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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八日電】香港貴聯集團董事局主席蔡得日前在
廣州向廣東省中醫院捐贈1000萬港幣，旨在於培養中醫學人才，廣東省中醫
院醫學人才培養基金亦在此間宣告啟動。廣東省中醫院常務副院長陳達燦表示
，基金的成立為培養現代化中醫藥人才打下基礎，為全省的中醫藥事業發展和
醫學進步注入新的活力。

蔡得最近的一次患病之後，經廣東省中醫院精心的治療調護，病情得到了
有效的好轉並迅速得到了康復。蔡得表示，住院期間，獲悉醫院正需培養中醫
人才，於是向醫院捐贈千萬港幣。此舉是拋磚引玉，希望更多熱心人士亦支持
中醫人才發展，培養更多的醫學人才，讓更多的人受益。

展開 「育人工程」 和 「名醫工程」
對於蔡得的善舉，陳達燦表示稱讚。他說，非常感謝蔡得對中醫藥人才培

養的一片拳拳之心，感謝他對該院的慷慨捐贈，使廣東省中醫院醫學人才培養
基金得以順利啟動。

陳達燦表示，廣東省中醫院始建於1933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中醫
院之一，有 「南粵杏林第一家」的美譽。多年來，把醫院建設成為精英匯聚的
窪地、名醫輩出的搖籃，這一直是醫院孜孜以求的目標。醫院為此花大力氣推
動中醫藥人才的培養。遵循中醫藥人才成長的規律，實施了 「育人工程」和
「名醫工程」，致力於培養名家大師，探索形成了以全國名老中醫為龍頭的集

體帶、帶集體的新型師承模式，同時，區別不同的培養對象，實施了包括朝陽
計劃、青年拔尖人才計劃、名師帶徒、西學中等一系列的人才培養計劃，從各
方面、多層次培養人才。

除了培養大量的中醫藥人才，該院還特別注重高水平的現代技術人才和中
西醫結合人才的培養，並始終以開放的姿態看待現代醫學的發展並為我所用。
院方經常派遣院內的專家到國外交流與學習，同時也從國外引進一些知名專家
加盟該院。經過多年的努力，醫院擁有一批像鄧鐵濤教授那樣的國醫大師，在
多個領域匯聚了全國乃至世界一流的醫學專家。一大批全國一流的、優秀的中
青年專家脫穎而出。

陳達燦認為，近年來，醫院的人才培養工作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在這樣
一個時期，廣東省中醫
院醫學人才培養基金的
成立，將為我院的人才
培養提供了新的機遇，
為培養現代化中醫藥人
才打下基礎，為全省的
中醫藥事業發展和醫學
進步注入新的活力。

香港基本法第 138 條給予香港特區政府自行制定發展中西
醫藥和促進醫療衛生服務的政策，及首任行政長官於

1997 年施政報告提出發展香港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後，香港
曾經出現了 「中藥港」熱。來自不同地方的商企有意發展中醫
中藥業，並向政府進言獻計，願意承擔實現 「中藥港」的夢想
；很多中藥商的第二代原本不願意接班繼續生產中藥的企業也
「後繼有人」，內部接班或是易手一時成為佳話；更有中學高

考生持五個 「A」的成績報讀香港浸會大學的中醫藥課程。當
時在一個中醫藥往日本考察漢方藥的旅程中，一批具有共同理
念要把中醫藥發揚光大的科研界、中藥業界人士，立志成立組
織，推動中醫藥現代化、專業化和國際化。經過籌備，現代化
中醫藥中際協會於2000年5月正式成立。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成立兩年後的 2002 年，首屆國際
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在獲得創新科技署作
為主要贊助下，正式拉開了序幕。當年時任創新科技署署長何
宣威對大會活動大力支持並把 「雲集各界翹楚，促進中藥發展
」賀辭送給我們。

就算 2003 年香港面對 「沙士」時，我們和香港貿易發展
局還是非常執著如期舉辦ICMCM 「中藥講」和 「中藥展」，
更邀請到曾來香港醫院協助對抗 「沙士」的廣東省中醫院林琳
教授，向來自世界各地的與會者講解中醫藥如何對抗 「沙士」
病毒。

ICMCM舉辦十年，單是雲集各界翹楚，包括政府、業界
、專家的講者就達 260 多位，他們來自世界 25 個國家和地區
，吸引超過千名的聽眾。同時，也已有超過來自32個國家和
地區的 1400 家展商前來參展，吸引了 6 萬多名專業買家和接
近百萬的本地人士。

ICMCM大型中醫藥博覽八月舉行
本年度的ICMCM更邀請了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和中國

科學院院士、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主講中醫藥研究的循證
醫學途徑，同時，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李大寧會與大會分
享國家 「十二五」規劃下的中醫中藥發展戰略。

