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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倡兩地跨境捐器官常規化
芷希個案打破地域界線 醫管局指今次屬「特事特辦」

香港有近 3,000 人輪候各類器官移

植，過去每年只成功配對及進行約500

宗移植手術，雖然內地「人體器官獲取組織

（OPO）資質單位」接受港澳台居民申請輪候

配對器官，惟即使成功配對，也要香港病人親

身到內地指定醫院接受手術，今次芷希的個案

打破了地域界線，惟醫管局指今次安排屬「特

事特辦」。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及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均認為，今次成功由內

地跨境將器官送港移植，為建立香港與內地跨

境捐贈器官的渠道，儼如打開一扇門，希望香

港特區政府與內地相關部門商討建立機制，日

後跨境捐贈器官能有渠道，更快捷完成移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對芷希獲內地幼童
捐贈心臟進行移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
日在社交平台發帖表示，感謝中央政府及兩地不
同部門的協助，以及感激兩地醫療團隊努力，堅
持生命至上，克服了眾多挑戰，共創今次醫學成
就，讓芷希獲得重生的機會。他形容今次的成功
非常難得，是內地和香港一項重大的醫學成就，
同時反映人性的光輝和大愛。
「很感恩看到4個月大、出現嚴重心臟衰竭的

女嬰芷希，能及時獲得內地嬰兒捐贈的心臟，
得到一個重生的機會。」李家超指出，兩地醫

療團隊以及負責運送的執法機關，需要在很短
的黃金時間內完成跨地域運送及移植手術，否
則器官會變差或壞死，這是極大的挑戰。同
時，醫療團隊需要在短時間內進行一連串詳盡
而全面的醫學分析及配對，例如血型等，以免
出現排斥的風險。
此外，今次移植的心臟是香港歷來體積最細

小，因為芷希只有4個月大，成人捐贈者的心臟
大多不適合，能得到嬰兒捐贈者的心臟本已十分
難得，而心臟移植手術難度亦十分高，全靠專業
的醫療團隊不眠不休，成功迅速完成手術。

李家超指出，這次捐贈配對是跨越地域，兩地
部門都十分重視生命，非常珍惜這難得找到的器
官。經醫學配對內地及香港病人後，確定芷希為
合適配對，便盡快運送並及時移植，即使兩地各
有審批程序，但都依法加速處理。
他認為今次的成功，象徵內地和香港一項重大

的醫學成就，同時反映人性的光輝和大愛，「我
們熱愛生命、珍惜生命，兩地各單位及團隊為救
人奮鬥到底，克服重重難關，他們的熱誠和努力
值得我們敬重。」

李家超感謝中央政府及內地各單位，包括國家

衞生健康委員會、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海關
總署及深圳巿相關單位，以及香港特區政府醫務
衞生局、醫院管理局、衞生署香港人體器官移植
委員會、香港兒童醫院醫療團隊、海關、入境
處、警務處及消防處等不同單位及部門協助促成
這件意義重大的事。

感謝捐贈者及其家人無私奉獻
最後，他感謝內地捐贈者及其家人的無私奉

獻，「他們的大愛令芷希獲得新生命。我在此祝
願芷希早日康復，身體健康！」

李家超致謝兩地醫療團隊 讚顯人性光輝和大愛

器官捐贈移植宗數及等候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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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
人數

遺體

-
-
-
-
-
-
-
-
-
-
36
23

活體

-
-
-
-
-
-
-
-
-
-
35
14

腎臟捐贈

遺體

59
84
70
63
66
60
61
60
42
55
57
35
2,424

活體

8
15
12
16
15
18
17
16
15
10
15
7

肝臟捐贈

遺體

30
45
38
36
36
37
40
34
23
27
33
14

63

活體

44
33
34
27
23
36
34
19
20
23
20
7

心臟
捐贈

--

9
17
11
9
14
12
13
17
8
10
8
9
73

肺臟
捐贈

雙肺

1
3
2
4
13
8
12
6
7
8
13
6
15

單肺

0
0
2
0
0
1
1
1
0
0
1
0

眼角膜捐贈
（片數）

--

238
259
248
337
262
276
367
346
324
267
306
170
338

皮膚
捐贈

--

21
6
4
9
10
10
11
10
5
1
3
5

不適用

長骨
捐贈

--

0
3
3
1
4
1
3
0
1
0
1
0

不適用

這次小芷希獲得內地去世兒童
捐出心臟延續生命，全賴國家衞
健委與香港特區政府及醫管局協
調，也反映內地無償的器官捐贈
制度愈發成熟。在現有機制下，
內地「人體器官獲取組織

