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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中藥在香港有悠久的歷史，對香港各
個不同時期廣大市民的保健和防病治病

發揮過重要的作用。
早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中醫藥

曾是香港地區最主要的醫療手段和方法之一
，如現在的廣華醫院的前身曾是一間以中醫
中藥為主要醫療方式的醫療機構，可見中醫
藥在香港的應用源遠流長。但香港正規院校
式中醫高等教育的出現，卻只是上世紀九十
年代末的事。在香港回歸年，香港浸會大學
正式成立中醫藥學院，翌年招收第一屆中醫
本科學士學位學生，標誌着香港現代中醫高
等教育的開始，這與內地1956年已成立四所
正規中醫藥院校相比，足足晚了四十一年。

繼香港浸會大學之後，香港中文大學於
1998年和香港大學於2002年也相繼成立中醫
學院，培養中醫專業的高等教育人才。遵照
香港教育資助委員會（UGC）的學位配額，
現在三所中醫學院每年共招收大約75名中醫
本科學生。至2011年止，香港浸會大學、香
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分別有10屆、9屆和
5屆畢業生，共計約550人。這些畢業生需通
過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的醫師執業試，方
可獲得在香港的中醫行醫執照。據筆者的不
完全統計，全港三所院校的絕大多數中醫畢
業生均於畢業後一二年內成功通過執業試，
反映本地高等中醫教育已具相當高的水準。

必須成立中醫院
中醫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在學

期間學生須接受為期一年至一年半的臨床實
習，以培養他們的臨床診療知識和技能。由
於香港的高等中醫教育尚屬雛形，雖然各中
醫學院已開設一些數目不等的中醫診所，但

至今為止，香港尚未有一間正規的中醫醫院，未能為病人提供住
院治療服務，而一些危重及症狀複雜的病人也未能接受中醫治療
。在這種情況下，本港的中醫院校的學生的畢業實習只能在內地
的中醫藥大學包括廣州及上海中醫藥大學的附屬醫院進行。

眾所周知，香港和內地的醫療體制存在很大的差別，最主要
的是內地的醫療模式是中西醫結合而香港則是中西醫壁壘森嚴。
內地大醫院的中醫醫生可以開處西醫藥物，甚至中醫醫生做手術
也十分普遍；而香港的中醫師則不准運用一切西醫的醫療手段如
打針、開西藥，甚至開化驗單這一類檢查也屬禁止之列。本港的
學生在一個與自己本地的醫療模式與文化迥異的環境中進行畢業
實習，將不可避免碰到一些困難，如所學的中西醫結合的臨床知
識是否對他們將來在港行醫適用，能否學到傳統中醫的精髓等等
。這些都是由於本港現時還沒有完善的中醫院式的實習基地所造
成的困境。

不言而喻，建立本港第一所以中醫醫療為主導的中醫醫院將
是本港中醫高等教育新的里程碑，為培養符合本地醫療環境的高
等中醫人才提供一個理想的訓練平台。但是，環顧香港的醫療和
教育撥款現狀，要實現這一中醫界的訴求似乎是十分遙遠的夢想
，不容樂觀。相信除了中醫教育界和業界的不懈努力之外，政府
政策包括土地和人力資源方面的支持更是必不可少。

中醫須納公營醫療體系
具諷刺的是，中醫作為香港市民醫療保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

分，至今卻未能享用香港政府龐大的公共醫療資源。現今在醫管
局管理下的十多間中醫診所，政府只資助（subvented）約 20%，
沒有其他發展資源，例如建立專科等。故而香港的中醫師最後只
能以獨立開業應診為主。以一個剛畢業的中醫師和西醫醫生相比
，雖然大家都花了五年大學時間接受培訓，中醫師的月收入只是
西醫生的三分之一（平均每月HK$15,000）。

香港作為一個以經濟掛帥的社會，如此低微的入職工資，以
及工作職位被排除在公營醫療體制外，實難吸引到成績優異的高
中畢業生入讀中醫，長遠來講這將直接影響中醫行業的專業人才
素質。近來，醫管局正鬧醫生荒，但政府卻對中醫在基層醫療所
起的作用視而不見，絲毫沒有計劃將中醫藥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以紓緩公營醫療的壓力，確實令人費解和無奈。

