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 黃兆琦 陳秉植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7新聞重要
2022年5月27日 星期五

中醫藥應在港醫療體系全面普及
林蓓茵博士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副會長

應檢視及規劃香港現有的中醫藥醫療服務體

系，善用本港中醫藥人力資源，更好地發揮中醫

中藥的作用，以紓緩香港醫護人手短缺的情況，

為市民提供適切的醫療服務，如將中醫全面納入

公營醫療體系，讓市民能夠全面享用公營中醫住

院及門診治療；同時，私人執業的中醫師可通過

公私營協作的方式為市民提供社區基層醫療服

務，當中更應以長者及長期病患作為優先服務對

象。

此外，為了更有效地監管及提升香港中醫藥服

務，特區政府應統一現有中醫藥監管及發展架

構，設立專門的中醫藥機構，統管中醫藥發展與

規管工作，也要檢討《中醫藥條例》，有關條例

對中醫藥規管發揮了重要作用。

香港在第五波疫情中，中成藥在抗疫治療及康

復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時分擔了香港醫療系

統的壓力，後續怎樣鞏固今次的成果，進一步推

動中醫藥的發展及應用，是我們需要思考的一個

課題。

期待該條例能夠適時更改不合時宜的規定，如

在中西醫協作方面，應賦權中醫師與其他醫療專

業相互轉介、並賦權中醫師轉介病人接受診斷成

像檢測（如X光）及化驗檢查。希望香港盡快制訂

中醫師註冊制度，進一步擴大中醫藥在香港的普

及和應用，配合國家的中醫藥發展規劃。

侯平
國際藥膳食療學會會長

我就推動中醫藥在香港的全面普及和應用提出

幾點建議。第一，希望在香港政府在公共醫療架

構內增設臨床中醫，降低傳染病來襲時對市民的

影響。第二，除了現有的中醫藥相關組織架構，

希望香港盡快設立中醫藥管理局，更好地推動中

醫藥在香港的全面普及和應用。

第五波疫情嚴重的那段時期，中央政府特別派

出中醫工作組支援香港，通過多方努力幫助香港

戰勝第五波疫情。其實早在疫情初期，香港中醫

界就不斷向政府呼籲，要求用中醫藥防治新冠，

但都未得到正面回應。直到死亡和確診人數驟增

之時，中成藥如連花清瘟等在市面的運用才逐漸

推廣開來。

事實證明中藥對新冠的防治有效，初期未能讓

香港中醫治療新冠病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中醫在香港一直沒有落實好法定和專業的地位，

