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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議題近日在社會引起討論，部分

港人對現行器官捐贈機制更存有誤解，令本

已欠佳的捐贈數字恐有進一步下跌之虞。香

港醫管局兩名器官捐贈聯絡主任28日對香港

文匯報等傳媒表示，不論死者生前有否登

記，最終仍要視乎死者親屬的意見，而大部

分捐贈器官的死者生前均沒有在中央器官捐

贈登記名冊登記。他們亦指不少死者家屬仍

受傳統或宗教思想影響，想讓死者「留全

屍」而對器官捐贈卻步，呼籲有意捐贈器官

的市民應該在生前把意願告訴家人，又指應

繼續推廣器官捐贈，教育市民。

器官是否捐出 遺屬擁決定權
香港醫管局續推廣器官捐贈 籲市民應將生前意願告訴家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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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28
日在社交平台Facebook以「救人
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為題發
帖，呼籲巿民支持器官捐贈，指
出這是人間之大愛。捐贈者救人
一命，功德無量，強調香港與內
地商討的捐贈器官互助機制，絕
不影響香港遺體捐贈器官分配及
病人輪候等安排。
陳國基並提及去年底內地與香港
通力合作成功進行跨境器官捐贈，
讓一名香港急需心臟移植的女嬰重
獲新生，指出「如果沒有那次的捐
贈，相信女嬰已經和父母陰陽相隔
了」。他指出這個成功個案令各界
感到欣慰鼓舞，亦啟發兩地積極探
討恒常化的器官移植互助機制。

機制不會影響現時輪候安排
他重申，互助機制是透過「第二
層分配機制」進行，所謂「第二層
分配機制」是指捐贈的器官必須先
在當地分配給有需要的病人，如果
在當地沒有合適的受贈者，跨境互

助機制才會啟動，器官才由香港捐
贈給內地合適病人，或由內地捐贈
給香港合適病人，否則珍貴的器官
會因為不能存放太長時間而白白浪
費。換言之，互助機制不會改變現
時香港遺體捐贈器官分配以至病人
輪候等安排，故香港市民無須過分
憂慮。
對於有人在網上煽動市民退出中
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他指出這些
是存心不良者在不斷造謠，借題發
揮製造內地和香港之間的矛盾，
「更甚者，部分人根本從來沒有登
記過器官捐贈，但仍然在網上申請
退出登記，試圖製造大量人士退出
器官捐贈的假象。」
陳國基強調，對於器官衰竭病人
來說，器官移植是延續他們生命的
最後希望，「捐贈者的器官十分珍
貴，在有需要的時候，可以挽回寶
貴的生命，遺愛人間。」他希望廣
大市民支持器官捐贈及兩地器官移
植互助，更好地成就捐贈者的無私
大愛，令更多在危急關頭的病人早
日重見希望、重獲新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
政府衞生署留意到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
網站取消登記數字出現不尋常情況，短短
的5個月有逾5,700個取消登記申請，惟其
中超過一半從未登記卻申請退出或重複取
消。香港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28日指
出，不計算那些可疑申請，之前登記但申
請取消的個案只佔整個名冊0.8%，連同新
增登記仍錄得淨增長，反映市民仍支持器
官捐贈。他表示香港與內地會繼續商討推
進跨境器官移植互助恒常機制，而這亦獲
國家多個部委支持。
盧寵茂強調，跨境器官移植互助機制恒
常化，香港受益遠大於捐出，雖有大量不
尋常的取消登記申請，但不影響或叫停與
內地商討，「是一個救命的手術，關係到
我們很多在生死邊緣的病人，我們是不會
停下來的。停一停的應該是哪些人呢，是
那些在網上造謠作假的人，破壞我們的器

官捐贈（的人）。」

兩地互助洽商運送及費用
他重申商討中的機制是捐出器官在當地
找不到合適受贈人才跨境處理，香港過去
20年只有2次因找不到合適受贈人而要跨
境轉贈器官至其他地方，內地每年則有逾
1,000宗捐出器官在當地找不到合適受贈
人。被問到香港最終有多少人受惠時，他
指這是一個配對問題，「在1,000個（內
地捐贈器官）裏面，我不貪心，如果可用
到百分之一即 10個，對我而言已很重
要，因為我們經常都強調一個都不能
少。」
他說，即使有內地捐贈器官供港，仍要

經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審批，確保不存在
販賣等問題。
他表示兩地商討機制近半年仍未拍板，
是因正商討器官運送及費用等安排，「到

