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捐血 

 

捐血，中國大陸稱為獻血，指捐血者自願捐獻全血、血漿或血液成分，而

不收取任何報酬（但在一些情況下會贈送紀念品或小零食）的行為。這些血液

通常存放在血庫中，由醫療單位、捐血中心、血液基金會或紅十字會保管，以

備需要者輸血時使用。 

一般人可在各地區的固定無償捐血站進行無償捐血，許多無償捐血站會定

期派遣捐血車到學校、單位、人流密集地區，或配合各種活動來徵求捐血者。 

在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曾出現過受血者因輸入符合相關規範標準的捐血者

血液，而導致感染愛滋病或 C 肝病毒的案例。在台灣，醫療院所或捐血中心，

對於愛滋病病毒（HIV）檢測呈現陽性反應者，有主動通知主管機關之義務。 

根據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的統計，台灣 2018 年國民捐血率為 7.55

％，名列世界前茅，其中每一千人的平均捐血量更達 25 公升，約為日本的兩

倍，顯見台灣捐血文化的盛行。然而，即使在如此良好的數據表現下，台灣仍

有缺血的情況發生，如今年一月，血庫存量就創下 20 年來新低。根據台灣血液

基金會 2018 年年報顯示，從 2011 年至 2018 年，台灣國民捐血人數呈現小幅度

下滑的趨勢。其中，20 歲以下的捐血者比例僅有 9.85％，與當前的主捐血年齡

層 30 至 40 歲之間所占的 24.91％相比，有明顯的斷層。 

 

儘管血液基金會將原因歸咎於年輕人生活及飲食習慣不佳，包括常熬夜、

愛喝奶茶、咖啡等，導致血液品質不佳，但事實上，尚沒有公開數據可證實血

液基金會的假設。捐血中心經常會在各社區呼籲民眾踴躍捐血，好讓血庫存有

足夠的保值鮮血，來救人一命。新鮮血液的保值期大約只有 35～42 天，捐獻

的新鮮血液當然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但捐血對於捐血人本身，又有什麼影響

呢？ 

 

捐血的 4 個好處 

 

1. 調解體內鐵質平衡 

    鐵質雖然是製造紅血球的重要礦物質，不過血液中若含有過多鐵，就會

沉積在人體的心臟、肝臟等器官中，也會造成器官損傷。成年人體內通常有

5 克鐵。洛約拉大學醫療系統血庫主任菲利浦·德克里斯托弗博士（Dr. 

Phillip DeChristopher）表示，捐獻 1 單位的血，大約會損失 0.25 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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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但捐血所流失的鐵是可以通過日常飲食補充回來。這種方式有助於維持

體內鐵質的平衡。 

 

2. 檢查身體的健康狀況 

    捐血前，捐血中心會對捐血者進行基本的健康檢查，包括血壓、肝指

數、有無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或攜帶愛滋病毒等。一些捐血者因此發現了疾

病，得以及早治療並找回健康。 

 

3. 提升幸福和滿足感 

    捐血一次，可以最多幫助三個需要輸血的人。捐血者在這個過程中，也

可以紓解情緒壓力，得到心理和精神上的滿足感。 

 

4. 燃燒卡路里 

    根據美國聖瑪麗醫療中心（St. Mary’s Medical Center）數據，每次

捐血可以消耗最多 650 卡路里的熱量。當然，捐血不能當作運動的替代

品，但這點也可以視作「附加好處」。 

 

捐血的 2 個風險 

 

1. 可能感染病毒 

    通常來講，採血過程會經過嚴格把關，採血所用的醫療器具每人一套，

且都會經過嚴格消毒，採血人員也務必洗淨雙手後操作。由於採血的侵入

性，若是在沒有嚴格把關的情況下採血，會增加捐血者感染疾病的風險。 

 

2. 出現頭暈、疲倦等副作用 

有些人在捐血後會出現頭暈、嘔吐及身體虛弱等副作用，這些情況通常會在

三天內消失。紅十字會的研究發現，出現副作用的人占捐血者的 2%。捐血中

心為了預防這些不良反應的發生，通常會讓捐血者休息 10 至 15 分鐘後再離

開，並提供果汁及餅乾協助他們恢復體力。如果捐血後血液中的含鐵量太低，

可以多吃含鐵量高的食物，如紅肉、菠菜、含鐵果汁等。 



 