無法獨立自主地發揮所長。國家對中醫藥在新時

代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方向，中醫需要在香港獲得

自主法定地位，才能更好地與西醫結合，通過中

西醫結合的方式治療新冠成效明顯，也是幫助中

醫走出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手段。

黃鎮雄
神農傳統(香港商標)有限公司創辦人

在此十分感謝香港商報舉辦香港中醫藥發展應

用研討會，令我和多方的專家及中醫界的專才作研

討及交流，希望在未來能開放多方面的中醫草藥平

台，服務更多的市民，令患病人士可以得到好的治

療，同時可以促進交流及推廣中醫草藥，令中醫草

藥在各方面得到認可，並獲得政府資助。

中醫藥在香港的第五波疫情中，發揮相當重要

的作用。中草藥是沿於大自然，神農傳統草藥的制

定是根據五行，五行也對應人體的五臟六腑。中

醫藥是古人留傳給後人的精華，所以需要珍惜前人

的瑰寶，多運用中醫界的人才及有效的良方，對抗

病毒，減輕表徵。

傅振輝
香港加拿大楓葉龍多元文化協會會長

疫情期間，本會支持抗疫行動，舉辦多次街坊贈送

防控工作活動，如派口罩、測試劑盒、中草藥淨化

卡、康風清新機及增強人體免疫抵抗病毒口服液等，

予有需要人士。另外，洪子晴慈善基金會為支持香港

全民抗疫，捐贈了5000瓶AVL-19口服液物資，經本

會委員義工派送給各老人院、前線工作人員等。

本人關注中西醫生物技術合作，我女兒是多倫多中

西骨科醫生，行醫數年，也有中醫針灸牌照。當企業

或個人提供醫保服務，醫保基本接受中醫針灸費用，

中醫中草藥技術在21世紀全球會發揚光大的。

本會陳柏齡主席已經72歲，仍然非常關注中醫中草

藥產業發展，香港主板上市的培力農本方(1498)以及

維特健靈，都是陳氏家族成員控股的。

麥富添
中華文化健康慈善基金會理事

據悉，在剛剛舉行的北京冬季奧運會上，很多

義工及有關單位都有掛上這種掛包，以保障自身

免受病毒感染。據製造商表示，這些藥卡可以在

1米範圍以內令病毒病失去活性和傳染性，而且每

個包卡可以有效地運作1個月之久。

本港第五波新冠疫情在安老院舍爆發時，我們

安排了數千個由北京製造、純中藥成分的胸前掛

式中藥包卡，送給安老院舍掛包卡能有效殺滅新

型冠狀病毒等。

本基金會極度期盼，中醫藥不止在社區裏獲民

眾支持，盡量利用作治病用途，更希望香港整個

醫療系統摒棄以往根深蒂固的概念，以為只有西

醫才可以在官方醫療系統裏治病的舊有概念。希

望這種不正確的思維盡快改正過來，讓中醫藥普

及，令整個香港的醫療系統及醫院上運用。讓數

千年的中醫藥文化，惠及每一個中國人群體及所

有不同種族的群體，才是人類的福祉，才不會浪

費及糟蹋我們祖先傳承下來的高明醫術。

陳鏡華
中國針灸手力治療學院院長

增強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是抗疫的重要一

環。我想與大家分享防疫抗疫養生與保健的重要

性，因為養生是獲得人生健康的最佳途徑。養生

就是養護保養生命，以達長壽。即有目的地通過

各種手段護養人體生命的行為，根據人體生命過

程的活動規律所進行的物質與精神的身心護養活

動。

首先感謝商報今次所舉辦的中醫藥發展應用研

討會。東漢著名醫學家張仲景，被後世尊稱為

「醫聖」，撰寫傳世巨著《傷寒雜病論》，被歷

代醫家尊為醫門之聖書。國家衛健委、國家中醫

藥管理局發布的新冠肺炎推薦治療方「清肺排毒

湯」，即來自張仲景的經方組合。此方目前治療

新冠肺炎有效率90%，在後世依然抗疫建功，護佑

國人，庇蔭子孫。

養生既包括生理層面的養生，注重身體機能的

維護和康復；也包括心理層面的養生，腔調內在

精神的平衡和祥和。按照層次劃分，包括生理層

面的養生，例如養顏、養體、養老；心理層面的

養生例如養心、養性、養神。

古人云：善養生者，上養神智、中養形態、下

養筋骨。養生不是簡單的體育鍛煉、也不是吃一

頓營養餐、打一套太極拳、八段錦。養生是以調

陰陽、和氣血、保精神為原則，運用調神、導引

吐納、四時調攝、食養、藥養、節慾、服氣辟穀

等多種方法，以期達到保養、調養、頤養生命，

實現人類健康、長壽的目的。

總括而言，恢復身體健康的七大要素是：提高

免疫力；排出毒素；改善體質；打通微循環；調

節內分泌；營養均衡；良好的生活習慣。

在通俗些就是說要我們通過各種方法來養護你

的生命力，我們生活在現在的社會環境下，生命

力同時承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壓力之下，所以

通過養生可以養護好你的生命力，來達到延年益

壽，永保健康的狀態，能夠更好的工作，學習和

