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家倡完善灣區跨境器官捐獻機制
2024生命科學大會在穗舉行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21日，由廣東省科學技術協會指導、

廣東省器官醫學與技術學會主辦的2024生

命科學大會在廣州舉辦。香港文匯報記者

從大會上獲悉，雖然中國在器官捐獻與移

植方面起步晚，但在「無缺血」器官移植

及臨床應用等關鍵技術領域領先全球。廣

東在器官捐獻量、具備器官移植資格醫療

機構數量、移植技術研究及臨床應用等多

方面全國居前。不過，由於器官移植資源

和技術服務覆蓋不均衡、器官匹配度差異

等原因，導致部分捐獻器官沒有被用上。

專家呼籲盡快完善機制，推動內地與港澳

地區特別是大灣區內實現移植器官跨境共

享和互助，實現捐獻器官資源最大化利

用，惠及灣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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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由招商局香港青
年聯合會主辦，中國現代文學館協辦的「華夏博覽看今朝」
文學特別活動，21日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式開營。據
悉，今次活動將於21日至27日舉行，主題為「博覽華夏 逸
筆未來」。活動特邀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青年作家趙陽，魯
迅文學院教師、青年作家陳小手等擔任活動文學導師，隨團
指導。據介紹，這是香港首個赴內地的「中學生文學研學
團」，來自英華書院、協恩中學、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中華基金中學等21間學校的32名港生參加。
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王軍對香港師生表示熱烈歡
迎。他介紹，該館創建於1985年，是國內最早、目前世界
上最大的文學類博物館。現有藏品92.98萬件，文物20.39
萬件，其中就包括香港作家的珍貴文學資料。希望通過這
次活動，大家能更加了解中國現代文學館，使文學館的寶
藏更好地發揮作用。

港生：散文處女作曾在香港《文匯報》發表
作為導師，趙陽、陳小手等對研學團「既研又學，邊走

邊寫」寄予厚望，表示會盡可能幫助同學們提升文學素
養，領略寫作的魅力。陳小手表示，期待在研學中，同學
們能感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強文化自信，
以此厚植家國情懷，收穫成長進步。
英華書院學生梁均溢表示，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感受到了
「文化中國」「文學中國」的底蘊和力量。透過「文學」
這扇窗，他了解了更宏闊的當代中國。他還特別提到，感
謝香港《文匯報》。13歲時，他的散文處女作發表在香港
《文匯報》上，這是其人生中最寶貴的青春印記。他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未來期待成為作家的同時，他還想當語
文老師，作為啟蒙者激勵學生真正感受中國文學的力量。
「後續的研學中，我將首次到東北參訪，學習歷史和文
化知識。一定會把中國現代文學館以及未來去東北的參訪
心得寫進自己的作文中。」英華書院的中三學生羅揮傑

說，「我的很多同學都沒有去過東北，這次回去，我會同
他們分享自己在東北的見聞。」
據介紹，12月22日至24日，研學團一行將到訪吉林省長
春市和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參訪中國第一汽車集團、長春
客車製造廠、偽滿皇宮博物院，以及圖門江哨所，感受
「大國重器」的偉力，感受愛國主義教育。25日至27日，
研學團一行將到訪招商銀行私人銀行中心，深入了解金融
業發展。研學團還將安排師生遊覽故宮博物院、鐘鼓樓
等，研學「中軸線」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張曉剛21日就美方發
布2024年《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
發表談話。張曉剛說，該報告曲解中國
國防政策，臆測中國軍力發展，粗暴干
涉中國內政，對中國軍隊極盡造謠抹黑
之能事，渲染鼓噪所謂「中國軍事威
脅」言論，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堅
決反對。

美國才是全球安全的最大威脅者
張曉剛指出，中方堅定不移走和平發
展道路，始終不渝奉行防禦性國防政
策，積極履行大國軍隊國際責任，用實
際行動踐行全球安全倡議和人類命運共
同體理念，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安
全產品。反而是美國利用軍事優勢維護
單極霸權，強行推行「政權更迭」、煽
動「顏色革命」，動輒極限施壓。事實
證明，美方軍事戰略的對抗性、進攻性
和冒險性日益加劇，嗜戰成癮的美國，
已成為國際秩序的最大破壞者、全球安
全的最大威脅者。
張曉剛表示，中國的核政策在所有核
武器國家中最具穩定性、連續性和可預
見性。中方堅持自衛防禦的核戰略和不
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始終把核力
量維持在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中
方發展核武器不是為了威脅別國，而是
為了防禦和自衛，維護國家戰略安全。
反觀美方，擁有世界最大、最先進核武
庫，卻仍頑固堅持首先使用核武器政
策，投入巨資升級「三位一體」核力