底用什麼交通工具（運送）、由誰安排、
費用怎樣？這方面大家可能沒有想過。其
實上次個案（去年4個月大女嬰芷希獲內
地捐心），我們都很感謝內地，不論醫院
方面以至運輸方面，完全沒有要求香港付
費。」他有信心這些都並非太大問題，
「我們可以處理得到，我相信社會上很多
善長仁翁。」

警方調查針對造謠作假者
對於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出現無登
記個案都可以申請取消登記的情況，盧
寵茂表示會盡快修補有關缺點，認為因
別有用心的人惡意攻擊才導致此情況，
令人悲哀。被問到會否將器官捐贈變為
「預設默許」，即不申請反對當贊成，
又或只要當事人同意，去世後家屬不能
反對，他則對此有保留，認為會造成一
定傷害。
另外，盧寵茂28日到華永會將軍澳紀念
花園出席器官捐贈者「大愛恩人」紀念儀
式後表示，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的登記
或取消絕對出於市民自願，當然要盡量減
少退出情況；至於警方的調查工作，都是
針對造謠作假者的行為。

捐贈接受都不會有先決條件
被問及會否考慮坊間有意見提出讓捐
贈者登記時表明器官只留在香港本地使
用，他則指在捐贈和接受器官時都不會
有任何先決條件，這是要避免利益衝突
和歧視，強調器官捐贈及移植從來都是
不點名，不會考慮一個人的背景作捐贈
和接受的意慾。

◆盧寵茂（中）28日到華永會將軍澳紀念花園出席器官捐贈者「大愛恩人」紀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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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器官留大愛無分國界性別

◆ 香港醫管局
編制的呼籲捐贈
器官單張。
香港文匯報記者

北山彥 攝

◆大部分捐贈器官的死者生前均無在名冊登記。圖為醫生為病人做手術。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兩名
香港醫管局器官捐贈聯絡主任28日表
示，不擔心近期有關跨境捐贈的問題影
響器官捐贈，強調捐贈者的家屬也明白
「大愛不應該有國界、年紀、性別之
分。」如有家屬便無私將離世的妻子的
器官捐予其他地方有需要病人，因可以
幫助他人重生。
屯門醫院器官捐贈聯絡主任張淑雯
分享表示，當時由於該名捐贈者為AB
血型，無奈登記冊上未有AB血型的輪
候者，而捐贈者的肝臟很健康，為了
不會浪費，故詢問捐贈者的丈夫是否
接受跨境捐贈，「先生的回覆好簡
單，他的願望就是期望太太的器官可
以幫助到其他人。」
她續說，很多捐贈者的家屬和這位
丈夫一樣，器官捐贈的大愛不應有國
界、年齡和性別的區分。
張淑雯表示，過往聽聞僅有零星家人
反對死者生前捐贈器官的意願，大部分
經游說後都願捐出離世親屬器官，強調
最終仍要靠家人同意捐贈。對於中央器
官捐贈登記名冊出現不尋常的取消，她
指近期處理的個案中，暫未見有家屬就
跨境移植互助機制提出疑問，不太擔心
取消登記情況。
聯合醫院的器官捐贈聯絡主任梁宇添
則說，聯絡主任的工作是帶出器官捐贈
的意義和價值，「就算未出現第二機制
情況下，捐贈者家庭都不會知道受贈者

是誰，捐贈者家庭初心及愛心是要幫
人，不是想幫誰人，只是幫人。」他不
擔憂設立跨境互助機制會造成影響。

指內地移植系統公平公正
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鄧耀鏗28
日指出，醫管局聯同十多位移植手術專
家及同事上周到內地考察，參觀內地人
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與內地
專家深入交流，而考察顯示內地有相當
完善的器官移植系統，儲存全國輪候器
官移植病人的資料，系統24小時運
作，每當有「大愛恩人」捐出器官時，
系統就會根據之前的資料即時配對，所
以絕對是公平、公正。
他強調，跨境捐贈的共享分配機制，
絕不影響內地與香港輪候的名單，內地
捐贈的器官未有適合受贈者時，便會與
香港配對，「這相當重要，始終香港有
很多病人有需要進行移植，而輪候名冊
相當長，基本上有些病人已不能再等。
如果內地有一個這麼寶貴的器官時，為
何我們不大力支持這機制？因為生命真
的是無價的。」
他並說，醫管局同事和專家到內地考
察後，認為無論是臨床技術、系統對
接，以至日後將器官運至香港的流程也
絕對做得到，「所以我在此呼籲大家支
持跨境器官捐贈機制，的而且確給予香
港患有末期器官衰竭的病人多一點機
會。」