今年是ICMCM的十周年（八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在會展舉
行），大會特設一個國際總裁論壇，已邀請了內地天士力的閻
希軍、康美的許冬瑾；日本第二大漢方 「藥諧制藥」大窿敏樹
；加拿大 Afexa Life sciences 的單婕；和台灣地區順天堂的
沈重光，討論中醫中藥的現代化、國際化策略。還記得一位黑
龍江的中藥參展商告知本人，他們的收穫很大，單是了解到國
際市場對品牌、聲稱和包裝的需求，已經可以避免他們企業在
定位時出錯，單是這個無形的收穫，已值幾百萬元。這幾年加
拿大和日本每年都組團到來 「中藥展」，他們都想認識更多同
行，特別是來自內地和東南亞的企業以促進業務拓展。雖然面

對中成藥註冊條例的壓力，今年的展位也一早沽清，將會有一百多家企業展出產
品。普羅市民在參觀展位時，也可以到 「中醫藥保健公開論壇」聆聽講座，收穫
如何選擇優質藥材、應時湯水和簡單養生知識。

今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正式委派轄下之 「科技開發交流中心」成為大會的
協辦單位，也將首次挑選一批優秀的內地中醫中藥研究生來港出席同期舉辦的
「國際研究生中醫藥研討會」，與來自新加坡和本地的研究生交流研究心得，這

個為了表揚、激勵中醫中藥人才的平台，長遠也將為我們的中醫中藥儲蓄更多軟
實力，有助於早日實現中醫中藥走向國際市場的願望。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會長 楊國晉

中科院昆明動物所對外發布，該院關於抗菌肽用於痤瘡治療研究取得新進
展，科研人員發現金環蛇來源的抗菌肽對痤瘡具有顯著的治療作用。

中國科學家採以毒攻毒方法

從金環蛇提抗菌肽治青春痘

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
，一段時期以來，一些假冒偽劣的所謂 「醫生」 「專家」通過他們的
各種渠道出書、講道，傳播一些不科學的養生內容，誤導公眾。目前
各地已停止發行此類圖書104種，撤銷養生保健類選題69種。

柳斌傑表示，這個問題出現後，新聞出版總署立即採取措施，在
2010年10月下發《關於加強養生保健類出版物管理的通知》，要求
各出版單位主管部門組織開展養生保健類出版物的專項檢查，實施養
生保健類出版物出版資質准入制度。隨後，新聞出版總署出版產品品
質監督檢測中心檢查了50種養生保健類暢銷圖書。從檢查結果看，
有26種圖書編校品質合格，24種圖書編校品質不合格。

柳斌傑說，各地出版單位主管部門此前已依照通知要求，處理了
檢查中發現的不合格圖書，停止發行此類圖書104種，撤銷養生保健
類選題69種。各級出版行政管理部門和出版單位主管部門正在進一
步加強對出版單位養生保健類出版資質的管理，督促出版單位嚴格選
題論證制度，對作者的學科背景、編輯人員的專業水準、各種數據嚴
格把關。

重慶江津醫院強化中醫作用
重慶市江津區中醫院健康管理中心把中醫體質辨識和 「治未病」引

入普通人群的常規健康體檢工作中，強化了中醫在健康管理中的特色作
用。

醫院在體檢套餐中加入中醫體檢辨識科目，在進入常規健康體檢程
序之前協助指導被體檢者填寫《江津區中醫院中醫體質辨識調查問卷》
。組織醫院有知名度的中醫專家輪流進入健康管理中心坐診，結合調查
問卷對被體檢者進行中醫 「望、聞、問、切」等必要檢查，做出中醫診
斷，開出中醫調養或治療處方。檢後電話回訪，針對被檢者調查問卷情
況、中醫診斷及服中藥調理或治療情況進行認真回訪記錄，把問題及時
反饋給相關中醫專家進行個案處理。

港駐柏林經貿辦中醫藥論壇
香港駐柏林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柏林經貿辦）處長黃繼兒德國時間

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在德國克茨廷的第一屆中歐中醫藥合作與發
展論壇（論壇）上發表有關香港中醫藥發展的簡報。由世界中醫藥學會
聯合會舉辦，論壇在德國首間中醫藥診所，北京中醫藥大學德國克茨廷
醫院的二十周年院慶期間舉行。

在論壇發表簡報時，黃繼兒說： 「中藥在香港已經沿用多年。目前
，香港約有百分之二十的醫療諮詢服務是由中醫師提供。」

黃繼兒補充： 「就中醫和中藥產品的發展，香港特別行政區衛生署
於二○○一年推行的 『香港中藥材標準』項目是為在香港常用的中草藥
提供安全和質量的參考標準。特區政府現正加強對香港常用中草藥標準
的制定，旨在把覆蓋面從目前的六十種中草藥擴大至於二○一二年的約
二百種。」