香港中醫高等教育雖然只有短短十多年的歷史，但還是取得
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中醫高等教育欲有新的發展，困難重重，
除了有賴中醫院校的自強不息和業界的鼎力支持外，政府在醫療
政策方面對中醫藥行業的扶持也屬必不可少。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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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陳皮文化博物館在首屆中國新會陳皮文化節上正式對
外開放，這是內地首間陳皮文化博物館，通過展示實物

、圖片以及各種年份的陳皮，介紹新會陳皮的悠久歷史、文
化內涵和藥用價值。

「廣東三寶」陳皮、老薑、禾稈草，以新會陳皮為首，
更有 「百年陳皮勝黃金」的說法。2006 年被列入國家地理標
誌產品，2007 年獲批國家原產地證明商標，2009 年入選廣東
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然而作為著名傳統特產新會陳皮的
產地，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新會卻沒有一間展示其悠久文化
及實物風貌的場館。新會陳皮文化博物館的落成，為社會各
界了解新會陳皮歷史、陳皮文化提供了一個平台。

新會陳皮文化博物館首期投資300多萬元，該館分五大部
分，全方位展示新會陳皮的文化內涵和實用價值。其中，文
化展示區通過圖片和實物介紹新會陳皮文化的歷史。此外，
在食品加工區，遊客可以現場品嘗陳皮餅、陳皮茶等陳皮美
食；在產品展示和
體驗區則可以看到
各種年份的陳皮。

新會區副區長
鍾志傑表示，新會
陳皮文化博物館的
落成，對進一步提
升新會陳皮的品牌
魅力，弘揚新會陳
皮文化，推進新會
陳皮產業加快發展
具 有 里 程 碑 的 意
義。

新會陳皮博物館落成

▶內地首家陳皮文
化博物館正式迎客

本報記者黃寶儀攝

甫入博物館，首先映入眼簾的是
有三層樓13米高的中草藥液浸標本牆
。共有 600 種原產於嶺南地區的中草
藥植物標本，分15層。置身其中，猶
入水族館。在燈光映襯下晶瑩通透、
色彩斑斕。站在館內不同樓層、不同
角度觀賞中庭，會呈現出不一樣的視
覺美感，令人嘆為觀止。

博物館館長藍韶清表示，這麼高
的中草藥標本牆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次
。這些植物被浸泡在特殊液體內，仍
像剛採摘時一般翠綠，並且會 「青春
常駐」。據悉，由廣州中醫藥大學師
生們製作這些標本，他們的足跡遍及
嶺南各地，且必須現場採摘，現場製
作。

中草藥種植園區
面積達 5.5 萬平方米，栽種中草

藥2200多種，以解表、清熱、瀉下、
活血化瘀等功效劃分區域，遊客在園
區內輕鬆漫步便可認識鮮活的中草
藥。

嶺南名醫壁
長達 100 米的紅砂岩浮雕，以嶺

南文化和嶺南醫藥特色為背景，展現
晉代以來在嶺南醫學史最具影響力的
10位醫家風貌及其學術成就。

廣東中醫藥博物館建築面積 1.42
萬平方米，室內展廳8000餘平方米，
室外中草藥種植園區 55000 平方米，
是華南地區最大的中醫藥博物館。館
藏醫史文物5000多件，中藥標本2400
多種 1 萬多瓶（份），室外藥圃栽種中
草藥2200多種。

龍門石窟的 「藥方洞」曾雕刻記
錄藥方 200 多首，廣中醫館收藏的是
洞壁碑刻的兩塊明代拓片。拓片記錄
了迄今已知世界最早的導尿術： 「療
小便不通，可以葱葉小頭去尖，納入
孔中，口吹令通……」據悉解，這種
「葱管導尿術」的原理和方法，與現

在醫院裡通用的導尿術如出一轍。
此外，還獨家館藏的精品文物有

清代王晉《名醫葉天士遺像》、現存
最早刻有 「疾」字字樣的甲骨片、清

代十二時辰藥瓶與十二生肖藥瓶等；
珍稀中藥標本有特大野生人參浸製標
本、鹿茸標本、百年油桂……

坐落於風景秀麗的廣州大學城東
隅的廣東中醫藥博物館，是廣東建設
「中醫藥強省」的重要文化項目。

2009年，在廣東省政府專項資金支持
下，廣東中醫藥博物館正式啟動展陳
設計與建設工程，至2011年工程順利
竣工。

工程對原有博物館大樓進行了整
體結構改造，重建了博物館大門，營
造了以嶺南中草藥液浸標本為核心元
素的博物館中庭和觀光樓層，貫通上
下三個樓層，對原有的醫史展、中藥
標本展也進行了徹底的改造，重新設
計、建設展館，將原先未能展出的大
量館藏珍品陳列布展。除此之外，新
館還建設了貴賓室、臨展區，以及杏
林講堂多媒體教學會議廳等一系列科
普教學設施和導覽服務設施，並對原
有空調、消防等基礎設施進行了整體
的改造。如今，一個全新的、具有嶺
南特色的、帶着現代氣息的傳統醫藥
博物館已化蛹成蝶，正以煥然一新的
風貌展現在世人面前。

