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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忠德：為港培養具中西醫協作診療能力人才

在香港，中醫師一般坐陣門診，少有機會到住院部工作。如今，香港中醫師有
機會到廣東三甲醫院臨床執業，救治住院的重症病人。12日， 「大灣區進

階中醫臨床培訓計劃」 在廣州開班啟動，將選拔安排20位香港高年資中醫師到
廣東短期執業兩年，進行中西醫協助發展的進修培訓。首批5名香港中醫師率
先到位於廣州市的廣東省中醫院進行為期兩年的培訓。廣州中醫藥大學副
校長、廣東省中醫院院長張忠德表示，將為每一位香港中醫師量身定製

「一對一」 培訓方案，全力為香港培養一批具有良好中西醫協作診
療能力的骨幹人才。參與培訓計劃的香港中醫師表示，期望

經過臨床培訓，返回香港時能將在廣東積累的寶貴經
驗應用到香港的病房。

高拔陞：落手落腳實戰 積累臨床經驗
本次 「大灣區

進階中醫臨床培訓
計劃」 ，是 「大灣區中醫訪問學者計劃」
的進階版。香港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
高拔陞表示，藉着 「大灣區中醫訪問學
者計劃」 的成功，這次派了香港五位中
醫師到廣東進行進階培訓。 「在臨床工
作裏治療病人，真正 『落手落腳』 有實
戰經驗才會更加深刻。」 高拔陞認為，
香港的中醫師加入內地醫院團隊，在科
室主任的指導下，全程負責分管病人的
臨床診治，有助於全面提升臨床診療能
力。

據介紹，此次培訓的20位香港中醫

師均有比較高的選拔標準。香港醫院管理
局結合香港中醫專科發展需求，從具有8
年或以上臨床經驗的中醫師或曾以學員身
份參與大灣區中醫訪問學者計劃的中醫師
擇優選派，每屆20名。

記者了解到，雖然進階版的培訓計劃
已經啟動，但 「大灣區中醫訪問學者計
劃」 亦依然運行。廣東省中醫院此前已分
階段派出3批10人次醫護人員在香港醫管
局屬下的公立醫院，與當地醫務人員一起
共同探索專科病種的中西醫協作服務新模
式。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廣東省中醫
院院長張忠德透露，第四批2名專家不日
也將前往香港。

系統訓練

▲12日， 「大灣區進階中醫臨床培訓計劃」 在廣州舉辦了開班啟動儀式。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廣東省中醫院腫瘤科
柴小姝醫生

我們通過 「大灣區中醫訪問學
者計劃」 ，以 「師帶徒」 的方式為
香港醫生講解專科的知識，讓香港
中醫師對於專科知識的掌握有了更
深層次的理解。

廣東省中醫院針灸科副主任
王聰中醫師

通過到香港訪問計劃，我們將
提供門診服務的香港中醫師帶入病
房，手把手指導他們在病房的會診
如何與西醫結合。

香港伊利沙伯醫院內科部門主管
方榮志醫生

大灣區中醫訪問學者除了中醫
知識外，對西醫的認識也很豐富。
巡房的時候我們會邀請中醫師及訪
問學者一起討論病人情況，互相補
足。

香港瑪嘉烈醫院
林美瑩醫生

大灣區中醫學者有豐富中西醫
知識，他們累積了很多年的中西醫
結合的臨床經驗，對提升我們的日
常醫療水平有很大幫助。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

深化中醫藥交流
粵港醫生心聲

張忠德表示，目前首批香港中醫
師已經獲得了內地短期的西醫執業資
質，行醫資格證已通過有關部門審
核，目前在廣東省中醫院有行醫資格
和處方權。

不同科室輪值 一起開方救人
「香港中醫師將和我們一起值

班、一起開處方、一起治病救人，我
們對他們將參照醫院職工一樣安排工
作。」 張忠德指出，香港中醫師僅在
門診治療病人局限性非常大，對危重
症病人的病情發展及臨床治療整個過
程認知不夠。對於這方面的中西醫結
合臨床治療模式，他們亦需要加以培
訓和實踐才能熟悉。他介紹，首批香
港中醫師目前已投入到該院的針灸
科、神經科進行臨床診療，未來還會
安排他們到腦血管科、神經外科、重
症專科等不同科室輪值。

