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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心迎重生 開創第二人生
婦曾患心衰竭只可有限度步行 移植後變運動狂熱分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由本月20日起，打齊三針的低
風險市民須自費才能接種新冠疫苗加強劑。香港特區政府醫
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表示，新冠疫苗開
打一段時間，新冠疫情控制和預防方面已來到一個新階段、
新模式。政府將集中資源繼續為高危群組提供疫苗接種服
務，詳情會由衞生署公布，資助原則與接種流感疫苗一
樣；非高危人士可以選擇自行決定是否到私營醫療服務機
構注射加強劑等疫苗，相關收費由私營機構自行決定。
在新安排下，高危人士包括50歲或以上、長期病患、
孕婦、醫護等，特區政府專家顧問、香港大學內科學系
傳染病科主任孔繁毅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建議，有關的
高危人士應相隔半年接種疫苗，「不論是打第幾針新冠
疫苗，一律都是隔六個月後才有需要打加強針，如果是
康復者高風險人士，可以考慮延長間隔期，每年下半年
或者年尾入冬前接種加強劑。但如果未曾受感染的高風
險人士者，可以考慮每半年打一針加強針。」

低風險者自費 料不減接種意慾
低風險市民可按個人需要自費接種新冠加強針，他相

信不會減低市民接種的意慾，市民如果打算外遊，並覺
得感染風險大，相信他們都很願意自費接種。
孔繁毅指出，目前香港新冠疫情十分緩和，但其他上呼

吸道疾病，包括流感、副流感和合胞病毒感染個案上升，
反映市民對這些非新冠病毒的免疫力較弱。由於去年年底
新冠疫情曾有較大高峰期，相信今年6月新冠疫情也會有小
型反彈，但風險可控，「新冠病毒目前維持低流行性，而香
港社區有頗高混合免疫屏障，加上不少市民仍戴口罩，即使
反彈也是小規模。」
他又提到，香港大學正分析滅活（即科興）二價疫苗數據，

冀下半年可提供予市民接種；至於港大噴鼻式疫苗亦已完成第二
期臨床測試，希望下半年可在港註冊使用，且或不會針對原始病
毒株，將針對目前流行的BA.4和BA.5病毒株。
參與承辦社區疫苗接種站服務的醫療集團總監郭寶賢表示，近期接

種站每天接種不足100劑疫苗，反映目前港人接種疫苗並不踴躍，估計
本月20日新安排實施前，到接種站打針的市民不會明顯增加，會彈性安
排人手，相信能夠應付需求。
郭寶賢指，該集團向非合資格人士（例如內地來港旅客）提供自費接種復

必泰二價疫苗服務，近日平均每天只有幾人打針，反應一般，相信內地自去年
底不少人確診後，疫苗接種需求已經大減。

香港文匯報訊 醫管局
行政總裁高拔陞率領代表團

到英國倫敦出席「香港英國醫學
會」的活動，與英國的港人醫科生

和執業醫生見面，介紹回港執業途徑。
昨日的首場活動約有100人出席，還有部分

人透過網上會議參加。有在港成長、在英升學的出
席者表示，希望服務香港社會，但未曾在香港醫療系統

工作過，而醫管局的招聘活動有助加深其對香港醫療系統的了
解。

高拔陞在倫敦時間周六下午（香港時間昨晚）在活動上演講，介紹在香港執業

的詳細情況。當地時間周日出席由醫管局主辦的招聘活動，對象為正在執業的港
人醫生。高拔陞之後會到訪倫敦三間大學醫學院，再與醫科生見面，了解他們對
回香港執業的意向。
出席首場招聘活動的麥小姐本身在香港長大，負笈英國升讀醫科。她表示希望

在香港服務社會，因此出席活動了解回港工作資訊和就業前景，但由於未曾在香
港醫療系統工作過，不清楚哪裏就業較適合自己。
已入籍英國的執業醫生文先生有意在整形外科領域發展。他說，在香港醫院工

