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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地区无偿献血人群ABO和Rh血型分布特征*

刘建成,邵 峰,步晓筠,杨 洁,毛小尹

(宁夏血液中心血型参比实验室,银川
 

750011)

  [摘要] 目的 调查分析宁夏地区无偿献血人群ABO和Rh血型分布特征,为无偿献血者招募提供数据

支撑。方法 收集宁夏5个地级市2002-2022年有效无偿献血者569
 

286人的数据,统计不同性别、民族、职

业、年龄、地区的献血人群ABO和Rh血型分布特点,并对比2010年和2022年无偿献血者ABO和Rh血型分

布的变化特点。结果 宁夏无偿献血人群中,A型为160
 

897人(占28.26%),B型为171
 

756人(占30.17%),
O型为182

 

067人(占31.98%),AB型为54
 

566人(占9.58%);RhD阴性3
 

507人(占0.62%)。ABO血型在

不同性别、民族、年龄段及地区献血者的分布均为O型>B型>A型>AB型,工人献血者ABO血型分布为B
型>O型>A型>AB型,其他职业的分布均为O型>B型>A型>AB型。比较2010年和2022年ABO血

型分布,吴忠市由2010年的O型>B型>A型>AB型变化为2022年的O型>A型>B型>AB型。宁夏献

血人数2022年比2010年增长了40.96%。结论 宁夏无偿献血人群ABO血型分布总体特征为O型>B型>
A型>AB型,随着时间推移,献血者队伍扩大,血型分布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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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BO
 

and
 

Rh
 

blood
 

groups
 

among
 

the
 

voluntary
 

blood
 

donors
 

in
 

Ningxia
 

area
 

to
 

provide
 

the
 

data
 

support
 

for
 

the
 

recruitment
 

of
 

voluntary
 

blood
 

donor.Methods The
 

data
 

of
 

569
 

286
 

effective
 

voluntary
 

blood
 

donors
 

from
 

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Ningxia
 

during
 

2002-2022
 

were
 

collected,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BO
 

and
 

Rh
 

blood
 

groups
 

among
 

blood
 

donors
 

of
 

different
 

genders,nationalities,occupations,ages
 

and
 

regions
 

were
 

analyzed.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in
 

distribution
 

of
 

ABO
 

and
 

Rh
 

blood
 

group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voluntary
 

blood
 

donors
 

in
 

2010
 

and
 

2022.Results Among
 

the
 

voluntary
 

blood
 

donors
 

in
 

Ningxia,there
 

were
 

160
 

897
 

do-
nors

 

with
 

blood
 

group
 

A
 

(28.26%),171
 

756
 

donors
 

with
 

blood
 

group
 

B
 

(30.17%),182
 

067
 

donors
 

with
 

blood
 

group
 

O
 

(31.98%),54
 

566
 

donors
 

with
 

blood
 

group
 

AB
 

(9.58%),and
 

there
 

were
 

3
 

507
 

RhD
 

negative
 

donors
 

(0.62%).The
 

distribution
 

of
 

ABO
 

blood
 

groups
 

among
 

blood
 

donors
 

of
 

different
 

genders,nationalities,ages
 

and
 

regions
 

was
 

the
 

blood
 

group
 

O>B>A>AB.The
 

distribution
 

of
 

ABO
 

blood
 

groups
 

in
 

the
 

workers
 

was
 

the
 

blood
 

group
 

B>O>A>AB,while
 

the
 

distribution
 

in
 

other
 

occupations
 

was
 

the
 

blood
 

group
 

O>B>A>
AB.Comparing

 

the
 

distribution
 

of
 

ABO
 

blood
 

groups
 

between
 

2010
 

and
 

2022,the
 

blood
 

groups
 

in
 

Wuzhong
 

City
 

were
 

changed
 

from
 

the
 

blood
 

group
 

O>B>A>AB
 

in
 

2010
 

to
 

the
 

blood
 

group
 

O>A>B>AB
 

in
 

2022.
The

 

