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崗梅根是梅葉冬青的根，
味苦、甘，性涼，有清熱
解毒、生津止渴的作用，
常用於感冒、咽喉腫痛、
風火牙痛等。

•苦丁茶是大葉冬青的葉，
味苦、甘，性寒，能清熱
解毒、清頭目、除煩渴、
止瀉，可用於頭痛、牙
痛、目赤、熱病煩渴等。

掃一掃 有片睇

「 『三冬茶』 的研發開創了一個先河，
由揀選藥材，到涼茶的有效性、安全性等，
做了很多研究，臨床數據亦見到成效，很多
市民反映， 『三冬茶』 對急性喉炎、發燒
等，特別有效。」 健康工房創辦人及行政總

裁吳紀嬅從事涼茶行業30多年，見證 「三冬茶」
研發過程，並曾與胡秀英教授一起到藥材產地檢
驗原材料。

政府、大學、商界合作研發
「三冬茶」 是本港首個利用香港及華南本地

植物研發的現代科研涼茶，由香港中文大學、工
業貿易署、健康工房在1999年合共投資1000萬
元研發而成，並推出市場。不過，規定中成藥必
須註冊的《中醫藥條例》條例在2010年生效，
「三冬茶」 因為未能找到合適的藥物類別註冊，

被禁止出售。
吳紀嬅說，當年 「三冬茶」 被迫落架時，好

多顧客反應好大，她則既無奈亦無助， 「大學研
發到咁好嘅產品，但因為符合唔到註冊條例要
求，要落架，好可惜。很多當年參與研發的老教
授都去世了，都唔知可以找誰幫手。」 幸好，當
時中大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主動接觸她，協助
重啟 「三冬茶」 研發工作。而香港中醫藥管理委
員會在2019年推出中成藥 「涼茶製劑」 類別，
「三冬茶」 終於成功申請註冊。

協助 「三冬茶」 重啟研發的中大醫學院副院
長、中大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創所所長胡志遠
認為，要推動本港的中醫藥發展，必須進一步完
善藥物研發及註冊安排。 「香港的藥物研發及註
冊，一向是跟歐美標準，這樣永遠難以做到先
驅，如何做到比較高效率、貼合中藥的發展，而
不犧牲中藥的獨特性，仍有很大的空間。」 他指
出，香港的新藥研發，一直以西藥研發框架為藍
本，中醫藥研發亦如是，但二者原理不同，直接
套用並不合適。

胡志遠解釋，西藥研發通常是針對單一機制
造成的影響，但中藥光是一種草藥就可能含有
二、三十種成分，難以逐一拆開研究，亦無法用
單一尺進行量度， 「中藥有很多經典方，經驗上
我們見到是很有效，但以往的基礎研究卻無法證
明其價值。」

不過，科技發展最近十多年有很多突破，有
機會令藥物研發跳出現有框架。胡志遠舉例，分
子生物學的快速發展，令以前無法用科研數據解
釋的中醫藥療效，現在可以做到。

大數據AI可助加快藥物研究
大數據的應用、人工智能（AI）的發展，同

樣有助加快藥物研究。胡志遠指出，傳統藥物研
發，即便用標準的臨床對照研究，但人數有限，
數據亦較單薄，但現時可透過大數據，看到藥物
的安全性和療效；而利用人工智能的分析及演
算，有助加快各環節的研發，甚至發現舊藥物的
新用途。胡志遠認為，香港具備運用新技術協助
藥物研究的能力，其中大數據研究及薈萃，更具
備中英文兼顧的優勢，擁有與內地及國際機構合
作的基礎， 「現在內地相關的技術水平，絕不比
香港低，兩地有很大的交流合作空間，對研發中
醫藥有很大助力。」

吳紀嬅認為，中藥在香港仍未形成專科發
展，而業內大多是中小企，需要政府協助，提升
生產及競爭力， 「愈來愈多人相信中醫藥，但我
們的涼茶要宣稱某些功效，就要做藥物研究，投
入很大。即使我們願意投
入研究，但有了結果，卻
未必有能力做生產線。」
她認為，政府可協助業界
成立行業協會，在原料產
地、生產技術、包裝銷售
等方面，為業界提供更多
資訊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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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冬茶註冊過程一波三折，
申請中成藥 「保健品」 類別註冊
遭拒、作為 「食品」 出售被要求
下架，直至2019年才獲准以新

的中成藥 「涼茶製劑」 類別註冊，成為首款成
功註冊的 「涼茶製劑」 。

衞生署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收到
18358宗中成藥註冊申請，其中14172宗同時
申請過渡性註冊。目前有3647份申請獲發

「中成藥註冊證明書」 ，4428份獲發 「確認
中成藥過渡性註冊通知書」 。

多以「固有藥類別」註冊
本港的中成藥註冊現時分為 「固有藥類

別」 、 「非固有藥類別」 、 「新藥類別」 ，其
中 「涼茶製劑」 屬於 「非固有藥類別」 。

衞生署回覆大公報記者查詢時表示，現時
已註冊的中成藥，主要以 「固有藥類別」 註

冊，暫未收到擬以 「新藥類別」 註冊的申請。
目前有兩款中成藥是以 「涼茶製劑」 類別註
冊。為加強規管中藥，政府建議修訂《中醫藥
條例》中成藥的定義，稍後會向立法會介紹修
訂建議。

政府曾於2020年向立法會匯報《中醫藥
條例》修訂的初步構思，當中包括加強對仿冒
中成藥的規管；修訂 「有效成分」 定義；以及
加入西藥、食品或化妝品的豁免條文等。

