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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香港商報訊】為進一步
加深香港各界和市民對中醫
藥的認識，推動中醫藥在香
港的全面普及與應用，推動
香港與內地加強中醫藥交流
合作，助力中醫藥走向世
界，香港商報昨日主辦了
「香港中醫藥發展應用研討
會」 。特區政府醫療衛生部
門代表、中醫藥專家學者等
表示，在香港抗擊第五波疫
情中，中醫藥全方位、全鏈
條地廣泛深度參與，在預
防、治療以至復康方面發揮
了非常大的積極作用，希望
香港更好地發揮中醫藥的優
勢，鞏固香港抗疫成果。專
家們認為，香港應與內地加
強交流合作，為中醫藥走向
世界出一把力。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道：衛生
署高級藥劑師羅諾文在香港中醫藥發展應
用研討會上致辭說，在香港抗擊第五波疫
情的過程中，中醫藥全方位、深度參與預
防、治療和康復三方面工作，發揮了中醫
藥的優勢。在國家大力支持之下，中醫藥
業界同心協力為市民提供了實時的支援，
大大提高了市民使用中藥的信心。中醫藥
在抗疫方面的寶貴經驗將會有助於香港中
醫藥的發展。

中藥檢測中心2025年落成
羅諾文特別提到，專責中藥檢測科研，

為中藥安全、品質及檢測方法建立國際認
可的參考標準的 「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是
重點項目，預計會在 2025 年落成。在永
久的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大樓落成之前，衛生署把握
機會、把握時間，在香港科學園設立臨時中心，已
於 2017 年 3 月起分階段運作，開始了多個中藥檢測
科研項目，同中藥業界、檢測業界分享了多個研究
的成果，包括區分容易混淆的本地中藥品種、中藥
材參考 DNA 序列庫、DNA 補充鑒別方法。中成藥
檢測方面，檢測中心已經分別發布了適用於內用藥
——枇杷膏裏面中藥材指標性成分一測多檢的方
法。

羅諾文強調，以上研究成果有助保障市民使用中藥

的安全與品質，同時提升了業界對中藥產品品質的控
制，有助於建立中藥品牌的形象，以及香港檢測驗證
產業的發展。

羅諾文續表示，簡化在香港報備的中藥材在內地上
市的制度，已於去年9月落實。隨後相關部門會接受
申請，今年4月已經有第二批的外用中成藥成功通過
這個簡化制度在內地註冊。未來特區政府會繼續推動
中醫藥發展，同業界、學術界一起攜手促進中醫藥的
傳承與創新，繼續與內地、澳門加強合作，共同建
設、打造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中醫)黃巧雲：
配合國家讓中藥走出去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道：醫管
局總行政經理(中醫)黃巧雲昨日在 「香港
中醫藥發展應用研討會」上致辭時說，港
府一直致力促進香港中醫藥發展，包括在
1999年確立中醫的法定專業地位。《2018
年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公布將中醫藥
納入本港醫療系統，確立了中醫藥在本港
醫療系統發展的定位，意味中醫西醫都
是醫療系統的一分子。

黃巧雲表示，醫管局配合相關的中醫政
策陸續開展多方面的工作，包括以三方協
作模式營運的 18 間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中醫診所)，2020年轉型為地區中醫診所
並提供固定籌額的政府資助門診服務。最
早的中醫診所成立於2003年，配合政府運
營近 20 年。黃巧雲說，推出政府籌中醫
門診服務之後，多了許多小朋友前往治療，治療的疾
病包括濕疹等。政府將中醫門診納入政府籌，能給市
民以信心。

發展中西醫協作診療服務
另外，公立醫院會繼續配合發展中西醫協作診療服

務，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中醫服務選擇。過去以來，
醫管局一直將中醫有優勢的病種，例如中風、痛症、
癌症紓緩，發展中西醫結合治療方案。她感到慶幸的
是，西醫理解了中醫的處方怎樣去論證，並成功搭建