number
 

of
 

blood
 

donors
 

in
 

Ningxia
 

was
 

increased
 

by
 

40.96%
 

in
 

2022
 

compared
 

with
 

that
 

in
 

2010.Conclu-
sion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BO
 

blood
 

groups
 

among
 

voluntary
 

blood
 

donors
 

in
 

Ningxia
 

is
 

the
 

blood
 

group
 

O>B>A>AB.With
 

the
 

passage
 

of
 

time,the
 

number
 

of
 

blood
 

donors
 

has
 

expanded,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lood
 

groups
 

has
 

also
 

undergone
 

certain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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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人类已发现44种血型系统,最重要的是

ABO和Rh血型,其在临床输血、人类种族起源、法医

鉴定、器官移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2]。由于

种族、地区等不同,ABO和Rh血型分布也存在很大

的差异。至今已有很多关于ABO和Rh血型分布的

研究报道,1982年,陈稚勇等[3]报道了中国人 ABO
血型分布,为探究我国整体血型分布提供了参考。全

国各地陆续也有对ABO和Rh血型分布的报道,研究

显示血型分布在不同地域、性别、民族等存在一定差

异[4-6]。另外,ABO血型和疾病的相关性也被许多研

究者关注[7-9]。了解本地区无偿献血人群ABO和Rh
血型分布有利于对人口遗传学、献血者招募、血液储

备提供依据。目前对宁夏地区无偿献血人群ABO和

Rh血型分布的研究报道较少,且数据不完整。本文

收集了覆盖宁夏全境5个地级市的无偿献血者ABO
和Rh血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获得了宁夏无偿献血

人群ABO和Rh血型分布特征,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取宁夏2002-2022年的无偿献血者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数据来源于宁夏5家血站,包括自治区血

液中心(银川市)、石嘴山市中心血站、吴忠市中心血

站、中卫市中心血站、固原市中心血站。5家血站采用

统一的采供血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由系统导出。以血

型、性别、民族等为变量,去掉重复献血者数据后共提

取有效献血者数据569
 

286人,数据提取时进行了脱

敏处理。

1.2 方法

1.2.1 宁夏行政区域划分和各地级市无偿献血者

占比
 

  宁夏下辖5个地级市,分别为银川市、石嘴山市、
吴忠市、中卫市、固原市。采用20年的数据可以基本

囊括各个城市参与过献血的所有人群,分析献血者人

数占当地人口数量的比例,以了解各地区无偿献血者

分布和发展情况。

1.2.2 ABO、Rh血型分布

  分别以不同性别、民族、年龄、职业、地区分析血

型分布差异。

1.2.3 12年间ABO、Rh血型分布的变化

  选取2010、2022年献血者血型分布数据,分析

ABO、Rh血型分布的变化。人口数参照2010、2020
年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10-11]。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

例数或百分比表示。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收集宁夏无偿献血者数据共569
 

286人,占宁夏

总人口7.90%(569
 

286/7
 

202
 

654);其中男性献血者

331
 

268人,占男性总数9.02%(331
 

268/3
 

671
 

230),
女性献血者238

 

018人,占女性总数6.74%(238
 

018/

3
 

531
 

424)。5个地级市献血者人数在当地人口占比

最小的 是 吴 忠 市(3.53%),占 比 最 大 的 是 银 川 市

(12.39%),见表1。
表1  2022年各地区献血者占当地人口百分比

地区 当地人口数(n) 献血者人数(n) 献血者占比(%)

银川市 2
 

859
 

074 354
 

134 12.39

石嘴山市 751
 

389 61
 

526 8.19

吴忠市 1
 

382
 

713 48
 

791 3.53

中卫市 1
 

067
 

336 40
 

543 3.80

固原市 1
 

142
 

142 64
 

292 5.63

2.2 不同性别间ABO血型分布特征

  宁夏献血者ABO血型分布特点为O型>B型>
A型>AB型,O型最多为182

 

