省人民医院血液科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血液科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血液肿瘤科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血液内科 ( 中山二院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血液科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血液科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血液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血液内科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内科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血液科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

海口市人民医院血液科

海南省人民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科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血液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血液科

江苏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血液科

江苏省徐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血液骨髓移植中心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血液科

浙江省中医院血液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血液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血液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科

福建省肿瘤医院内科 8 区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液科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

山东省立医院血液科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血液科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青岛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科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移植中心

河南省人民医院血液科

武汉市中心医院血液科

医 院 名 称 医 院 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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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当选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医 院 名 称

重庆西南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血液科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血液科

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唐都医院血液科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血液内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血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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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组织统一安排志愿者开展宣传活动，宣传方式有：街头宣传、

网络宣传、媒体宣传、校园（单位、社区）宣传等。志愿者的常态化宣传

在献血点等中华骨髓库入库血样采集点。

志愿者主要负责招募并协助有意愿加入中华骨髓库的人填写报名申请

表，特别要向报名者准确介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相关知识，讲明对登记者

的个人信息保密的原则等。

对入库一年以上的志愿捐献者进行回访，更新其联系方式，了解其对

待志愿捐献的态度，并进一步介绍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和中华骨髓库发展

现状，增强其一旦配型成功就义无反顾捐献的决心。

在志愿捐献者采集造血干细胞过程中，根据志愿服务组织安排，到采

集医院探望志愿捐献者，解除志愿捐献者的疑虑，并介绍志愿服务组织的

情况，为其成为志愿服务组织的成员提供咨询帮助。

根据分库的安排，志愿服务组织指派志愿者将采集到的造血干细胞护

送到指定医院。

护送造血干细胞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应根据护送预案周密实施，

确保造血干细胞不接受安检 X 光照射，确保放有造血干细胞的保温箱的温

度控制在要求范围内，并安全及时送达。

中华骨髓库有正式的志愿服务组织吗？

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宗旨是什么？

加入志愿服务队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需要具备什么素质？

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能参与哪些志愿服务？

志愿者怎样加入志愿服务队？

2008 年 10 月 21 日，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总队正

式成立。志愿服务总队是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库（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负责组建，由各省级分库志愿服务组织组成

的志愿者队伍。目前，志愿服务总队下设省级大队和地市级分队等，注册

志愿者已超过 1.6 万人，在全国开展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工作。

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奉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倡导为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服务，弘扬时代精神，促进社会文明建设，关

爱生命，宣传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意义，服务他人，奉献社会。

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有爱心、有责任感并有时间参加志愿服务的人，

均可自愿申请加入志愿服务组织，成为一名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要承认中国红十字会章程，模范遵守七项基本

原则，具有奉献精神，富有爱心与热情，有较强的责任感，有恒心，对志

愿服务组织坦诚；了解一定的造血干细胞知识，可以简单地回答他人的提问；

有时间、有精力参加各类宣传、捐献志愿者招募、捐献者再动员、捐献陪护、

造血干细胞运送等志愿服务工作。

凡是志愿为捐献造血干细胞贡献力量的人，均可以联系所在地的中华

骨髓库省级分库或地市级工作站，加入当地的志愿服务队。

[ 志愿服务指南 ]

宣传招募

回访志愿捐献者

陪护志愿捐献者

护送造血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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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服务指南 ]
志愿捐献者再动员服务

红十字会安排的其他服务

个人信息资料管理 

报名登记

培训

服务基本要求

志愿者服务时间计算办法

志愿捐献者初配成功进行再动员时，志愿者要配合分库或工作站人员

做好志愿捐献者的再动员工作。

再动员工作对于志愿捐献者能否实现捐献十分重要。志愿者要积极参

与，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在志愿服务工作中体现到志愿者的作用和价值，

提高志愿捐献者的捐献成功率，降低志愿捐献者的反悔率。使志愿捐献者

思想坚定、义无反顾的实现个人的捐献救人的夙愿。

除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外，其他红十字志愿服务也是志愿服务

的组成部份，志愿服务组织应接受相关安排，并按要求认真完成各项服务

工作。

所有报名参加志愿服务工作的志愿者名单、联系方法等个人信息资料，

均由志愿服务组织中负责志愿者管理培训工作的部门统一管理。

报名时须如实填写报名资料，签字确认，交由志愿服务组织中负责志

愿者管理培训工作部门的指定人员，建立个人档案，成为一名实习志愿者。

按照流程由所在的志愿服务组织进行初级培训，初级培训不少于 2 小时，

然后参加不少于 4 小时的见习志愿服务活动后，经志愿服务组织考核通过，

发展成为注册志愿者。

志愿者应积极参加志愿服务组织安排的各类培训，掌握志愿服务基本

知识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的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骨髓库发展的最新动态，

