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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2日
芷希出現食慾不振、肚瀉、呼

吸困難等問題前往伊利沙伯醫院急症
室求診，其間一度休克，同日轉送到
香港兒童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被確
診為「擴張性心肌病」，更出現急性
心臟衰竭，其後通過藥物治療，情況
逐步穩定並出院

9月29日
芷希病情再度轉差，再次緊急入住

香港兒童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

10月14日
芷希接受了「肺動脈繃紮手術」，

但一直未有好轉，急需心臟移植延續
生命

11月25日
兒童醫院舉行記者會，芷

希的媽媽透過傳媒「求

心」，惟一直未能在本地配
對合適心臟，特區政府主動聯絡

國家衞健委

12月16日
內地一名幼童頭部嚴重受傷而腦幹

死亡，內地沒有其他病人適合移植該
心臟，內地醫療團隊立即聯繫香港兒
童醫院，評估後發現適合芷希，遂將
心臟運至香港

12月16日傍晚
內地幼童的心臟運至香港，隨即展

開心臟移植手術

12月17日凌晨
芷希的心臟移植手術順利完成

資料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倩

◆在「人體器官獲取組織（OPO）」登記身份信息（例如
回鄉證等）及醫學相關信息

◆OPO上傳患者信息至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CO-
TRS）

◆系統上傳成功後進入輪候移植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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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香港大
學深圳醫院等掛鉤醫院的微信服務
號或公號

◆點擊「個人中心」─「器官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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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捐者 捐出者

◆資料來源：中國人體器官獲取組織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內地移植技術精湛 心臟保存運送完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今次芷希的手術得以順

利完成，內地離世男童的心臟保存得宜起到關鍵作用。
香港醫管局表示，整個過程都在符合
兩地法規情況下進行，該局在進行移
植前已事先審視過所有環節，發現兩
地對於器官移植運送過程等標準亦相
同，又形容內地器官移植技術亦非常
高。

未來一個月成康復關鍵期
香港兒童醫院心胸外科顧問醫生任
力恒表示，內地在運送心臟方面的要
求與香港的做法保持一致，「內地醫

護團隊在心臟摘除方面的醫療水平是很高的，在運送和
包裝上均具備高水平，在為心臟保持溫度、衞生方面的

準則亦非常高。」男童心臟保存理
想，移植至芷希身上，就可以正常
運作。
有心臟科專科醫生表示，一般換

心手術後有可能在數日或一個月內
出現排斥情況，包括發燒、血壓下
降及心臟衰竭等。為減少排斥反
應，醫生一般會處方抗排斥藥物，
減低身體免疫反應，相信芷希未來
一個月是康復的關鍵期，要密切關
注她有無受細菌感染的情況。

港人如何參與
內地器官移植

◆ 4個月大香港女嬰芷希患有罕
見「擴張性心肌病」，在生命危
在旦夕之際，獲得內地亡童捐獻
「愛心」，芷希「換心」成功，
重獲新生。 資料圖片

◆ 4個月大芷希精靈可愛。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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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突破 生命奇跡 人性光輝

這是一次醫學突破、生命奇跡，

更是人性光輝。4個月大患有罕見

「擴張性心肌病」的香港女童芷希

危在旦夕之際，內地一對父母忍着

喪子之痛，於16日捐出兒子的心

臟遺愛人間。在國家衞健委、香港

特區政府及兩地醫療團隊加快醫學

配對和法規審批，以及快速運送

下，芷希17日凌晨終完成手術，

「新心」如常跳動，運作理想。這

是香港醫學史上體積最小的心臟移

植手術，也是香港首宗來自內地器

官的移植手術。一項手術，兩個之

最，為香港近3,000名正輪候着器

官移植的病人帶來新希望，適合他

們的器官不再局限於750萬人的數

據庫內，而是全國14億人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這是一次醫學突破、生命奇跡，

芷希父母：

多謝捐贈者父母的大愛……多謝醫療
團隊和政府部門的努力，令一切無縫接
軌，做得很完美，是一個奇跡。

◆香港醫院管理局聯網服
務總監鄧耀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北山彥 攝

◆ 香港兒童醫院行政總
監李子良。

香港文匯報記者
北山彥 攝

香港醫管局17日下午公布這項振奮人心的手術詳
情。僅4個月大的芷希今年9月在香港兒童醫院

被確診為「擴張性心肌病」，並出現急性心臟衰竭，
情況危急，其母親於上月下旬曾聯同兒童醫院的醫生
召開記者會「求心」，惟茫茫人海，尋找一個合適的
兒童心臟是大海撈針。醫管局透過不同網絡「找
心」，並主動聯絡國家衞健委。

香港歷來最小心臟移植手術
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鄧耀鏗17日解釋，本來為成年

人尋找合適心臟進行移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而為
一名僅4個月大嬰兒尋求匹配的心臟更是難上加難，因
為範圍縮得更小，要心臟大小相若，捐贈者若患血癌不
適用。由於幼童出現腦幹死亡的機率偏低，750萬香港
市民中難求一個合適的心臟進行移植。
16日，內地一名幼童因意外頭部受重傷宣告腦幹死

