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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心臟移植質控中心的團隊準備出
發，向遠在香港的祈祈「送心」

車隊行駛「人體器官轉運綠色通
道」，為生命讓路

交通保障部門沿途待命，隨時協助
疏導交通確保「送心」流程更暢順

邊檢海關引導護送車隊港方醫護等待內地車隊內地與香港共同簽署
器官分配通知書
交接捐獻心臟

香港醫護接力將
心臟送往香港兒
童醫院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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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同一心
祈祈獲新生

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主任王海波細述感人故事

祈祈日前在香港
兒童醫院完成心

臟移植手術，該院兒科服務
部門主管張耀輝教授昨日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
露，祈祈目前仍在深切治療
部，情況平穩，仍需靠藥物和
呼吸機維持生命，超聲波顯示新移
植的心臟良好運作。醫療團隊正密
切監察她的心率、血功、肝腎功
能，將逐步調低用藥，讓她恢復自
主呼吸。他又透露，還有一名病童
正配對內地合適的心臟。
張耀輝表示，祈祈目前要使用心臟藥、鎮定劑、抗生
素、抗排斥藥等，希望她情況能持續好轉，慢慢調低用藥
量，直至無需使用呼吸機，逐步恢復健康。
他形容為如此年幼的嬰兒進行心臟移植手術，絕對是
一次醫學挑戰，香港有紀錄以來也只是第二宗。對上一
宗是兩年前，4個月大女嬰芷希，同樣在獲得內地提供
心臟捐贈後成功完成移植手術，他欣喜地說：「芷希目
前已準備去幼兒園上學了。」
張耀輝回想起周日（16日）在兩地通力合作下，在兩
小時內將捐贈予祈祈的心臟由內地送到香港手術台
上，絕對是值得的，而兩地數十個相關部門、數百名
素不相識的人員傾力合作下，令整個過程順暢快速，
「十分感激。」

議員：兩小時跨境運心創奇跡
立法會醫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向香港文匯報解釋，心
臟被摘出後，由停止供血到送上手術台重駁血管不能超
過4小時，否則心臟就會壞死。這次整個過程只花兩小
時創下奇跡，是一個不太可能打破的紀錄，十分感恩。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香港器官移植基金會創辦人及創會主
席何繼良醫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器官捐贈在全球以
至全亞洲都頗低，每年急需移植器官續命的市民卻長達逾3,000
人，若兩地能建立跨境器官移植互助恒常機制，有助拯救生命延
續大愛，也能避免因為未能配對合適的病人而白白浪費器官。
何繼良形容，8個月大女童祈祈很堅強，靠儀器換血足足堅持近
半年，終於成功在內地找到合適的心臟，在兩地醫護人員爭分奪秒
下成功接受心臟移植手術，創造生命奇跡。
本身是腎臟移植專家的他以腎臟移植為例指，目前兩地的跨境
器官移植機制為逐次單獨申請特批，「捐贈器官存活時間十分短
暫。若能建立恒常機制，香港一有移植需要，就能自動進入全國
輪候名冊、電腦庫自動配對，省卻逐一個案申請，兩地各自走程
序審批流程，器官移植每節省一分一秒，都意味一條生命獲救機
會增加。」
「我可以很負責任地確保，內地器官移植機制已經十分規範，

與國際接軌，有很多專業醫療機構監管，
高度透明，愈早建立恒常機制，就有愈多病
人重獲新生。」何繼良說。

醫衞局：積極探索機制恒常化
香港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回覆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表示，在不影響各自器官捐贈和分
配制度的前提下，香港與內地有關單位推進第二層器官捐贈安
排，即在當地無法配對到合適病人接受器官的情況下，將器官
作跨境配對。兩地緊急請求器官移植的渠道和流程已理順和規範
化，本次跨境器官捐贈個案會為探索將機制恒常化的工作提供重
要的參考。
連同2022年以及今次的成功配對個案，至今香港特區向內地提

出6個緊急請求，其中兩名病人已配對合適器官並完成移植手
術，另兩名病人後來情況好轉，暫無急切需要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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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獨家家專訪專訪

●●換心香港女嬰祈祈換心香港女嬰祈祈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兒童醫院
兒科服務部門主
管張耀輝教授

●香港器官移植
基金會創辦人及
創會主席何繼良
醫生

本 月 16 日 2 時 13

分，一顆來自內地不幸

腦死亡幼童的心臟，在內

地沒有匹配到醫學上合適的

接受者的情況下，在國務院

港澳辦、國家衞生健康委、海

關總署、公安部等18個內地部門

和香港特區政府醫衞局、醫管局、海關、

入境事務處等6個部門及兩地醫療機構共超過

200餘名專業人士的悉心守護下，穿越 138分鐘

的生命通道，最終在命懸一線的香港女嬰祈祈胸腔中

重新跳動。「咚咚、咚咚」，兩地的醫務人員緊記承諾，

第一時間將祈祈的心跳聲錄下來傳給內地捐獻者的母親，為極其

悲痛的母親帶來莫大慰藉，生命就此延續，兩地同心共振。中國人體

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COTRS）主任王海波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獨家專訪時，講述了祈祈重獲「心」生背後感人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當醫生通知我們找到合適心

