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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至今的新冠病毒疫情，对保障血液安全和供应提出了新的挑战。近几个月

的流域性洪水、部分地区的地震，以及更早的 SARS 疫情、汶川地震等，一再让我们深刻

体会到，几乎所有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重大疫情和社会安全事件等，

都会从血液需求和采集、献血动员、单位运转、物资保障等各方面、各环节，影响血液

工作，也促使我们认识到建立健全应对突发事件机制的重要性。

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后，协会专门发函，向处于疫情防治重点地区、支援保障地区的

采供血机构、相关企业等协会会员，请他们根据疫情防治时期采供血工作遇到的特殊情

况、血液保障的实战经历、设备和物资的储备和消耗情况等，提出采供血机构应对本次

疫情血液保障应急物资储备方案和建议清单。在各地反馈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基础上，

结合血液工作以往应对地震、洪水等灾害的经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协会装备委受协

会委托，起草了工作建议草稿。经多轮征求相关单位和专家意见，形成了本工作建议。

本工作建议从完善预案、物资储备两方面，对采供血机构通过建立和完善机制，应

对各类突发事件，提出了参考性意见。

协会强调，本建议内容来自各单位的实践经验，不一定具有普遍性，更没有强制性。

请读者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工作要求和具体情况，决定实际工作程序和标准。

各单位如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本建议有不妥之处，或有其他经验或建议，可及时联系

协会秘书处，以便协会不断对本《建议》做调整和更新。

一、完善预案

各类外部的突发公共事件或内部的突发组织事件，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影响血站的正

常运行或采供血工作，前者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

会安全事件等，后者包括但不限于各类人为差错、设施设备系统事故故障缺陷、毒化医

废品事故等。这些影响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各方面，如血液需求和供给能力的变化，献血

者聚集或缺乏，血液采集、检测、加工、储存、运输能力受限，机构、设备运转受限，

物料、耗材、各类物资短缺，缺乏有资格的人员等，最终表现在血液需求和供给能力失

衡，和机构有持续运转缺乏保障。

血站领导和全体人员应该对机构可能遭受的各类风险及其影响有清醒的意识和充分

的认识，做好前瞻的、充分的考虑，制定尽可能详尽的应对措施，落实物资储备和人员

配备。

血站领导和有关人员，应该主动、充分地向各级主管部门、指导部门和其他相关部

门做好报告、介绍各类突发事件对采供血工作的影响及其后果，争取有关部门的理解和

支持。

血站的应急准备工作，无论是机制设计还是实际操作，都应该是单位组织管理和质

量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平时，着眼应急，而不是一项孤立、游离的工作。

血站应急保障方案，以及物资储备和能力建设，应借助各级血液管理信息系统，充

分利用和整合现有资源，实现各级血站之间、本地相关机构之间、血站与供应商之间的

信息、资源、能力(如实验室、人员)共享。

二、物资储备

本建议提出了血站建立应急预案时，宜重点考虑的物资储备清单。因此本清单是一

个有重点，而不是面面俱到的清单。同时，由于各级血站规模、经济状况不同，同一类

工作可能有不同的完成方式，因此储备清单中同一类物资可能有重复，以便选用。

为简化叙述，参照参与起草单位的经验，本建议对耗材的应急储备(也就是满足单位

常规工作之外的额外储备)量，一般建议国产的为 2个月的用量，进口的为 3个月的用量

(适当预留运输和报关时间)。各单位应根据业务量(与采购批量有关)、所在地(与供应及



2

时性、单位间调拨的可能性)等因素，在应急储备与采购和存储成本之间综合考虑。

血站还应该综合考虑应急储备物资与日常使用物资之间，在采购方式、供应商、产

品批号和质检、有效期之间的协调，减少管理和操作成本。

应急物资储备用于应对突发事件，而非血站的日常业务。血站应当争取管理部门和

财务部门的支持，将应急物资采购、储备、更换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

生救援经费预算，独立于血站年度财务开支。

三、一些具体做法

在各单位反馈材料，和其他有关应对突发事件的资料中，有一些具有很强的借鉴和

启发意义，择其要点一并罗列如下，供参考。

● 发生重大公共事件时，可能引发献血者聚集或血液过度采集。应及时了解和预测临

床需求，估算血液采集量，避免因聚集或过度采集造成血液供过于求、献血服务和

工作质量下降、透支今后的采血能力等

● 重要的业务功能(如检验、血液分离等)应有备份(后备实验室、与其他单位互为备份

等)

● 如单位因某些特殊原因不能全部运行时，如疫情防控、电力限制、人员不足等，预

案应明确哪些基本业务部门应当保持运转，以及人员如何调配

● 对于关键的外部支持部门，如水电、制造商、维修单位等，应有可靠的联系人和联

系方式

● 如关键支持或设施中断，如停电、冷库故障、信息系统故障等，应根据预估的修复

或恢复时间，准备各种可选的应对方案(如要不要移库、启用脱机操作等)，并择机

采用

● 应尽可能了解本地血浆蛋白制品的供需情况，以便必要时提供专业咨询意见，或准

备应对因血制品短缺可能造成额外的血液需求

● 必要时，有能力及时、清晰、一致地发布血液需求信息

● 对关键业务环节的最大和连续工作能力有清晰的了解

● 如职工需要长时间、高负荷工作，应妥善安排好替换和后勤保障措施，避免对其身

心、血液服务和血液安全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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