不断提升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本领、增长服务知识、凸显服务特色，更好

地为中华骨髓库健康有序的发展增光添彩。

志愿服务组织安排的培训应包括：如何成为一名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

献血及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专业知识；中华骨髓库志愿者志愿服务技巧；志

愿服务组织的基本情况等内容。具体如下：

初级培训：面向对象是新加入志愿服务组织的志愿者和公众非注册志

愿者。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红十字理念、志愿服务理念、献血及捐献

造血干细胞等专业基本知识、基本行为规范等。

 中级培训：志愿服务 100 小时以上的注册志愿者。培训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案例分析、服务技巧、沟通技巧、专业知识、服务规范等等。

 高级培训：志愿服务组织骨干及志愿服务 300 小时以上的注册志愿者。

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研讨交流、干部培训、组织方法、管理技巧、心

理知识、团队建设等等。

根据安排，按时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注意着装和仪表，配带志愿者标志，

以表明其志愿者身份，礼貌待人，细心服务。服务结束按照流程进行确认，

收起志愿者标志。

志愿服务时间是记录志愿者活动的重要方式，应该如实记录。参加志

愿服务组织安排的会议、培训、联谊等，均是为做好服务所做的基础性工

作和活动，应记录服务时间。

1、市内交通时间一般不计入当次服务时间，如路程较远可适当计算；

出差外地交通时间计为服务时间，但最高不超过 12 小时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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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骨髓库如何管理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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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时间以个人活动的实际起止时间为准，迟到、早到均按实际服

务时间记录。 

3、对于活动的主要联络和策划者的前期准备工作，用时较多的，其服

务时间定为 2 小时 / 次，组织者和负责人日常的联络工作不计入服务时间。

4、从事网络管理等志愿者服务时间由志愿服务组织根据其工作量，每

月向组织指定的服务时间统计部门申报一次。

5、各地志愿服务组织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对志愿者的服务时间计算办

法细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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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退出的权利

参加活动的权利

选举、被选举和表决的权利

建议、监督的权利

优先的权利

志愿者有自愿加入志愿服务组织和自由退出志愿服务组织的权利。退

出应按照程序递交书面申请，以便志愿服务组织的工作安排；若担任相关

的管理职务，在书面提出辞职申请后，应给予志愿服务组织一定的时间安

排交接人员，并做好工作的移交。    

志愿服务组织应注意到实际交接工作中可能发生的情况，指定人员协

调交接工作。

退出志愿服务组织应交还用于服务的各类识别标志。

1、遵守志愿服务组织的章程，执行志愿服务组织的决议，响应志愿服

务组织的号召，积极参加各项志愿服务活动。

2、活动中服从负责人及领队安排，维护志愿服务组织的形象和声誉，

不做有损志愿服务组织形象、利益和声誉的事。

3、有向志愿服务活动提供各类活动方案参考意见的义务，有为服务中

涉及到的志愿者个人信息资料保密的义务。

4、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中应妥善保管好个人的财物，与志愿者交往中应

加强经济方面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识别能力，避免爱心受到挫伤。志愿

服务组织有提醒志愿服务者之间避免经济往来的义务。

5、各级组织机构应逐渐承担为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期间提供相关保险

的义务。

志愿服务组织中管理人员的产生、聘用，可以采用自愿报名、民主推荐、

公开选拔等方式，各级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的任用按各地红十字会、分库的

规定、要求操作，并报上级主管单位备案。

各地志愿服务组织对管理人员的聘用和免职等管理，可结合本地的具

体情况而定，原则是符合红十字精神，有利于红十字和中华骨髓库品牌建设，

有利于中华骨髓库事业发展，有利于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和志愿者的成长。

志愿者有选择参与所在志愿服务组织活动项目的权利。

志愿者在志愿服务组织里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志愿者对志愿服务组织的各项制度、组织的各种活动的建议权；对各

项志愿服务活动的计划、组织、装备、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监督权、建议权。

志愿者有优先参与志愿服务总队和各地志愿服务组织提供的培训和获

得相关资料的权利。

志愿者有哪些权利？

志愿者有哪些义务？

志愿服务组织管理人员任用和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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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志愿服务组织中担任管理工作，仅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志

愿者之间无上、下级从属关系，只是志愿服务岗位不同。

志愿服务组织管理人员责任

·人道：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本意是要不加歧视地救护战

地伤员。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努力防止并减轻人们的疾苦，不论这

种痛苦发生在什么地方。本运动的宗旨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

人类尊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合作；促进持久和平。

·公正：本运动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偏见和政治见

解而有所歧视，仅根据需要，努力减轻人们的疾苦，优先救济困难最

紧迫的人。

·中立：为了继续得到所有人的信任，本运动在冲突双方之间不

采取立场，任何时候也不参与带有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

·独立：本运动是独立的。虽然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

助手并受本国法律的制约，但必须经常保持独立，以便任何时候都能

按本运动的原则行事。

·志愿服务：本运动是个志愿运动，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好处。

·统一：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它必须

向所有的人开放，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道主义工作。

·普遍：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是世界性的。在运动中，所有

红十字会享有同等地位，负有同样责任和义务，相互支援。

红十字基本原则



传递爱心·请继续赠阅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