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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重庆地区无偿献血者献血动机和非献血者未献血动机%方法
!

随机抽取重庆地区无偿献血者
,!)

人和

未献血者
!(#

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用统计学方法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结果
!

积极动机中奉献爱心&帮助别人&享受用血优惠

和免费检查身体分别位列前
,

位!而消极动机中认为自己身体不合格&担心血液被买卖以及害怕献血影响身体位列前
,

位%结论

!

献血动机多样性并且可能几种动机一起发挥作用!应针对不同人群重点采取不同的招募措施%

关键词"动机#无偿献血#招募

-./

!

$"%,'#'

"

0

%/112%$#*$3),&)%!"$$%$(%"$'

文献标识码"

4

文章编号"

$#*$3),&)

"

!"$$

$

$(3$("(3"!

8,#1

3

)()*,61**22*,#&(*,/*&(:#&(*,(,!"*,

05

(,

0

"

!"#$0($

%

$

#

!"#$

%

>'$

$

#

#

&#'43'

9

)$

!

#

F#$D($

%

N'#

!

#

M)&'#$G#

!

$

$513

E

#;7=3$7(

2

6(-'#GH3@'-'$3#$@13=(

%

;#

E

"

9

A(GG3

%

3(

2

L):G'-F3#G7"

#

A"($

%.

'$

%

H3@'-#GI$'J3;?'7

9

#

A"($

%.

'$

%

&"""$#

#

A"'$#

%

!5A"($

%.

'$

%

>G((@A3$73;

#

A"($

%.

'$

%

&"""$)

#

A"'$#

&

86)&$#%&

!

96

-

'%&(:'

!

5.>2>A

8

G:69:<.6/C>6/.21.@BA..--.2.?1>2-2.2-.2.?1%;'&"*2)

!

,!)-.2.?1>2-!(#2.2-.2:?1I:?:

1:A:=6:-?>2-><A

8

>2-17?C:

8

:-B

8F

7:16/.22>/?:1%59:?:17A61I:?:>2>A

8

G:-B

8D

:2:?>A-:1=?/

;

6/C:>2>A

8

1/1%<').1&)

!

59:69?::

<.16/<

;

.?6>26?:>1.21.@

;

.1/6/C:<.6/C>6/.21I:?:.@@:??/2

D

=.<

;

>11/.2

#

BA..-17/2

D;

?:C/A:

D

:>2-@?::<:-/=>A=9:=O37

;

1%413

17</2

D

69:/?.I29:>A69-.2.6<::669:=.2-/6/.21

#

I.??

8

/2

D

>B.76BA..-6?>-/2

D

>2-@:>?/2

D

69:?/1O>@@:=6/2

D

9:>A69I:?:69:

69?::<.16/<

;

.?6>26?:>1.21.@2:

D

>6/C:<.6/C>6/.21%!*,%1.)(*,

!

K.2>6/.2<.6/C>6/.21>?:<7A6/@>?/.71>2-1.<:<.6/C>6/.21<>

8

I.?O6.

D

:69:?

#

1.-/@@:?:26<:>17?:119.7A-B:6>O:26.?:=?7/6-/@@:?:26

;

:.

;

A:%

='

3

7*$2)

!

<.6/C>6/.2

%

BA.---.2>6/.2

%

?:=?7/6<:26

!!

动机就是促使人从事某种活动的念头#通过激发和鼓励#

使人产生一种内在驱动力#使之向期望目标前进的过程)

$

*

'了

解献血者的积极动机和非献血者的消极动机#在无偿献血员的

招募中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强化积极动机#减少和消除消极动

机#使更多人参与到无偿献血事业中来#对于缓解临床用血紧

张和促进无偿献血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

!

资料与方法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重庆地区抽取前来献血的无偿献

血者以及同时间段内经过献血点且年龄符合献血要求的未献

血者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共调查献血员
,,"

人和非献血者

!#"

人#回收问卷
('"

份'经检查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

')%')+

#其中献血员
,!)

份#非献血者
!(#

份'所有数据用

L

;

/->6>

软件双录入进行校验#采用
SJ4SS$,%"

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

?

!

结
!!

果

?%>

!

献血者积极动机统计
!

献血者献血动机采用选择预选答

案和在+其他项,自行补充的方式获取答案'统计结果表明促

使他们前来献血的主要动机有人道主义和利他精神$帮助他

人(奉献爱心和社会责任&(自己以及家人日后可以享受用血优

惠政策(寻求社会认可和荣誉感(免费检查身体和血型(社会压

力$领导号召#周围居民(朋友(同事的参与等&(获取报酬$所在

单位给予的休假和补贴等福利待遇&等'见表
$

'

?%?

!

非献血者消极动机统计
!