臟時，我們頓時有點不懂得反

應……手術當天，祈祈精神特

別好，好像在告訴我們：「你

們放心吧！」……現在我們壓力減輕

了，因為終於有了盼望。手術後我們跟

祈祈說：「你過了一大關，要乖乖恢

復，快點出院回家。」

我們很想對捐贈者的家人表達衷心感

激。我可以想像他們當時有多難過和掙

扎，他們在這麼艱難的時候做出這個偉

大無私的決定，真的很感恩，希望他們

以後一切安好。

很感謝香港兒童醫院的醫護人員這幾

個月來對祈祈的照顧……再次多謝內地

和香港參與這次行動的所有政府部門和

醫療專家。我沒有想過原來要牽涉這麼

多程序和人力物力，很佩服各單位的效

率，和他們救人為先的精神。

器官移植真的能給命危的病人一個

生 存 機 會 ， 是 唯 一 能 改 善 病情的方

法。我希望大家支持器官捐贈，使更多

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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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當時僅4個月大的香港女嬰芷希成功接受了來自內
地的心臟捐獻，延續了生命，實現首例內
地與香港之間緊急醫療救助人體器官共享
的歷史性突破。基於救治芷希的成功經
驗，香港與內地現已建立起密切的跨境器
官移植合作溝通渠道及流程，令此次祈祈
的獲救更加順暢。

最大挑戰：幼細血管精準銜接時間
2025年2月15日，一顆來自內地不幸腦
死亡幼童的心臟經過COTRS系統與全國所
有的心臟移植等待者匹配後沒有找到合適
的接受者，內地和香港醫療專家組經過近
一個小時的共同分析研判，確認該心臟適
合移植給揪心等待的祈祈。來自北京的國
家心臟移植質控中心派出專家趕到器官捐
獻醫院實施了心臟獲取手術。
2月16日下午，在兩地愛心守護下，心
臟供體運達香港兒童醫院。王海波說，
最大挑戰是：由於捐獻者和祈祈均十分
幼小，理想的是需要將捐獻者心臟離體
到接駁到祈祈血管上的時間（醫學上所

稱的冷缺血時間）控制在4小時以內，同
時器官在運輸途中，祈祈的開胸手術就
已經開始，心臟運抵手術室的時間必須
與祈祈病心離體和新心臟的血管接駁精
準銜接。
在首例內地與香港之間緊急醫療救助器
官共享救助芷希時，心臟從內地運送到香
港耗時2小時47分，祈祈這一次的路程更
遠，而兩地共24個部門的200多人眾志成
城，竭盡全力地在每一個步驟一分一秒的
壓縮時間，將運輸時間縮短到 2小時 18
分，比原計劃時間提前了82分鐘。其間跨
部門團隊實時溝通，實現了每一個步驟的
精準銜接。

錄祈祈心跳聲慰藉內地捐獻者母親
經過6.5小時的手術，祈祈重獲「心」

生，回憶起這次移植中最令人難忘的事
情，王海波說，和眾多愛心捐獻者家屬一
樣，內地捐獻者母親的唯一心願，就是錄
下孩子新生的心跳。在千頭萬緒的緊張手
術中，大家牢記對這位母親的承諾，第一
時間將祈祈的心跳聲錄下來傳給內地捐獻

者的母親。當內地的捐獻醫院轉告香港醫
療團隊，這位極其悲痛的母親聽到她寶貝
兒的心臟再次跳動的聲音而感到莫大的安
慰時，見慣生死的兩地醫學專家們無不動
容。心跳就成了兩地最共通的語言，大愛
就此延續，兩地同心共振。
「這場跨越內地與香港的生命接力，
是兩地政府部門通宵達旦的協調，是醫
療團隊的悉心照料，是交通運輸部門的
接力賽跑，是海關邊檢部門的耐心守
護，是香港醫護人員的殷切等待，是捐獻
者和家屬的無私大愛，是兩位小朋友的，
亦是內地與香港的同心共振。」王海波
說。
根據香港醫院管理局資料，近年共有6名

在香港醫院治療的港人進入內地移植輪候
系統，其中芷希和祈祈已獲得器官成功移
植，另有兩人因病情好轉暫停移植，還有
兩人已在香港本地完成移植。此次祈祈成
功獲得新生，展現出兩地多部門高效有力
合作的風範，展示兩地醫務人員的專業水
平，為今後開展跨境器官移植再一次提供
成功範例。

亟待建恒常機制 拯救更多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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