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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无偿献血人群献血动机及招募策略研究

陈乐丹 苏欣欣 黄淑慧 李建道

自1998年无偿献血制度实施以来，无偿献血人

数逐年增长，血液工作取得跨越式的发展，但随着

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新技术的发展，医院的

临床用血需求迅速增长，如何发展和扩大无偿献血

者队伍，解决日益突出的血液供需矛盾成为采供血

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献血动机是促发献血行为

的重要因素[1]，了解并掌握无偿献血行为背后的心

理活动，是能否有效动员健康适龄公民自愿参与无

偿献血，保障临床用血需求的关键。本次研究以温

州地区的无偿献血者为研究对象，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通过对献血动机的分析，就如何制定有针对性

的无偿献血招募方案展开阐述。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10 月至2023年11 月

期间温州市区三个固定献血服务点自愿接受调查

的 1 800 例自愿无偿献血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性1 086 例、女性714 例；年龄18～60 岁，平均年龄

（37.94±2.35）岁；自愿前往各献血服务点无偿献血

的个体献血者 1 083 例，机关、企事业单位、院校等

组织的团体无偿献血者 615 例，应急献血者名库中

接到应急献血招募信息无偿献血的应急献血者

102 例。本次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经温州

市中心血站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开展调查。

1.2 方法

1.2.1 问卷设计 本次研究根据《无偿献血动机评

价量表的编制与修订》[2]，经前期调研、专家咨询和

课题组讨论形成问卷调查表。内容包括一般资料

（人口学资料、献血史）和献血动机。献血动机分别

为帮助他人、利于身体健康、个人荣誉感、周围人影

响、用血优惠、单位动员、“三免”关爱政策、免费查

体、献血纪念品等9 项。

1.2.2 问卷调查 所有调查采取随机、当面一对一

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问卷献血动机分项为多

项选择，最多不超过三项。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了

统一培训，并对回收的问卷进行逻辑检查，一般资

料不全或动机选项未按要求填写的问卷判定为无

效问卷，余均作为有效问卷入组。本次研究发放

问卷 1 8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 580 份，问卷有效

率87.78％。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率）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χ2检验。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献血人群献血动机选择情况见表1
表1 献血人群献血动机调查情况表

动机

帮助他人

利于身体健康

个人荣誉感

周围人影响

用血优惠

单位动员

“三免”关爱政策

免费查体

献血纪念品

人数

998
523
314
301
293
288
215
170
87

百分率/％
63.16
33.10
19.87
19.05
18.54
18.23
13.61
10.76
5.51

由表 1可见，献血人群的献血动机主要是帮助

他人（63.16％），其次是利于身体健康（33.10％）和

个人荣誉感（19.87％）。

2.2 不同年龄、学历、献血次数和献血形式献血人

群的献血动机选择情况见表2

·· 364



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2024 年 4 月 第 22 卷第 4 期 Clinical Education of General Practice Apr.2024，Vol.22，No.4

表2 不同年龄、学历、献血次数和献血形式献血人群的献血动机比较/例

变量

年龄

学历

献血次数

献血形式

18～24 岁

25～34 岁

35～44 岁

45～60 岁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专科

本科及以上

首次

2次
3次及以上

个体献血

团体献血

应急献血

n

364
472
440
304
198
438
519
425
553
282
745
986
503
91

帮助

他人

231
285
27
20

130
272
300
296
341
185
472
615
311
72

利于身

体健康

114
151
14
110
65

142
169
147
167
92

264
367
133
23

个人荣

誉感

75
87
81
71
41
85
97
91
51
38

225
188
109
17

周围人

影响

135
98
35
33
45
84
94
78

178
67
56

185
97
19

用血

优惠

46
52

122
73
43
81
89
80

108
57

128
173
104
16

单位

动员

68
85
83
52
37
83
95
73

104
61

123
75

195
18

“三免”关

爱政策

45
60
59
51
29
62
71
53
59
31

125
128
75
12

免费

查体

37
46
46
41
31
65
41
33

123
37
10

105
55
10

献血

纪念品

46
23
10
8

19
41
18
9

36
12
39
51
31
5

由表 2可见，不同年龄献血人群对献血动机中

周围人影响、用血优惠、献血纪念品的选择率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126.06、56.70、49.61，
P均＜0.05）；在帮助他人、利于身体健康、个人荣誉

感、单位动员、“三免”关爱政策、免费查体选择率方

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分别=4.84、2.15、3.65、
0.44、3.41、3.04，P均＞0.05）。不同学历献血人群对

献血动机中免费查体、献血纪念品的选择率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20.93、32.39，P均＜

0.05）；在周围人影响、用血优惠、帮助他人、利于身

体健康、个人荣誉感、单位动员、“三免”关爱政策选

择率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分别=2.17、2.01、
0.31、0.09、1.24、0.50、0.76，P均＞0.05）。不同献血

