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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报道，日前杭州28岁女生许艾菲因发

微博记录她捐献造血干细胞过程而走红网络。

“捐髓记”之所以走红网络，与许艾菲靓丽的外

表、阳光的生活等因素不无关系。但另一个重要原

因是，网民对捐献造血干细胞普遍缺乏了解，这个微

博起到了释疑的作用。

过去，谈起骨髓捐献，很多人避而远之。在他们

的印象中，需要在骨头上穿刺、然后抽取骨髓，会伴

随剧痛，对身体的伤害也较大。其实，骨髓捐献并非

直接抽取骨髓，而是通过刺激骨髓生产更多造血干

细胞，再从血中采集这些细胞，在操作上与献血的区

别不大。因此，近年来多采用“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说法来消除人们的偏见。

许艾菲“捐髓记”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客观描

述了捐献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包括腰部等处较为强

烈的酸痛感等，她也毫不讳言四天时间自己的手臂

扎成了“马蜂窝”。用真实的感受来代替正统的宣

传，反倒减轻了公众的顾虑，让公众产生了恰当的

“预期”。

白血病等疾病最彻底的治疗办法就是造血干细

胞移植，据称，我国目前有超过6万名患者在等待配

型移植，虽然捐献者也有230多万，但由于配型成功

率极低，捐献者的数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扩大捐献

者的队伍已成当务之急。

从这个层面上说，“捐髓记”走红就是最好的宣

传，用真实感受给潜在捐献者吃一颗“定心丸”，从而

吸引更多人加入到捐献的队伍当中。

“捐髓记”走红贵在真实客观

新京报：为什么在微博上发布胳膊被打成“马蜂

窝”的照片？

许艾菲：“马蜂窝”是我开玩笑的形容。实际上，

四天时间里，每天早晚各一针，加上动员针，胳膊上

一共扎了九针。没有经历过的人，会觉得很可怕，但

是换一种角度，对于患者来说，扎针已经习以为常，

每天扎针是常态。

新京报：将捐献过程记录进行了公开发布是为

了什么？

许艾菲：想做一个记录。捐献之前，我也在网上

查过，想了解具体的捐献过程，发现很多人有疑虑，

也希望看到细致的过程记录，但是找不到，之前还没

有什么人做过。

给自己做一个记录，一来是将来可以回过头看

这段经历，二来可以给那些潜在的捐献者一颗“定心

丸”，告诉他们，捐献过程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新京报：如何看待这种流水账式的记录在网上

走红？

许艾菲：没有想到会这么火。我是 12号采集结

束后发出去，到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发现全网都在

到处转发。证明大家对造血干细胞捐献还是比较关

心，希望有亲历者做一个常识普及。

新京报：生活上会有什么变化？

许艾菲：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人，来询问这个事

情，包括很久不联系的朋友。我的心态还比较平和，

因为热度都会过去，所以趁现在还有热度，就多多进

行宣传，这样可以呼吁更多的人加入捐献队伍中。

热点冷却，一切回到平常之后，我还是会继续做

自己该做的，比如保持献血的习惯。

新京报：当前骨髓捐献存在什么困境？

许艾菲：一个是库容特别少，目前整个中华骨髓

库，只有 230多万例捐献者，但等待配型的患者有 6

万多例，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由于匹配概率低，

到目前为止，国内配型成功的，一共也只有 6000多
例。大部分人得不到救治，在等待中去世。

另外一个是捐献者的悔捐。大部分人加入配型

时，没有考虑那么多，想得很简单。但是在做了高

分辨的匹配、体检、打动员剂后，中途放弃的比例

不低。其实采集已经开始后反悔，对患者的伤害是

很大的。一方面是抵抗力问题，另外，捐献者的费

用是由患者家庭出的，很多家庭走到这一步，经济

状况已经很艰难了，悔捐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人财

两失。

新京报：因为记录捐献过程而受到关注，你有什

么心愿？

许艾菲：我想尽自己所能，对造血干细胞捐献进

行宣传。将来如果有机会，想做这方面的宣传大使。

“悔捐对患者家庭意味着人财两失”

“捐献造血干细胞这种一般人不会

有，而且一辈子只有一次的经历，我要

好好的做一个总结”。

12 日下午，网友@许小了个豹的

微博，获得超过 12万点赞，另外还包括

人民日报等“大V”在内的4万次转发。

杭州 28岁女生许艾菲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经历：“四天八针，两个手臂感觉

要成马蜂窝”，让她获得“最美小姐姐”

称号。许艾菲说，自己愿意以亲身经历

给潜在捐献者一颗“定心丸”。

杭州女孩捐献造血干细胞走红：

希望更多人加入捐献队伍
杭州姑娘捐造血干细胞手臂被扎成“蜂窝”

正能量获十万点赞
在微博里，她记录了从获知消息到采集成

功的整个经历：“四天八针，两个大手臂感觉要

成马蜂窝……”“最艰难的不是打针和血被抽

走，而是躺着不能翻身不能抬手臂，连鼻子嘴巴

痒痒了，都要让别人给帮忙……”