香港遺體捐贈的前提之一，是要證實捐
贈者已腦幹死亡。醫管局表示，每年

有80至120名腦幹死亡的病人，當中約40%
至45%家屬同意離世者捐贈器官。而面對香
港近年器官捐贈意慾低迷，現時全港只有約
35萬人在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系統登記，
醫管局於28日安排了兩名器官捐贈聯絡主
任向公眾分享器官捐贈聯絡工作的挑戰，以
期讓市民更了解箇中情況。

半數家屬盼為死者「留全屍」
器官捐贈聯絡主任負責統籌各家公立醫院
的器官捐贈和移植事宜，其中一項主要工作
便是要關顧和聯繫腦幹死亡病者的家屬，鼓
勵他們捐出離世者的器官。
屯門醫院器官捐贈聯絡主任張淑雯本身是
腎科護士，已從事器官捐贈聯絡工作逾十
年。她指出，現時每年約百宗腦幹死亡個
案，但真正捐出器官的只有約一半，另一半
是因為家屬不願意，「很多時候部分家屬仍
然有留全屍的傳統觀念，且對器官捐贈存在

誤解，例如擔心死者在摘取器官過程中會覺
得痛，或憂慮摘取眼角膜後會影響遺體的儀
容等。」她解釋，現時摘取眼角膜的技術已
經十分先進，盼家屬不再憂慮。
張淑雯認為，其工作的最大挑戰是捐贈者
很多時是突然離世，家屬正面對突如其來的
喪親之痛，要短時間內談器官捐贈不容易。
她憶述去年曾有一位年輕人因頭部重創離
世，但其祖父是十分傳統的人，拒絕捐出孫
兒的器官。

「他們健康就是我們的快樂」
在面對正經歷喪親之痛的家屬，張淑雯一
方面需要安撫家屬情緒，另一方面把握機會
讓家屬明白，每個捐贈遺體器官的決定都是
末期器官衰竭病人一個重生的機會。她盡力
勸說，希望該名祖父能回心轉意。十多分鐘
後，對方很心急地找回張淑雯，並指願意捐
出孫兒的心臟，「他見到孫兒的心臟跳得很
好，反認為如果把有用的器官拿去燒掉，很
不值得，他最不捨得的就是孫兒的心臟。」

其後受贈者家屬透過張淑雯表達謝意，獲
得該名祖父「他們的健康就是我們的快樂」
的答覆。張淑雯認為，器官捐贈除了為有需
要的人重拾新生外，亦能為失去至親的家庭
提供一個支撐點，讓他們正面地生活下去。
基督教聯合醫院器官捐贈聯絡主任梁宇添
則憶述，一名約20歲的女孩因哮喘導致心
臟停頓，最終離世，她本身有登記器官捐
贈。然而，最初其家人並不十分願意捐贈，
但得知女兒的意願後，最終還是答應捐出女
兒的器官，最終令7名病人受惠。
張淑雯指出，不論死者生前有否登記，最

終仍要視乎死者親屬的意願，而大部分捐贈
器官的死者生前均沒有在名冊登記。
她呼籲市民在世時應盡量多與家人分享意
願，並指市民如有在中央名冊登記，有助聯
絡主任說服親屬作決定。

「智方便」可查閱有否登記
另外，香港衞生署28日表示，隨着去年4

月中央名冊推出優化系統，讓市民可選擇以
「智方便」進行網上登記後，衞生署與政府
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合作，28日推出中央名
冊系統優化功能，協助已登記「智方便」的
市民可通過該應用程序新增的「中央器官捐
贈登記名冊（查閱登記狀況）」服務，查閱
自己是否已在中央名冊登記。「智方便」用
戶可使用新增服務，簡單按鍵便可直接連結
至中央名冊系統，即可得知自己是否已在中
央名冊登記，過程既方便亦安全。
香港特區政府正繼續檢視中央名冊系統的
登記申請及取消登記申請流程，經考慮個人
私隱及身份核實認證等因素後，會適時更新
系統及優化相關流程，並作適當公布。

◆香港醫院管理局呼籲有意捐贈器官的市民應該在生前把意願告訴家人，又指應繼續
推廣器官捐贈，教育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