近20年港無新中成藥成功註冊

【大公報訊】實習
記者柯穎敏報道：教工
會近日接獲不少教師反
映，基於種種原因未能
成功報考基本法測試，
或於第一輪考試中未能
取得理想成績而需要再
次應考，擔憂會對申請
教席或轉任帶來影響。
因此要求教育局考慮短
期內加開基本法測試的
場次，以能讓學校如期
聘用足夠人手填補空
缺，以維持下學年正常
運作。

教育局以先導形式
為教師舉辦兩輪基本法
測試，第一輪測試已於
1月初舉行，而第二輪
測試則礙於疫情關係，
延至5月21日舉行。立
法會朱國強議員亦表
示，5月至7月為學校招
聘高峰期，若教師因各
種問題未能報考基本法
測試，或會對學校招聘
教師造成頗大影響。

IVE生研智慧導行杖 造福視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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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葉心弦報道：香港
專業教育學院（IVE）學生歷時一年研發智
慧 導 行 杖 「iStick」 ， 利 用 人 工 智 能
（AI）、傳感器應用等科技，幫助視障人
士識別前方障礙物和路況，成為他們的第
二雙 「眼睛」 。另外，該導行杖還設有語
音播報和測血氧等功能。研發學生介紹，
導行杖能識別超過100種物品，準確率超過
50%。目前產品還在初步試驗階段，防
水、電池、摺疊功能還在研究當中。

攝像頭能辨別障礙物種類
IVE電腦及電子工程高級文憑二年級學

生陳匡正和一年級學生顏百堅是智慧導行
杖 「iStick」 的設計和開發者。他們介紹，
iStick外形與普通手杖無異，但與其他使用
無線射頻或超聲波識別路障的智能手杖不
同的是，iStick在前方設有攝像頭，利用AI
科技分析影像，能辨別出障礙物的種類，
包括紙箱、椅子、手推車等。識別完畢
後，系統會自動以廣東話或其他設定語言
播報物種名稱提醒使用者，例如 「前面偵
測到紙皮箱」 。目前，該手杖可識別約100
種物品，準確率超過50%。

早前有團隊成員發現，視障人士在行
山時，會在上下斜坡或樓梯時格外耗時耗
力。陳匡正介紹，iStick底部設有雷達感應
器，可偵測前方路面的斜度，並將路況傳
送至扶手位置的指標器，使用者只需以手
指按着標指器，便可知前方上或下坡的斜
度。

除了檢測路況，iStick還可以監測使用
者的健康狀況。顏百堅介紹說，手杖設有
光學感測器，可測量使用者脈搏率和血氧
濃度，數據會即時上載至雲端並傳送至手
機應用程式，同時照顧者和家人亦可以查
看數據。另外，當手杖跌落時，系統會發
出警報，並發送提示和定位訊息至手機，
以通知親友遙距支援。

研究團隊表示，初代的iStick生產成本
需1000元，電池容量有8小時，防水和摺
疊性能方面仍在研究中。

試用過iStick的視障人士May表示 「很
實用」 。她說，iStick不需要像其他手杖一
樣要整個拿起來左右擺動探路，只需將其
放在地下推動即可。同時她亦很喜歡血氧
檢測功能， 「出門前測血氧和脈搏，知道
自己很健康，信心都大了。」

冬青之母畢生研發植物入藥
已故中大

中醫學榮譽講
座教授胡秀英
研 發 「 三 冬

茶」 時，已屆91歲高齡，但
仍親力親為進行實驗及研
究，最終研發出以華南本土
可以種植的三種冬青科植物
入藥的 「三冬茶」 。

胡教授生前曾表示，小
時候因曾服食中草藥而逃過
鬼門關，所以一生與植物為
伴。全球400多種冬青中，
有300多種是由胡秀英命
名，她因此獲冠以 「冬青之
母」 稱號。胡教授2012年離
世，享年102歲。中大師生
為紀念她，在校園栽種一棵
冬青樹。

吳紀嬅作為研發夥伴機
構負責人，曾與胡教授有不
少接觸，她形容胡教授 「有
母親的胸襟」 ，從她身上獲
益良多。吳紀嬅憶述，香港
在1998年先後發生多宗因藥
材出問題的涼茶中毒事件，
政府提出研發用香港及華南
地區本土植物的涼茶，她當
時認為研究中草藥很有價
值，加上覺得自己身為涼茶
業界一分子， 「要做啲

嘢」 ，於是決定資助研發，
「胡教授有母親的胸襟，曾
跟我講明研發的錢不少，要
很長時間，但未必成功，因
為要做很多研究，要揀選合
適植物，還要做安全測試，
讓我想清楚。」

三冬茶內的苦丁茶，便
是當年吳紀嬅和胡秀英教授
一起前往產地，經胡教授親
自檢驗選定的苦丁茶品種及
種植基地， 「我們現在都是
根據教授的方法去做，要確
保原材料的質量，才能夠可
持續發展。」

▲全球400多種冬青中，有
300多種是由胡秀英命名，
她因此而被冠以 「冬青之
母」 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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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冬茶小資料

▲吳紀嬅（左）希望政府協助業
界成立行業協會，胡志遠（右）
認為在中醫藥研究方面兩地有很
大合作空間。

▲中大師生在校園栽種了一棵冬青樹紀念胡秀英。

▲中大設立胡秀英植物標本館，表彰她一生對植物研究的成
就。

• 「三冬茶」 是由三味冬青科植物
入藥，即崗梅根、救必應和苦丁
茶，再佐以甘草及桔梗等藥材配
製而成，適用於感冒初起，對上
呼吸系統疾病，如發熱、聲沙、
咽喉疼痛、頭痛等見效。

•救必應是鐵冬青的樹
皮，味苦，性寒，能
清熱解毒、利濕止
痛，常用於暑濕發
熱、咽喉腫痛、濕熱
瀉痢、脘腹脹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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