这些朴实幽默的话语，感动了万千网友。

微博全文如下：
捐献造血干细胞这种一般人不会有而且一辈子只有一次的

经历，我要好好的做一个总结。

18岁开始，每年都在固定献血。直到准备捐献之前累计献

了 3200ml，别看我刚卡了一百斤体重，每次也抽 400ml封顶的。

2009年一次献血的时候，顺便留了两管血样，入了中华骨髓库，

十万分之一配型成功概率，我当时猜没那么巧吧。

今年 5月 2日的时候，突然接到来自省骨髓库的电话，通知

我有患者和我配型成功了。对方患者是一个 15 岁小男生，

AML-m7巨核细胞白血病。

5月24日电话再来，反正也就同意了。查了很多的例子，许

多在骨髓库配型成功的患者，最后时刻捐献者反悔了，硬生生的

掐灭了患者的希望。所以想告诉配型成功的志愿者，请考虑清

楚再入库。

6月 7日接到了高分辨配型通知，其实我已经全相合配型

了，再做高分辨是为了保证正确。如果没有下定决心捐献，请在

高分辨之前拒绝。一次高分辨的费用大概是6000多，是要患者

掏钱的，请不要浪费别人的救命钱。至于中华骨髓库入库的费

用，我听说是福彩支出的。

6月 9日在区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陪同下，到了区人民医

院，空腹抽了我 6管血（还好之前献血多了习惯了扎扎抽抽的

事）。之后血样被寄到北京的检测所，两个星期之后通知我，高

分辨 ok了。

7月 10日给我安排了体检，体检结果出来到捐献的有效期

是三个月，超过三个月再捐献体检又要再来一遍。因此一切时

间要根据患者身体情况来安排。抽血之类的常规体检很简单，

体检费用也是患者掏钱的，所以你懂的，别反悔不然打爆狗头。

8月21日，生日刚过电话又来，通知我已经安排好捐献的日

期了，最近我要注意身体。

9月6日，区红会和街道领导，来家里公司探望鼓励了我，如

果是上班的朋友捐献，不需要担心请假问题，红会会给出公函，

我想应该不存在不给请假还要扣工资的单位吧？

9月 8日早上，在我的坚持下，我自己开车去了浙江省中医

院（一般都有车会接送你的啦，但我是没车就没腿的人。）直到

11日为止，每天早晚共两针动员剂。打完针就在对面酒店住下

了。食宿交通费都是患者一方来掏钱的，其实住普通点我觉得

没差的，毕竟不是来玩的。

8日晚上，打完两针之后，感觉到身上有些略微发热，但是

不难受，腰有些些酸胀，但比起痛经，简直不值得一提，可以说是

没感觉了。

9日到11日夜里打完针，期间四天八针，两个大手臂感觉要

成马蜂窝，习惯后就是不打不舒服斯基。而比我早一天捐献的

男生，每天都说有点发热了，骨头好酸呀。好吧，个人身体反应

不同，女生习惯痛经腰酸的感觉，并且更耐痛些。从第二天打针

开始，我就开启暴走暴玩暴吃暴喝节奏，每天除了打针基本抓不

到人，不是大晚上跑去看印象西湖，就是大早上去上天竺法喜

寺，开车去龙井满觉陇一带吃吃吃。也难怪人家都说捐完后容

易变胖，在我看来应该是太放飞自我了。

9月12日早上开始正式采集，由于采集过程不能上厕所，早

饭吃了干货，不敢喝水就到了医院。先是在手臂上打了留置针，

推了20毫升钙，因为采集过程中钙大量流失，身体会发麻，在五

个多小时中，我一共推了三次钙进身体。推钙是一个很神奇的

感觉，大概十秒之后，喉咙身体会一瞬间发热，就像喝了一口白

酒一样，但我的形容缺失，双腿间一阵暖流，感觉嘘在了裤子上。

两个手臂个打一针，一进血一出血，出血经过分离机震荡留

下需要的干细胞，剩余的慢慢输送回我的体内。最艰难的不是

打针和血被抽走，而是躺着不能翻身不能抬手臂，连鼻子嘴巴痒

痒了，都要让别人给帮忙，到最后结束之前，浑身麻痹的很崩

溃。中途有各种领导探望，报社记者采访，志愿者的帮助和慰

问。我开玩笑的说，躺着从下往上拍人是最丑的，今天把我一生

最丑的照片都拍完了。

在经历了五小时二十分钟的挺尸不动，九次循环采集，终于

采集够了 198ml，相比昨天采集的朋友多了好几个小时，是由于

受捐者比我重了20多斤吧。拔掉针能下地的第一个瞬间，也不

管人家告诉我要慢慢走不然会晕，冲进了厕所，嘘了整整三分

钟。

留下一点点血样去检测采集量是否够用，大袋的干细胞贴

上了标签，乘着下午杭州飞往天津的航班，带着我最宝贵的心

意，送去给患者啦。在等待检测结果出来之前，我还不能拔留置

针，可医生话落不到五分钟的时候，我已经出现在了湖滨银泰

B1买奶茶了。

大部分捐献者恢复后就胖了，所以我接下来要召集一些男

模陪我正经锻炼那种，有意者私信报名。

到此捐献完成，身体太好的结果就是人家说的不良反应都

没有出现，非常幸运，非常荣幸能帮到别人，希望未来世界能善

待我，能善待所有的好人。

面对“走红”，许艾菲说，“当时就是想把这个经历写个流水

账记下来，如果能科普一下让一些人知道捐献知识，那就最好

了”，“走红”是“完全没有想到”。