量，近年來更是多次開展次臨界核試
驗，加快推進新型核彈頭研製進程，美
英澳核潛艇合作嚴重衝擊國際核不擴散
體系，嚴重破壞國際與地區和平穩定。

敦促美方停止美台軍事聯繫
張曉剛指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
政，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
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中國人民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無論什
麼時候、無論誰想把台灣分裂出去，中
國人民、中國軍隊都絕不會答應。中國
軍隊在台灣附近海空域開展演練活動，
針對的就是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勢
力挑釁，是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必要
之舉、正義之舉。美方加緊與台灣地區
軍事勾連，通過軍售軍援加速武裝台
灣，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只會助長
「台獨」的囂張氣焰，推高台海緊張局
勢，甚至導致衝突和戰爭。中方敦促美
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
報規定，認清「台獨」分裂的極端危險
性，認清引火燒身的嚴重後果，停止美
台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停止縱容支持
「台獨」分裂勢力，不要在錯誤的道路
上越走越遠。
張曉剛還指出，二十多年來，美方東
拼西凑、年復一年發表此類極具欺騙
性、虛偽性的報告，只不過是為其自身
軍力發展尋找借口，誤導輿論。中方敦
促美方停止捏造虛假敘事，糾正對華錯
誤認知，推動兩國兩軍關係健康穩定發
展。

「華夏博覽看今朝」文學特別活動在京開營
港中學生感受「文學中國」「既研又學，邊走邊寫」 中方堅決反對美抹黑中國國防政策

器官移植 70 多年前率先在美國興起，

器官捐獻和移植在歐美已經形成良好的運

行機制，而中國的器官移植歷史還不到20年。不過，

隨着中國科學家持續努力，目前，包括「無缺血」器

官移植在內，中國在器官移植領域系列創新成果，實

現了技術的「反向輸出」，美國、意大利、俄羅斯等

國先後開展了「無缺血」移植技術，中國器官移植技

術邁入了全球領先的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廣東省器官醫學與技術學會會長，中山大學附屬第

一醫院器官移植中心學科帶頭人何曉順表示，器官醫

學研究的目標不僅是治療手段革新，更是外科工具學

革命。未來，器官移植結合工程學、材料學、分子生

物學、免疫學的技術，將在基礎醫學研究和臨床實踐

的各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推動對生命現象的理解。

期待與港澳合作 推動器官醫學發展
伴隨離體器官養護技術的突破， 「器官醫學」理念

率先在中國提出並興起，成功開闢了從器官層面研究

和治療疾病的醫學新賽道。

作為「世界首創無缺血器官移植術」完成者，何曉

順結合相關的研究，提出了器官醫學最新的六大研究

探索方向，包括活器官教學、器官研究、器官移植、

器官隔離治療、人類疾病器官模型、新急救模式。

目前，中國在上述多方面正在開展探索並取得積極

成效。在器官隔離治療方面，世界首例「在體器官隔

離保護治療」在中山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完成，其通過

建立下肢體外灌注體系，為骨腫瘤患者離體下肢提供

生理支持。

在新急救模式方面，廣東醫學團隊利用國際首創的

「離體大腦養護技術」，成功將一個死亡了50分鐘的

離體豬大腦「復活」。這也意味着，人類心臟驟停數

分鐘即面臨死亡的規律有望被改寫，相關患者將有數

十分鐘乃至更長的獲救時間。

何曉順引用鍾南山院士的話表示，器官醫學有望成

為醫學發展新賽道，改變西醫長期由西方引領的格

局。

「我們十分期待與港澳合作，比如，香港國際化水

平高，與國外學術組織和專家聯繫廣泛。而廣東的優

勢在於臨床體量大，對內輻射能力強。如果粵港澳優

勢互補，將推動中國器官醫學更快發展。目前，我們

和港澳業界正圍繞相關工作進行交流探討，推動合

作。」何曉順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大會主席、廣東省器官醫學與技術學會會
長，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器官移植中心