067人,占31.98%。

AB型最少为54
 

566人,占9.58%,见表2。

2.3 不同民族间ABO血型分布特征

  宁夏献血者中汉族441
 

252人,占77.51%;回族

114
 

527 人,占 20.12%;其 他 民 族 13
 

507 人,占

2.37%。汉族、回族及其他民族中均是 O型占比最

高,其次是B型,见表3。

表2  宁夏献血者不同性别ABO血型分布[n(%)]

性别 A型 B型 O型 AB型 合计

男性 93
 

713(28.29) 99
 

689(30.09) 106
 

278(32.08) 31
 

588(9.54) 331
 

268(100.00)

女性 67
 

184(28.23) 72
 

067(30.28) 75
 

789(31.84) 22
 

978(9.65) 238
 

018(100.00)

合计 160
 

897(28.26) 171
 

756(30.17) 182
 

067(31.98) 54
 

566(9.58) 569
 

286(100.00)

2.4 不同职业间ABO血型分布特征

  将献血者按照职业进行分类,工人 ABO血型占

比为B型>O型>A型>AB型,B型人最多;其他职

业的分布均为 O型>B型>A型>AB型,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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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 职 业 中 标 识 为 其 他 的 献 血 者 占 比 最 高 为

42.36%,其次为学生占比为19.95%。

2.5 不同年龄段间ABO血型分布特征

  将献血者划分为18~<25岁、25~<35岁、

35~<45岁、45~<55岁、55~60岁5个年龄组,献
血者年龄主要集中在25~<35岁,占34.02%,ABO
血型在各年龄段的分布均是O型>B型>A型>AB
型,见表5。

表3  献血者不同民族之间ABO血型分布[n(%)]

民族 A型 B型 O型 AB型 合计

汉族 124
 

461(28.21) 133
 

817(30.33) 140
 

650(31.88) 42
 

324(9.59) 441
 

252(100.00)

回族 32
 

663(28.52)
 

33
 

941(29.64) 36
 

936(32.25) 10
 

987
 

(9.59) 114
 

527(100.00)

其他 3
 

773(27.93) 3
 

998(29.60) 4
 

481(33.18) 1
 

255(9.29) 13
 

507(100.00)

合计 160
 

897(28.26) 171
 

756(30.17) 182
 

067(31.98) 54
 

566(9.58) 569
 

286(100.00)

表4  献血者不同职业之间ABO血型分布[n(%)]

职业 A型 B型 O型 AB型 合计

个体 4
 

144(27.62) 4
 

468(29.77) 4
 

952(33.00) 1
 

442(9.61) 15
 

006(100.00)

工人 14
 

555(27.84) 15
 

816(30.25) 16
 

758(30.06) 5
 

147(9.85) 52
 

276(100.00)

公司职员 14
 

783(28.46) 15
 

446(29.74) 16
 

680(32.11) 5
 

030(9.68) 51
 

939(100.00)

公务员 3
 

831(28.42) 4
 

159(30.85) 4
 

276(31.72) 1
 

215(9.01) 13
 

481(100.00)

教师 2
 

973(27.58) 3
 

338(30.96) 3
 

427(31.79) 1
 

042(9.67) 10
 

780(100.00)

军人 5
 

177(29.68) 5
 

067(29.04) 5
 

500(31.53) 1
 

701(9.75) 17
 

445(100.00)

农民 9
 

575(28.36) 10
 

111(29.95) 10
 

906(32.30) 3
 

172(9.39) 33
 

764(100.00)

学生 32
 

181(28.34) 34
 

425(30.31) 36
 

166(31.85) 10
 

786(9.50) 113
 

558(100.00)

医务人员 5
 

694(28.61) 6
 

074(30.52) 6
 

252(31.41) 1
 

883(9.46) 19
 

903(100.00)

