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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逸凡今年 20 岁，是杭州电子科
技大学一名大三学生，清秀活泼。在学
校里，她平均成绩专业第一、多次获得
一等奖学金，还获得过校三好学生、院
十佳大学生等荣誉称号，是名副其实的

“美女学霸”。
“大一的时候，看到红十字会到学

校里开展造血干细胞集中入库宣传采
集，听了工作人员的宣传后，我觉着这
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便和室友结伴加
入了中华骨髓库。”小凡说，没想到自己
的造血干细胞真的能救人。

今年年初，小凡意外接到江干区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她的造血干
细胞与广州一名 3 岁的白血病患儿初
配成功，征询她的意见，是否愿意为患
儿捐献干细胞。

想到那个未曾谋面的 3 岁孩子能
重新获得生的希望，小凡觉得简直太好
了，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但是，捐献一开始并不顺利。
小凡是家里的掌上明珠，父母担心

捐献造血干细胞会影响健康，不同意女
儿捐献。

为了说服父母，小凡到网上查阅了
很多相关资料，也咨询了红十字会的专

业人员，证实捐献造血干细胞其实并
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影响。

“上周江干区就成功捐献了一
例。还有一位 85 后的女教师，已经
两度跨国捐献造血干细胞，现在生了
一个可爱的宝宝，爸爸妈妈你们就放
心吧。”

经过女儿劝说，父母终于同意了。
此后，小凡相继完成预定的高分

辨率采样、体检程序后，为捐献造血
干细胞做好了准备。

这周一，她住进省中医院，开始
注射动员剂，每天早晚注射两针。动
员剂的作用是把脊椎骨里的造血干
细胞，“动员”到外周血中来，直接从
静脉血中提取。

在这期间，小凡的父母一直陪
着，每天做好女儿爱吃的饭菜送到医
院，让女儿保持体力，有好的状态来
面对捐献。

昨天上午 8 点半左右，正式捐献
开始了，小凡静静地躺在省中医院血
液科病房的 1 号病床上，爸爸妈妈和
江干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一直陪
在身边。

“说实话，开始捐献之前，心里有点小
紧张，扎针的时候有点疼，但是扎完以后
就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了。”小凡说。

这边女儿躺在病床上笑眯眯，那边的
妈妈却紧张得双手不停冒汗，时不时往衣
服上擦。

小凡看出妈妈很紧张，安慰说：“妈妈
我不疼的，没关系的。”

病房里，广州那边的工作人员代表接
受骨髓移植的患儿家长，向小凡表示诚挚
的感谢，并将感谢信交到她手上。

“希望宝宝的手术能一切顺利，今
后长得健健康康白白胖胖。”小凡高兴
地说。

中午 12 点左右，捐献完成，整个
捐献过程大约 3.5 个小时，捐献量为
210 毫升。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这

“生命种子”放入冰冻箱内，奔赴机场
赶回了广州，昨天晚上广州的患儿完
成了移植手术。

金逸凡同学，昨天成了浙江省第
287名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

记者 俞茜茜 通讯员 邹芸

“如果不是李护士及时救了我儿
子，我现在可能已经见不到他了！”7
岁的儿子误吸果冻导致窒息，幸亏浙
江大学国际医院门诊护士李倩及时抢
救，终于挽回生命。要知道，窒息超过
2分钟，就可能导致心脏骤停。

