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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心病女童獲資助百萬開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志剛）

政府近年大力推動器官捐贈的文

化，但移植比率仍然不高。香港移

植學會昨日舉辦「2017器官受贈者

感恩大會」，一班去年進行器官移

植的受贈者向捐贈者及家人致敬。

有器官移植的受贈者因心臟疾病而

失去事業、失去家庭，但在人生谷

底遇上現任妻子，即使知道他有病

仍答應下嫁，並給予他無限量支

持。後來他成功進行心臟移植，現

已康復，並形容換心後猶如繼承了

另一個人的生命，對重獲新生表示

感恩。

港研用「辣招」促進器捐登記
本 港 器

官捐贈供不
應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
示，本港現時有25萬名市民登記器
官捐贈，希望今年目標可突破30萬
人，政府亦正考慮以較「嚴厲」的方
式促進器官捐贈登記，包括研究「表
明不捐贈制度」的可行性，或會就啟
動立法程序在短期內諮詢公眾，但相
信諮詢會跨越到下屆政府。
高永文昨出席「2017器官受贈者
感恩大會」時表示，政府在2016年
開始加大力度宣傳器官捐贈，包括成
立了一個中央的委員會，配合衛生署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
在大概不足一年的時間內，將登記的人數由不足19萬增至大
約25萬人，希望今年可突破30萬人，但這個數目如果是以香
港人口而言仍然很低，需要積極探討方法改善。
他在活動後透露，政府正考慮提出以較「嚴厲」的方式進行
捐贈，其中一個方法是要市民自己表達不接受器官捐贈的意
願。他指出，這方法在西方社會或亞洲地區都有國家採用過，
有不同程度的效果，政府正搜集社會意見，下一步或考慮就啟
動立法程序，在短期內就議題諮詢公眾。
被問到諮詢時間表，高永文指現屆政府只餘下三個月任期，

如果當局在三個月內作了決定，需要草擬文件推動正式的公眾
諮詢，因此可能會跨越下一屆政府。 ■記者 岑志剛

換心漢：心中似有另一人
繼承生命如獲新生 感謝愛妻不離不棄

兩宗染食肉菌亡 小心細菌遍社區

■高永文指，政府考慮
就「表明不捐贈制度」立
法程序在短期內諮詢公
眾。 岑志剛攝

急症分流幫「老友」威院病床佔率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本港本月接連有市民感染食肉

菌而死亡。一名6旬婦人懷疑在上環街市公廁如廁時，被沖廁
水濺到後感染食肉菌，其後雖接受多次緊急清創治療及切除手
術，但仍回天乏術，最終離世，為本月第二宗有市民感染食肉
菌而死亡。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指出，食肉菌充斥在
社區環境中，細菌無處不在，目前難評定會否出現密集病例，
呼籲大家做好個人及公眾衛生。
高永文昨日出席活動時，回應指食肉菌充斥在社區環境中，

「細菌和病毒其實無處不在。」他又指，對於如此嚴重的感染
個案，醫院同事會盡量尋找源頭，但坦言未必每一宗個案亦能
找到源頭，呼籲大家做好個人及公眾衛生。
對於近月接連有市民感染食肉菌而離世，高永文表示，該兩
宗個案所感染的細菌均不同，目前難評定會否出現密集病例。

「紅」到國際的
香港智能咖啡機眾

籌事件中，負責人趙氏兄弟籌得逾600萬港
元後，卻遲遲未出貨，被質疑「走數」。據
悉，近日科技大學商學院卻邀請了「咖啡兄
弟」之一的趙公允在本月22日（周三）擔
任講者，將教學生「如何在24小時內為眾
籌項目集資」，可謂「開正佢嗰瓣」。消息
一出，惹來大批網民批評這是「反面教
材」，質疑校方「生活在另一個平行時
空」，又呼籲苦主屆時到場提問。
科大昨日回覆本報指已取消有關講座。

據了解，趙公亮及趙公允在2014年成立
「Arist」，並在Kickstarter發起眾籌，稱計
劃製造一款可用手機應用程式操控的「智能
咖啡機」，最終獲全球逾2,500名眾籌用戶
支持，並集資到約85萬美元（約663萬港
元）。
不過，項目一拖再拖，原定2015年6月出
貨的家用版咖啡機，卻因不同理由而延期，
至今仍未見「蹤影」，令不少人質疑這是一
場「騙局」。
「Arist」早前聲稱今年4月有望出貨。

不過，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早前亦取消了

由「咖啡兄弟」創辦人之一的妻子創立、同
樣在Kickstarter集資的「磁能線」獎項。

36個月無貨出被嘲MBA教材
「香港眾籌」facebook專頁近日發帖稱，
「咖啡兄弟」之一的趙公允獲科大邀請在本
月 22 日主講「How to get funded in the
first 24 hours for your Crowdfunding cam-
paign」（如何在24小時內為眾籌項目集
資？），帖文嘲諷趙可分享如何「 ship
Nothing for the next 36 months」（36個月
都無貨出）。