其他 67
 

984(28.19) 72
 

852(30.21) 77
 

150(31.99) 23
 

148(9.60) 241
 

134(100.00)

合计 160
 

897(28.26) 171
 

756(30.17) 182
 

067(31.98) 54
 

566(9.58) 569
 

286(100.00)

表5  献血者不同年龄段之间ABO血型分布[n(%)]

年龄 A型 B型 O型 AB型 合计

18~<25岁 16
 

663(28.72) 17
 

235(29.71) 18
 

375(31.67) 5
 

744(9.90) 58
 

017(100.00)

25~<35岁 54
 

597(28.19) 58
 

373(30.14) 62
 

334(32.19) 18
 

354(9.48) 193
 

658(100.00)

35~<45岁 49
 

667(28.30) 53
 

021(30.21) 56
 

211(32.03) 16
 

599(9.46) 175
 

498(100.00)

45~<55岁 30
 

936(28.28) 33
 

081(30.24) 34
 

733(31.76) 10
 

628(9.72) 109
 

378(100.00)

55~60岁 9
 

034(27.60) 10
 

046(30.69) 10
 

414(31.81) 3
 

241(9.90) 32
 

735(100.00)

合计 160
 

897(28.26) 171
 

756(30.17) 182
 

067(31.98) 54
 

566(9.58) 569
 

286(100.00)

2.6 不同地区ABO血型分布特征

  按照宁夏行政区域划分对5个地级市献血者

ABO血型分布进行比较,A型以中卫市献血者占比

最高为28.56%,B型以石嘴山市献血者占比最高为

30.81%,O型以吴忠市献血者占比最高为32.34%,

AB型以石嘴山市献血者占比最高为9.91%。宁夏

献血者 ABO血型分布在不同地域排序为 O型>B
型>A型>AB型,见表6。

2.7 Rh血型分布特征

  宁夏献血者RhD阳性565
 

779人,占99.38%;

RhD阴性3
 

507人,占0.62%,ABO血型中RhD阴

性占比排序为O型>B型>A型>AB型,见表7。

2.8 RhD阴性血型不同地区分布特征

  宁夏献血者RhD阴性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有所不

同,固原市为O型>A型>B型>AB型,石嘴山市为

B型>A型、O型>AB型,银川市、吴忠市和中卫市

均为O型>B型>A型>AB型,见表8。

2.9 2010年与2022年ABO血型分布变化

  不同地区2010年和2022年比较,固原市、银川

市及中卫市ABO血型占比排序均为O型>B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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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AB型,石嘴山市ABO血型占比排序均为B型>
O型>A型>AB型;而吴忠市2010年ABO血型占

比排序为O型>B型>A型>AB型,2022年变化为

O型>A型>B型>AB型,见表9。宁夏献血人数

2022年比2010年增长了40.96%(22
 

038/53
 

804),其
中A型增长了41.62%(6

 

370/15
 

303),B型增长了

39.45%(6
 

439/16
 

321),O型增长了39.49%(6
 

797/

17
 

212),AB型增长了48.95%(2
 

432/4
 

968)。

表6  不同地区献血者ABO血型分布[n(%)]

地区 A型 B型 O型 AB型 合计

固原市 18
 

170(28.26) 19
 

514(30.35) 20
 

664(32.14) 5
 

944(9.25) 64
 

292(100.00)

银川市 100
 

011(28.24) 106
 

524(30.08) 113
 

520(32.06) 34
 

079(9.62) 354
 

134(100.00)

石嘴山市 17
 

219(27.99) 18
 

957(30.81) 19
 

254(31.29) 6
 

096(9.91) 61
 

526(100.00)

吴忠市 13
 

916(28.52) 14
 

643(30.01) 15
 

777(32.34) 4
 

455(9.13) 48
 

791(100.00)

中卫市 11
 

581(28.56) 12
 

118(29.89) 12
 

852(31.70) 3
 

992(9.85) 40
 

543(100.00)

