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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運動員建互信
醫人亦醫「心」

\

容樹恒自幼與運動已結下不解之緣，尤
其是足球是他的最愛，中學時期更曾

入選海豐青年軍，可惜十字韌帶連番撕裂斷送了
他的足球夢：「當時對運動創傷都是一知半解，結
果十字韌帶做過三次手術，經常受傷，加上當時香港
球壇競爭很大，我就放棄了足球選擇從醫。」容樹恒回
想當時，如果得到更適當的治療，或許自己的球員生涯可
以延長一點，這亦成為他日後專攻骨科及運動醫學的契機。

沉着應對疫情來襲
行醫超過20年，單是十字韌帶手術容樹恒已操刀超過4千次，經他治療的運動

員成千上萬。不過，一場無先例可循的疫情，讓這位醫學聖手迎來始料不及的硬仗：「疫情剛爆發的時
候，我已開始給體院及足總一些防疫建議，事實上，當時全世界都對新冠病毒了解不多，對我而言也是全新的領域，所以我經常
向同院的許樹昌醫生請教，結合我對體育運動的知識形成一些建議。」
其後，香港體壇先後出現李振豪、曾綺婷及盧比度等確診個案，容樹恒立即以上門醫生、視像問診等方法為運動員診斷，並在
數天內完成對職球員的檢測。香港體壇至今未出現大規模爆發，容樹恒及其團隊功不可沒。
雖然疫情爆發以來從沒出現「體育群組」，但並不代表香港體壇可以正常運作，尤其是香港足球更是多次陷入停擺，甚至面

臨生死存亡的危機。身為足總醫學委員會主席的容樹恒決定主動出擊，與足總聯手撰寫防
疫計劃書，希望協助港足復操復賽：「我們不可以白等，也不能只是抱怨，這是整個足球
產業生死攸關的問題，我們需要去說服政府；事實上根據我們的計劃書，足球員在防疫上
甚至比一般上班市民更為安全，為什麼不能給香港足球一個機會
呢？」

球圈同心降低風險
直至上周第四波疫情漸趨緩和下，港足終於可以順利復賽，而各個體育

場地亦陸續解封。容樹恒認為，疫情改變了所有人的生活習慣，在這種「新
常態」下，為防疫而對體育一刀切並非上策：「疫情至今持續超過一年，對
本地體壇已經造成很大打擊，萬一短時間內疫情無法完全消失，我們需要有與

病毒共存的心理準備。要做到零風險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整個
球圈同心協力下可以將風險減到最低，畢竟香港足球可
能已無力再承受一次長時間的停擺。」

行醫超過20年醫盡本地體壇精英，多少頂尖運動員在容樹恒醫生手

下重獲新生。不過在今次疫情中，這位體壇名醫所面對的卻是前所未有

的挑戰，本地體壇在疫情反覆下陷於癱瘓，容

樹恒不僅以上門醫生、視像問診等形式堅持為

運動員繼續服務，更協助足

總撰寫防疫及復賽計劃

書，為的是希望幫助香

港體壇，能夠在疫情

陰霾下覓得一線生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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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郭正謙

李慧詩
李慧詩毫無疑問是香港體育史上最成功的運動員之一，容樹恒坦言在她身

上看到了何謂世界級運動員：「李慧詩很少出現大的傷患，而這不是因為運
氣，而是因為她對自身有着超高要求及自律性，她很清楚自己需要什麼，李慧
詩是我見過心理質素最強的一位運動員，無論面對什麼狀況她都可以保持心理狀
態平穩，這種抗壓能力有助她在大賽中發揮出最高水平。

運動醫學近年在國際間
愈來愈受到重視，容樹恒
認為運動醫學是一門結合
多種學科的醫學，治療、
心理輔導及物理治療三者
缺一不可，醫人之外更要
醫「心」，和運動員建立
長遠的信任關係才能真正
地對症下藥；醫生所背負
的責任不僅是單個手術的
成敗，更是運動員整個生
涯的興衰。
容樹恒至今每逢周三仍

會到體院義務看診，20多
年來風雨不改，他亦花上

很多時間去了解不同運動的特點、
規則，為的就是與每一名運動員建
立密不可分的信任關係：「運動員
都很有自己的個性，要為他們提供
最好的治療，首先你要得到他們的信
任，畢竟他們是將整個運動員生涯交託