次数献血人群对献血动机中个人荣誉感、周围人影

响、“三免”关爱政策、免费查体的选择率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χ2 分别 =96.55、130.21、12.07、
146.38，P均＜0.05）；在用血优惠、献血纪念品、帮助

他人、利于身体健康、单位动员选择率方面，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χ2分别=1.79、2.02、1.27、3.97、3.79，P
均＞0.05）。不同献血形式献血人群对献血动机中

帮助他人、利于身体健康、单位动员选择率的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10.61、20.15、12.07，P
均＜0.05），在周围人影响、用血优惠、献血纪念品、

个人荣誉感、“三免”关爱政策、免费查体选择率方

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分别=0.27、2.22、0.63、
1.50、1.07、0.03，P均＞0.05）。

3 讨论

无偿献血行为的发生是一个动态的决策过程，

而献血动机正是公民献血的内在驱动力[3]，本次研

究显示帮助他人，是温州地区献血人群参加无偿献

血的最主要动机，占 63.16％，但该比例明显低于相

关学者利他主义献血动机的研究结果[4~6]，这可能与

温州地区流动人口较多，无偿献血宣传的覆盖面不

足有关。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献血动机中有利于身

体健康、个人荣誉感、用血优惠等依次占有相当的

比例，提示部分献血者献血并不一定抱着纯粹的奉

献精神，也有利己的想法和动机，与张莉[7]、宋春明

等[8]的研究结论基本相符。因此，在今后的宣传招

募中，不仅需扩大无偿献血宣传的覆盖面，宣扬无

私奉献的价值观，也需满足献血者的个人需求，从

而更好地保留和扩大无偿献血者队伍。

本次研究显示不同年龄献血人群的献血动机

存在差异，其中 35～44 岁年龄段，享受用血优惠政

策的利已动机比较普遍，因此，在宣传招募时，对该

年龄段的献血者应重点介绍献血者和家人优先用

血、免费用血等优惠政策。而18～24 岁年龄组周围

人影响、献血纪念品选择率高，是由于这个年龄段

献血者思想单纯，好奇心强，有较强的从众心理，容

易被周围环境、献血纪念品吸引，在招募这类年轻

群体尤其是高校大学生时，可以通过提前宣传造

势，利用同伴效应和群体压力，促发更多献血行为

的发生。在不同学历献血者的调查中，低学历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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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免费查体和献血纪念品的需求高于较高学历

组，说明此类献血者对自身的健康状况关注度高，

血站在对血液进行检测后，应尽快将结果告知献血

者，并在必要时给予就医指导；同时还应丰富献血

纪念品的种类，满足不同层次献血者的需求。

本次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无偿献血者的献血

动机与其献血次数、献血形式有较大关联[9,10]。不同

献血次数献血人群中，周围人影响、免费查体是首

次献血组有效的激励方式，这可能与首次献血者对

献血知识的掌握及认知还处于较低水平有关。故

血站在深入社区、高校、农村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时，

应采取集中宣传、招募与采血的方式，营造良好的

献血氛围。有研究表明，首次献血者 1年内再次献

血是能否发展成为固定献血者的关键[7]，因此采取

有效措施，如通过加强献血者典型培树和推优活动

等举措，保留首次献血者发展成为固定献血者。献

血3 次及以上献血人群中“三免”关爱政策对其吸引

力较强，浙江省自2014年实施献血者“三免”关爱政

策以来，各地陆续对政策进行优化升级，将社会对

无偿献血者的关爱落到实处，助力采供血机构吸引

固定献血者。

另外本次研究表明应急献血人群具有较强的

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其帮助他人的主观意

愿更加强烈，能积极响应血液紧缺时的招募需求，

是血液保障工作从“单一应对”转向“日常防范和应

急救援结合”的重要力量[11]。因此，在血液紧缺的情

况下，宣传招募要突出献血挽救他人生命的意义，

从而激发献血者更高层次的内生驱动力。

综上所述，帮助他人是主要献血动机，但不同

年龄、学历、献血次数及献血形式的献血人群献血

动机也存在差异。在今后的宣传招募过程中，除了

大力弘扬无私奉献的无偿献血主流价值观，也要重

视利他主义背后所潜藏的献血者的个人需求，突出

献血带来的附加价值，通过建立“利人”和“惠己”相

结合的无偿献血激励制度，鼓励更多人加入固定献

血者队伍，确保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和谐、可持续发

展。由于本次研究所用问卷的内容有限，所选取的

调查对象仅限于城区固定献血屋献血的献血者，覆

盖面不够广泛，可能存在未考虑到的影响献血动机

的因素，如献血者的职业、地域等。同时，本次研究

为横断面研究，未能动态了解不同人群献血动机的

变化情况，有待于未来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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