合计 160
 

897(28.26) 171
 

756(30.17) 182
 

067(31.98) 54
 

566(9.58) 569
 

286(100.00)

表7  献血者Rh血型分布[n(%)]

性别 RhD阳性 A型RhD阴性 B型RhD阴性 O型RhD阴性 AB型RhD阴性 合计

男性 329
 

311(99.41) 550(0.17) 556(0.17) 656(0.20) 195(0.06) 331
 

268(100.00)
 

女性 236
 

468(99.35) 393(0.17) 501(0.21) 485(0.20) 171(0.07) 238
 

018(100.00)
 

合计 565
 

779(99.38) 943(0.17) 1
 

057(0.19) 1
 

141(0.20) 366(0.06) 569
 

286(100.00)
 

表8  RhD阴性献血者不同地域ABO血型分布[n(%)]

地区 A型RhD阴性 B型RhD阴性 O型RhD阴性 AB型RhD阴性 合计

固原市 90(28.75) 86(27.48) 104(33.23) 33(10.54) 313(100.00)

银川市 592(26.78) 669(30.26) 706(31.93) 244(11.04) 2
 

211(100.00)

石嘴山市 105(28.46) 121(32.79) 105(28.46) 38(10.30) 369(100.00)

吴忠市 90(23.50) 110(28.72) 150(39.16) 33(8.62) 383(100.00)

中卫市 66(28.57) 71(30.74) 76(32.90) 18(7.79) 231(100.00)

合计 943(26.89) 1
 

057(30.14) 1
 

141(32.53) 366(10.44) 3
 

507(100.00)

表9  宁夏5市2010年和2022年ABO血型特征比较

地区 年份
人口数

(n)

ABO血型[n(%)]

A型 B型 O型 AB型 合计

固原市 2010年 1
 

228
 

156 1
 

612(28.83) 1
 

680(30.04) 1
 

790(32.01) 510(9.12) 5
 

592(100.00)

2022年 1
 

142
 

142 2
 

006(28.29) 2
 

093(29.52) 2
 

360(33.29) 631(8.90) 7
 

090(100.00)

银川市 2010年 1
 

993
 

088 8
 

940(28.62) 9
 

373(30.01) 10
 

000(32.02) 2
 

920(9.35) 31
 

233(100.00)

2022年 2
 

859
 

074 13
 

959(28.51) 14
 

724(30.07) 15
 

533(31.72) 4
 

746(9.69) 48
 

962(100.00)

石嘴山市 2010年 725
 

482 2
 

004(27.50) 2
 

329(31.96) 2
 

244(30.79) 710(9.74) 7
 

287(100.00)

2022年 751
 

389 2
 

023(28.65) 2
 

183(30.91) 2
 

108(29.85) 748(10.59) 7
 

062(100.00)

吴忠市 2010年 1
 

273
 

792 1
 

419(28.24) 1
 

567(31.19) 1
 

600(31.85) 438(8.72) 5
 

024(100.00)

2022年 1
 

382
 

713 1
 

901(30.40) 1
 

794(28.69) 1
 

946(31.12) 612(9.79) 6
 

253(100.00)

中卫市 2010年 1
 

080
 

832 1
 

328(28.45) 1
 

372(29.39) 1
 

578(33.80) 390(8.35) 4
 

668(100.00)

2022年 1
 

067
 

336 1
 

784(27.55) 1
 

966(30.36) 2
 

062(31.85) 663(10.24) 6
 

475(100.00)

合计 2010年 6
 

301
 

350 15
 

303(28.44) 16
 

321(30.33) 17
 

212(31.99) 4
 

968(9.23) 53
 

804(100.00)

2022年 7
 

202
 

654 21
 

673(28.58) 22
 

760(30.01) 24
 

009(31.66) 7
 

400(9.76) 75
 

84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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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人类 ABO 血型在种族、地域上的分布具有差