華南最大中醫藥博物館開館
13米高中草藥液浸標本牆成「世界之最」

廣東中醫藥博物館日前舉行了盛大的新館開館剪綵儀式，成為華南地區最大的中醫藥博物館。
館內設有嶺南中草藥浸製標本展區，貫穿3個樓層的中庭展覽，展出以嶺南中草藥為主的600瓶藥
用植物嘆為觀止。該博物館館長藍韶清表示，13米高的中草藥液浸標本牆，成 「世界之最」 。

在中藥館，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特大野生人參活體標本，
成為 「鎮館之寶」。標本呈人字形，側根多條，鬚根細長，清
晰不亂。有關專家估計有50餘年參齡。據悉，這個標本是國
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在任廣東省委書記時轉贈給廣州中醫藥大學
的。送到學校後，人參在離土環境下繼續生長，並長出小葉和
花序。後經科研人員用浸製技術保存新鮮原樣，現在，能夠同
時觀賞到野參標本的花、葉、參體。

鎮館之寶：特大野生人參

台北山藥季登場
地道「懷山」益肺腎

台北陽明山山藥季日前登場，士林區農會已於11月下旬推出陽
明山 「山藥田園樂活遊」行程，此外還舉辦「山藥音樂饗宴」

等活動。
山藥季活動現場備有山藥商品、山藥創意料理展示，以及免

費山藥輕食試吃活動，更有 「養生山藥咖喱雞調理包」、 「樂活
山藥桌曆」等贈品。

為了讓民眾享受新鮮美味的陽明山山藥，在社子台北花卉村
舉辦 「山藥音樂饗宴」，提供創意多變12道山藥美食料理。

中國多個省都產山藥，其中以河南懷川（今焦作一帶）產的
質量最好，稱 「懷山藥」，是地道藥材，有 「懷參」之譽。

中醫認為，山藥性平味甘，入肺、脾、腎經，能夠健脾、補
肺、固腎、益精，尤以健脾胃、補肝腎為最佳。《神農本草經》
記載，山藥 「補虛，除寒濕邪氣，補中益氣力，長肌肉，久服耳
目聰明」。李時珍將山藥的功用概括為五個方面：益腎氣、健脾
胃、止瀉利、化痰涎、潤皮毛。

若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可取山藥、白朮各 30 克，人參 1 克
，共為細末，煮白麵糊為丸，如小豆大，每次服 30 丸，每日 2-3
次，有良效。若患慢性腹瀉，可取山藥60克煮熟，佐烤焦的饅頭
片食之，一日三次。

另外，用山藥50克，碾成粉放入碗內，加甘蔗汁和勻，隔碗
燉熟食之，可治療慢性氣管炎的咳嗽氣喘。

糖尿病患者平時可用山藥煮食，長期食用，有
利於降低血糖，可作為糖尿病的輔助療法。

山藥補而不滯，不熱不躁，既補脾氣，又益胃
陰，秉性平和。許多中成藥如六味地黃丸、金匱腎
氣丸、薯蕷丸等，皆重用山藥。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 2011 巴西國際針灸
學術研討會日前召開，旨在加強針灸醫學的
國際交流與合作，提高針灸業者的技術水平
，推動針灸在包括巴西、南美在內的全球傳
播與發展。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于文明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主席鄧良月出席，來
自世界各國的980名代表參加。

世界針聯成立 24 年來推動針灸在世界傳

播和發展，成果豐碩。其通過開展針灸培訓
班、針灸國際考試提高了人們對針灸價值的
認識和從業人員的專業水平；開展學術交流
，提高了針灸執業者水平，擴大針灸影響力
。通過制訂針灸國際標準，推動針灸的安全
性，促進針灸在各國的立法，並使其進入醫
療衛生保障體系。

