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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化中藥標本館定位要面向世界，確保
標本館可以推動傳統中醫藥走向世界。

衞生署署長林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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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立法禁售添味煙草產品

▲下一階段的控煙工作，目標是
2025年降低吸煙率至7.8%。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推動中藥檢測科研，構建「數碼化中藥平台」，衞生署署長林文
健接受《大公報》專訪時透露，政府中藥檢測中心的「數碼化中藥標本館」將於下月推
出，首階段涵蓋220種香港常用中藥材，提供中藥鑒定、使用和研
究等數據，是全球首個提供全方位資料的數碼化中藥標本館，日
後可望涵蓋中國藥典的中藥材，推動傳統中醫藥走向世界。林文健

認為，在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中，香港可扮演國際窗口角色。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港中藥數碼標本館
全球首創 下月推出

專 訪

掃一掃 有片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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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服中成藥冀簡化內地註冊流程

感激國家支持 做好疫情防控

制定五年計劃 擴大乙肝篩查
病毒性肝炎是全球

的公共衞生問題，衞生
署2020至22年度人口健康調查結果推
算，全港約有41萬人患乙型肝炎。衞生
署署長林文健表示，本港的肝癌病人
中，約八成是乙肝患者。

盼實現「無乙肝新一代」
政府於2020年訂立為期五年的香港

病毒性肝炎行動計劃，希望達到
「無乙肝新一代」 ，由2022年1
月起，為母親是乙肝患者的嬰兒
安排接種乙肝疫苗後的血清測
試，確保高危嬰兒已受保護。截
至去年底，共1990名嬰兒接受了
測試。

衞生署人口健康調查發現，
35歲或以上人士的乙型肝炎感染

率明顯較高，主要是1988年前出生，未
受惠於普及兒童乙肝疫苗接種計劃。而
患乙肝的參與者當中，近四成不知道已
感染，近七成沒有跟進。林文健表示，
較高感染風險人士應及早檢查，及早識
別和治理慢性肝炎。醫管局和衞生署去
年9月制訂慢性乙型肝炎成年病人的基層
醫療治理指引，並於醫管局試行基層醫
療與專科的合作治理模式，有關經驗將
有助規劃在基層醫療層面進行篩查及治
理乙肝。

林文健表示，今年是行動計劃的收
官之年，衞生署正委託大學，就在本港
推行乙肝篩查進行經濟效益評估，為制
訂擴大乙肝篩查策略和資源運用提供重
要參考。預防及控制病毒性肝炎督導委
員會將向政府提供建議，制定下一份
2025至2030年病毒性肝炎行動計劃。

及早識別

▲政府期望簡化內服中成藥在內地註冊的
程序，可以今年內成事。

為推動中醫藥現代
化、標準化和國際化，

特區政府與大灣區及內地中醫藥部門聯
繫，在中醫藥規管、安全、標準、科研
及產業發展等不同領域進行協作。衞生
署署長林文健表示，現時已有九項在港
註冊的外用中成藥透過簡化流程獲批准
在內地註冊上市，政府將積極配合廣東
省衞健委和大灣區發展，希望將簡化上
市安排擴展至內服中成藥，期望今年內
成事。

林文健表示，特區政府會與國家中
醫藥的部門和藥監進一步合作，今年會
參與中國藥典藥材標準的制定，衞生署
已提名兩名專家成為藥典委員，幫忙制
定其中一種中藥材的標準。另外，與國
家中醫藥管理局主編中醫的科學雜誌，
和內地單位共建中藥材的DNA數據庫，
幫助鑒別和品質的管理。

香港也參與了 「第四次全國中藥資
源普查」 ，向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提交了

第一階段調查結果，並完成整理 「香港
中藥資源初步名錄」 。林文健表示，透
過普查發現，香港共有1267種中藥用植
物，排除珍貴及受保護物種，共收集到
800種野外藥材和植物標本。政府會繼續
進行下階段的普查工作，包括香港野外
藥用植物標本收集及資源考察，以及香
港中藥資源傳統知識調查和香港中藥材
市場實地調查工作。

積極推動

衞生署署長林文健表
示，新冠疫情防控是該署

過去三年工作重點，他感謝國家和大灣
區城市的支持，得以戰勝疫情。他指
出，疫情早期，機場要在短短不足一周
內設立檢測點，確保做好檢測代行。要
和酒店聯繫做好安頓工作，如在哪等結
果，其間如何安排好相關服務，飲食等
各方面都要做好適當配套，在短時間內
建立整個系統，他感謝不同政府部門和