异[12-13]。本文以2002-2022年宁夏无偿献血人群为

研究对象,收集了有效献血者569
 

286人的数据,占宁

夏总人口7.90%。结果显示:ABO血型分布特点为

O型>B型>A型>AB型,O型占31.98%,B型占

30.17%,A型占28.26%,AB型占9.58%。本研究

结果与陈稚勇等[3]1982年报道的宁夏 ABO血型分

布排 序 一 致,但 是 构 成 比 有 所 变 化,O 型 下 降 了

1.95%,B型上升了0.58%,A型下降了0.25%,AB
型上升了1.61%。与1989年李劼等[14]报道的宁夏

ABO血型分布排序一致,但是O型下降了1.70%,B
型上升了1.11%,A型上升了1.96%,AB型上升了

0.84%。出现差异可能与时间、样本量有关联。

ABO血型分布在性别之间无差异,排序均为 O
型>B型>A型>AB型,这与曹丹等[15]的研究结果

一致。宁夏属于回族聚集地,回族占比35.04%,其他

民族占比0.91%(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11]),回族献

血者ABO血型分布为 O型>B型>A型>AB型,
与2010年龙友国等[16]报道的回族 O型>A型>B
型>AB型不一致。笔者认为出现差异的原因是该文

报道的数据并非全部来源于宁夏,而是宁夏和其他地

区的混合数据,因为龙友国等[16]的报道没有描述数据

的来源地区,回族人口在20万以上的地区还有北京、
河北、内蒙古、辽宁、安徽、山东、河南、云南、甘肃和新

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之间的分布有较大差异,
这为献血者的定向招募提供了数据支撑。职业标识

为其他的献血者占比最高,其次是学生。职业为工人

者ABO血型B型最多,其他职业 O 型最多。吴冬

梅[17]曾报道了不同血型与职业的适应性关系。献血

人群年龄主要集中在25~<45岁,此年龄段人群部

分在大学期间便参加过无偿献血,步入社会后随着阅

历的增加对无偿献血的意义理解更加深入,更能够主

动参与无偿献血,是无偿献血的主力军,也是献血招

募的主要对象。

Rh血型系统具有高度的遗传多态性,该系统有

54种不同的抗原,D抗原最重要,具有很强的免疫原

性[18-19]。宁夏献血人群RhD阳性者占99.38%,RhD
阴性者占0.62%,比中国汉族人群 RhD阴性频率

 

(0.3%~0.5%)[20]略高,比新疆地区回族RhD阴性

频率(1.47%)[21]低。本文没有调查Rh血型在不同

民族之间的分布,因为数据混合了汉族、回族和其他

民族,之后将重点对Rh血型分布进行研究。
由于相邻年份之间献血人数变化不大,本文选择

2010年和2022年对献血者ABO血型特征变化进行

了分析,结果发现:宁夏整体2010年和2022年献血

者ABO血型分布差异较大,尤其是吴忠市,2010年

献血者ABO 血型分布为 O 型>B型>A 型>AB
型,2022年变化为 O型>A型>B型>AB型,这与

临床用血需求及献血者招募有关。宁夏献血人数

2022年比2010年增长了40.96%,其中 A型增长了

41.62%,B型增长了39.45%,O型增长了39.49%,

AB型增长了48.95%。12年间,随着无偿献血的广

泛宣传,人民群众对无偿献血意义的理解不断深入,
知晓度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市民积极地加入献血队

伍,此外,献血人数的大幅度增长也意味着临床用血

需求的不断增加。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无偿献血者,为了减少抽样误

差将样本量增加到约56.9万,但可能仍然存在一定

的偏倚。通过采集20年的无偿献血者大数据,对宁

夏献血者ABO和Rh血型的分布进行分析,可为进一

步探讨宁夏地区无偿献血者招募、血液储备、血型和

疾病的关联[22-24]等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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