作會較辛苦，但薪酬吸引，繳納的稅款亦較低，加上其家人在香港生活，因此希
望了解在港工作情況。有醫科生則表示，曾分別在英國較大型和偏遠醫院工作
過，認為英國醫院工作環境與香港分別不大，選擇在哪個地方工作取決於個人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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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拔陞抵英招醫生回港執業

盧寵茂：復常下須讓器捐「超常」

新冠疫情下各種大型賽事被迫延期，甚至停辦。香港30名曾接受器
官移植的健兒靜待3年後，月內將參加在澳大利亞珀斯舉行第二十

四屆世界移植運動會。香港移植運動協會昨日舉辦了運動會出戰誓師大
會。
當器官衰竭、失去健康，生命彷彿進入倒數階段，器官移植成為這類病

人唯一希望。捐贈器官，不光救活病人，更打救了一個家庭，獲捐贈者儼
如重生，開展人生新篇章。曾患心臟衰竭的林杏萍，當年連步行都有困
難，移植心臟後脫胎換骨，變成「運動狂熱分子」。
現年56歲的林杏萍約20年前出現咳嗽、氣喘等症狀，被發現心臟功能有
問題，開始要接受治療。「當時行幾步路都好辛苦。」八年前，她的病情
突然變差，生命懸於一線，只得使用人工心臟續命。林杏萍坦言，使用人
工心臟期間雖然可以如常工作、旅遊，但每天提心吊膽，憂慮各種可能的
併發症，體力亦只容許她有限度步行。

參與世界移植運動會 盼為港爭光
始終，人工心臟只是買時間來等待有心人捐贈器官。4年前，「有心人」
出現了，她幸運地獲得心臟移植。在移植後，她才體會到自己的生命可以
做到那麼多有意義的事，特別鍾愛的是體操和跳舞，揮灑汗水，感受充滿
活力的生活，「疫情期間就在網上看視頻做體操和跳舞，現時練習羽毛
球、跑步等，準備參加今屆的世界移植運動會，盼望為香港拿到好成
績。」
59歲霍惠霞在14年前感染豬流感，人生軌跡從此出現巨變。她在染病後
一度入住ICU插喉使用呼吸機，肺功能因而受損，只餘四成功能，更留下
支氣管擴張的後遺症，被迫提早退休。她的身體機能一直未能回復，2015
年時更每況愈下，需要使用氧氣和呼吸機，全年困在家中，一步也不能外
出。
「當時自己在家中的活動範圍只有3呎，是呼吸機喉管的長度可達到的範

圍，感到辛苦和沉悶。」當時，她的一
片天僅餘3呎，其後一個好消息傳來
──成功配對到一個肺。這個肺不單
使她能走出自己的 3呎小天
地，還能代表香港參加今年
的世界移植運動會，力圖為
港爭光。霍惠霞說：「脫離
喉管束縛後，那一口空氣特別
清新和不同，現時可以照顧丈
夫兒女，平日除了打波運動，還
常常做甜品招待波友。」
54歲的湯豔萍曾任職文員，

工作不算操勞，但十三年前她發
覺自己越來越容易疲累，求醫後被告知患上骨髓異常綜合症，血
色素指數僅6.5（常人為13），需要接受化療和骨髓移植，兩名胞
弟檢查後發現骨髓都不適合，最終經紅十字會，在香港骨髓捐贈者
資料庫中配對。

病友主動提出見捐贈者終成好友
成功配對後，發現這名香港捐贈者的骨髓雖然跟她不完全脗合，但仍

適合移植。完成移植手術初期，湯豔萍的病情一度反覆，術後4年才穩
定下來，不再需要服用抗排斥藥。在移植兩年後，湯豔萍還與捐贈者成
為好朋友，「我主動同紅十字會提出要見捐贈者，好在對方亦願意，現在
我們是好朋友。」
換骨髓之前的湯豔萍幾乎不做運動，情況穩定後開始做運動，並於

