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的器官捐贈數量長年不足，

患者要等到有人離世而又願意捐出

心臟已經不容易，要心臟同時適合

移植就更難。瑪麗醫院近日引入器

官護養系統，心臟從捐贈者身上摘

取出來後，系統會維持該心臟跳

動，防止器官受損，上月該院更完

成全亞洲首宗運用該系統的心臟移

植手術。心臟離開捐贈者身體逾6

小時後，放入一名心臟嚴重衰竭的

病人體內，患者康復進度十分理

想，預計最快本月中出院。

「養心」利移植 離體心照跳
瑪麗引入器官護養系統 手術量成功率俱增

關心無助少年 讀者齊伸援手

瑪麗醫院早前獲心臟病友互助組織「關心
您的心」捐助，成功引入5套不能循環

再用的器官護養系統。

有時間評估器官功能
有別於傳統移植手術將心臟存放在冰箱冷
藏、心跳會停止及不會有血液灌注器官，該
系統會保持捐贈者心臟溫暖及跳動，還會有
血液灌注，可減少缺血性損傷，醫生甚至可
以注入藥物，改善器官的狀況。

瑪麗醫院心胸外科部門主管區永谷介紹，
在新技術下，醫生可以有時間評估捐贈者器
官的功能，在獲取更多資料後再決定是否為
病人進行移植，「可以將一些我們原本不可
以用，或怕會出錯的心，在有數據顯示可行
的情況下移植，從而增加換心手術量。」
在新技術下，一些年紀較大或狀況較差的
心臟亦有機會移植，瑪麗醫院上月便完成全
亞洲首宗使用器官護養系統進行的手術，成
功將一名年過55歲，本身冠狀動脈狹窄程度
超過50%的中風死者心臟移植到另一年約50
歲患原發性擴張型心肌病患者身上。
她在3月時已經因為突然心室頻脈而昏厥，

心臟超聲波顯示心臟嚴重衰竭，手術前需依賴
雙種類強心藥。
手術動員了22名醫生和護士，由清晨出發

前往摘取捐贈者心臟計起，合力花了14小時
至晚上10時才完成手術，心臟離開捐贈者身

體的時間長達6小時45分鐘。
區永谷指出，如果沒有系統的幫助，心臟
有逾三分之一的機會出現功能受損，但今次
在該系統支援下，避免心臟受損。病人的康
復進展理想，本月中可以出院。
瑪麗醫院心胸外科副顧問醫生李岸政補

充，器官護養系統在歐洲已取得合格認證，
文獻顯示81%「邊緣心臟」使用該系統後適
用於移植，而30天存活率更高達95%。

料每年增三四宗手術
器官護養系統可提高捐贈心臟的成功率，

但瑪麗醫院心胸外科顧問醫生何嘉麗指出，
受制於香港的捐贈心臟數量本身不多，預料
新技術亦只能每年增加三四宗換心手術，包
括最新一宗以器官護養系統進行的心臟移植
手術，今年全港亦只是進行了3宗換心手
術，去年全年則有8宗心臟移植手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
香港文匯報致力報道社會實況、以
為廣大市民發聲為己任，在新冠肺
炎疫情下的基層生活狀況，是其中
一個關注焦點。上月21日本報刊登
《單親劏房少年 無錢無助無奈》
報道後，隨即引起社會迴響，更有
多名熱心市民主動向報道中的主人
公中四學生Bruce伸出援手。
Bruce的母親早前接受手術，現
正處於休養階段，新冠肺炎襲港，
小伙子難免擔心母親的身體狀況；
以往在課後做兼職侍應幫補家計的
他，因餐廳生意轉差，故要放無薪
假，收入減少，加上停課期間他欠
缺電腦卻要進行網上學習，均令
Bruce苦惱不已。
在香港文匯報刊登其報道後，讀

者游小姐隨即聯繫本報，承諾購買
一台手提電腦贈予Bruce，期望他
能好好學習，日後以知識貢獻社
會。另一讀者吳先生則透過「香港
文匯報慈善基金」向Bruce捐款，
希望幫助紓緩其家庭經濟壓力。
Bruce除了寫信感謝捐贈者外，