了溝通平台。
儘管香港中醫的特色與內地有所不同，內地的本科

受訓、臨床工作與香港有分別，香港專業註冊有些條
例去授權中醫師的工作。醫管局會繼續在法律法規下
進行相關工作，但這不會限制中醫的發展。

黃巧雲強調，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和擁有通往內
地門戶的優勢，香港必能抓緊開拓中醫藥發展的機
遇，配合 「一帶一路」政策，繼續加強在大學裏的教
育工作、培育人才，和業界持份者協力將中醫藥發展
推出去，甚至配合國家走向國際。

此次香港中醫藥發展應用研討會，對推廣中醫、
普及中藥知識，發揮重要作用。香港第五波新冠疫
情從2月中旬至3月經歷了最高峰，日增確診最多達
到7萬多宗。全港齊心抗疫的過程中，中醫通過網
上看診、免費義診和派發中成藥的方式，發揮了應
有的作用。

中醫藥文化歷史悠久，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
經採用 「四診」的方式為病人看病，在長達千百年
的歷史中，中醫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療系統，並
在每一次抗擊傳染病面前都發揮了積極作用。悠久
的歷史和老祖宗留下的寶貴經驗，為中醫的發展提
供了基礎和臨床經驗。

西醫和西藥雖然在全世界普及，但應對新冠的西
藥如輝瑞、默沙東等口服藥廣泛使用之前，中成藥
如連花清瘟等已經推廣使用，並且用實際證明應對
新冠切實有效。在這個過程中，浸會大學中醫藥學
院的許多學生積極參與，培養了學生們參與社會、
奉獻社會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相信隨中醫在香港
的重視和推廣，中西醫結合能夠將兩者的強項發揮

到最大。
許多中成藥在香港藥店都能買到，例如藿香正氣

水、益母草等，在日常生活中對一些小病小痛的作
用較明顯，但所謂 「是藥三分毒」，很多市民在食
用中藥時較盲目，好藥在一定情況下亦會有反作
用。希望中醫藥在香港的推廣得到加強，通過大眾
媒體等宣傳方式，更有效地向市民普及中醫藥知
識。

吳瑋博士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高級中醫師

香港商報舉辦 「香港中醫藥發展應用研討會」，
對我們的工作是一個有力的鞭策和推動。我們要繼
續努力，在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新的教學和臨床大
樓啟用之際，在香港中醫院即將建成之際，把各項
事業推向一個新高峰。

疫情近兩年來，我們的臨床患者人數不僅沒有減
少，反而是建院以來最多的時期。香港市民信任香港
大學中醫藥學院的醫德醫術，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和鞭
策。我們緊跟疫情發展形勢，及時推出預防、治療、
康復中藥湯包，貢獻全社會；組織實施視像會診；派
出多名教授、老師親臨牛頭角社區隔離檢疫設施會診
開方診療，使重症患者死亡率大大降低。

世界衛生組織官網日前發布《世界衛生組織中醫
藥救治新冠肺炎專家評估會報告》，肯定了中醫藥
救治新型冠狀病毒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鼓勵世衛
組織會員國在其衛生保健系統和監管框架內考慮使
用中醫藥治療新型冠狀病毒病的可能性。不久前，
中央政府發布了《推進中醫藥高質量融入共建 「一
帶一路」發展規劃(2021-2025 年)》，提出 「十四

五」時期，中國將與共建 「一帶一路」國家合作建
設30個高質量中醫藥海外中心。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在香港已經成立20餘年，為
香港社會培養了將近500位註冊中醫師。學生可以
在瑪麗醫院、港怡醫院、香港大學深圳醫院、2間直
屬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以及6間由香港大學與醫院
管理局及非政府機構三方協作的中醫診所暨臨床教
研中心進行臨床見習。這些臨床教研中心不但為學
院學生提供理想的臨床培訓，更為廣大市民提供優
質的臨床服務。