黃繼兒說： 「香港積極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有關草藥國際監管合作的
會議，自二○○九年以來已經舉辦了三個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藥國際分
類會議，並於二○一○年主持西太平洋地區有關傳統醫藥的專家會議。
除了設立中醫藥研究經費外，政府還會跟管委會探討並鼓勵更多來自中
國內地和其他國家的中醫專家來香港工作和交流的可能性。」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電】7月14日是初伏首日，也是 「三伏天灸」
的良辰吉日，在廣州各大醫院排隊貼藥，火爆異常，僅在廣州中醫藥大學
第一附屬醫院前來貼藥市民達二萬五千人。在貼藥市民中，中青年白領明
顯增多，成為 「天灸」 主力軍。

今年三伏天灸又開始了，有一些醫院推出名目繁多的加強灸，並且標
榜數十種適應症，真成了能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市民不禁心生疑惑。專家
建議，天灸治療需要行業規範，不要誤導市民。

過去，只在幾間大型中醫院開展的天灸治療，現在已經是遍地開花，
包括大小西醫院、私人診所、社區醫院、療養院等都不甘其後。治療時間
也是眼花繚亂，三伏天灸衍生出三個加強灸，從以往的3次，突變成5次
、6次，讓市民心生疑慮，無所適從。

貼藥並非越多越好
「不是貼得越多越好，」 中醫冬病夏治專業委員會副主委莊禮興表示

。他說，專業上並沒有 「加強貼」 的說法，有的在三伏天一前一後再加一
貼，多出的這些 「加強貼」 ，不在最熱的三伏天時間，療效和平日敷貼療
法相近，準確叫做 「穴位敷貼」 ，而不是 「三伏貼」 。正常來說，三伏天
灸就在初伏、中伏、末伏共貼三次，推出四次是考慮到初伏沒來得及貼，
第四次作為遺漏的補貼，不漏貼的話三伏天貼三次就夠了。

莊禮興表示，天灸治療效果與藥膏的成分、貼藥穴位有密切關係。該
院藥膏配方獨特，所用藥物均是經過臨床反覆實踐並經過精心選取的道地
藥材。操作規範，要將藥物放入沙鍋粗炒，研成粉，用時以薑汁調成膏狀
，做成約1cm×1cm大小的方塊狀藥餅，在其中央挖一小孔加入適量名貴
藥材作為藥引，不是隨便找幾個穴位貼些藥就行。此外，藥膏是用辛溫芳
香走竄的藥物製作，容易揮發，藥膏配好後要馬上使用，不宜存放太久或
放入冰箱儲存，否則會影響藥效。

莊禮興認為，三伏天貼天灸能冬病夏治的原因是庚日與中醫的肺、大
腸有關，肺與肺系疾病（呼吸系統疾病）相關，大腸與脾胃系統（消化系
統疾病）相關。天灸治療並非能治百病，對支氣管哮喘、支氣管炎、過敏
性鼻炎、各種慢性咳嗽、體虛易感冒等呼吸系統疾病效果明顯，對於常見
的慢性胃腸炎，潰瘍病，慢性腹泄，風濕與類風濕性關節炎，強直性脊柱
炎，虛寒頭痛、頸肩腰腿痛，痛經、產後頭痛等寒症婦科病患者等，也有
一定療效。

據悉，三伏天灸的 「三伏」 是指初伏、中伏、末伏三個庚日，以中國
農曆24節氣中的 「夏至」 後的第三個庚日為初伏，第四個庚日為中伏，
「立秋」 後第一個庚日為末伏。三伏天是全年中天氣最熱，氣溫最高，陽
氣最盛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人體腠理疏鬆，經絡氣血流通，有利於藥物
的滲透與吸收，是溫煦肺經陽氣，驅散內伏寒邪的最佳時機，因此在這時
候貼天灸，效果大於平日貼。

中醫人才培養基金啟動
港商蔡得捐贈千萬港幣

▶圖為蔡得（右）
向廣東省中醫院捐
款（左為呂玉波院
長接受捐款）

天灸天灸貼藥火爆貼藥火爆
專家籲需行業規範

養生保健類圖書104種停發

「青春痘」俗名也叫粉刺、暗瘡，醫學上統稱為痤瘡，是一種常見的毛
囊皮脂腺炎症性皮膚病，多發於面部，主要是由於皮脂分泌過多，感染厭氧
性丙酸桿菌所致。目前，市場上對青春痘的治療，可謂種類繁多，然而醫學
研究發現，由於抗生素的不恰當使用，導致了大量的對傳統抗生素耐藥
的痤瘡丙酸桿菌的出現，因而急需可以對抗耐藥性痤瘡丙酸桿菌的新型
抗菌藥物。

