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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29歲的Marco任職設計師，平常
熱愛運動。他透露，自己18歲那年

在踢球時因心臟停止跳動而暈倒，經搶救
後成功活過來，並在心臟內安裝了心律調
節器以輔助心臟跳動。當時，醫生指該機
器可讓他撐至27歲。

患暴發性心肌炎 易氣促氣喘
他憶述，自己 3年前開始時常感到乏
力，且容易氣促氣喘，甚至有時嚴重到洗
澡時需要停下來打開浴簾喘氣才能繼續。
後來他到醫院接受檢查，並確診患上暴發
性心肌炎，且在發病不足兩月內迅速惡
化，需要在心臟的左心室安裝輔助裝置維
持生命。
他形容與「人工心」共生的感受「感覺

有點像太空人和太空船」，「在家中時，
有一條電線綁着我的身體，能移動的範圍
就是電線的長度。」外出時，Marco須帶
上至少逾10磅重的四枚電池，才可應付隨
時可能出現的缺電問題。
Marco坦言，在安裝「人工心」時已在
心臟移植輪候名冊上，雖然無想過何時會
「輪到自己」，但始終抱有希望。約一年
後，突然接到成功輪候心臟移植手術的電
話，令他感動得難以形容，終於可重過新
生。在接受心臟移植後，他感覺「好像跟

另一個人一起生活」，「不論在運動或是
當義工時，我不時都會與它（心臟）聊
天，鼓勵它加油。」
Marco 直言，患病之初感到對不起家

人，因為當時正值照顧家人的年紀，故希
望可早日康復，重回社會，至少可當兼職
補貼家庭；同時亦希望可以看着剛出生的
侄兒長大。正是這些想法支撐着他正面看
待疾病，而成功換心後的他有種豁然開朗
的感覺，感覺自己重獲新生，更在第一次
自患病後全身洗澡後感慨：「能再次做平
常的事已足以令我落淚。」

「會與『新心』好好活下去」
適逢器官捐贈日，Marco對器官捐贈者
表示由衷感謝，更承諾：「我不會辜負捐
贈者給予的愛，會與它（心臟）一起好好
活下去。」
葛量洪醫院心臟內科顧問醫生黃加霖表

示，心臟移植手術相對腎臟及肝臟等其他
器官移植較罕見，而暴發性心肌炎的發病
主要與流感或冬季相關，無論小童或成人
都有可能患病。
他說，該病發病時可以來得很急，且極

其兇險，「雖然大部分病人的心臟功能有
機會恢復，但亦有不少無法恢復心臟功能
的個案，需靠『人工心』維持生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洪澤楷）器官移
植是部分器官衰竭患者生存下去的唯一希
望，但香港器官移植長期供不應求。醫院
管理局指出，本港最新的中央器官捐贈名
冊的登記數目有逾 38 萬人，但仍有逾
2,657人等待器官移植，其中2,482人為腎
衰竭患者。醫管局器官捐贈聯絡主任黃穎
欣呼籲港人勇敢Speak-out，向家人及朋友
分享捐贈意願，「讓家人在關鍵時刻，可
以不需要很掙扎去作出這個選擇，而是很
欣然地完成這個決定。」
葛量洪醫院心臟內科顧問醫生黃加霖表
示，器官移植對器官衰竭病人十分重要，
「對末期肺及肝衰竭的病人而言，甚至是
唯一的治療方案。」他表示，今年首9個
月共完成73宗移植手術，但仍有2,657人
正等待器官移植。
香港文匯報查閱國際器官捐贈與移植登
記組織數據發現，2023年本港每百萬人遺
體器官捐贈者數目僅為 3.2 人，遠低於
2022年的4.66人。相比之下，美國及西班
牙每百萬人有多達48.04 人及 49.38 人捐
贈。
黃穎欣引述香港曾有一名女士因急性腦

出血搶救不成功而死亡，當醫管局詢問其
家屬捐贈器官意願時，其父母表示支持，
並希望可幫助到更多人，惟中央器官捐贈
登記名冊上卻沒有該名女子的登記，而她
生前未曾向家人表達過相關意願，最終無
法捐贈。

鼓勵市民向家人分享捐贈意願
黃穎欣鼓勵市民向家人及朋友分享自己
的捐贈意願，以在關鍵時刻傳遞大愛。曾
有捐贈者家屬知道器官捐贈成功的消息
後，感到十分欣慰，並向她行九十度鞠躬
禮。
黃加霖補充，本港現時採用「自願捐
贈」（Opt-in）制度，有別於西班牙等地
採用軟性「預設默許」（Opt-Out Sys-
tem），因此本港每百萬人遺體器官捐贈
數目並不高。他強調，多少人登記捐贈
並非由單一政策決定，教育、市民支持
度及社會風氣更為重要，「器官捐贈完
全是出自內心、自願及大愛，唯有透過
呼籲及教育去建立捐贈文化。每年的器
官捐贈日便是希望將有關訊息傳至社會
每個角落。」