由於熱心捐血的民眾有特定的屬性，例如遇到寒暑假學生放假期間，就很

容易面臨血荒的問題，此外，年輕人的捐血率也明顯的有所下降。為了穩定血

源，除了多做宣導以外，應該要對民眾的捐血行為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了解他

們捐血的原因和不捐的原因，這樣才能對症下藥，願意捐血的民眾才能獲得真

正需要的訊息，讓捐血者的捐血善舉發揮最大的效益！ 

 

在此我們提出以下幾個思考方向，供血液相關的公益團體參考，希望能對

血液的供需穩定有所幫助： 

 

⚫ 了解人們為什麼願意捐血 

    人們願意捐血的原因很多，如：「捐血一袋，救人一命」、順便

做基本健檢、促進新陳代謝、助人帶來快樂、贈送的紀念品還不錯、

可以拿不少餅乾牛奶或飲料、幫自己儲血、響應社會的捐血運動、跟

著大夥一起捐、剛好路過……等等。這些調查宜經常性的在捐血站收

集，調查後要定期做統計分析，依百分比大小排序，它可以反映出真

正能夠吸引捐血者的重要因素是什麼、排序有沒有什麼變化……等訊

息，如果有改變，分析原因以便及早因應。 

 

⚫ 捐血是否能保證自身安全 

    義務捐血是無償的，捐血過程又具有侵入性，當然不可讓人感到

有安全的顧慮。例如：捐血場所是否衛生、醫療器具是否清潔、工作

人員是否注重衛生澈底消毒、工作流程是否符合 SOP……等。捐血中

心主管要重視此這些條件，不容任何人在捐血過程受到感染。當然，

任何事情也不可能「絕對」，捐血中心一定要主動給捐血人納保，並

對後遺症負起完全責任！ 

 

⚫ 為什麼沒去或不再去捐血 

    為什麼有人從來沒捐過血或曾捐過但已經停止不再去捐血？此調

查當然在捐血中心是調查不到的，樣本必需來自不捐血的。這種調查

比了解人們為什麼去捐血還重要，因為有了這些資訊才能對捐血的推

廣宣導活動和相關工作不斷優化。據了解這些因素可能有：工作人員

態度差、開放時間不適合、地點不方便、捐血站內在募捐、上次捐的

血失敗(沒用上)、抽血技術不好導致皮下淤血或局部發炎、捐血後會暫

時性嘴唇或指尖發麻、剛好在暫時不能捐血的情況、已有很多人捐不

差我一個、怕扎針、怕看到血、宗教原因、家人不同意、體檢未通

過、在不適合捐血的清單內、捐血後沒消沒息(不知用到哪去了)、擔心

有弊端……等等。了解人們為什麼沒去捐血的原因是最重要的，因為



這其中反映了人們對捐血這件事在乎的是什麼，所以必需持續性的調

查，同樣的也要定期作統計分析，依序排出各種原因，檢討有無變

化，研究變化的原因和對策，改善這些不去捐血的原因，捐血率勢必

會逐漸提高！ 

 

⚫ 為什麼會發生血荒 

    血荒，就是血液的供需發生了問題。我們應該分析大數據，了解

歷來血荒的變化並分析其原因和對策，例如： 

 

1. 寒暑假期間 

    語於年輕的在學學生是捐血的主要來源，如遇到學校放

長假，學生返鄉不在學校，因而降低了捐血人數，導致缺血

發生血荒。因此在學生放長假之前就要做好準備，找到因應

之策。 

 

2. 捐前體檢不合格比率增加 

    即捐血前的簡單體檢被篩掉不適合捐血的比率增加，自

然也會使捐血量下滑。這可能是由於該年齡層的捐血者，本

身的生活作息、飲食習慣、運動狀況的變動……等因素所

致。宜對捐前體檢不合格者當場發給相關保健宣導資料，幫

助其改善自身健康並作關懷追蹤，而非不聞不問。 

 

3. 捐血率下降 

    了解是普遍下降還是有集中在某些年齡層的現象，研究

應如何應對。配合了解民眾為何不去捐血，如捐血時間、地

點、事先告知訊息的方式、公開血庫出入資訊、改善工作人

員服務態度、注重採血技術改善、告知每次捐血使用資訊、

用網路提供相關保健知識……等相應的措施來改善。 

 