帖文一出，大批網民紛紛留言宣示不滿。
「Bellball Cheung」呼籲：「叫苦主去問下
（吓）佢問題。」「Lai Pan Law 」質疑：
「科大而家係咪鼓勵學生轉行做詐騙？」
「Kate Cheung」 亦揶揄：「講眾籌，佢哋
係非常成功既（嘅）。」「John Mak 」則
稱，「咁掠水方面的確係勁，直情係MBA
教材！」
亦有人質疑科大邀請在Kickstarter平台

上疑似「走數」、且因此而成為國際新聞
人物的趙公允到大學主講並不恰當，「莫
非科大的朋友生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
該文章又「溫馨提醒」有集資支持
「Arist」的網民，不妨出席並詢問一下
「如何眾籌後不出貨，而又成功甩身？」

未知是否因為爭議聲太大，科大昨日回覆
本報指有關講座已取消。 ■記者周子優

請「咖啡兄弟」講眾籌 網民○嘴科大叫停

■「香港眾籌」fb發帖稱，科大邀請趙公允
到校教學生如何為眾籌項目集資。網上截圖

■香港移植學會昨日舉辦「2017器官受贈者感恩大會」，一班去年進行器官移植的受贈者向捐贈者及家人致敬。 岑志剛攝

■陳太（左）
憶述醫生當初
說丈夫陳伯傳
（右）存活率
只剩3%。

岑志剛攝

■趙太（左）
坦言曾為女兒
（右）的病情
感到無助和自
責。

岑志剛攝

香港移植學會會長翟偉良表示，去年的
器官捐贈數字都較前一年差，以等待

腎臟移植的病人為例，便首次超過2,000
人。他表示，相信香港人並不冷漠，都是熱
心助人和關心器官捐贈，希望透過活動，讓
市民明白器官移植的重要性。
大會安排重獲新生的受贈者分享個人感
受。在去年接受心臟移植、今年59歲的商
業顧問陳伯傳，19歲時移居加拿大，在當
地成家立室，並建立自己的事業，正值人生
高峰之時，卻在38歲時一次滑雪中昏迷，
起初只是感冒，後來卻出現咳血，其後被確
診感冒菌入心，心臟功能嚴重退化，令他生
活、事業大受打擊，甚至失去家庭，「骨牌
效應，連頭家都散了。」

剩5年命「一個街口都行唔到」
陳伯傳回憶，他當年失意隻身回港就醫，

心情已跌落谷底，全憑意志克服，「我一直
對自己講我會好返」，遂於2008年安裝起
搏器，決定重新開始，無奈心臟功能仍每況
愈下，情況最差時心臟功能只有普通人的
10%，僅餘5年壽命，「一個街口都行唔
到」，醫生建言唯一出路是移植心臟，直到
前年終於成功換心。

陳伯傳形容，換心後猶如承繼了另一人的
生命，「感覺好唔同，好似有另一個人在我
心裡，多了種性格……我是好理性的人，現
在感性了好多。」他又感謝現任妻子，即使
知道他有病仍答應下嫁，更不離不棄貼身照
顧和為他着想，「我好少講『我愛你』，今
天也被迫講了。」
陳太則表示，醫生當初說丈夫存活率只剩