享受美好的生活。 

徐衛新
國際藥膳食療學會顧問

全港首間中醫醫院預計於2025年落成啟用。不

過，我認為港府應該新建一所有綜合學科的中醫

醫院，中醫學生沒有實習的機會，知識不能轉化

為實際的治療能力，醫術就變成紙上談兵。沒有

高水平的中醫執業者，中醫就很難以療效服眾，

更不用說長遠的推廣和發展。

我想就如何推動中醫藥在香港全面普及應用，

提出一點想法拋磚引玉。首先，本會在醫療保險

的政策上需要做一個很大的調整。現在醫療保險

基本上以西醫治療為主，中醫所享受的保險額度

非常之低。以我個人為例，每年可以享受的西醫

治療費用有幾十萬元額度，但中醫費用全年報銷

額只有1000元。

這樣的醫療保險政策顯然對中醫發展非常不利

而且也不公平。中醫的平均治療費用遠低於西

醫，如果把中醫納入商業醫保，不僅不會增加總

體的醫療開支，而且可以降低平均的醫療費用。

所以我建議政府可以慎重考慮，從政策層面大大

鼓勵商業醫療保險覆蓋中醫治療費用。

我也想談一下如何增強中醫的話語權。普通人

容易陷入一個誤區，認為醫療設備和檢測技術先

進，就等於理論先進。檢測手段上，西醫有很多

技術手段，但是它在治療的理念上一點都不比中

醫更全面和系統化。舉個簡單的例子。西醫治療

頭痛不少時候只是簡單的開出止痛片，但是中醫

治療頭痛首先要辨證，根據頭痛位置判斷是胃

經、膽經、膀胱經，還根據頭痛特點判斷虛實寒

熱。我們應該充分利用當今媒體的多樣性，在各

個渠道對普通人群進行科普宣傳。

把中成藥以食品增補劑的形式推向美國市場的

壞處是中成藥和維生素等食品增補劑擺在市場

上，未經專業中醫評估就被消費者依據自己判斷

使用，勢必增加很多風險，使用不當會造成對中

藥的污名化。

中醫藥應該以光明正大的藥品形式進入歐美市

場，就像美國輝瑞藥廠研發的所謂新冠特效藥

Paxlovid在中國沒有經過任何檢測，只是獲中國政

府以特批形式進入中國市場。如果能把關好中醫

藥質量，在中國市場上有非常顯著和確定的療

效，以及有足夠數量的使用人群，相信總有一

天，中醫藥能以特批形式進入歐美市場。

最後一點，如何弘揚中醫藥文化，推進中醫藥

的國際化。中醫藥以藥品的形式到美國市場至少

要有10年的反覆論證和政府審批，最後還不一定

成功。其中雖有安全性考量，但更重要的是商業

利益競爭。

中藥材質量直接影響療效，想發揚中醫藥的優

勢，控制中藥的藥材質量是當務之急，港府應該

鼓勵藥農做最好的藥材，並建立嚴格的檢測機

構。

萬大敏
敏捷貿易（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大家好！本人出生成長在一家中醫世族家庭，

從小就培養了熱愛中醫中藥的傳統並從事中醫中

藥工作的決心。

我公司成立之初就是希望結合藥食同源和大健

康的發展趨勢，研發和生產健康食品，將中醫文

化推廣至世界的同時也能向世界輸出香港品牌、

香港文化和香港精神。在這基礎上我們推出了極

具地方特色和物廉價美的芝麻餅「港餅」。我想

向 所 有 關 心 香 港 、 援 助 香 港 的 人 說 一 聲 「 感

謝」!尤其是內地援港醫護：您們辛苦了!在您們剛

來香港的時候，我就準備了港餅送給大家，為此

我還特意為這批港餅做了感恩包裝。

想到2019年7月我註冊公司後不久就遇到修例風

波，之後又爆發新冠疫情。在2021年12月香港疫

情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時候，我開始運營公司，不

料第五波疫情撲面而來，這半年無論多麼艱難，

我都沒有放棄，我想這一切都是對港餅的考驗

吧。為了香港的明天更美好，讓我們一起加油

吧！

羅鈞
中華愛心基金會副會長

今年以來第五波疫情襲擊香港，在中央的大力

支援下，香港各界推動了中醫藥史上首次全方位

參與抗疫，有效填補醫療系統空缺，香港吹響了

中醫藥抗疫的集結號。我也想藉今天這個機會向

港府建言獻策。

1.重啟中藥港：打造中醫中藥研發、品牌、知識

產權、法律糾紛仲裁、融資投資、金融服務、產

品推廣、中醫藥世界論壇等。

2.配合、聯合、參與祖國相關機構及生物科技企

業，推動中藥的基因圖譜編製。這是一個中醫藥

界的基礎科技系統工程。是按本草綱目所載的中

藥，並以此為基礎直至現代的中藥，一件件一個

個落實。形成中國的品牌及標準，向全世界提

供。我們已經有過開展合作的接觸，可以與業界

分享、轉介，促成此事。

3.向香港推介全球頂級的中藥的萃取技術、工

藝、設備、管理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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