器官捐贈是不少病人的唯一「續

命丹」。心臟移植受贈者Marco日

前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3年前

確診暴發性心肌炎後，須在心臟的

左心室安裝俗稱「人工心」的輔助

裝置維持生命，每日出門都要帶上

逾10磅重的四枚便攜電池才可免於

缺電停機的恐懼，極之不便。後來

終成功輪候心臟，術後第一次自患

病後全身洗澡，令他激動得熱淚盈

眶，「能再次做平常的事已足以令

我落淚！」適逢今天是器官捐贈

日，Marco對捐贈者表達了由衷的

謝意，並承諾他會好好活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洪澤楷

醫管局：逾2657患者正待器官移植

◀黃穎欣資深護師（左）、
器官受贈者Marco（中）、
黃加霖醫生（右）。

香港文匯報
記者洪澤楷攝

▲Marco 個人生活
照。 醫管局供圖

10 月時分秋意
漸濃，天氣開始轉
涼，冬季流感高峰
期將至。為鼓勵更
多居民接種疫苗，

為社區建立保護屏障，九龍城區愛俊關愛隊於10月18日
在愛民邨社區會堂舉辦疫苗接種活動，為愛民邨和俊民
苑近300名長者和居民接種四價流感疫苗。

長者倍感安心 讚醫護專業貼心
很多參與是次活動的長者都感謝關愛隊安排在何文田

社區內進行疫苗接種活動。以往，區內長者需等候較長
時間才能在區內診所預約接種疫苗，又甚或需跨區接種
疫苗。是次活動不僅解決了他們長時間等候預約的煩
惱，更節省了他們前往區外接種疫苗的時間和精力，有
助鼓勵更多長者於流感高峰期前接種疫苗，保障他們的
健康。有些長者更和我們分享，於熟悉的社區環境中接
種疫苗令他們倍感安心，並十分讚賞醫護人員專業又貼
心的服務。
疫苗接種活動當天，關愛隊工作人員聯同專業醫療團

隊耐心地向居民講解接種流感疫苗的重要性、接種流程
及注意事項，並用心解答居民對接種疫苗的各種疑問，
增加他們對接種疫苗的信心和了解。關愛隊亦把握機會

向居民宣傳各項健康資訊，增強他們對流感病毒及其預
防措施的認識。居民對活動反應正面，認為不僅能感受
到關愛隊的關懷，還令他們更注意預防流感的重要性。
居民又表示會向親朋好友分享接種疫苗和預防流感的資
訊。
是次活動除了有助提高社區的流感疫苗接種率外，更
將健康資訊傳遍社區，從而構建更健康和安全的居住環
境。愛俊關愛隊和九龍城區的其他關愛隊將與更多機構
攜手合作，舉辦多元化的活動，提供更貼心的服務，全
方位守護市民的健康。

●作者：九龍城愛俊關愛隊隊長 嚴偉貞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賽馬會捐助逾2億元人民幣興建
的「四川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災後
重建與管理學院」，昨日在四川為
增建的「香港馬會大樓B棟」舉行
揭幕儀式。學院作為馬會其中一項
援助四川災後重建的項目，是全國
首個專門從事備災、減少災害風險
和災後重建的機構，推動科研合作
和人才培訓，而新大樓為學院提供
更寬敞、舒適的教學和科研環境，
有助開展防災教育等工作，並標誌
着川港兩地攜手推動國家防災與管
理研究邁向新階段。

冀川港續加強交流合作
馬會全資援建的「四川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災後重建

與管理學院」，涵蓋防災、減災與災後重建的科學研
究、人才培育和社會服務，匯聚高水平、國際化的科研
教學團隊，而學院2013年成立至今已招收了約645名碩
士及博士研究生，同時積極開展社區教育，宣傳校園安
全、應急管理等方面的知識，提升公眾防災、減災的意
識。
新建的學院B棟大樓，總面積約8,400平方米，設16個

實驗室，提供設施予地質
災害、水災害、災後環境
管理、都市災害與韌性、
災害資訊及應急指揮等研
究領域。
四川大學黨委書記甘霖
揭幕儀式前與馬會行政總
裁應家柏會談。出席儀式
的四川港澳辦副主任李輝
祝賀大樓開幕，指2008年
汶川大地震後，包括馬會
在內的香港各界慷慨捐贈
100億港元，為四川抗震救
災和災後重建作出重要貢