團體的合作。
在後疫情時期，面對的是不同的挑

戰，例如兒童肥胖率增加等， 「針對慢
性傳染病和特別的關注衞生課題，如中
醫藥的發展，都要加把勁。香港公共衞
生方面有很強、很專業的團隊，大家攜
手，最重要是市民支持。相信可以將慢
性傳染病的挑戰、控煙方面，以及其他
風險因素，如體能不足、營養平均等各
方面都會處理好。」

花絮

【大公報訊】記者華英明報道：消委會
為慶祝50周年，並響應3月15日的 「全球消費
者權益日」 ，將首次舉行 「消費者權益
周」 ，當中重頭戲為3月16日至17日一連兩天
的免費親子嘉年華，嘉年華以 「精明消費
燃亮經濟」 為主題，有5大特色遊戲、可贏取
過萬份禮物，讓公眾增進對消費者權益的認
識。

玩特色遊戲贏禮品
消費權益嘉年華於3月16起，一連兩日於

大圍圍方舉行。嘉年華現場設有多項遊戲，
均與 「消費權益」 有關， 「拼拼有營」 運用
眼力，拼出完整食物營養標籤獲取正確資

訊； 「碰碰理識揀」 需操控魚竿，選出可持
續消費的情境； 「Fun塑我最叻」 透過滑道滾
球分類塑膠，加深可回收塑膠的認識； 「眼
明手快」 考驗大家反應，不但要接到從天而
降的遊戲棒，還要回答有關消費者索償權利
的問題；大棋盤 「棋樂無窮」 ，參加者以步
數抽出與消費生活相關的問題，答中就過
關。完成消費者任務過關，可換取精美禮
品，包括50周年限定版環保袋、消費權益飛
行棋、輕食木餐具套裝、保溫瓶等近7000
份。

此外，消委會亦會為中學生舉辦有關公
平使用人工智能的研討會，幫助學校了解人
工智能的技術及倫理問題。

消委會50周年 辦消費權益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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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提出今年內推動下一階段控
煙工作，目標在2025年降低吸煙率至

7.8%。衞生署署長林文健表示，上個財政年度提高煙稅，
對控煙成效立竿見影，該署去年資助戒煙服務的吸煙者人
數按年增加17%。女性吸煙率達3%至4%，20年來沒下
跌，添加味道的煙草產品對女性特別有吸引力，他指出，
未來會考慮是否透過立法禁止銷售添味煙草產品。

加強中醫針灸戒煙服務
林文健表示，香港現時吸煙率達

9.5%，每天有超過58萬人吸煙。整體吸
煙人數持續下降，但平均每日吸煙量沒下
跌。長者吸煙問題嚴重，吸煙者大部分為
40歲或以上。他稱，隨着年齡增長，患上
吸煙引致的疾病及死亡風險相應增加。

政府於2023/24財政年度將每支香煙
的煙草稅調高六毫，並按同等比例提高其
他煙草產品的稅率。林文健稱，增加煙草

稅是國際公認最有效的控煙措施，煙草產品售價上
升可為減少吸煙和戒煙提供誘因。去年尋求戒煙服
務的人數增多，綜合戒煙熱線及青少年戒煙熱線來
電數目有10553個，按年升15%。

去年有876名吸煙者接受中醫針灸和輔導戒煙服務，
衞生署將加強中醫針灸戒煙服務，引入更多服務提供者，
出版針灸戒煙臨床實踐指南香港版，加強實體及網上中醫

針灸戒煙培訓。
衞生署調查發現，女性吸食 「薄荷

味」 及 「薄荷及水果味」 的傳統煙比率較
高，分別為68.3%及5.1%。林文健稱，
未來會考慮是否透過立法禁止銷售添味煙
草產品。

林文健表示，衞生署的控煙工作將面
向全球，爭取世衞再度委任為控煙及煙癮
治療合作中心；同時聯通內地，加強控煙
交流及培訓，支援內地控煙單位設立、推
廣和提供戒煙服務，建立無煙大灣區。

嚴格控煙

林文健表示，為配合 「數碼化中藥標本館」 建設，政
府中藥檢測中心的中藥標本館藏品，包括原植物和藥材標
本，已重新拍攝4K高解像度相片。數碼標本館下月開放使
用時，將涵蓋220種常用藥材的飲片、原藥材和原植物標本
高清圖片。數碼標本館亦提供200種藥材的化學訊息、50
種藥材的顯微切片資料、27種藥材的3D圖像，17種藥材的
DNA序列資料等，並設有中藥知識專題介紹，以及虛擬導
賞。

