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液，生命的源泉；献血，希望的

传递。

6 月 14 日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

我国的活动口号是“献血传递希望，携

手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

数据显示，自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

国全面建立起无偿献血制度，血液管

理法治体系日益完善，无偿献血实现

质的飞跃，全国千人口献血率达到

11.4，血液安全总体水平位居全球前

列。

挽袖献血，从“第一次”到“每一
次”——

汤蠡，一名北京大学博士研究

生，将献血视为“平凡的事”，在 8年多

时间里坚持献血，捐献全血 2000 毫

升，血小板 122个治疗单位。

“一人献血百次，不如百人献血

一次。”作为北京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

会成员，汤蠡还积极组织校园献血活

动。北京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与北

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合作开展献血车

进校园活动，采取线上分时段预约、电

子化信息收集等方式，累计动员 2 万

多名学生参与献血，展现当代青年的

社会责任。

像汤蠡这样的献血者还有很多。

他们中有医务人员，挽袖献血，为生命

“加油”；有坚持献血 20 年的“献血达

人”，用热血传递生命希望；还有刚满

18 岁的大学生，将献血视为“成人

礼”……从“第一次”到“每一次”，越来

越多的人伸出手臂，为临床医疗用血

提供不可或缺的保障，用爱点亮“生命

之光”。

近年来，面临人口老龄化进程加

速、人们生活方式改变等挑战，2024年
全国无偿献血量同比有所下降，季节

性、地区性、偏型性血液紧张仍然存

在。

为保障血液安全供应，国家卫生

健康委多措并举：

与国铁集团合作，在全国铁路

3000 多个客运车站、4200 余组动车组

列车的共 26万块屏幕上，滚动播放无

偿献血宣传视频和海报；

依托全国血液管理信息系统，实

现血液采集、供应、检测、库存等信息

的实时动态管理，精准开展跨区域血

液调配。 2024 年全国累计调配血液

361.3万单位，其中省际间共调配血液

58.3万单位，同比增长 35.1％；

夯实血液安全底线，扩充血液检

测项目，提高检测技术水平，有效阻断

重点传染病经输血途径传播……

每一滴血，承载爱与希望——
救死扶伤的关键时刻，献血者捐

献的宝贵血液，都流向了哪些“生命战

场”？

“生死时速”的急救室，用于救治

因交通事故、严重创伤、突发大出血而

命悬一线的患者；

守护新生的产房与手术室，挽救

因分娩大出血的产妇，或是保障进行

大型外科手术的患者安全渡过难关；

对抗病魔的血液科，为白血病、

再生障碍性贫血等血液系统疾病患

者，以及因化疗导致骨髓抑制的患者

提供支持治疗；

在重大灾害、事故等紧急情况

下，确保有足够血液储备应对突发需

求……

献血不仅是医疗资源，更是社会

互助的纽带，每一滴血液都承载着无

私的爱与希望。正如中国工程院院

士、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

军所言：“献血者捐献的不仅是血液，

更是生命的希望，是支撑起整个医疗

体系的重要基石。”

