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造血干细胞捐献，还有更多知识要了解

湖南女记者捐献造血干细胞救 3岁男孩
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朱泓江

北京男孩翔翔（化名）今年 3 岁，因患有脑白质营养不良，
血液功能已经出现障碍，随着病情发展，将会影响男孩智力，
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急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记者节前夕，
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的一名记者陈超霞，为翔翔送去了生
的希望。

10 月 27 日下午两点，经过近 5 个小时的造血干细胞采集，
陈超霞作为全国第 12233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成功捐献出
191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而这份特别的礼物已经火速抵达
北京，为 3 岁男孩送去希望，一条南北联动的希望通道被社会
各方合力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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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型成功！十万分之一的概率
陈超霞是湖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的一名记者，3 年前，

她在“关注造血干细胞捐献”

的专题节目中，通过亲身体验

的方式，向公众解答加入

中华骨髓库的途径、

意义，呼吁更多

人参与这项公

益 事 业。 也

就是在那次

采访拍摄中，

她 郑重签下

了志愿申请同

意书，主动加入

了中华骨髓库，而

当时拍摄的造血干细胞

专题报道在湖南卫视播出时长

12 分钟，是这类题材在卫视播

放时间最长的一次。

两个月前，陈超霞接到湖

南省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有

患者与她配型成功，而且是十

个位点全相合，这在非血缘关

系中，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概率。

当听到自己突破十万分之一的概

率，和一名年仅 3 岁的小男孩

配型完全吻合后，她毫不犹豫

答应下来。

“因为配型都是秉承双盲规

则，能在冥冥之中和另外一个

生命产生交集，这是一种幸运。

让我觉得非常兴奋，填写申请

书的时候，我就在等这一天。”

陈超霞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

为了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干

细胞，陈超霞做足了准备，多

方询问了相关领域的医生。身

为记者，职业性质要求她二

十四小时必须开机，

但在准备捐献的两

个月内，每晚十

点她便将手机关

机，进入睡眠，

并严格按照医

嘱， 坚 持 锻 炼

身体，合理膳食。

捐献前 5 天需

要每天注射一针动员

剂，以便促进造血干细胞

大量生长并动员到外周血中。

陈超霞将自己的采集之旅

拍摄成了Vlog《超人捐髓记》，

她说这是一种纪念方法，也希

望大家可以看到最直观的捐献

过程，从刷脸打开科室房门，

到找到医生注射动员针。因为

陈超霞参与过湖南省很多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过程的报道，

她早已对捐献流程十分熟悉。

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在进入造血干细胞采集

室 后， 反而 有一种熟 悉 感。

越临近捐献日期，越是急切，

“再快一点，健康的造血干细

胞就能输到孩子的体内了。”

努力推广造血干细胞捐献

事实上，陈超霞参与创

造的生命奇迹并不止这一次。

2013 年，当时才 9 岁的雯雯

（化名）被诊断为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医生推测雯雯只剩

下3 个月的生命，但雯雯的

妈妈没有放弃。后来，在中

华骨髓库的帮助下，雯雯成

功配型。

但雯雯家庭贫困，父母

也重病在身，家里实在是拿

不出治疗费用，正在为难之时，

陈超霞全程参与了策划报道，

为这个困难的家庭筹款百万

余元，挽救了雯雯的生命。

身体基本已经痊愈、在

北京求学的雯雯得知陈超霞

要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也

特意赶到陈超霞的床旁陪伴

她，一起唱起了当年陈超霞

第一次去她家采访时教她的

那首《隐形的翅膀》。

作为常年跑医疗健康线

的记者，陈超霞经常和医生、

患者、家属打交道，她说最

害怕的就是去儿童血液科，

“看着那些小朋友们乖乖地做

放疗、化疗，等待配型，想到

不是所有孩子都那么幸运能

等到匹配的造血干细胞，他

们的生命之花还未盛放就面

临凋零，就感到心痛。”所以，

在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知识和意义后，陈超霞主动

加入了中华骨髓库，从报名

成为志愿者，到匹配成功成

为捐献者，陈超霞说，她希

望以亲身体验告诉大家，“骨

髓捐献并不会伤害身体，但

可以挽救一条生命，以及一个

家庭。作为一名记者，我觉

得应该做更多的科普，让大

家有勇气来奉献爱心，投入

到这份充满爱的事业中来。”