亦特別致函香港文匯報表達謝
意。他說，本報詳實地報道其處
境，記者在當中下了不少工夫，
為報答曾經幫助他的人，並答應
會努力讀書，日後盡力幫助他人
以作回饋。
香港文匯報在此感謝讀者支持，

大家對弱勢社群的關心就如雪中送
炭，除了幫助基層市民度過新冠肺
炎疫情，更為「疫境」中的香港添
上一分溫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新冠肺炎疫情放
緩，政府前日宣佈，中小學及幼稚園高班將於本月
27日起分三階段復課。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表
示，現階段均以半天形式復課，但未來或會隨疫情
紓緩而調整上課時間。他又指，部分學校為了追回
進度，或選擇在暑假補課，而相關決定不需向教育
局申請。
根據教育局安排，中三至中五級會率先在5月27

日復課，小四至中二級會於6月8日復課，幼稚園
高班及小一至小三級則會在6月15日復課。除正規
的中小幼外，局方亦向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
包括各式教育中心等發信，提醒其參照上述三階段
相應次序復課；而學校亦必須遵從所有相關衛生防
護指引，全面清潔及消毒校舍，並在當眼處貼上新
冠肺炎相關健康資訊，並安排學生以「面對背」方
式單行排坐等。

暫半日制 日後考慮「加時」
楊潤雄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補充指，各校會

先以半日形式復課，日後或會因應疫情好轉而調整
安排。他強調，學校需於復課首兩日，提醒學生注
重個人衛生、保持適當社交距離，當師生習慣相關
安排後，才會考慮放寬措施。

至於暑假安排，楊潤雄提到，部分學校有意延遲放暑假或
安排補課，相關安排會按校本方式處理，毋須向局方申請。
他提醒，由於中五、小五課程較緊湊，亦需應付未來重要考
試，故急需追回進度；而其他年級則可於下學年追回，不必
急於本學年內完成課程。
至於涉及約2.7萬名跨境生的復課安排，楊潤雄指仍需與

內地政府部門商討，因香港及內地均有抵埗強制檢疫14天
的安排，兩地政府需同時為跨境生豁免相關檢疫安排達成共
識。他又提到，除考慮衛生風險外，亦要關顧口岸問題，以
往學童會經不同口岸來往兩地，若只開放深圳灣口岸過關，
學童交通問題亦在考慮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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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在冬日裡的紫荊花
廣東聯絡部 李洪敏

人生的漫漫旅程，有時不免遇上巧合的事。
十年前，我在澳門最後一次憑窗遠眺香港的時

候，無論如何也不曾想到，自己第一次踏上香港
這片土地，會是在澳門回歸二十周年紀念日那個
特別的日子。

那天下午，我迫不及待地來到夢中多次出現的
維多利亞港，從港島的中山紀念公園出發，沿着
海濱長廊向東漫步。雖然正值冬日，但在和煦的
陽光照耀下，維港蔚藍的海水與藍天白雲交織在
一起，顯出初夏時節般的靜逸。一路上，有放學
後背着書包在公園裡蕩鞦韆的學童，有身穿運動
套裝沿着海濱跑步的後生，有三三兩兩持竿垂釣
的阿伯，還有純粹是坐在石椅上享受海風拂面的
阿嬸。一切都是那麼自然閒適，一切又是那麼富
有生機，完全沒有冬天的凜冽之感。

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一艘從珠海開來的「新
海威」號雙體高速豪華客輪正急速向港澳碼頭駛
去，船頭激起的海浪一波又一波地向海堤撲來，
發出「嘩啦、嘩啦……」的陣陣聲響。位於對岸
西九龍的香港第一高樓——環球貿易廣場，在太
陽的斜照下，像是一束閃着金色光芒的大型火