3%，登時無法言語，「我哭了出來……但

我只想跟他走完人生的旅程。」

女童兩歲半起日花12句鐘洗肚
另一受贈者、今年6歲的女孩趙恩悅，兩歲

時不幸受到肺炎鏈球感染引起併發症，令腎臟
受到不可挽回的破壞，由於父母血型不合，無
法捐出腎臟，只好等候接受腎臟移植。
媽媽趙太憶述，女兒自兩歲半起，每日需

要花12小時洗肚，不能像一般小孩正常上

學和社交，更曾經因為併發症多次進出醫
院，由於丈夫在外工作，需要她在上班時間
「兩邊走」，抽空探望和照顧女兒，時間長
達半年，影響家庭時間規劃。

女說肚好痛母無助自責
趙太說，最深刻是有次女兒發炎，需要加

殺菌藥物洗肚，但會帶來刺毒感，「她跟我
說肚子好痛，我又不可以關上（洗肚）機

器……人們都說女人生仔好痛，我覺得她那
時候更痛。」她坦言曾為女兒的病情感到無
助和自責，甚至哭泣，「我覺得自己好似幫
不到她。」
在苦等4年之後，恩悅終於在6歲那一年
獲捐贈腎臟，可以重過正常生活，更開始學
習小結他，趙太為此感恩，「她臉色好了，
高得好快，又肥返，她以前瘦過其他小朋友
好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文華） 黎
先生的女兒黎璽瑜出生時面色帶紫紺
且呼吸微弱需靠氧氣機維持生命，第
二日確診患上先天性心臟病「馬凡氏
綜合症」。外國相關病例的嬰兒僅能
生存數日、數月或數年，但通常活不
過10歲，成長過程亦伴隨骨骼變形、
血管擴張、神經受損等併發症，需進
行各種手術。黎璽瑜自此成為醫院的
常客，好不容易撐到14歲，終獲港安
醫院「幼苗心臟基金」全額資助完成
昂貴的心臟手術。黎璽瑜現正康復
中，她笑說，現在最想去玩過山車！
港安幼苗心臟基金主席梁平表示，
先天性心臟病是常見的先天性疾病，
每千名初生嬰兒中就有8人患病，其
中10%至20%屬複雜心臟病，較難治
癒。黎璽瑜所患馬凡氏綜合症屬先天
性心臟病中的一種，多因患者體內結
締組織較常人脆弱，在不斷磨損後會

容易在骨骼、肺部、眼睛、心臟及血
管處發生病變，病人往往要不斷接受
各種手術治療。
黎先生回憶，當時回到醫院望住女
兒，「想抱吓她、摸吓她都不可以，
因為她病得厲害，呼吸都好困難。」
在女兒數月大時，醫生已為她處方血
壓藥物以控制病情。「最初去醫院拿
藥，也只能拿藥房單獨為女兒配置的
用糖漿稀釋後的藥水，但藥水保質期
短，好快用完，之後我們嘗試自己將
藥片磨成粉摻入糖漿餵給女兒。」
幸而黎璽瑜成功挨過初生階段，入

讀幼稚園，黎先生特別請專門的姑娘
到幼稚園主力照顧女兒。「愈來愈長
大，十歲左右，女兒出現肺炎穿肺、
眼球變形、心臟脹大等症狀。我亦變
為醫院的常客，要頻頻請假陪女兒覆
診。」
由於肺部疾病，黎璽瑜由瑪麗醫院

心臟科轉到心肺科，排期做肺
部手術，此外還要繼續輪候心
臟手術，「雖然知道病情不能
拖，但動輒過百萬的手術費，
我實在無法負擔，就算辭工將
強積金全部取出來再加上積蓄
亦都不夠，所以我們只能選擇
繼續在公立醫院輪候。」

心病復康「最想玩過山車」
一個偶然機會，黎先生發現

港安醫院「幼苗心臟基金」可
資助有需要的患者接受心臟手
術，黎璽瑜報名參加最終獲得
資助。去年8月，14歲的黎璽瑜在基
金的資助下完成心臟手術。雖然現時
仍需服藥控制病情，但心臟已恢復基
本功能。「以往從來不敢玩機動遊
戲，現在可以放心去玩！」黎璽瑜笑
說，「最想玩一次過山車！」

港安幼苗心臟基金自1991年成立至
今，已資助逾300個家庭完成心臟手
術。去年共有逾十多名患者申請，黎
璽瑜及另外4人被選中獲得全額資
助，並由港安醫院專業心臟團隊完成
手術。

■黎先生（左）、梁平。 陳文華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禮
傑）市民對公立醫院內科病床
需求殷切，以威爾斯親王醫院為
例，病床佔用率超過100%可算
是習以為常，到冬季服務高峰期
更可高見120%，威院因此在高
峰期的辦公時間進行先導計劃，
為求診長者提供急症分流，經老
人科醫護人員評估及診治後，情
況較輕長者可先離院，除免卻長
者及家人等待之苦外，亦能令病
床佔有率下降5%。
現時到威院求診的市民中，

有約三分一為長者，而長者在
入院病人中更佔逾半，而求診

的長者中，逾90%屬緊急或次
緊急類別。威院老人科副顧問
醫生何韻施指，一般情況下求
診者在急症室經初步檢查後需
等待入院才接受治理，曾有老
人待了一整天，無疑對病者或
陪伴的家人也是折騰。
何韻施續指，先導計劃會派

老人科護士為非緊急求診長者
作出評估，醫生則會作出診治
及分流，除了進入病房外，亦
可獲安排回家或院舍，或是轉
至沙田醫院療養。
她表示去年尾至今年初的52

個工作日中，護士在急症室為

847求診長者作初步評估，當
中314人獲醫生作即時診治，
其中187人可不用入院。
獲安排回家或院舍的老人佔

187人中的約70%，計劃亦提供
外展支援服務，威院社康護理
顧問護師詹俊琼指，會經家訪
及電話訪問跟進病者進展，並
安排速治門診服務，讓有需要
病人在一星期後覆診，比以往
的兩三個月省時。
何韻施表示，92%的離院病

患者於四星期內不需再入院，
認為服務成效顯著。
至於先導計劃會否轉為恒

常，她指現時提供服務的醫院
人員都是在日常工作外兼任，
因此要視乎資源分配。

■威院為求診長者提供急症分流，經老人科醫護人員評
估及診治後，情況較輕長者可先離院。 莊禮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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