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帶領的課題組圍繞抗菌肽的識別、發掘以及
開發利用作了大量的工作，並建立中國抗菌肽分子資源庫。最近，科研人員
發現金環蛇來源的抗菌肽對痤瘡丙酸桿菌具有顯著的抗菌活性。他們利用小
鼠構建了痤瘡動物模型，研究了金環蛇來源的抗菌肽的體內抗痤瘡效果。結
果表明，該抗菌肽具有良好的體內痤瘡治療作用，作用機制研究表明該抗菌
肽通過抑制發炎因子的分泌和超氧陰離子的產生，從而抑制痤瘡丙酸桿菌。

該課題組負責人賴仞研究員表示，抗菌肽作為新型抗感染候選藥物近年
來受到密切關注。抗菌肽具有不易導致微生物耐藥、殺菌時間快、不誘發微
生物產生內毒素且可以中和內毒素因而不導致膿毒癥的產生等優點。 「今次
的研究結果為此類抗菌肽的進一步開發利用打下了重要基礎。」

中醫藥學院於七月十九及二十五日分別舉行兩場生活體驗營，合
共超過一百一十位中四至中六學生參加。體驗營藉着模擬課堂、模擬
實驗及各項遊戲活動，加深參加者對中醫中藥的了解，並讓參加者有
機會實地體驗在浸大當中醫或
中藥學生的樂趣。

生活體驗營的活動包括中
醫基礎理論及中藥模擬課堂，
以及針灸、骨傷、中藥飲片、
中草藥、中藥化學及生理學模
擬實驗。中醫中藥校友亦分享
了學習生活的趣事及就業情況
，讓參加者體驗大學生活並了
解現代中醫中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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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金環蛇中提取的抗菌肽對痤瘡治療有良效

▶ ▼ 每 年 一 度 的
ICMCM 中醫藥盛會
吸引國內外業界踴
躍參與

日前，在 「2011中藥歐盟註冊高層應對研討會」上，衛生部副部長、國
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王國強說，《歐盟傳統草藥註冊指令》的實施，對於中國
中藥行業來說，是一次挑戰，更是一次難得的推進中藥國際化的機遇。

為規範草藥產品市場，確保傳統草藥在歐盟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促進
草藥在歐盟各國的流通，歐盟於2004年公布了《歐盟傳統草藥註冊指令》，
規定了 「簡易註冊」程序，並為當時正在歐盟使用的草藥設定了7年的銷售過
渡期。

王國強說，到今年4月30日，過渡期已滿。由於目前中國中成藥產品尚
無一例成功註冊，所以短期內中成藥將不能繼續在歐盟銷售，而出口份額較大
的飲片和提取物仍可以食品或食品補充劑形式銷售。2010年，中國中藥對歐
出口額為2.5億美元，其中中成藥佔4%，約為1000萬美元。

「這是一次挑戰，更是一次難得的機遇。」王國強說， 「與《歐共體人用
藥品註冊指令》的要求相比， 『簡易註冊』程序大大提高了中成藥以藥品形式
進行註冊銷售的可能性，客觀上為中藥產品以藥品形式進入歐盟市場提供了契
機。」此前，中成藥也是以食品或食品補充劑的形式在歐洲市場銷售。

零的突破 起示範作用
王國強介紹說，近年，中醫藥的整體觀、系統論、辯證論治、 「治未病」

等核心思想，正逐步得到國內和國際社會的認可和接受。目前，中醫藥已傳播
到世界上160多個國家和地區，2010年中藥出口總額達19.44億美元。

「中藥產品如在歐盟註冊成功，將會對在其他國家進行註冊起到示範作用
，對於推動中醫藥走向世界具有重大意義。」王國強說。目前，蘭州佛慈製藥
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濃縮當歸丸歐盟傳統草藥簡化註冊申請材料，已正式提交
瑞典國家藥品管理局並獲受理，這是中國中成藥第一次在歐盟申請藥品註冊，
有望實現中國中藥在歐盟註冊零的突破。

就如何應對中藥歐盟註冊問題，王國強認為，中藥企業，尤其是有實力的
企業，要把握這次機遇，深入研究歐盟藥政管理及其相關規則，培養相應的人
才隊伍，積極探索有效模式，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中藥產品在歐盟註冊。同
時，中藥企業也要利用這次「倒逼」之機，加強自身建設，不斷提高產品的安全
性、療效和品質，並加大科技投入，推進科技創新，真正做到 「以內促外，以
外強內」。

王國強：
中藥歐盟註冊是挑戰更是機遇

新華社記者 朱國亮

浸大辦中醫藥學生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