炬，矗立在薄霧漸起的海面上，似乎要把整個維
港給點亮。

我一邊漫步、一邊欣賞着維港美麗的景色，不
知不覺來到了中環的添馬公園。在公園葱綠的草
坪南側，便是像一道「敞開的大門」的香港特區
政府總部大樓，它的設計理念凸顯了香港人開放
的胸襟。但現在這裡幾乎看不到什麼行人和遊
客，僅有幾名保安人員坐在由「水馬」臨時圍起
來的隔離牆邊執勤，他們不時把餘光投向我這個
背包客。站在龍和道隧道的上方，我無意中發現
行政長官辦公室所在的建築前有一小片樹林，枝
頭掛滿一串串紫紅色的花朵，遠遠望去像有無數
的蝴蝶在樹叢中飛舞。能在這裡偶遇一片充滿生
機的顏色，不由地吸引着我拾級而下，想去探個
究竟。

這是一塊夾在龍和道與添華道之間的街角，在
不足一千平米的地方種植了近二十株洋紫荊，枝
頭綻放的正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和區徽的圖案
要素——紫荊花。站在紫荊樹下，空氣中彌漫着
蘭花般的淡淡清香，一陣海風吹來，片片花瓣隨
風飛舞，宛如千萬彩蝶雲集，好似走進了夢幻的
境界，頗有古代詩人筆下的花團錦簇、落英繽紛
的意境。

我打開手機裡一款名為「形色」的App，拍下
一朵正在盛開的紫荊花，隨即檢索到了它的介

紹。紫荊花，也叫洋紫荊，別稱香港蘭。有趣的
是，它雖是高達數米的常綠喬木，但卻與我們常
吃的黃豆、綠豆、扁豆等同為豆科植物，更因為
它長着形似羊蹄的闊心形葉片，所以也被稱為紅
花羊蹄甲。紫荊花有極其美好的花語，它代表着
親情，寓意家庭幸福圓滿，親人之間和睦相處。
不過，從中山紀念公園到添馬公園一路走來，在
近三千米的維港沿岸，我看到的大多是根須下垂
的榕樹，只有政府總部大樓前的角落生長着紫荊
樹。這近二十株紫荊樹你挨我、我挨你，擠作一
團，在若大的海傍公園中顯得有些形單影隻，但
它的花開得又是那麼的執着，為整個維港的風景
增添了一抹亮麗的色彩。

在不遠處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東北側，屹立
着二十二年前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由中央政府
贈送的金紫荊花雕塑。這朵「永遠盛開的紫荊
花」，是幾乎所有內地遊客來港旅遊時必到的觀
賞景點。然而，我卻更喜歡政府總部大樓前這片
真實的紫荊花，它的艷麗、芬芳毫不遜色於櫻
花、桃花，它的高雅、飄逸更堪比「花中四君
子」的梅花、蘭花，用「花蕊吐幽香，彩蝶鬧斑
斕」的詩句來形容這片紫荊花是最貼切不過的
了。可當下還是冬天，這片紫荊花難免會歷經一
些寒風細雨，但它終究是南國的報春使者，在春
天來臨的時候必會開得更加燦若雲霞、花香四

溢，吸引更多的人駐足欣賞，甚至流連忘返。
紫荊花的花期很長，從隆冬到暮春的大半年

裡，紫色的、紅色的、粉紅色的將次第開放。但
由於雌蕊的柱頭已經退化，不能授粉育種，繁殖
的方式還需依靠人工扡插或者嫁接。紫荊花作為
香港的市花，我想，如果有更多的人願意去細心
培育、真心栽種、精心呵護，今後將不只有政府
總部大樓前這一隅的紫荊花獨自綻放，而會有更
多的紫荊花來妝點維港兩岸的景色。

紫荊花亦是香港的象徵，只要不同政見、不同
階層的人能像共同喜愛紫荊花那樣，願意凝聚共
識、重拾團結、攜手同行，那香港必會走出當下
的困局，尋找到新的出路。

■ 「永遠盛開的紫荊花」。 新華社

■ Bruce撰寫予本報的感謝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高中會率先在高中會率先在55月月2727日復課日復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瑪麗醫院上月完成全亞洲首宗運用器官護養系統的心臟移植手術。圖為該手術醫療
團隊見記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4月21日A5版報道單親劏房少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