所有人都可以献血吗？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规定，符合献

血者健康要求国家标准的健康公民，

就可以参加献血。为保证献血者健康

和安全，献血前还要进行健康征询、体

格检查和献血前血液检测等环节。

健康成年人献血对身体有没有危

害？

黄晓军举例说，健康成年人献血

400 毫升是没有危害的。正常成年人

的血液总量占体重的 7％至 8％，体重

50 公斤的人有 3500 毫升至 4000 毫升

血液。一次献血 400 毫升，占人体总

血量的 10％左右，影响并不大。

让爱心献血跑出“加速度”——
如何提高献血者积极性？为方便

献血者，国家卫生健康委把“推进‘血

费减免一次都不跑’，便捷献血者异地

办理血费减免”列为 2025 年全系统为

民服务八件实事之一。“这是送给献血

者的一份‘爱心礼包’。”国家卫生健康

委医疗应急司副司长高光明表示。

依托微信“全国电子无偿献血

证”小程序，搭建血费跨省异地减免平

台，目前通过无偿献血证小程序办理

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申请上万例；实

现军地献血体系互联互通，献血信息

在全国能得到及时全面记录和查

询……科技赋能打造“暖心”献血体

验，助力献血事业跑出“加速度”。

无偿献血者有哪些权益？部分地

区实施“三免”政策，即荣获无偿献血

奉献奖的献血者，可按当地政策享受

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

府投资主办的公园、免交公立医院普

通门诊诊察费；一些地方开展金奖献

血者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服务试点工

作，为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在

预约挂号等方面提供便利……

与临床医疗用血实际需求相比，

我国血液供需仍存矛盾。在世界献血

者日之际，我们呼吁更多社会公众关

心、参与到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中

来，用热血续写更多生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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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传递希望！用爱点亮“生命之光”
新华社记者 李恒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记者 阳

娜 王修楠）近日，北京地铁的扶梯上

增加了“黄色脚印”标识，引起公众关

注。这些“黄色脚印”是什么意思？它

们将起到什么作用？北京市特种设备

检验检测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韩志国解

答了这些疑问。

安全乘梯关乎公众生命健康安

全，偶有发生的乘梯事故也在警醒公

众，以不当乘梯方式可能带来安全隐

患。长时间以来，“左行右立”成为部

分公众乘坐扶梯的习惯方式，在扶梯

上行走、奔跑等行为很是常见，乘梯安

全常被忽视。

——扶梯上行走易导致乘客踏空

摔倒。

“普通楼梯台阶高度约为 15 厘

米，而扶梯梯级高度约为 21 至 24 厘

米。乘客在运行中的扶梯上匆忙行

走，更高的梯级容易导致乘客踏空摔

倒。”韩志国告诉记者：“尤其在早晚

高峰人流密集时，单侧行走引发的跌

倒可能造成‘多米诺效应’，威胁周围

乘客安全。”

——长期单侧站立易引发梯级脱

落风险。

通过拆解扶梯梯级可以看到，梯

级后方两侧滚轮负责支撑运行，长期

单侧站立会使该侧滚轮承受超负荷压

力，导致寿命缩短，另一侧驱动链条挂

接处则因频繁受载荷冲击，可能引发

梯级晃动甚至脱落。

“地铁内一般使用的都是重载扶

梯，而商场、景区等场所使用的普通扶

梯磨损等情况更明显一些。”韩志国说。

——乘客集中站立一侧可能引发

强制停梯，造成二次伤害。

通过模拟实现可以发现，当乘客

集中站立于右侧时，单侧驱动链条因

持续承受载荷，导致两侧链条长度产

生差异，可能触发安全保护装置导致

强制停梯。

“突发停梯不仅影响通行效率，

还可能因惯性导致乘客跌倒、挤撞，造

成二次伤害。”韩志国表示，此类故障

在高峰时段的修复耗时较长，对地铁

运营影响较大。

目前，北京地铁扶梯上增加的

“黄色脚印”标识为同一梯级上左右两

侧各喷涂了一个黄色脚印，旨在提醒

乘客可“左右并立”乘坐扶梯。

韩志国介绍，当乘客站在梯级

中间或并排站立时，自身重力通过

梯级前面的两个角作用在两侧驱动

链上的力大体相等，驱动链产生的

形变大致相同，一定程度上能起到

保护乘客出行安全和设备使用安全

的作用。

韩志国还提醒道，乘梯时应保持

站立，全程避免倚靠护壁板或探身张

望。若遇人流密集，应与前方乘客保

持至少一级梯级间距，到达扶梯两端

时应快上快下，不要在出入口处停留

等待，扶梯的缓冲区域有限，停留等待

会导致过度拥挤，极易使乘客摔倒引

发踩踏。一旦遇到有人摔倒或夹伤等

紧急情况，可按下两端的急停按钮，并

及时向工作人员求助。

北京地铁扶梯上为何多了“黄色脚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