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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多一名志愿者加入，配型成功的几率就会更高一些，也会给他人多一份生的希望

一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双向奔赴”
融媒记者 杨隽

4月26日上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2岁的苏州艾特斯环
保设备有限公司员工徐建平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吴江上半年第
五个参与捐献的志愿者，也将吴江造血干细胞捐献总人数刷新到了21
人。

周袁健、许赟、赵卫康、张智涛、徐建平。
5人，这个看起来并不高的数据，却占到了整个苏州大市的一半。
2002年，吴江开启中华骨髓库志愿者入库招募。5人，放到21年

中，也是个耀眼的数字。
我们试图在背后寻找些原因，却发现并没有规律可循的“吴江路

径”或者“吴江样本”，只有一个个鲜活的人和故事。

“为了拯救患者的生命，您于
x年x月x日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您的这一人道善举使患者获得了重
生。”每一个捐献成功的志愿者，
都会收到这样一份荣誉证书。它被
做成了铭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更沉甸甸的，是“重生”二字。
“造血干细胞移植，目前仍是

再生障碍性贫血等血液病患者最后
的治疗方式，它将给患者及其家庭
带来生的希望。”吴江区红十字会
秘书长严康康说。

但两个在世界上原本素不相识、
互无交集的人，配型成功的概率是极
低的。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间，同
卵双生的兄弟姐妹是 100%的概
率，异卵的兄弟姐妹，锐减到了
25%，而父母则更低。在茫茫人海
中，找到另外一个跟自己的血液“密
码”一模一样的人，概率仅是几十万，
乃至几百万分之一。

每个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都要历
经采样入库、HLA配型相合（初
配）、HLA高分辨配型相合 （高

配）、捐献前体检四个步骤。“其
实，近年来吴江每年初配相合的志
愿者有三四十人之多，但多数人仅
止步于此了，最终完成高分辨配型
的志愿者少之又少，导致每年成功
捐献的志愿者都是个位数，甚至连
着好几年是零。”严康康感慨地说。

然而，志愿者即使过了初配、高
配、体检三道关卡，也依然有可能无
法完成捐献。多年前，江苏盛泽医院
的一名医生，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最
终患者身体却突发状况，导致这段

“髓缘”不得不遗憾地戛然而止。“什
么时候移植，能否移植，不光是志愿
者，患者也需要准备好，移植手术的
成功某种程度上来自捐献者、病人、
医院之间的共同努力。”区红十字会
负责人吴颖育说。以今年完成捐献的
5人为例，徐建平是最早初配成功
的，却是5人中最晚完成捐献的志愿
者，期间间隔了8个多月。

你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不
得不说，这是一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

“双向奔赴”。

人海之中，找到了你

对于每一位志愿者而言，签订
捐献志愿书，抽取6到8毫升血样
之后，就意味着进入漫长的等待，
等待配型成功的那一天。

这一天的来临，有人等到了，
但更多人可能直到超龄仍无法等
到。按照规定，捐献者的年龄不能
超过55周岁。

许赟花了15年时间等待这一
天的来临。40岁的区牙病防治所
医生许赟，2008年1月23日，在
一次无偿献血活动中加入中华骨髓

库。2015年，他曾与一名患者初
配相合，但遗憾止步于高分辨配
型。又过了7年，8月26日，许赟
再次得到消息，他与一名8岁男童
患者初配相合，与上一次不同的
是，这次他成功迈过了余下的两道
坎，于今年2月完成捐献，成为吴
江第5名成功捐献的医务工作者。

“得知配型成功的是一名只有
8岁的孩子，心情十分沉重，他本
应该拥有欢声笑语的童年时光，却
只能躺在病床上与病魔斗争。如果

我的造血干细胞能让他早日康复，
我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这是
许赟在区政府举行的欢送仪式上的
感言。

吴江2002年开始招募造血干
细胞志愿者入库，首批入库人员中，
就有80%以上来自医务系统，而今
3300多名志愿者名单里，超过三成
来自这些“白衣天使”，捐献人数占
到了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今年苏州造血干细胞的“第一
捐”，也是吴江首名“95后”捐献

者，是来自区融媒体中心人力资源
部、出生于1996年的周袁健。7年
前，他在就读的厦门大学登记成为
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没想到的
是，原本的无心之举成就了其给他
人重生的机会。“这是上苍对我们两
人的眷顾，给了我一次拯救他人生
命的机会，也给了他一丝生命的曙
光。”在采访中，他动情地说。