同样采用选择答案和自行补充

的方式进行非献血员未参与献血消极动机调查'统计结果表

明消极动机主要有认为自己身体不符合条件(对献血后的优惠

政策不了解(害怕献血影响身体$营养不良#恢复缓慢影响工

作#穿刺传染疾病等&(不方便$时间不允许#地点不方便&(担心

所献血液被买卖(不知道如何献血(无人号召献血(处于献血间

隔期(曾经献血但对献血相关活动不满意$献血过程#用血报

销&等'见表
!

'

表
$

!!

献血者积极动机统计表(

$

#

+

%)

动机 献血者

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
$,)

$

&!%"*

&

寻求社会认可和荣誉感
$"

$

,%"(

&

社会压力
!$

$

#%&"

&

纪念品
!

*

$

!%$,

&

单位报酬
$!

$

,%##

&

免费检查身体和血型
&!

$

$!%)"

&

日后享受用血优惠政策
#$

$

$)%#"

&

号召劝说和鼓励
,&

$

$"%,*

&

其他
!

,

$

"%'$

&

合计
,!)

$

$""%""

&

表
!

!!

非献血者消极动机统计表(

$

#

+

%)

动机 献血者

身体不合格
'!

$

,(%'&

&

不了解献血政策
$)

$

*%",

&

害怕影响身体
,$

$

$!%$$

&

不方便
$"

$

,%'$

&

担心血液被买卖
(*

$

!!%!*

&

不知道如何献血
*

$

!%*,

&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医学科技项目$

!""'3!3&,*

&'

!

#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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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非献血者消极动机统计表(

$

#

+

%)

动机 献血者

无人号召献血
!$

$

)%!"

&

献血间隔期
$(

$

(%)#

&

对曾经献血活动不满意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

$

$""%""

&

@

!

讨
!!

论

@%>

!

积极动机的加强

@%>%>

!

利他主义和人道精神
!

在促使人们献血的积极动机

中#为需要输血的人献出一片爱心#把献血作为一种社会责任

者所占比重最大'这与国际红十字会所提倡的无偿献血的人

道主义精神相吻合)

!

*

'当人们意识到自己被需要(自己的付出

对别人意义重大时会感觉光荣和自豪#会更加积极地投身到这

项伟大的事业中去)

,

*

'尽管有研究报告持不同的观点#认为献

血者这种利他的人道主义背后潜藏着更多的自私成分#如通过

献血使自我感觉高人一等#获取自豪感和加强自我评价#或者

期待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赞许以提高自我的价值感等'但是人

道主义和利他精神仍然应该继续作为一种针对大多数人的有

意义的宣传和呼吁)

&

*

'只是在献血招募和服务工作中更应该

细致地对待可能潜藏在人道主义背后自私地因素#尽可能地去

满足这种需求#比如在一定范围内公布献血者的姓名#给予献

血者相应的佩戴标识#组织献血者集体活动#以及采取其他合

适的方式让献血者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和认可'一方面满足

了这部分献血者的需求#能够更好地保留这部分献血者#另一

方面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以他们为榜样#加入到献血队伍当

中来'

@%>%?

!

享受优惠政策和用血补偿
!

为了日后自己及家人需要

时能够免费得到部分或全部所需血液而参与献血者位居第二'

这与医疗费用高昂和生存压力增大相一致)

(

*

'目前重庆地区

未曾参与献血者尚不能享受用血优惠政策#当他们及其家人需

要输血治疗时#必须付出
!

倍甚至是
,

倍的用血补偿金'高额

的输血费用使得更多的人把提前进行无偿献血作为一种保险

或者保障#用以抵抗可能的医疗风险)

#

*

'相关报道指出血液保

险计划极有可能是献血最大的刺激因素'献血招募中应该深

刻认识到这点#不仅要充分宣传献血后的优惠政策)

*

*

#同时也

应该对比分析非献血者不能享受优惠政策所需付出的高昂成

本#通过对比激励更多的人参与献血'

@%>%@

!

免费检查身体和血型
!

免费检查身体和血型的献血者

也占了相当比例'这部分献血者更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希望

献血时能进行一些身体检查#献血后能得到及时(准确(具体的

信息反馈#出现身体不健康的检查结果时希望得到相应的指导

和建议#而这些要求在献血服务工作中通过努力是可以做

到的'

@%>%A

!

其他
!

献血者的另一重要动机源于社会压力和号召鼓

励#比如单位领导号召#社区居民(同事和亲友的广泛参与#亲

友输血的压力等可能促使其参与献血)

)

*

'国外有研究报道指

出#甚至
(#+

的人承认周围人的压力是其参加献血的惟一原

因)

'

*

'招募者可以号召献血者与亲人或朋友一起前往献血#相

互鼓励和影响#利用从众心理因素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无偿献

血)

$"

*

'此外获得纪念品和单位给予的休假(补贴等福利待遇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人们参与无偿献血#在招募中不仅针对

个人#并且要广泛宣传动员各社会单位和群体#发挥他们的优

势和作用#共同为无偿献血贡献力量'

@%?