同天和陈超霞一道进行

捐献的，还有两位 90 后男

性——湘西小伙小宇和来自

益阳的青年医生小彭，他们

的造血干细

胞将送往成

都和重庆。

所有的造血

干细胞都由

配送人员专

门护送，力

求万无一失

地将“生命

源泉”送到

患者手中。

“太多人误以为捐献造血

干细胞是抽骨髓，甚至有谣

传说会掉头发，让自己身体变

差，其实并不会这样。”陈超

霞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她采访报道过多位捐献者，

这些捐献者的生活并没有被

影响。

有一些民众看到陈超霞

以往的报道后，都联系到她，

想向她询问捐献的方法，陈

超霞都会耐心普及和引导。“大

多人面对捐献造血干细胞一

无所知。恐惧是来源于未知，

太多虚假信息在网络上误导

大众，我作为媒体工作者应

该要为大家普及这方面的知

识。”

湖南造血干细胞捐献率全国第一
湖南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

胞中心主任张赞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目前湖南省

造血干细胞的捐献总人数达

到了16.2 万人次，省内库房

存量排全国前十，捐献率居

全国第一，“我们在全省的献

血车中都布置了造血干细胞

的工作，公众可在参加无偿

献血的同时，填写《造血干

细胞志愿捐献者同意书》，并

留取约 8 毫升血液即可加入

中华骨髓库。希望年龄18 到

45 周岁、身体健康的公民多

多参与”。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了

解到，造血干细胞的采集

工作有一套标准流程，红十

字会对志愿者血样采集后，

进行数据入库，当得到匹

配配型后，进行初次配型、

高分辨率匹配，再对志愿

者体检，通过严格体检的

捐献者，才能进行造血干

细胞采集。

张赞告诉记者，造血干

细胞的配型成功率为十万分之

一，配型成功对于患者来说，

可谓是一种奇迹，从某种意

义来说，可以拯救一个家庭。

而目前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技

术已经非常成熟，采用外周

血采集造血干细胞的方法，

并非网络谣传的“抽骨髓”“抽

血浆”，中心年均管理捐献移

植案例 113 起，成功率达到

100%，“我们红十字将针对捐

献者进行 24 小时跟踪随访，

随时为捐献者提供必要的服

务，所有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在工作时间工作，下了班就

都是志愿者，唯一的目的就是

让捐献者安心，希望促成每

一次的配型计划”。

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后，

接受捐赠的患者先会进行“致

死量”化疗，完全杀灭癌细胞，

同时配合造血干细胞移植，

重建患者的免疫系统。这一

过程，意味着患者的免疫力

会被抑制，随后患者会进入

无菌仓中等待造血干细胞输

注。“但因为捐献造血干细胞

是一种自愿公益行为，不存

在任何协议的限制，而如果

这时捐献者心理发生动摇，

决定暂停配型计划，患者将

完全暴露在风险之中，这对

患者而言无疑是绝望的。”张

赞说，她曾经处理过一例外

省的类似事件，面对捐献者

的临时动摇，湖南省红十字

会利用 2 个工作日寻找到了

一位和患者匹配的司法警察，

并完成了采集、配型、输注

等流程，创造了生命速度。

张赞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骨髓移植需要进行人

类白细胞抗原（HLA）的配

型，首选配型相合为兄弟姐

妹，其次为配型适合的非血

缘供者（骨髓库寻找），而

当下社会很多家庭都是独生

子女，无疑造成了骨髓移植

配型难度加大。所以，她也

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呼吁，希

望全社会能更多地关注、支

持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号

召更多健康适龄的朋友加

入中华骨髓库，为更多患

者燃起生命的希望。她表

示，有捐献意向的志愿者，

或者是已经入库的捐献者如

有个人信息变更，均可拨打

0731-88629595 联 系资 料库

管理中心询问捐献事宜或者

进行变更登记。

陈超霞捐献完毕后，社会各界人士前来看望

当 年， 在
陈超霞的帮助
下，被诊断为
慢性粒细胞白
血 病 的 雯 雯
成功配型，获
得了生命的希
望。得知超霞
姐姐这次要捐
献，雯雯特地
来看望她。

捐献后躺在病床上
休息的陈超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