中藥資料供科研教育鑒別
林文健形容 「數碼化中藥標本館」 是全球首個把全方

位資料結集於一身的數碼化平台，可望為業界和科研機構
提供準確科學資料，作中藥科研、教育和鑒別等用途；為
公眾提供中藥用途、安全資訊和中藥知識專題介紹等資
訊，豐富公眾的中藥知識、增加對中醫藥興趣。

林文健續指出，數碼標本館日後會不斷豐富標本館的
資料，如情況適合，會涵蓋中國藥典羅列的中藥材，甚至
非源自內地或香港的西草藥， 「定位要面向世界，確保標
本館可以推動傳統中醫藥走向世界。」

除構建 「數碼化中藥標本館」 外，衞生署轄下的政府
中藥檢測中心也負責制定《香港中藥材標準》，並推動多
項中藥鑒別研究、指標成分分析及檢測方法相關的研究項
目。

為白鳳丸定化學指標成分
林文健表示，中心至今已完成12個研究及專題項目，

包括去年為白鳳丸中常見中藥材的化學指標成分建立定性
和定量分析方法， 「中成藥定性定量的化學指標建立後，
業界要到其他國家做申請註冊或在香港做品質管理，都可
用到有關指標，證明該中成藥有效。」

「中藥要讓人接受、去貿易和使用時一定要有個標準，
這個標準要走出國際，要其他地方認同才可以促進貿易。」
林文健指出，政府中藥檢測中心透過研發中藥材及中成藥
的檢測方法和建立國際認可的參考標準，有助業界加強對
中藥材及中成藥的品質控制，促進中藥產業化發展。

在上游，香港中藥材標準經國際專家委員會審核及認
可科研成果，具國際認可度；在中游，政府中藥檢測中心
研發的檢測方法，會免費轉移給業界，讓他們在不同的檢
測實驗室，都可知道用什麼技術和方式檢測中藥的化學成
分，帶動產業的發展；在下游，中心會透過宣傳教育，讓
用家認識中藥，了解其用途，並更喜愛中藥。

修訂藥材農藥殘留量標準
林文健又提到，為推動中醫藥國際化，政府正與世衞

組織商議世界衞生組織傳統醫藥合作中心的延續委任。中
心將協助世衞在國際層面承擔更多與傳統醫藥相關的活
動，幫助 「一帶一路」 國家、中低收入國家進行傳統醫藥
的檢測和品質控制培訓。

至於中醫藥使用安全，林文健表示，衞生署協助中醫
藥管理委員會執行新修訂中藥材有害殘留物限量標準，包
括黃麯黴毒素、二氧化硫、重金屬及有毒元素。衞生署抽
取逾2000個中成藥樣本和900個中藥材樣本，進行逾
60000個檢測，發現中成藥及中藥材的合格率逾99%，表
明其情況很安全。政府今年將修訂農藥殘留量標準，並將.
於年底實施。

衞生署署長林文健：助中醫藥走向世界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接受企業提交空缺
【大公報訊】記者吳俊宏報道：特區政府昨日公

布推出2024年度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全年接受
申請，有效期至12月31日。企業可由即日起經計劃網
頁提交職位空缺，以不低於月薪18000港元聘請香港
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政府會向企業發放每人
每月10000港元津貼，為期最長18個月，在香港和大
灣區內地城市均有業務的企業可參與計劃。

自本年度起，計劃除全年接受企業提交職位空缺
及合資格青年申請職位外，亦容許企業按業務需要申
請延長將青年派駐回港或到大灣區以外內地城市工
作，以及聘用曾任職實習學員職位的合資格青年。

參加計劃的青年必須為香港居民，可合法在香港
受僱工作，並於2022至2024年獲頒學士或以上學位。
計劃下的職位空缺經勞工處審批後，將由3月1日起上

載計劃網頁供合資格青年申請。獲聘的青年與企業可
隨即協定僱傭合約的生效日期。合資格青年申請2024
年度計劃下職位空缺的截止日期為12月31日。

港島東立法會議員梁熙說，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
國內生產總值（GDP）最高，經濟實力最強的地區。
而大灣區內地城市在過去幾年的增長更是全世界有目
共睹的，2022年的大灣區內地城市更是平均達到雙位
數字的增長，是全世界經濟增速最強勁的地區之一。
年輕人能夠有機會去大灣區內地城市體驗學習，對日
後的發展有莫大的幫助。

他續說，作為一位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過十幾
年的過來人，認為當中的經驗非常寶貴。將內地的高效
精準工作模式結合香港的中西文化融合的特質，能提
升個人競爭力之餘，更能為將來建設香港發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