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管局2018年成立大數據分析平台（HADCL），該局總行政經理
（醫療信息）彭育華醫生表示，數據是將醫管局40幾間醫院、70幾個
門診及40多個專科門診的臨床數據，同步傳送至醫管局臨床管理系統
（CMS），再傳送至數據實驗室，涵蓋醫院及診所就診紀錄、臨床診
斷、藥物、放射檢查結果及影像等，數據質素好，可追溯25年疾病變
化，由於各醫院用同一CMS系統，數據標準化，容量達280TB，並已
去名化，不能識別個別病人。

彭育華指出，實驗室在2019年12月成立，支援院校進行生物科技
研究、醫療數據分析，協助科技探索及創新，同時提升醫管局臨床服
務；至今已為28個協作項目，超過220名研究人員提供19TB數據量。

兩研究成果於公院應用
醫管局高級系統經理李璧堅表示，實驗室每年新

增2.3億條數據，今年會加進2018年數據，
明年加進2019年數據，並按協作項目需要
添加新數據。兩份研究會應用在公立醫院，
港大髖關節研究可協助醫生抽出可能誤判髖
關節裂紋的X光片再作覆檢，中文大學研究
透過電腦掃描檢查找出腦出血問題。

自助數據平台提供2007年及2017年的
1.5億條病歷數據，等於資料庫總量3%。彭
育華說，一般研究需數百或數千人資料，20
萬人資料足夠科研人員做小規模研究，或了解
數據後擬定深度協作項目。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黃
錦輝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醫管局數據
庫數據量多，累積時間長，疾病發展過程對研
究分析幫助大，醫管局未必懂數據研究，與大
學合作可做更多科研工作。

黃錦輝說，醫管局可把關選藥廠助研發藥物，
因藥廠水平不足會影響製藥質素，政府應吸引投資
者，撮合醫管局與藥廠。他認為數據使用代號或避
免個人化，如男、女及年齡組別劃分特徵可解決私
隱問題。

彭育華表示，外國常有私人公司藥廠與大學合
作，藥廠可與八大
院校合作申請協作
計劃，提交研究建
議書，申請使用臨
床數據。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醫療信息）彭育華醫生（右）及高級系統經理李璧堅
（左）介紹醫管局數據實驗室。 大公報記者梁淑貞攝

▲《大公報》早前專訪醫管局主席
范鴻齡，提到數據庫可協助香港在
大灣區打造製藥業或科研中心，研
究針對華人罕有病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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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萬公院病人數據 助八大學科研
醫院管理局的數據實驗室存有公

立醫院25年的病人臨床病歷紀錄，共
50億條病歷數據，兩年前開放予八
間資助大專院校科研人員進行協作
項目，五份研究結果已在國際發表，

髖關節骨折研究及腦出血電腦掃描研
究將於明年第二季應用於公立醫院。為進

一步開放數據，醫管局去年設自助數據平台，開放
兩年涉及20萬病人的數據，讓院校自助使用，今年
增遙距連接服務，校園電腦可看到資料庫資料。數
據已 「去名化」 ，不涉病人私隱問題。

醫管局主席范鴻齡早前接受《大公報》專訪時
提出，可利用數據庫協助香港在大灣區打造製藥業
或科研中心，研究針對華人罕有病藥物，專家認為
這建議可行，歡迎醫管局開放數據與大學合作，相
信可做更多科研工作。

醫管局去名化處理 保障私隱

大公報記者 梁淑貞、邵 穎

何謂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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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出現的
「大數據」 一詞，看

似高深複雜，香港中
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指出，
大數據其實是因為互聯網誕生而出現
「海量數據」 ，透過數據搜集、整

理、統計及數學程式等，分析結果可
廣泛應用於醫療、物流、金融等領
域。

黃錦輝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通

過分析患者的大數據，例如行蹤及住
處，可得出哪些地區危險，達到規避
風險的目的。他又舉例，投資者可分
析市場的數據變動，得出投資動向。

在國際間貿易方面，大數據可用
於評估某國財政現狀，進而決定加減
貿易往來，極大程度避免損失。在交
通領域，通過大數據分析實時路況，
可得出最快捷的路線，實現優化方
案。

黃錦輝表示，不同地區在互聯網
發展方面有不同的出發點，於美國是
「商業」 ，保護商人的利益，以推動

經濟為目標；於歐洲是 「市民」 ，維
護市民的權利；而在中國， 「安全」
是根本出發點。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
中國家，仍有很多的不確定因素，任
何機構一旦掌握了過量的數據，都有
面臨被外國操縱數據的風險，進而影
響到整個國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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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醫管局的數據
實驗室於今年1月遷至九龍灣國
際展貿中心七樓，保安森嚴。
2000平方呎的實驗室放有數十
台電腦，有三間會議室，可容納
50名科研人員查閱資料或開
會。

醫管局高級系統經理李璧堅
接受訪問時，示範如何使用人臉
識別保安系統開鎖才能進入實驗
室。他說，這裏有閉路電視及當
值保安人員，每部電腦獨立運
作，防止黑客偷取數據。

參與協作研究的科研人員到
實驗室，需由職員協助提取數
據。醫管局去年推出自助數據平
台，科研人員須填寫申請表及提
交身份證明，但不必提交研究建
議書，最多可到訪五天自助看數
據，但不可拍攝電腦屏幕。

職員又強調，資料已去識別
化，例如輸入藝人張國榮出生或
去世資料，並不能查到相關病歷
或診症資料。

數據實驗室至今收到75份
使用申請，已有44份完成，首
年免費。今年中大、港大及科大
申請遙距連接實驗室，需在校園
電腦室安裝閉路電視及有人監
管，防資料被盜用。