張學斌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教授

本報主辦香港中醫藥發展應用研討會

衛生署高級藥劑師羅諾文：
中醫藥深度參與抗疫

A7、A8版攝影記者 馮瀚文 崔俊良

黃巧雲表示，中醫業抗疫應用給市民打了強心針。 羅諾文表示，衛生署會積極推動中醫藥項目的發展。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中醫)黃巧
雲，衛生署高級藥劑師羅諾文，香港大學中醫學院高
級中醫師吳瑋博士，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
中醫臨床教授張學斌，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副會長林蓓
茵博士，國際藥膳食療學會會長侯平、顧問徐衛新、
副會長張慧婷，香港中藥學會評議會主席楊飛義，香
港中藥藥劑師協會副監事長周芝苡，神農傳統(香港商
標)有限公司創辦人黃鎮雄，香港加拿大楓葉龍多元文
化協會會長傅振輝、秘書長傅月雲，中華文化健康慈
善基金會主席袁劍鏢、理事麥富添，中國針灸手力治
療學院院長陳鏡華，敏捷貿易(香港)有限公司董事萬
大敏，中華愛心基金會副會長羅鈞，香港商報副總經
理徐文與副總編輯崔衛平等出席研討會。

中醫藥對長新冠有療效
黃巧雲致辭時指出，中醫藥源遠流長，傳統中醫藥

在香港一直廣為應用於防病治病，深受市民接受和支

持，亦是香港基層醫療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2020
年4月，醫管局推出 「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為
出院病人/完成隔離的新冠康復者提供免費中醫復康
門診診療，是當時唯一的政府資助的復康門診服務。
中醫師留意到中醫藥對於治療上呼吸道的咳嗽、咽喉
不適和氣喘等新冠康復後的相關病徵都具有一定的療
效。上述結果跟進了150位康復治療者，並與香港大
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合作，相關報告將
於下個季度刊載在國際文件裏，這是中醫研究的一個
成就。

黃巧雲提到，2021年初在新冠治療中心(亞博館)為
新冠住院病人提供遙距中醫診療服務，增加了對病
毒的了解，開展適應症的研究。第五波疫情確診人
數呈幾何級數上升，令人痛心的是很多老人確診。
疫情對長者、安老院舍的影響甚大，為支援安老院
舍應對疫情，醫管局特別在 2022 年 2 月統籌開展

「安老院舍中醫診療服務」，與大學及中醫藥業界
等社區中醫服務提供者攜手合作，為確診院友提供
免費遙距診症或外展診療服務，服務亦已進一步擴
展至中醫復康診療，讓長者在院舍內得到全面診療
服務。

黃巧雲表示相信，中央與香港市民可以看到中醫業
界的協力以及對抗疫、中醫的應用，給全港市民打了
強心針。

中醫藥迎巨大發展機遇
徐文致辭時指，舉辦這次研討會的目的，是為香港

中醫藥界搭建一個平台，讓大家共聚一堂，就如何弘
揚抗疫精神，更好發揮中醫藥優勢，鞏固香港抗疫成
果，大力推動中醫藥在香港的發展應用，推動香港與
內地的中醫藥交流合作，各抒己見，建言獻策。

徐文續說，自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中醫藥在

預防、救治及康復方面發揮了非常好的積極作用，令
到香港各界和市民對中醫藥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
解。特首林鄭月娥亦曾表示，希望醫療衛生部門為中
醫藥拆牆鬆綁，更好造福香港市民。

事實上，中醫藥是中華民族的瑰寶，也是世界人民
的財富。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國家積極為海外抗
疫貢獻中醫藥力量。世界衛生組織(WHO)官網上個月
發布的《世界衛生組織中醫藥救治新冠肺炎專家評估
會報告》，肯定了中醫藥救治新冠肺炎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鼓勵世衛組織會員國在其衛生保健系統和監管
框架內考慮使用中醫藥治療新冠的可能性。他相信，
中醫藥將很快迎來歷史罕見的發展機遇，尤其是這些
政策和舉措將為香港中醫藥界帶來廣闊的發展空間。
香港中醫藥界在市場化、產業化和國際化等方面擁有
很多優勢，對中醫藥的傳承創新發展和走向世界必能
發揮巨大的作用。

香港中醫藥發展應用研討會上，一眾嘉賓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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