（OPO）資質單位」接受港澳台居民申請輪候
配對器官。
根據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數據顯示，由

2010年至2018年，港澳台居民在內地共實行
1,155宗公民逝世後器官來源移植手術，其中香港
居民佔676宗。截至2018年底，有536名港澳台
居民在內地等候器官移植，其中香港居民佔313
人，同年有兩名香港居民在內地進行器官捐獻。
目前，全國多地都有指定大醫院獲得OPO資質
單位，包括港大深圳醫院和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
等，而廣東省還有6家醫院獲OPO資質單位，包
括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
院、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
院、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和中山市人民醫院。

申入分配系統 輪候器官配對
香港申請者要到OPO資質單位上傳患者身份

信息，和醫學疾病相關信息至中國人體器官分配
與共享系統（簡稱COTRS 系統），就可以進入
系統輪候移植手術，配對成功後由對接醫院安排
準備工作及手術，相關手術費用需根據器官的具
體情況而定。

可上平台登記 成捐獻志願者
有意捐出器官的港人亦可透過掛鈎醫院，在內

地「施予受」器官捐獻志願者登記平台，登計去
世後捐獻器官意願，最終捐獻與否，取決於捐獻
者是否達到符合器官捐獻的醫學狀態，以及直系
親屬的意願，並經過嚴格的倫理、醫學等程序進
行捐獻。已登記的用戶也可隨時取消捐贈意願。

全國目前已
經有超過30家醫院共
同參與了該平台的建設，有
超過112 萬人次主動登記器官捐獻
的意願。患者可通過關注相關醫院的微信
公眾號，快速完成信息登記，成為器官捐獻志願
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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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1999 年發現患上血
癌，幸好獲得骨髓移植才能延續
生命，覺得自己好好彩，癌症至
今一直未有復發。」癌症康復者
林義文在康復後加入香港移植運

動協會，現擔任委員，希望向公眾宣揚器官捐贈和
移植知識，及鼓勵同路人參與運動以過正常生活。
他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香港目前器官捐贈人數
仍遠遠未能滿足需求，而今次4個月大的芷希成功
配對內地腦幹死亡幼童心臟進行移植手術，令一眾
輪候器官移植的兩地病人感到鼓舞，希望香港特區
政府繼續鼓勵巿民捐贈器官的同時，繼續與內地配
對器官，拯救生命。
現年60多歲的林義文，於23年前擔任學校工藝
科導師期間，身體開始感到不適，「變得十分消

瘦，經常傷風，又試過咳嗽持續一個月也未好，但
當時仍未為意，以為只是身體差易患病。」
這情況持續了一年，最後向私家醫生求診時，醫

生檢查發現其脾臟脹大，懷疑是癌症，將他轉介到
公立醫院，結果證實他患上血癌，且情況已很嚴
重，「當時醫生話白血球不斷侵蝕器官，隨時會死
亡。」

冀政府加強宣傳器官捐贈
醫治他的方法就是尋求骨髓移植。「其實我好好

彩，有一兄一妹，醫生檢查顯示妹妹的骨髓適合移
植給我，但其實兄弟姊妹都未必成功配對，我有病
友有六七個兄弟姊妹，結果都無一合適移植。」他
獲胞妹移植的骨髓後終擊敗癌魔，其後只服用了兩
年抗排斥藥，至今癌症一直未曾復發。

成立於2008年的香港移植運動協會，成員包括曾
接受器官移植的受惠者、器官捐贈者或其家屬，以
及醫護人員等，林義文對重獲健康十分感恩，故加
入該會希望回饋社會，目前擔任該會其中一名委
員，協助舉辦羽毛球等活動，鼓勵移植人士參與體
育活動，積極及樂觀生活，及向社會推廣器官移植
的知識，希望鼓勵更多巿民參與器官捐贈。
他表示，該會舉辦了不少宣傳活動，目前巿民對