到你手上，運動員不是普通人，做一次手術

加上康復治療，隨時會錯過像奧運這種大賽
的機會。作為運動員的醫生，我們需要協助
他們作出判斷，亦要分擔他們所承受的風
險，在合理範圍下讓他們放手一搏，這需要
很強的信賴。」

盼運動醫學能更獲重視
十字韌帶受傷常被視為運動員生涯的最大

敵人，容樹恒強調，只要接受適當的治療，
即使經過十字韌帶手術，運動員亦可重上巔
峰：「我在講學時常會用上一個例子，2015
年港足成員有5位曾接受十字韌帶手術，卻
能在世界盃外圍賽中兩度打和實力更強的國
家隊，這就是最好的證明。」可惜縱使香港
的運動醫學已臻世界一流水平，在亞洲亦可
躋身前三，不過可供這些本地專才大展拳腳
的空間卻不多：「始終受到文化及價值觀所
局限，與一些運動風氣發達的國家或地區相
比，香港社會對運動醫學的重視還是遠遠不
夠，當然比起十多二十年前已是大有改善，
不過醫療人員的付出與回報仍不成正比，這
亦是我們需要繼續努力的地方。」

「「安心安心」」
容樹恒容樹恒盼建立盼建立

江旻憓
江旻憓三年內十字韌帶兩度受到重創，不過作為她主診醫生的容樹恒卻
對她能恢復舊觀充滿信心：「江旻憓是我看過的運動員中復原能力最強
的，一般運動員十字韌帶斷裂後要半年至一年才可復出，她只花了四個
月，這與她樂觀和自律的性格有很大關係，而且她家人也十分支持她，能
夠將堅強、樂觀及自律集於一身的運動員很難得。」

石偉雄
從小看着石偉雄長大成為世界頂

尖的體操運動員，容樹恒看盡他運動
生涯的高低起跌感受至深：「石偉雄在2014年

右肩筋腱斷裂，他當時連手也不能舉起，但為了里
約奧運資格一直忍痛訓練及比賽，這根本不是普通人
能承受的痛苦，他當時很擔心做了手術後無法再上

巔峰，我說我一定會陪着他完成手術及整個療
程，就是『唔試一定輸』這句說話讓他接受
了手術，花了超過一年才回到比賽場上，
最後看到他在印尼亞運中奪得金牌，我心
裏特別激動。」

由當初的孤身一人到現時擁有超過30人的團隊，憑着一步一腳
印，容樹恒走出了屬於香港的運動醫學之路，他表示自己仍在不斷作
出新嘗試，未來將圍繞三個重點實踐大計。

重點一：應對疫情新常態 為體壇獻策
踏出多一步應對疫情下的新常態，撰寫更詳盡更全面的計劃書，提

供更具說服力的體壇防疫對策予政府，協助香港體壇回復正常，讓大
型體育活動可以盡快復辦，亦避免體壇再次陷於無了期的停擺。

重點二：推廣創傷防護師 運動醫學普及化
提供更多國際認可的運動醫學專業培訓課程，推廣運動創傷防護

師，在缺乏資源聘請常駐軍醫下，門檻較低的運動創傷防護師可以為
受傷運動員提供緊急護理，將運動醫學的概念普及到業餘運動，讓市
民大眾在更安全的情況下享受運動樂趣。

重點三：建立健身教練認證制度
目前香港健身教練界別欠缺統一的資格及規範，早前抗疫基金派發

補助時就出現不少有關教練資格的爭議，未來希望建立出一套健身教
練的認證制度，除可提升健身教練的認受性外，亦能加強對市民以
及整個行業的保障。

步出香港運動醫學之路
冀實現三重點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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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樹恒醫生
仁心仁術，為本
地體壇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攝

●容醫生的辦
公室，放有很多來自
體育界致送的紀念品，
表達對他的謝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攝

●來自和富大
埔的紀念品，上面
寫有「感謝容醫生一
直的支持」字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攝

●簽滿傑志
球員簽名的錦
旗。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 攝

●去年阿基里
斯腱撕裂受傷的東
方龍獅球員費蘭度，
術後曾發文感激容樹
恒醫生的悉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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