4. 供需時間不配合 

    了解血液需求的季節性變化，供給宜按需求來相互配

合，偶發性的天災人禍也會造成臨時性的大量需求，想辦法

儲備血庫的彈性供血潛力。 

 

5. 血型不配合 

    有時血液總量是夠的，但血庫存血的血型與需求不能配

合，這時一樣會出現特定血型的血荒，尤其是某些稀缺型血

液，這個問題應該可以用管理上的辦法來取得改善。 



 

 

    當發生血荒時，捐血中心常會採取一些緊急措施鼓勵民眾捐血，例如：增

加宣傳行銷、加發些小禮物、臨時加派採血車、延長採血時間……等，這些措

施或許也會收到一些效果，但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也許還有一些別的可

行做法。 

 

捐血者願意無償捐血的原因雖然五花八門，但最重要的應該還是「捐血一

袋，救人一命」的崇高理想。維持捐血者熱誠的最大動力應該就是讓他知道他

上次所捐的血，在何時已經依他的願望發送給了需要的人，而不是供過於求因

而保存逾期銷毀或另作他用。這點血液管理相關機關務必要給予最優先的重

視，保證一定會及時的主動通知每一位捐血者這些訊息並做好追蹤確認工作。

除此之外，血液管理相關機構也要將每日存血的總量和進出記錄公開公佈在網

站公信和提供查詢，一方面可讓廣大的捐血者了解自己愛心發揮的價值，另一

方面也可了解血液的供需狀況，進而主動調整自己的捐血時機，以配合需求。

這點對於特定稀少血型的捐血者來說一定非常有用。 

 

    除了資訊的公開以外，站在顧客導向的觀點另外還有一個必需重視的是：

「如何善待這些願意無償捐血的熱心人士」。 

 

⚫ 捐血時間和地點的方便 

    根據大數據和資料的調查分析找到適宜的採血點和接受採血的時

間。注意：重點是方便捐血者而不是方便工作人員，有困難就要想辦

法克服。 

 

⚫ 捐血的過程受到禮遇和尊重 

    願意來無償捐血的都是特別具有愛心的熱心人士，他們特別值得

尊敬。所有與採血相關的人員必需在職前訓練時就充分的認知到這一

點，尤其在採血車上的接待和對話禮貌，一定要讓捐血者感受到尊

重，在採血車上也宜播放輕鬆的音樂並營造歡樂感恩的氣氛。 

 

⚫ 使不良的副作用減到最小 

    採血是侵入性的，抽完血後也難免會有生理或心理上的副作用，

尤其是採血的第一線工作人員一定要重視採血時的衛生和技巧，採血

前後的話術也要特別注意，讓捐血者能夠放心和感受到關懷。 

 

⚫ 給予榮譽和表揚 



    對於經常參與捐血的愛心人士可否依個人累積的捐血量發給不同

的捐血卡，正如銀行發的信用卡一樣，有普卡、金卡、白金卡、鑽石

卡等等，並根據捐血量給予升級換發，以激起榮譽感。捐血是一個重

要的公益活動，血庫相關機構宜洽政府單位依不同等級的捐血卡給予

各種公辦單位的門票優待或福利。 

 

⚫ 建立「特約捐血人」制度 

    為了保證捐血人本身的健康，通常都有一定捐血間隔和一定捐血

量的限制，但是需求的變化總是比較大，是否可以考慮在獲得捐血人

的同意（或志願）後，把他們編入「特約捐血人」的團隊？這個團隊

的成員都是願意隨時捐血救人助人的愛心人士，他們平時不需主動捐

血，但只要接到捐血中心通知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出動捐血，

這麼一來，當存血不足或臨時需求增加時就能得到及時補充。尤其是

本身為稀少血類的捐血人，在他主動捐血時不一定有需求，但有特殊

需求時，又可能因不知道或剛捐過不能再捐而失去救人機會！ 

 

⚫ 加大自身保障 

    平時捐血是幫助別人，但誰也不能保證自己哪一天也會需要幫

助，因此可以把捐血當成一種儲蓄，當自己甚至於指定的親人需要時

就能較有保障的免費提取。當然這需要事先訂出合理的辦法成為社會

共識。 

 

 

    總之，捐血救人是美德，但在管理上，怎麼才能讓捐血的活動達到最大效

益也是應該思考的，希望大家共同思考，能把這個工作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