器官捐贈的意識已有提高，惟捐贈器官數量仍然不
足，故認為特區政府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要加強
推廣工作，希望在幼稚園及小學開始宣傳捐贈信
息，另一方面就是繼續與內地建立相關渠道，「香
港與內地是一個大家庭，器官捐贈可以雙向互通，
協助兩地有需要移植的病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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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癌康復者：芷希手術成功 鼓舞兩地病患

◀醫管局昨日交代手術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芷希昨日凌晨在香港兒童醫院完成手
術。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根據醫管局數字，截至今年9月底，香港有近3,000人
等候各類器官移植，其中以腎臟佔大多數，輪候人

數超過2,400人，但每年捐出的腎臟數字僅有雙位數，如
去年捐出的遺體腎臟連同活體捐贈合共僅有72個，今年
頭九個月只有42個，其他器官如肝臟及心臟等每年捐贈
數字亦只有雙位數甚至單位數（見表）。
芷希今次移植手術要經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審批，委員
會主席黃幸怡昨晚在回覆香港文匯報表示，欣然得悉芷希
手術成功，並正在深切治療部接受觀察。她表示，委員會
審閱醫院管理局就芷希的移植手術，有關輸入人體器官作
移植用途的文件，確認符合《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要求，
故給予進行受規限器官移植的批准。
有關的審批準則複雜，根據條例，除需由註冊醫生移植
外，有關器官輸入香港時要附有相關進口器官證明書，須
載有各項條例所需資料，包括陳述該器官取得符合當地一
切適用法律、切除該器官所在醫院是獲當地政府授權進行
器官切除作移植用途的醫院，以及該地並無任何人為有關
器官的提供作出或接受付款，有關註冊醫生並已向委員會
提供該證明書正本或副本。

兩地未有先例是基於技術考慮
2016年，中文大學20歲學生馬倬朗也急需「新心」續
命，據悉當時廣州曾成功配對到合適心臟，惟基於法規、
運送保存等考慮因素，最終叫停。馬倬朗最後雖然在港成
功找到合適心臟，但移植後卻因排斥而不治。
本身是外科醫生的林哲玄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指出，以往未有內地捐贈的器官送港移植，是基於技術考
慮，「運送器官過程需要甚高的技術要求，並非每個省巿
也能作出有關安排。摘除的器官要用作移植，運送時間必
須極短，是以小時計，要有專門的容器盛載，及需要低溫
溶液在無菌狀態下保存，所以是爭分奪秒，且心臟不似眼
角膜般在低溫下可保存較長時間。」
他認為，今次芷希的成功例子，是兩地部門和團隊積極
協作，在短時間內將器官送至香港移植，這是打開了一扇
門，為香港與內地跨境器官捐贈移植邁出第一步，而他期
望日後能建立機制，將兩地跨境捐贈器官常規化。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擔任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時，
曾提出考慮與內地政府商討設立專為港人輪候內地器官捐
贈的輪候冊，林哲玄希望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相關部門商
討，建立有關機制，「香港特區政府正與內地商討港人在
大灣區購買醫保、擴大藥械通範圍等安排，現要加多跨境
器官捐贈一項，而香港每年不少病人未等到移植已去世，
因此這更具迫切性。」
葛珮帆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對香港成功移植內地捐贈器
官感到欣慰。她認為兩地之前未有跨境捐贈，是以往香港
特區政府未有積極開通有關渠道，如今有內地器官成功配
對並送港移植，實屬喜訊，期望跨境器官捐贈恒常化，建
立雙向渠道，一方面接受內地配對適合本港病人的器官，
本港若有捐贈器官未能配對給病人，亦可捐予內地合適患
者。
她指出，特區政府同時要加大宣傳器官捐贈的力度，
「我在十八區擺過街站宣傳，遞到埋去（巿民）會填（器
官捐贈表格），但自己不會主動，就算現時可網上登記，
巿民亦沒有主動自己登記。」除本地登記外，她認為香港
應與內地建立捐贈渠道，將有關網絡擴大，以惠及更多等
候移植器官的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