亡，其父母忍痛捐出兒子小小的心臟遺愛人間，惟內地
沒有匹配的受捐贈者，內地醫療團隊不忍心臟浪費，隨
即聯絡香港兒童醫院。一通電話重燃所有人的希望——
該心臟適合芷希。
經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在全國範圍內
多輪自動匹配後，確認該心臟於內地並沒有合適的受贈
者，因此應特區政府的求助，緊急啟動內地與香港的臨
時醫療應急救助人體器官共享預案。經國家衞健委、國
務院港澳辦、海關總署及內地相關單位大力支持配合，
預案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審批。內地醫院隨即安排進行手

術，取出器官緊急運送到港。
鄧耀鏗說：「今次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個案，我
們爭分奪秒完成移植手術，不想浪費寶貴的器
官。」內地捐贈者的父母亦非常體諒芷希父母救
女心切，得知有機會幫上忙後十分配合程序，
「所有程序都是完全合乎兩地就人體器官移植的
監管及法規，所以整件事都是合情、合法、合
理。」
香港兒童醫院行政總監李子良補充，醫護團隊16日很

快就從病逝的幼童中取出心臟，經救護車送往香港消防
處救護車，再將心臟送到醫院，「今次心臟移植是香港
歷來最小的心臟移植手術。」
在各方努力下，心臟16日傍晚運至香港，芷希馬上

進行手術，17日凌晨終告手術成功。目前，芷希在深切
治療部留醫，需要使用呼吸機及服用強心藥，進展理
想。

將以同樣方式助有需要港人
李子良即場讀出了芷希父母的感謝信，「非常感恩。

多謝捐贈者父母的大愛，他們體諒到有其他小朋友需要
器官去延續生命，給予芷希一個重生的機會。多謝醫療
團隊和政府部門的努力，令一切無縫接軌，做得很完
美，是一個奇跡。多謝為芷希送上祝福的市民，相信芷
希收到大家的支持，才會這麼堅強捱過複雜的手術。」
兩個生活在不同城市互不相識的家庭，因為一次器官

移植產生聯繫，內地不幸死亡的幼童，其生命在芷希身
上得到延續。鄧耀鏗表示，今次事件是「特事特辦」，
「我們這次的任務很簡單，是幫這個4個月大的小朋
友。無論內地及香港，在移植方面基本上在世界上、在
世界衞生組織及世界移植學會上都獲得很大認同，我們
都認為這是好事，大家都應該值得高興。」
醫管局表示，非常感謝捐贈者家屬的大愛，無私奉
獻捐出離世病人的心臟延續了芷希的生命。醫管局祝
願芷希早日康復，醫療團隊會盡力為芷希提供合適的
治療及跟進芷希的醫療需要，又表示不排除日後會以
同樣的方式協助有需要的人士。

◆ 11月26日，香港文匯報報道小芷希急求心臟
捐贈，延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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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亡童 心 港女嬰受捐獲新生愛獻

血癌康復者：芷希手術成功 鼓舞兩地病患
「我在 1999 年發

現患上血癌，幸好
獲得骨髓移植才能
延續生命，覺得自
己好好彩，癌症至

今一直未有復發。」癌症康復者林義
文在康復後加入香港移植運動協會，
現擔任委員，希望向公眾宣揚器官捐
贈和移植知識，及鼓勵同路人參與運
動以過正常生活。

他17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香港
目前器官捐贈人數仍遠遠未能滿足需
求，而今次4個月大的芷希成功配對
內地腦幹死亡幼童心臟進行移植手
術，令一眾輪候器官移植的兩地病人
感到鼓舞，希望香港特區政府繼續鼓
勵巿民捐贈器官的同時，繼續與內地
配對器官，拯救生命。

現年60多歲的林義文，於23年前
擔任學校工藝科導師期間，身體開始

感到不適，「變得十分消瘦，經常傷
風，又試過咳嗽持續一個月也未好，
但當時仍未為意，以為只是身體差易
患病。」這情況持續了一年，最後向
私家醫生求診時，醫生檢查發現其脾
臟脹大，懷疑是癌症，將他轉介到公
立醫院，結果證實他患上血癌，且情
況已很嚴重，「當時醫生話白血球不
斷侵蝕器官，隨時會死亡。」

冀政府加強宣傳器官捐贈
醫治他的方法就是尋求骨髓移植。

「其實我好幸運，有一兄一妹，醫生
檢查顯示妹妹的骨髓適合移植給我，
但其實兄弟姊妹都未必成功配對，我
有病友有六七個兄弟姊妹，結果都無
一合適移植。」他獲胞妹移植的骨髓
後終擊敗癌魔，其後只服用了兩年抗
排斥藥，至今癌症一直未曾復發。

成立於2008年的香港移植運動協

會，成員包括曾接受器官移植的受惠
者、器官捐贈者或其家屬，以及醫護
人員等，林義文對重獲健康十分感
恩，故加入該會希望回饋社會，目前
擔任該會其中一名委員，協助舉辦羽
毛球等活動，鼓勵移植人士參與體育
活動，積極及樂觀生活，及向社會推
廣器官移植的知識，希望鼓勵更多巿
民參與器官捐贈。

他表示，該會舉辦了不少宣傳活
動，目前巿民對器官捐贈的意識已有
提高，惟捐贈器官數量仍然不足，故
認為特區政府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
要加強推廣工作，希望在幼稚園及小
學開始宣傳捐贈信息，另一方面就是
繼續與內地建立相關渠道，「香港與
內地是一個大家庭，器官捐贈可以雙
向互通，協助兩地有需要移植的病
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