2018年參加香港移植運動會，才認識到自己有運動天分，她在2019年第一
次參加英國舉行的世界移植運動會，更得到羽毛球雙打季軍。

▲林杏萍（左二）幸運地獲得心臟移植，移植後才體會到自己的生命可以做到那
麼多有意義的事，特別鍾愛的是體操和跳舞，揮灑汗水，感受充滿活力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目前，衞生署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人數
僅35萬，香港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認為不足以應付香港750萬
人口需要，而疫情期間器官捐贈率更顯著下降，他希望香港社會復常後，
器官捐贈和移植不但要同步復常，更要「超常」，呼籲市民登記捐贈器
官，讓更多人受惠。
擔任香港移植健兒誓師大會主禮嘉賓的盧寵茂致辭時表示，衞生署的
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至今有35萬名有意捐贈器官的登記人士，以本港
750萬人口來說是遠遠不足的。過去3年疫情期間，器官捐贈率有顯著下
降趨勢，在疫情受控、社會復常之下，必須讓器官捐贈、移植服務不但能
夠復常，還要「超常」，故呼籲大眾登記器官捐贈名冊，支持器官捐贈活
動。
他表示，運動對人的精神和身體有好大幫助，而移植康復者更加需要
做運動，「康復者加快去做運動，才能令身體更快、更好地康復，運動
對增加康復者精神健康和自信好重要，有集體運動他們才能恢復正常的
社交生活，交多點朋友、融合回整個社會中。」康復者參加運動，甚至
世界級別的運動會，是對社會、特別是器官捐贈者及家屬最好的感恩回

應，通過運動看到康復者不單只是延續了生命，還延續了健康，是富有
色彩的生命。

移植運動員表現優異 盼彰顯器捐者大愛
香港移植運動協會主席黃炎華表示，移植運動員的表現優異，並不在

於比賽成績，而是希望將器官捐贈者的大愛彰顯於大眾眼前，「受捐
贈者身體力行見證器官捐贈者和他們家人的善舉。曾在死亡邊緣徘徊
的病人，得到捐贈者大愛捐出器官，加上醫護人員的悉心照顧，康
復後好好保養自己的身體，保持活力、遠征世界，給所有人目睹器
官衰竭者在得到器官捐贈後的康復神奇力量。」
他形容，移植運動員是用他們實際的行動，除了在生活上發光

發熱之外，還在比賽場上充分展示他們移植之後的生命力，活
得更好，就是他們對捐贈者、對捐贈家庭和對醫護最好的報
答，是感恩的延續。
據協會介紹，今屆是該會第八次參加世界移植運動會，

過去7屆共派出186人次的移植運動員，取得68金、51
銀、90銅，共209個獎牌的驕人成績。今屆隊伍全
隊53人，包括30位運動員，14位家屬和9位醫
護、物理治療師和攝錄義工。30位運動員有
心、肺、肝、腎和骨髓移植的康復者，最
年輕的29歲，最年長的76歲；最短的移
植了一年，最長的移植了32年。他們
參加乒乓球、羽毛球、保齡球、
法式滾球、草地滾球、哥爾夫
球、田徑和飛鏢 8大類運
動，一共128項比賽，
平均每人參賽4.3項。

◀ 湯豔萍表示，自己主動同紅十字會提出要見捐贈者，對方亦願意，現在是好
朋友。

▶ 霍惠霞說：「脫離喉管束縛
後，那一口空氣特別清新和不
同。」

器官移植為許多飽受病痛折磨的病人帶來第二生命。獲捐者與捐

贈者雖然素未謀面，許多時候獲捐者連捐贈者的身份都不清楚，無法親

自向對方或其家屬致謝，唯一能報答救命之恩的方法，就是替對方活出

更精彩人生，不枉「有心人」一片苦心。曾患心臟衰竭的林杏萍，當年

連步行都有困難，移植心臟後脫胎換骨，變成運動狂熱分子；曾患肺衰

竭的霍惠霞，過去需使用氧氣和呼吸機維生，呼吸機喉管長約3呎，

她只能在這方圓3呎的範圍活動，幸得捐贈者捐出肺部，讓她衝出

3呎小天地，還衝出香港參加世界移植運動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香港移植運動協會30名移植運動員將出戰世界移植運動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