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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有望赴港大深院移植器官
「施予受」微信登記器捐 全國逾112萬人次願捐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由中國器官

移植發展基金會主管的「施予受」器官捐獻

志願者登記平台，日前相繼在港大深圳醫院

和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對接上線，患者和市

民均可通過相關醫院微信公號登記器官捐獻

的意願。截至目前，全國共計超過112萬人

次主動登記了器官捐獻的意願。香港文匯報

記者獲悉，港澳台居民符合相關規定即可在

內地申請器官移植，截至2018年底，仍有逾

300港人在內地輪候。未來，香港居民或將有

機會在港大深圳醫院接受器官移植手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曉瑩）本港等候器
官捐贈的患者接近2,700人，但接受捐贈人數
按年遞減，令不少患者最終在輪候期間離
世。香港中文大學早前進行調查，發現只有
三成受訪者願意於離世後將器官捐贈，但當
中六成人因未下定決心和忙碌疏懶而未有登
記器官捐贈，而且大部分港人對器官捐贈的
認知仍有不足。

調查揭港人對器捐認知不足

香港中文大學於4月中旬至5月初向1,000
名18歲以上的香港居民以電話訪問形式調
查。調查發現只有三成受訪者願意離世後捐
出器官，但當中六成未有登記器官捐贈，原
因包括未下定決心和忙碌疏懶。不願意捐出
器官的26%受訪者當中，88%出於個人信
仰，31%希望保持身體完好無缺，22%遭家
人反對。並有逾六成人以為只有健康人士才
有資格登記器官捐贈，同時有34%以為只有
年輕人才有資格登記。由此可見，市民對器
官捐贈的知識仍然一知半解。
中大醫學院外科學系助理教授張源津表

示，肺部移植是器官捐贈中最為困難的項
目，1994年至2008年間僅完成74宗屍肺移
植。但縱使手術多困難，更大的阻力來自港
人對器官捐贈的認知不足。根據國際數字顯
示，香港器官捐贈一直落後於其他先進國
家，每100萬人中，香港的器官捐贈人數只
有6.7人，遠低於西方國家，例如美國的
33.32人、英國的24.52人。
即使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已推行近10

年，為有意於離世後捐出器官的市民在有生
之年表達器官捐贈的意願，調查中仍有近三
成受訪者沒有聽過，並有近九成人未有瀏覽
過相關網站。有見及此，中大何善衡泌尿中
心為推動及鼓勵器官捐贈，向食物及衛生局
醫療衛生研究基金（健康護理及促進計劃）
申請資助，推出《新生．鳴》計劃，更邀請
藝人陳柏宇拍攝真人真事改編的《左右．
愛》微電影宣傳，並於昨日首映。

地盤工圖輕生 獲捐肺重生
昨日活動並安排了器官受贈者出席分享。

57歲的家明，20年前因感冒求醫，其後確診
慢阻肺病，原本從事地盤工作的他無法支撐
勞動工作，令太太需要一力承擔養家的責
任。家明坦言自己曾經在家裡失禁，因為他
每走一步都會喘氣、咳嗽，令他從客廳走到
廁所的路程從數秒鐘變成3分鐘。他覺得自
己成為家裡的累贅，顏面無存，曾一度有輕
生的念頭，幸得妻子一句「只要你仍然活
着，大家都有希望，起碼我仍然能看着
你」，讓家明堅持活下去。
他的情況每況愈下，嚴重程度需要輪候換

肺，當時醫生向他坦言，「機會率比中六合
彩更低」，令他也沒有抱太大希望。直至
2009年的一個晚上，他接到電話，被告知有
一個屍體肺部可以移植挽救他的生命。
他表示當手術甦醒後能夠正常呼吸，讓他

覺得有一種失而復得的感覺，因此很感謝捐
贈者家人及醫護人員讓他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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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三成人願器捐 當中六成懶登記

港人如何申請內地器官移植
1. 在人體器官獲取組織（OPO）資質單位登記港澳台患者

身份信息（回鄉證等）和醫學疾病相關信息

2. OPO資質單位上傳患者信息至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
系統（COTRS）

3. 上傳成功後進入系統輪候移植手術

4. COTRS系統通過以細則來記分的方式，按分值高低（病
情愈嚴重，分值愈高）進行排位，及自動匹配

「施予受」平台器官捐獻登記三步驟
1. 關注「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微信服務號、「香港大學

深圳醫院」微信公號

2. 點擊「個人中心」—「器官捐獻」

3. 進入「施予受」器官捐獻志願者登記平台，填寫相關信息
並提交

676港人獲內地器官續命
 &

國家衛健委早前發佈2018年《國家醫療服務與質量
安全報告》顯示，中國器官捐獻、移植數量均位居

世界第二位、亞洲第一位。截至2018年底，全國已成立
106個人體器官獲取組織（OPO），捐獻大器官突破5.2
萬個。但與之相比的是更為龐大的器官移植需求，每年
約有30萬人在等待器官移植，僅有1.6萬餘人能夠完成
移植，由於人體器官捐獻嚴重不足，許多患者在等待移
植期間遺憾離世。

劉磊：增宣傳改變傳統觀念
「沒有捐獻就沒有移植」，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院長
劉磊表示，相對我國的人口基數而言，實際捐獻器官的
人數依然不夠多。「加強宣傳、改變傳統觀念是器官移
植事業目前發展的可行辦法。」