巴西國際針灸研討會召開

近日由衛生部組織開展的 2011 年國家臨
床重點專科建設項目評估中，河北省中醫院脾
胃病科被評為中醫脾胃病專業國家重點臨床專
科。

該院脾胃病科是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學
科、重點專科，是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十一五
」重點研究室──慢性胃炎濁毒證研究室和河
北省中醫藥管理局慢性肝病濁毒證重點研究室
、慢性結腸炎濁毒證重點研究室及河北省科技
廳濁毒證重點實驗室的建設單位。多年來，該

科對慢性萎縮性胃炎、腸上皮化生、異型增生
、慢性肝病、肝硬化、消化性潰瘍、慢性結腸
炎等疑難病症進行了長期臨床探索與研究，創
造性地提出 「濁毒」理論，確立了以 「化濁解
毒」為主的四步療法，打破了 「胃癌前病變不
可逆轉」理論的束縛，為中醫藥治療慢性萎縮
性胃炎癌前病變開拓了一條嶄新的思路。至今
該科承擔國家和省重大科研課題 30 項，獲省
、部級科研獎項56項，發表學術論文260篇。

脾胃病科成國家重點臨床專科

衛生部副部長、國家中醫藥局局長王國強會見
來訪的馬來西亞衛生部部長廖中萊一行，簽署《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關於傳統醫學領
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並商討在馬來西亞建立傳
統醫學卓越中心事宜。

根據協議，兩國將在傳統醫學研究開發和創新
、傳統醫學體系的教學與實踐、傳統醫學從業人員
鑒定認證合作及人才培訓與交流等方面進行合作。

王國強建議，兩國在政府層面建立工作機制，
分領域、分項目具體研究協議的落實方案；通過外
交途徑，對建立傳統醫學卓越中心項目進行深入的
可行性論證，使其更完善、更具體，成為傳統醫學
在東盟的示範中心。

中馬開展傳統醫學合作 鮮藥的臨床療效確切，部分
鮮藥研究正轉向治療癌症等疑
難疾病。這是中國癌症基金會
鮮藥學術委員會第三屆委員大
會上獲得的信息。

會議匯報了近年來抗癌鮮藥
的科研進展工作。但同時也指出
，鮮藥使用量呈下降趨勢。與
「前店後廠」時期的供不應求相

比，目前鮮藥的臨床使用量並不
大。新鮮的入藥植物需要單獨種
植和後期常溫條件保濕，成本核
算成為其劣勢，這是鮮藥使用量
下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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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館之寶鎮館之寶」」 的特大野的特大野
生人參活體標本生人參活體標本

本報攝本報攝

1313 米高的中草藥液浸標本米高的中草藥液浸標本
牆，成牆，成「「世界之最世界之最」」 本報攝本報攝

▲華南地區最大的中醫藥博物館
本報攝

▲中醫街吸引眼球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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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名方 「六味地黃丸」 的組方也包括山藥

包括廣州中醫藥大學等 8 所內地中醫藥高校，
近日收到教育部通知，成為內地63所對港免

試招生的高校。其他7所中醫藥高校分別為：北京
中醫藥大學、天津中醫藥大學、南京中醫藥大學、
浙江中醫藥大學、福建中醫藥大學、湖北中醫藥大
學和成都中醫藥大學。

據悉，教育部在通知中指出，自 2012 年起試
行對香港學生豁免內地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
、港澳地區及台灣省學生考試（即聯招考試），內

地部分高校可依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擇優錄取
香港學生。

8所對港生免試的內地中醫藥高校，均為全國
重點及著名中醫藥大學，並且亦在香港中醫執業資
格試認可的院校名單之列。也就是說，在上述院校
舉辦的不少於5年全日制本科學位課程畢業的學生
，具備參加香港中醫執業資格試的條件。

明年本地將有 108000 名新舊制中學生同時畢
業，但本港政府資助學位課程僅3萬個，升學壓力

大。香港教育局日前公布內地明年免試招收港生的
安排，免試招生的內地院校，將由現時北大、清華
、復旦、華僑大學及暨南大學五所，增至 63 所，
其中鄰近本港的廣東省最多，共 17 所院校參與。
內地中醫藥課程是港生選讀的熱門課程之一，是次
有8所中醫藥大學加入免試招港生的行列，是有意
進修中醫藥學港生的好消息。

□本報記者 蔡淑芬

八中醫藥高校免試招港生
均為重點名校 獲香港中醫執業資格試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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