▲數據實驗室保安森嚴，要經人
臉識別保安系統確認，才可進
入。 大公報記者梁淑貞攝

積極考慮為兒童接種民主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
——民主與民生系列評論之一

龍眠山

九月份開始，幼兒中心、幼稚
園、小學一再爆發流感，近日氣溫驟
降，患流感兒童明顯增加。這凸顯了
一個嚴峻的現實：12歲以下兒童暫時
未納入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又面對流
感夾擊，是疫情大流行下最脆弱、最
需要保護的一群人。

相較去年，今年兒童患流感數字
明顯上升，原因不難理解：一是特區
政府不斷放寬限聚令，人群接觸增
加；二是學校復課，兒童上學雖戴口
罩，但由於天性活潑好動，易被朋輩
感染，往往是出現一個流感個案後，
就有一群人中招。

12歲以上學童已被納入新冠疫苗
接種計劃，但對更加年幼兒童是否應
該接種尚有一些爭議。但全球各地的
試驗顯示，目前正在使用的新冠疫苗
對兒童是安全的；我國內地以及智
利、古巴等國家先走一步，月前已開
始為12歲以下兒童接種，沒有出現令
人擔心的副作用；美國疾控部門下月
初開會，普遍相信會批准對5至12歲

兒童的緊急接種。
特區政府抗疫顧問昨日指出，有

關兒童接種復必泰疫苗的藥廠三期試
驗已完成，結果顯示對變種病毒的有
效率很高，也很安全，有關委員會將
一併審視復必泰及科興疫苗的研究成
果，預期1至2個月後，5至12歲兒童
有機會接種。

考慮到兒童本身的特點，接種劑
量將減少，也會使用較小的針頭。當
然，兒童是否接種以及接種哪一款疫
苗，應由父母或監護人決定。

專家亦指出，接種新冠疫苗將成
為常態，目前香港正推動補打第三
針，未來或需要每隔一年至兩年就補
打一次加強針。世衞組織早前更新指
引，新冠及流感疫苗可同時接種，
「一針打右邊，一針打左邊」 ，相信

兒童接種也會照此辦理。
其實小朋友自出生就接種各種疫

苗，隨着新冠疫苗的研發逐漸成熟，
數據更齊全，未來或將
成為兒童必打疫苗。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民主不是
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
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
中央為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堵住了漏
洞，祛除了議會極端政治化亂象，讓
民主回歸本原。新選制下的立法會選
舉即將舉行，如今的香港正呈現前所
未有的發展新氣象，民主制度真正成
為港人利益的推動者和維護者。解決
長期困擾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香港民主制度發展了數十年之
久，但空有其形，不僅不能成為凝聚
共識、推動社會發展的制度保障，反
而成為社會撕裂、民生凋敝的 「病
灶」 。一些政客利用現行選舉制度漏
洞，以乖戾之舉、極端之行吸引關
注、騙取選票，令選舉成為政治 「癌
細胞」 生長的催化劑，令議會成為政
治鬥爭的表演場。立法會聚焦的不是
解決港人所關心的問題，推動的不是

港人所迫切要推動的議題，而是政客
的一己之私、亂港勢力的禍港之圖。

議會極端化、民粹化、政治化，
伴隨而來的是民生、經濟和發展遭到
嚴重破壞。當 「拉布」 、暴力橫行，
民生經濟慘成犧牲品，如何能保障港
人的利益？當 「攬炒」 、 「港獨」 主
導議會，社會無法穩定、發展無從談
起，這樣的制度，豈是港人所要的民
主制度？

實現 「愛國者治港」 ，落實真正
的民主制度，是香港走出困境的關
鍵。中央果斷出手完善香港的選舉制
度，除了對選委會進行重新構建和增
加賦權外，也對立法會的規模和構成
進行了調整。立法會議員由過去的70
人增至90人，並分別由選舉委員會、
功能團體、分區直接選舉產生40、30
及20名議員。

表面上直選議席減少了，但實際
上由於優化了結構，突破了某個界

別、地區或團體利益的局限性，兼顧
了社會各界別、各階層、各方面利
益，各界別市民都能夠在特區管治架
構中得到充分代表，議會的代表性比
以往更加強也更加廣泛。既保障了廣
大香港市民的民主權利，有利於提升
香港的民主質量，同時也確保了選舉
制度能有效維護香港社會的整體和根
本利益，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香港面臨許多急待破解的難題，
亟需議會的支持和護航。新選舉制度
之下，民主朝着健康、有序、更高品
質的方向發展。摒棄了亂港政客，告
別了 「拉布」 與暴力，立法會將迎來
團結一致謀發展的全新局面；民主不
再是口號，而是成為推動社會進步、
解決港人所需要解決的各種問題的制
度保障。住屋、醫療、養老、就業等
「老大難」 問題，也將迎來前所未有

的解決機遇。這樣的民主制度，才是
最符合港人利益的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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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知

醫管局數據實驗室目錄
項目

人口特徵

診斷

家庭醫學

手術及其他醫療程序

臨床摘要

住院病人入院、轉院及出院

放射學檢驗

放射報告

急症室就診人次

化驗及結果

藥物

門診預約

產婦

防疫接種

放射影像

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網頁

範圍

所有病人病歷

所有病人病歷

所有病人病歷

所有病人病歷

1994年2月3日起之病歷

1997起之病歷

1999年4月1日起之病歷

1999年起之病歷

2000年起之病歷

2000年起之病歷

2000年起之病歷

2000年起之病歷

2002年起之病歷

2009年10月1日起之病歷

按項目定

紀錄數量

1100萬項

8900萬項

3.67億項

3500萬項

1.12億項

7500萬項

1.13億項

1800萬項

4000萬項

21.83億項

1.01億

4.5億項

67萬項

400萬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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