學科帶頭人何曉順以《器官醫學實踐與未來》為
題，介紹了器官醫學基礎研究與臨床實踐發展重
點。

廣東器官捐獻量佔全國四分之一
雖然中國器官捐獻和移植晚於西方國家，但近
10多年取得明顯成效。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
底，中國累計器官捐獻志願登記者超過650萬
人，器官捐獻例數近5萬例，捐獻器官超過15萬
個，中國已成為世界器官捐獻和移植第二大國。
其中，廣東器官捐獻量約佔全國四分之一，連續
13年位居全國第一。
近年來，廣東與港澳在器官移植方面合作意願
明顯提升，但受多方面因素影響，進展還不夠理
想。在何曉順看來，接下來有必要加快大灣區移
植器官的共享和互助。
他舉例，廣東每年大約有600多個捐獻器官可
供臨床使用，但受移植技術服務不均衡、醫生資
源不太夠等因素影響，最終實際投入移植手術的
心臟只有200個左右。如果這400多個心臟能夠
與港澳共享，將實現資源的最大化利用，惠及港
澳居民。
「歐盟國家間實現了移植器官共享，內地和港
澳地區同屬一個國家，更有必要實現移植器官共
享和互助，以讓醫學科技進步和改革成果，惠及
大灣區全體居民。」何曉順說。

跨境優化分配有助挽救更多生命
2022年底，香港向內地求助，通過特別安排，
使得香港一名四個月大的女嬰通過中國人體器官
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COTRS），成功完成
了心臟移植手術。這是首次在港完成的跨境器官
移植手術，只不過，目前尚未形成跨境器官移植
的機制性安排。
事實上，內地與香港近兩年亦在致力推動相關
工作。香港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去年帶隊訪問
內地，並通過線上與國家衞健委、中國器官移植
發展基金會等進行交流，何曉順參與了這場探
討。同年，香港立法會代表團亦到廣東訪問內地
器官移植大數據中心，推動盡早建立香港與內地

恒常器官移植協作機制。訪問期間，出席活動的
立法會議員自願登記成為內地器官捐獻志願者，
以示支持。
「隨着大灣區深入推進，希望未來澳門和內地
在醫療資源共享方面能夠更進一步。」中山大學
附屬第五醫院副院長李中和在該院成功為一名澳
門居民完成肝移植手術後說道。
香港業界亦有同樣期待。在今年全國兩會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林順潮亦提交議案，希望進一
步推動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人體器官移植互助機制
的建立。他表示，通過跨境合作，優化器官分
配，提高移植效率，從而挽救更多生命。

國產移植設備和技術全球領先
在器官移植技術方面，內地特別是廣東取得了
長足的進步。其中，何曉順帶領團隊成功研發出
全球首台「無缺血」器官維護系統，並開發出用
於器官移植、器官教學、器官治療等一系列國際
領先產品。
本次大會，現場展示了一台先進的「無缺血肝
臟灌注系統—Life-X100」。據介紹，這套系統
和設備，破解了器官移植中器官缺血再灌注損傷
的世界性難題。
「目前，中山一院團隊透過該系統，已經完成
了約300例肝移植手術，當中有不少患者來自港
澳。這種器官移植技術使得患者一年生存率接近
100%，比傳統方式提升了近10個百分點，器官
移植不再是一個高風險手術。」何曉順說，目
前，歐美國家也在透過中國的這項技術，成功完
成了數例「無缺血」器官移植手術。
何曉順透露，最快明年，這套系統將獲得國家
三類醫療器械註冊證，屆時將全面推廣應用，惠
及廣大患者。

中國器官醫學技術「反向輸出」歐美
特稿

數看廣東器官捐獻和移植
●全國器官捐獻例數超過49,000例，廣東佔四分之一
●全國器官移植醫院183家，廣東佔21家
●全國登記器官捐獻志願者654萬人，廣東約50萬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研學團合影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研學團參觀中國現代文學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廣東專家團隊研發的「無缺血肝臟灌注系統—
Life-X100」，破解了器官移植中器官缺血再灌注損
傷的世界性難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2024生命科學大會上，與會專家分享器官移植最新研究和應用成
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專家倡推動捐獻器官灣區共享，建跨境器官移植機制惠及港澳居民。圖為內地某醫院器官
移植中心在為患者實施肺移植手術。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