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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移植學會會長
馮恩裕昨日在活動表示，

香港過去 15年共有 2,163 名
病人接受器官捐贈，單計過去兩

年則有54名遺體器官捐贈者合共拯
救138名受贈者的生命，以及有56名
活體捐贈者，使56名患者重生。惟他指
出，香港目前仍有逾2,600名患者在
器官移植輪候名單上，以過去兩
年每年平均約30名遺體捐贈者

計算，即平均每百萬人只有約3.6名捐
贈者，仍屬全球最低捐贈率的地方之
一。他指出，不少肝衰竭患者於數天至
數周內便陷昏迷，甚至在等候肝臟移植
期間死亡，希望市民繼續支持並推動器
官捐贈。
本身是移植肝臟專科醫生的馮恩裕

解釋，肝病患者與可接受洗腎的腎病患
者有所不同，因為當中許多人患有肝衰

竭，必須接受肝臟移植。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主席李錦滔亦指

出，雖然香港的器官移植技術於過去
多年持續精進，惟社會對器官捐贈的
認識仍有待提升。為此，醫學專科學
院最近成立專責小組，希望透過教育
和宣傳，進一步推廣器官捐贈文化，
提升公眾對器官移植的了解。

平均百萬人
僅3.6名遺體捐贈者

妹冒險捐活肝救兄
女助亡父遺愛1命救3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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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遺愛
人間，近年在政府及社

會各界大力推廣下，衞生署
的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登記

數字已近40萬，創歷史新高。香
港移植學會聯同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昨日首次合辦「第十五屆器官受贈者
感恩大會」，邀請多名捐贈及受贈者
分享其故事，向一眾偉大的捐贈者及其
家屬致敬。當中有妹妹活體捐肝救回瀕
危兄長，亦有兩度接受心臟移植者心懷
感激。有器官捐贈者的家屬指出，父親
雖突然離世，卻拯救了3個人的生命，
看到一眾受贈者重獲新生，深深感受
到生命的延續，建議市民應向家人表
達器官捐贈的意願，
以便家人作符合心
願的決定。

出席活動的醫務衞生局局
長盧寵茂表示，最新中央器

官捐贈登記名冊登記數字雖已創歷史新高，惟尚
有很大進步空間，希望未來能出現跨越性上升。他特

別提到早前成功接受跨境器官移植的芷希及祈祈，反映「只
要有信心，奇跡也可發生。」

「就像入了一次鬼門關」

自幼確診先天性心漏病的馮愛蓮，3歲時接受補心手術，但之後病發，一度因心跳過
快被送院急救。現年49歲的她，昨日形容當時「就像入了一次鬼門關」，慶幸她於2002
年、輪候7個月後成功接受心臟移植手術。她說：「那次換心讓我得以延續了二十一年壽
命，之後因心臟表面的血管問題，心臟科醫生告訴我若出現缺血或會猝死，所以我在
2019年1月再次加入輪候名冊，等到2023年有幸獲第二次換心。」

第二度接受換心手術後，馮愛蓮非常愛惜捐贈者的心臟，她說：「感受到這個心臟
非常強勁，足以讓我行山及行樓梯都沒有難度，我更感到早已和捐贈者連在一起。」

另一捐贈者殷敏兒的長兄殷國強，去年2月發現肝功能指數高達逾千（正常為數
十），需即時入院治療，翌日已失去知覺。殷敏兒昨日表示，她在三兄妹中排行最小，
二哥患有脂肪肝不適宜活體捐肝，她在衡量風險後決定捐肝拯救大哥，婚事亦要推遲。

殷國強說：「我在手術後醒來看到妹妹坐着輪椅來探我時，才知道是她捐出部分肝
臟救回我一命。若手術前清醒，一定會反對，實在太危險了！」

此外，家屬捐出猝逝親人的器官，往往亦是希望某一日以另一種形式，在某
處再與親人「重遇」。吳小姐的父親2021年因出血性中風入院，搶救48小
時不治，器官捐贈聯絡主任向她詢問其父生前器官捐贈意願，但她們一
家人從未討論亦無登記。吳小姐最終決定捐出爸爸器官，她昨日說：

「爸爸走得突然，無機會留下片言隻
字，但我覺得器官捐贈不但可以
救 人 ， 爸 爸 更 可 遺 愛 人
間。」

■器官受贈
者馮愛蓮。

■殷敏兒（左）
及殷國強（右）
分享器官移植
的經歷。

■一眾器官受贈者及嘉
賓來個大合照。

■馮恩裕（左）及
李錦滔（右）盼提升
公眾對器官移
植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