獻，這些努力有助四川高質量發展，惠及教育、醫療、
人才交流等多個領域。學院近年為全國和四川培育大批
緊缺的高端人才，相信新大樓有助四川大學培育更多防
災和應急管理人才，為川港合作增添新成果。
應家柏表示，學院是四川及香港兩地大學的重點合作
項目，得到中央政府、四川省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大力
支持，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例子。馬會在汶川大地
震後於當地支持包括學院在內的一系列災後重建項目，
期望愈來愈多學生在防災救災方面運用所學，學院能持
續發展，川港繼續加強交流合作。

馬會四川災後重建項目新大樓揭幕

辦社區接種活動 解決預約難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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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中醫藥發展
專員鍾志豪在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中醫
藥發展藍圖》可望明年底公布，藍圖將涵蓋
醫、教、研、產、管及國際化等範疇，而中
醫服務發展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會將中醫
服務納入整體醫療框架，讓市民按患病種類
和病情發展情況，獲合適的中西醫服務，做
到「應中則中、應西則西、應協作則協
作」。
鍾志豪表示，《中醫藥發展藍圖》在醫療
服務、人才培訓、創新科研、產業發展、標
準制定及規管，以及推動香港經驗國際化等
均有着墨，並按性質分別交由藍圖小組委員
會轄下的中醫藥服務發展工作小組、中醫藥
產業發展及文化普及工作小組，或中醫藥專
業發展及人才培養工作小組研
究探討，以構建初步方案和策
略。目前，專責藍圖的小組委
員會已舉辦6場交流會，正廣泛
諮詢持份者意見。
他表示，處理不同病情或病
種時要有不同的中西醫服務，
要令服務幫助到病人，是藍圖
最重要的考慮。以中風為例，
處理急性情況是西醫強項；在
住院康復期，中西醫協作治療
會是更好選擇。透過中醫、西
醫、物理治療師等組成的專業
團隊，提供適切復康治療，病

人出院後則可使用中醫門診服務。
鍾志豪表示，香港現有超過8,000名註冊
中醫提供公私營門診、中西醫協作住院服務
等，而每年約1,400萬人次使用私營中醫服
務，長者醫療券的中醫服務申領總額亦由
2020年6.3億元增至去年的11.4億元，位列
醫療券服務類別第二位。同時，十八區中醫
診所暨教研中心全年求診人數由2020年的
100萬人次，增至去年逾160萬人次，顯見中
醫廣受歡迎。
「現時超過九成中醫師在私人市場執
業，藍圖會探討如何優化怎樣利用地區康
健中心的配對網絡中醫師，提供更多中醫
服務，讓私營市場幫忙減輕基層醫療負
擔。」他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1+」新藥
審批機制推出約一年，醫務衞生局局長盧
寵茂昨日在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表示，新機制取得成果，其中有獲批的轉
移性大腸癌的新藥成本下降三成，並已納
入醫管局藥物名冊的專用非自費藥物類
別；病人藥費支出由每月約5位數字，下
降至標準費用15元，預計每年近300名癌
症病人受惠。

盧寵茂料每年近300名癌症病人受惠
盧寵茂表示，新機制推出而來，衞生署已
收到80多間藥廠逾260個查詢，而截至今年
10月底，已批准5款治療危重疾病新藥來
港，包括兩款治療轉移性大腸癌的新藥。通
過「1+」機制的轉移性大腸癌鏢靶藥，納入
醫管局名冊後已可更快使用，且藥物成本下

降近三成，病人
由以往透過「指
定病人」藥物計
劃使用，需支付
每月 5位數字費
用，現於醫管局
求診則可以標準
費15元使用。他
表示不論是歐美或內地藥廠，只要有好藥都
會考慮。
工聯會議員陳穎欣關注新機制推出一年只
有5款新藥註冊是否遇上阻力，盧寵茂強
調，藥物審批首要是考慮藥物質量、安全及
效能、「政府並非賣藥，而是要做好把關，
部分藥廠不了解新制度，他們查詢後要再作
準備及收集足夠數據，去滿足香港新機制的
要求。」

「1+」機制獲批新藥成本價下降三成

●盧寵茂 資料圖片

《中醫藥發展藍圖》可望明年底公布

●關愛隊
隊員向居
民講解接
種流感疫
苗的注意
事項。
作者供圖

●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右二）、馬會公司事務執
行總監譚志源（右一），與四川大學黨委書記甘霖
（左二）及四川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趙長生（左
一）主持B棟大樓揭幕儀式。 馬會供圖

●政府目標在明年底公布《中醫藥發展藍圖》。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