!

消除非献血者消极动机

@%?%>

!

身体不合格
!

消极动机中最重要的是认为自己身体不

符合献血条件者占
,(%'&+

'

'!

人中只有
$"

个人近期参加体

检确实不符合条件或者前往献血被筛查出不能献血'

\:/3

B?:=96

等)

'

*调查发现身体不合格而未参加献血的比例占

!)+

'但据研究显示#人群中自称身体不合格者#其实只有

&*+

的非献血者由医生判定为不合格#另外
(,+

的人声称自

己身体不合格实际上不符合医学排除资格条件#身体状况是适

宜献血的#这一点应特别引起献血招募者关注)

$$

*

'

@%?%?

!

担心血液被买卖
!

担心自己无偿捐献的血液被买卖是

又一具有重大影响的消极因素'献血者认为#自己捐献血液时

是自愿的#除了奉献爱心外没有获取任何报酬#理所当然当别

人使用血液时也应该是免费的'造成这样误会的原因在于#人

们忽视了血液采集后续的分离(检测(加工以及保存等成本费

用#或者认为患者支付的费用远远地高于这些成本#担心采供

血机构利用无偿献血赚钱牟利'美国
!"

世纪
*"

年代公众对

血站招募自愿献血者的最大障碍之一也是对采供血机构向患

者收取处理费用的不理解'因此政府和采供血机构更应该加

强宣传和增加透明度#一旦人们认识到采供血机构只是在献血

者和受血者之间开展采供血服务#只收取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

时#这种误解造成的障碍自然会消失或变小)

$!

*

'

@%?%@

!

担心献血影响身体
!

害怕献血影响身体在本次调查消

极动机中位列第三'担心献血后营养不良(身体恢复缓慢(害

怕穿刺感染疾病是本动机的三大因素'这与张新平和陈国

安)

$,

*的研究有差异'由于人们文化程度各异#对于献血资讯

的接触和了解程度也各不相同#无偿献血宣传力度不够#形式

单一)

$&

*

#部分人产生恐惧和误解是存在的#因此加强宣传(消

除恐惧也应该是献血员招募中的一大重点'不了解献血政策(

不知道如何献血(无人号召献血也分别占有不同比例'通过电

视广告(报纸杂志(交车广告(网站(举办大型活动#散发宣传材

料等都是献血招募有效地途径'增加公众对相关知识的了解

是招募工作持之以恒的重点'除此以外#不方便和曾经献血和

用血经历的不满意阻挠了部分献血者再次献血)

$(3$#

*

'献血点

的作息时间和地理位置不合适)

$*

*

(献血过程中的技术服务)

$)

*

和人文关怀)

$'

*

(担心个人隐私被泄露)

!"

*以及献血后续服务都

应该进一步的得到加强和改善'

综上所述#献血招募工作中#宣传工作是最重要的一个环

节'全面宣传能把方方面面的信息传达给受众#同时应该随时

了解大家关注内容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工作'不断巩

固积极动机的激励作用#消除和减弱消极动机#保留现有的无

偿献血者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事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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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

*

(轻度松动#患者为了降低牙周负担#减少疼痛#自觉减少

咀嚼硬物'同时#遵医嘱#患者尽量避免咀嚼硬物#以减少托槽

脱落(带环松动等情况的出现'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咀嚼硬物

不良习惯得到了改善'

@%?%?

!

单侧咀嚼习惯
!

正畸治疗过程中#患者单侧咀嚼不良

习惯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可能原因为在治疗期间#原有的咬合

关系被破坏#在新的双侧咬合关系建立之前#患者不得不暂时

使用单侧咀嚼食物%另外#一些后牙错
!

畸形没有解除也是导

致单侧咀嚼的重要因素'

X>?/>

等)

$,

*认为#存在后牙反
!

患

者#在反
!

解除后#单侧咀嚼得到明显改善'因此#正畸医生应

重视患者治疗过程中存在的单侧咀嚼习惯和不良的咬合关系#

尽早建立良好的双侧咬合关系#既利于患者双侧咀嚼习惯的养

成#也有利于疗效的巩固'

@%?%@

!

口呼吸习惯
!

正畸治疗过程中#患者口呼吸不良习惯

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原因可能为!$

$

&本次调查的患者处于治

疗中#口呼吸习惯没有彻底改善%$

!

&导致患者口呼吸习惯的病

因没有去除#而且有些病因单靠正畸治疗是不能完全去除的#

须采用其他治疗手段'

Y>A6:?

和
R:2>6>

)

$&

*认为#正畸治疗联

合外科手术是治疗口呼吸习惯的关键'所以#对存在口呼吸不

良习惯的患者#正畸医生应针对病因#确定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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