从“70后”“80后”，再到“90后”
“95后”，自2002年以来，这份大爱
始终在每个时代的年轻人中传递着。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

中华骨髓库的全称是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吴江于
2002年加入江苏省骨髓分库，并
和众多志愿者们一样，静静等待首
例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那一天的到
来。

而 这 一 等 就 是 4 年 之 久 。
2006年7月，当年32岁的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干部沈园成为吴江捐髓
第一人，4个月后，屯村实验小学

的30岁青年教师王学文成为吴江
教育系统捐髓第一人。第二年8
月，吴华成为吴江医务系统捐髓第
一人。

之后的 5年时间，资料库却
再次沉寂。直到2013年4月，区
第四人民医院医生张波成为吴江
医务系统捐髓第二人，“接下来
十年间，基本上每年都会涌现出
配型成功的捐献者，其中2017年

达到了4人之多，今年更是打破
记录，上半年就出现了5名。”严
康康说。自2013年以来，他迎来
送往并陪伴过每一位捐献者，对
每个捐献者背后的故事都如数家
珍。

欢送仪式、鲜花簇拥、荣誉加
身……这些年来，每位造血干细胞
的捐献者都会获得社会极大的关注
和赞誉。

近的如周袁健获评“苏州市优
秀共青团员”，远的如吴江村民捐髓
第一人金新跃、新吴江人马如意获
评“苏州好人”，护士马佳丽入选

“2018江苏好青年百人榜”……
“我们就是要营造这样的氛围，

让做好事的人得到更好的回报。”吴
颖育说。家人、单位支持，社会气
氛烘托，某种程度上说，捐献造血
干细胞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英雄侠义，无分彼此

“不少人错误地把捐髓想象成
‘钻骨取髓’，让人心生畏惧，实际
上它形同‘捐血’。”严康康说，注
射动员剂后，让骨髓中的造血干细
胞大量释放到血液中，只要在肘部
静脉处采集，通过“血细胞分离
机”就可以分离、采集到造血干细
胞了。1~2个月后，血液里面的各
种血细胞即可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期间或有感冒发烧、腰酸背疼等症
状，但很快即可恢复。

“越多人参与捐献，也会让越
多的人了解捐髓。”严康康说。

位于松陵街道永康路和大润发
盛泽店的两个献血屋，是区红十字

会的两个固定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动
员宣传点。除此之外，区红十字会
的工作人员也会出现在各类集体献
血活动中。

“这部分人群无论从生理还是
心理上都是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潜在
志愿者。”严康康告诉记者，首先
经过血站采血验证，捐献者的血确
保是健康安全的；其次，当一个人
愿意伸出胳膊参与无偿献血时，也
意味着迈出了捐献的第一步。

与其他省份18~45周岁的年
龄要求相比，江苏省红十字会将捐
献者的年龄上限提高至40周岁，
就是为了延长入库的有效率，提高

配型概率。
让“髓缘”故事得以接续的，

还有来自榜样的力量。
2006 年 9 月，受沈园的影

响，鲈乡实验小学组织了一次造血
干细胞集体捐献活动，在时任校长
顾桂荣的带领下，包括其和53名
教师一起勇敢地完成了采集，彼时
刚参加工作一年的宿迁籍青年教师
黄玉龙也是其中之一。2016年10
月，黄玉龙与一名河南的白血病患
者初配成功，并于一个月后通过高
分辨配型，这颗十年前播下的爱的
种子得以在十年后开花结果。

截至目前，全区已有3300多

名入库志愿者，这个数据仍在不断
更新。尤其是近年来，加入的志愿
者呈现出了“加速度”的递增趋
势，让2017年还是1800人左右的
入库数据，在不到6年的时间内翻了
近一倍。

显而易见的是，每多一名志愿
者加入，配型成功的几率就会相应
更高一些，也会给他人多一份生的
希望。

“3300这个数字，与中华骨髓
库300多万库容相比，仅占了千分
之一，但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力量，
它将持续增长，成为一个生生不息
的生命火种。”吴颖育说。

同声同气，同心同意

20022002年年，，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留样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留样。。

20062006年年，，鲈乡实验小学组织集体捐献活动鲈乡实验小学组织集体捐献活动。。

20162016年年，，在社区开展造血干细胞知识宣传和招募在社区开展造血干细胞知识宣传和招募。。

20192019年年，，成功捐献的志愿者代表在苏州参加成功捐献的志愿者代表在苏州参加““世界骨髓捐献者世界骨髓捐献者
日日””活动活动。。

（照片均由区红十字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