谈到最初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想法，她说，“如果你每个

人都不想去做这件事，那当你有一天发生这样的事时，就没有人

会来帮助”，“真的能够说去救人一命，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

据中国新闻网据《新京报》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捐献造血干细胞？

许艾菲：小时候知道白血病患者可通过骨髓移

植治疗。我有定期献血的习惯，从高三第一次献血，

差不多每年一到两次，总量目前是 3200毫升。2009
年的时候，我在流动献血车上，看到造血干细胞捐献

的宣传册，对过去一些错误的认识进行了纠正，觉得

这件事情可以做。

新京报：纠正了哪些错误认识？

许艾菲：很多人对于捐献过程的理解，还停留在

字面意思上，认为是在骨头上穿刺打针，其实不是。

从那本宣传册上，我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所用的

针，跟献血的没有什么两样，所用的采集方式，也是外

周血采集，会有疼痛反应，但没有想象中那么剧烈。

新京报：什么时候加入中华骨髓库？

许艾菲：入库匹配是在 2009年，加入需要有条

件，一般来说，要有过多次献血经历，这样证明你对血

液采集是可以接受的。另外，身体素质也是考虑因

素。加入的时候没有想很多，无非是两种情况，要么

有人能够跟我匹配，然后去捐献，要么就一直在库里。

新京报：什么时候收到通知称匹配成功？

许艾菲：今年的 5月 2日，收到中华骨髓库浙江

省分库的电话，通知说有一位白血病患者跟我配型

成功。当时让我跟家人商量一下，给几天时间考虑

要不要捐献。其实没有什么犹豫，所以几天后骨髓

库再打电话来时，我就说可以。

新京报：对患者的基本信息有了解吗？

许艾菲：按照中华骨髓库的规定，捐献者与患者

之间有一个“双盲”原则，所以其实一直到捐献结束，我

都没有和患者见过面。只知道是一个15岁的男生，曾

经在天津治病，患有AML-m7巨核细胞白血病。

新京报：在哪里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

许艾菲：9月8日到浙江省中医院。当天去打了

动员针，正式开始捐献是9月12日上午了。

“很多人对捐献的理解还停留在字面”

新京报：捐献期间的生活节奏什么样？

许艾菲：如果说与平时有什么不同，大概就是每

天早起之后和傍晚，都需要进行一次采集，一共四

天。中间的时间，医院建议要出去走动。一个是用

来缓解紧张心理，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身体出现疼痛

反应，可以帮助分散注意力。

新京报：身体会出现不良反应？

许艾菲：会有的，主要是腰部的酸痛感，有一点

像女生来例假时的痛经。所以一般这种时候，女生

的耐受程度要比男生强。

我在浙江省中医院捐献时，有一个绍兴男生在

我前一天入院捐献，他的疼痛反应就比我大，我开玩

笑说，让你体会一下女生的痛。

新京报：出现这种反应的时候会有压力吗？

许艾菲：那几天比较紧张，睡不着觉，因为睡不

着，压力就更大。不是担心我自己，而是如果疼痛反

应过于剧烈，或者因为休息不好而无法进行正常捐

献，会耽误患者的救治。

新京报：如果无法继续捐献，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许艾菲：因为那个时候，患者已经做了清髓进入

了无菌仓，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患者几乎是没有抵抗

力的。如果等不到捐献者的造血干细胞，自己的骨

髓也没了，很有可能在一个月内去世。所以一定要

坚持到底。

新京报：捐献当天感觉如何？

许艾菲：我要捐献的这名患者，体重有 136斤，

要采集198毫升血样，所以全程用了5个多小时。采

集完了就赶紧去上厕所，5个多小时一动不动还是

挺难受的。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会有一些不

舒服，但是想想，对我来说只是不舒服，对于患者就

是生存希望。

新京报：现在的生活状态怎么样？

许艾菲：本身家里是做企业的，我在家里做事，

所以这几天主要是休息。按照医院的规定，捐献完

骨髓，要休息起码半个月。

饮食上会稍微注意一点，但是没有特别补充营

养。其实进补没有必要，按照医生的说法，保持原来

生活节奏，注意休息就好了。很多捐献者恢复好了

以后都会发胖，这就是过分保养的结果。

“担心因为自己耽误患者救治”

许艾菲捐献造血干细胞获得的荣誉证书。 许艾菲展示自己捐献后留下的针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