深三院肝移植量膺粵季軍
截至本月19日，港大深圳醫院已成功進行了3例肝臟
或腎臟的無償器官捐獻案例，年齡跨度從19歲到74
歲。作為深圳唯一一家具有肝、腎移植資質的醫院，深
圳市三醫院則已經完成器官捐獻56例、肝移植手術95
例、腎移植手術37例。其中，肝移植數量已經居於廣東
省第三。
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趙洪
濤表示，「施予受」器官捐獻志願者登記平台成立於
2014年3月，是中國內地首個器官捐獻登記網站，登記
信息實時共享給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是我國器
官捐獻與移植事業重要的宣傳動員平台和器官捐獻登記
窗口。
通過該站登記成為器官捐獻志願者，意味着公民表
達了希望在逝世後將器官無償捐獻的個人意願。最終
捐獻與否，取決於公民是否達到了符合器官捐獻的醫
學狀態以及公民直系親屬是否同意，並經過嚴格的倫
理、醫學等程序進行。已登記的用戶也可隨時取消捐
贈意願。
目前，全國已有超過30家醫院共同參與了該平台的建
設；全國共計超過112萬人次主動登記了器官捐獻的意
願。患者可通過關注相關醫院的微信公號，快速完成信
息登記，成為器官捐獻志願者。

根據規定，港澳台居民可以
在內地申請器官移植，香港醫
生的診斷書亦可接受。通過人
體器官獲取組織（OPO）資質
單位上傳患者身份信息和醫學

疾病相關信息至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系
統（簡稱COTRS系統），即進入系統輪候
移植手術。相關手術費用需根據器官的具體
情況而定。
根據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數據顯示，

2010年至2018年，港澳台居民在內地共實行
公民逝世後器官來源移植手術1,155例。其中
香港居民676例、澳門居民71例、台灣居民
408例。截至2018年末，仍有536名港澳台居
民在內地等待器官移植，其中香港居民313
人、澳門居民39人、台灣居民184人。
此外，2018年有兩名香港居民在內地進行

了器官捐獻。

對此，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
任委員、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理事長黃
潔夫表示，希望通過「施予受」平台與相關
機構的合作，探索建立一個從器官捐獻的動
員、獲取和分配、器官移植醫療到人道主義
救助的「深圳模式」。「未來，希望香港居
民能有機會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接受優質的
器官移植手術，期待通過共同努力，把這個
夢想變成現實。」
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表示，很高興看

到隨着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體系的不斷完善
及規範，國家器官捐獻及移植事業發展非常
迅速。器官移植是港大深圳醫院重點卓越中
心之一，醫院將繼續發揮深港合作平台的優
勢作用，在粵港澳大灣區利好政策的支持與
指引下，全面推進人才培養和服務，為提升
大灣區醫療水平助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曉瑩）每當有病人需要接受手
術，手術室外都會有病人家屬聚集徘徊，並不斷向當值護
士查詢進度，不但讓家屬擔憂，亦令當值員工工作量增
加。聯合醫院為減少手術病人親屬的焦慮，以及員工回答
查詢的工作量，特別自行研發「手術知Phone」計劃，並
從本年3月開始推行。參與屬自願性質，病人親屬以電話
登記，登記後家屬能夠自由通過致電相關熱線了解病人手
術進度，讓家屬毋須在手術室外逗留，亦能隨時隨地透過
電話了解手術進度。有用家表示系統令她在等待過程中的
焦慮感減低，也不需要打擾值班護士工作。
九龍東醫院聯網護理服務科顧問護士黃妙雅表示，計劃

能夠讓家屬簡易自主、隨時隨地了解病人手術狀況，減少
焦慮情緒。她解釋，病人在接受麻醉評估時會得到印有一
組獨一無二密碼的單張，若病人願意參加，便可以將密碼
交由最多兩名親屬透過電話登記。登記後該兩名親屬能隨
時隨地致電相關熱線，系統將由管理系統提取手術狀況資
訊，然後透過互動語音系統發放手術狀況資訊。

計劃將手術狀況顯示屏幕
此外，計劃亦設有自動電話通知，系統會自動撥打用戶

電話，向他們告知病人手術進度，包括「正在復甦室準備
中」、「已離開手術室」及「手術已取消」等。除了個別電話通
知，計劃亦會將病人的手術狀況顯示在手術室外的屏幕，但如果病
人拒絕顯示，系統會將相關資訊從屏幕上刪除。
黃妙雅並表示，計劃由3月中旬開始試行，截至10月14日已經幫

助超過3,800名病人及4,100名病人家屬。從3月中旬至4月下旬的問
卷和面談中統計，100%用家認為系統簡單易用，96%非常同意可減
少到訪次數，以及92%非常同意可減低焦慮。
基督教聯合醫院資訊科技部系統經理李嘉慧表示，系統於2017年

已經開始構思，為避免有個別用家不懂得使用短訊或沒有智能電
話，因此選擇使用互動語音系統作為主要媒介，加上醫院已經有使
用相關系統，令開發過程更快捷。她表示，開發過程將近一年，正
考慮擴展至同屬九龍東聯網的將軍澳醫院。
系統用家之一的昊君媽媽表示，16歲的兒子昊君患有小耳症，需

要進行多次耳朵整形手術，而且每一次手術時間都很長，因擔心會
發生意外而感到焦慮，想要了解手術進度，又不想打擾當值護士。
種種擔憂令她忐忑不安，不斷在手術室外徘徊。
直到4月，昊君再度入院做第九次手術，黃妙雅看到再次在手術

室外徘徊的她，並向她介紹計劃。她表示使用系統後，曾致電近30
次跟進手術狀況，但焦慮感明顯減低，而且能夠放心到醫院餐廳用
膳，丈夫亦能安心工作。

■（左起）黃妙雅、昊君媽媽、李嘉慧及李敏兒，希望計
劃能在全港醫院普及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曉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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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觀眾
即場透過手
機參與網上
挑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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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潔夫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由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主管的「施予受」器官捐獻志願者登記平台在港大深圳醫院對接上線。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