昨天一大早，史女士专程赶到医
院，对李护士表示感谢。

史女士是江西人，儿子杰杰今年
7 岁，下半年就要上小学了。一家人
去年来到杭州，在城北甘长西苑开了
一家洗衣店，洗衣店离浙大国际医院
很近。

事情发生在周二傍晚 6 点左右。
当时，史女士正在店里忙，儿子也在店
里玩。当时，李倩护士刚刚下班，拿着
儿子衣服去洗衣店。

“就在我拿着衣服跟洗衣店老板
娘说话的时候，发现老板娘的儿子脸
色不对劲，表情非常痛苦。想叫妈妈
却发不出声音，只能用手拍拍妈妈的
后背。”李倩说。

史女士一看儿子的样子，又看到
旁边桌子上有一个空的果冻壳，马上
意识到儿子可能是吃果冻噎住了。

“我不停地喊救命，但是我儿子
的脸色越来越黑，只剩下鼻子是白
色的，还不停流着口水，手开始疯狂

地乱抓，人已经站不起来了。”史女
士回忆，当时自己吓坏了，感觉天都
要塌下来了。

李倩赶紧过来帮忙，一看，孩子的
嘴唇和皮肤已经发紫，送医院肯定来
不及了。

“快来帮忙，孩子太重了，我一个
人抱不动！”李倩一边说，一边从后背
抱住杰杰，把拳头放在他上腹部，快速
向上挤压，通过肺内残余气体受压让
胸腔压力骤升，利用这个气压使异物
排出。

大约过了 1 分钟左右，杰杰“哇”
地哭了一声，开始叫“妈妈”。因为担
心杰杰窒息缺氧，对大脑有影响，李倩
又问了杰杰几个问题：“你叫什么名
字？今年几岁啦？”孩子都能准确回
答，她也就放心了。

李倩护士说，孩子是容易发生异
物吸入的群体。像花生、开心果等坚
果，葡萄、樱桃等水果以及笔帽、小玩
具这些东西，都是孩子发生异物吸入
最常见物品。

异物进入气道后，孩子会出现咳
嗽、呼吸困难、脸色发暗发紫等症状。
一旦发现孩子异物吸入气道，家长应
保持镇静，让孩子不要哭闹，以免加重
症状。如果无法缓解症状，应采用“海
姆立克急救法”进行急救，这是目前抢
救成功率最高的方法。

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真的能救人
希望这个宝宝以后健健康康白白胖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美女学霸金逸凡

昨天成了浙江省第287名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
记者 俞茜茜

1300公里，是杭州到广州妇婴医院的距离，也是生与死的距离。
昨天上午，浙江省中医院血液病房的1号病床格外安静，江干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金逸凡在经过 5 天的动员剂注射后，正式开始造血干细胞捐献。经过 3.5 个小时的分离采
样，她体内的210毫升“生命种子”——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将第一时间运往广州，输入等待骨
髓移植的3岁白血病患儿体内。

浙大国际医院这位护士去洗衣店时立功了！
7岁男孩脸色突然发黑
她用海姆立克急救方法救了他

海姆立克急救法：

海姆立克急救法的原理，是利用冲击腹部——膈肌下
软组织，产生向上的压力，压迫两肺下部，从而驱使肺部残
留空气形成一股气流。这股带有冲击性、方向性的长驱直
入于气管的气流，就能将堵住气管、喉部的食物硬块等异物
驱除，使人获救。

3 岁 以 下 孩 子 急 救 ：救护人应该马上把孩子抱起来，
一只手捏住孩子颧骨两侧，手臂贴着孩子的前胸，另一只手
托住孩子后颈部，让其脸朝下，趴在救护人膝盖上。在孩子
背上拍1-5次，并观察孩子是否将异物吐出。

如果上述操作异物没出来，可以采取另外一个姿势，把
孩子翻过来，躺在坚硬的地面或床板上，抢救者跪下或立于
其足侧，或取坐位，并使患儿骑在抢救者的大腿上，面朝前。
抢救者以两手的中指或食指，放在患儿胸廓下和脐上的腹
部，快速向上重击压迫，但要很轻柔。重复，直至异物排出。

成 人 急 救 ：抢救者站在病人背后，用两
手臂环绕病人的腰部，然后一手握拳，将拳头
的拇指一侧放在病人胸廓下和脐上的腹部。
再用另一手抓住拳头，快速向上重击压迫病人
的腹部。重复以上手法直到异物排出。

自 救 ：可采用上述用于成人 4 个步骤的后 3 个步
骤，或稍稍弯下腰去，靠在一固定的水平物体上，以物
体边缘压迫上腹部，快速向上冲击。重复之，直到异物
排出。

金逸凡在捐献造血干细胞 记者 俞茜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