「我們對每一位香港中醫師都量
身定製培訓方案，選好導師團隊，
『一對一』 地帶着他們工作。」 張忠
德坦言，雖然該計劃只培訓20名香港
中醫師，但待他們學成返港，每個人
各自帶動身邊的中醫師，要是一個人
能帶動七、八個人，這股力量也是很
龐大的，亦有望推動香港中西醫結合
的診療模式在未來10到15年有所突
破，為更多患者帶來福音。

接觸複雜豐富臨床治療案例
東華三院─香港大學中醫診所暨

教研中心（中西區）中醫師黃惇祺是
首批參與培訓計劃的中醫師。 「一直
以來，我們香港的中醫師較少涉及住
院服務。這幾周先在針灸科工作，同
時也接觸住院部的重症病人，讓我對
住院服務及傳統中醫治療手段都有新
認識。」 他續稱，在香港門診，病人
大多病情明確；在廣東省中醫院接觸
到的更多是急症患者或診斷未明確、

需要住院檢查的患者，而且患者數量
也比香港多。 「這些複雜豐富的臨床
治療案例可以積累更多實踐經驗。」

在廣東省中醫院的資深醫生手把
手指導下，黃惇祺還能近距離接觸和
學習到一些過去在香港難以接觸到的
傳統療法。 「比如針灸方面，對肩周
炎治療的 『運動針』 之前在香港就沒
聽過，十分增長見識。」 他現在已經
開始深入參與康復科和專門治療服
務，希望能為重症住院病人提供更多
的幫助。

黃惇祺期望，經過兩年的臨床培
訓，當他返回香港時，
能夠將在廣東積累的寶
貴經驗與所學的新療法
應用到香港的病房中。
「我有信心通過中西醫

的緊密協作，為香港的
住院部病患提供更為全
面和個性化的治療方
案。」

灣區中醫臨床培訓計劃在穗開班

選拔20香港中醫師
在粵執業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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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4月12日下午，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蘇里南總統
單多吉舉行會談。

習近平指出，中蘇友誼源遠流長、歷久彌堅。蘇里南是
第一批同新中國建交、同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以及同中國
簽署共建 「一帶一路」 合作規劃的加勒比國家之一。兩國始
終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成為南南合作的典範。中方願同蘇
方一道努力，進一步鞏固政治互信，加強經貿合作，擴大人
文交流，密切國際協作，推動構建更加緊密的中蘇戰略合作
夥伴關係，更好造福兩國人民。

習近平強調，中方高度讚賞蘇方始終堅定對華友好，在
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堅定支持中方。中方也
堅定支持蘇方維護國家主權獨立、自主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
發展道路。中方願同蘇方繼續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保持高
層交往，密切各部門、立法機構、政黨間友好交往，加強治
國理政經驗交流。中方歡迎更多蘇里南優質特色產品進入中
國市場，願同蘇方深化共建 「一帶一路」 合作，加強發展戰
略對接，拓展貿易、投資、農業、能源、礦業、基礎設施建
設、數字經濟等領域合作，給兩國人民帶來更多實實在在的
福祉。蘇里南是加勒比地區華僑華人最多的國家之一，也是
西半球首個把中國春節作為法定假日的國家。雙方要繼續鼓
勵人文交流，便利人員往來，共同建設好孔子學院。加強地
方合作，不斷豐富兩國交流合作內涵。中方願同蘇里南等發

展中國家一道，加強多邊協調和團結合作，維護共同利益，
實現共同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方重視發展同
加勒比國家關係，支持加勒比國家謀求繁榮發展、增進民眾
福祉，願繼續為地區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幫
助。

單多吉表示，蘇中友好交往歷史悠久。蘇里南華人群體
為蘇國家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蘇中建交48年來，蘇方始終
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將繼續堅定不移支持中國實現國家
統一。中國為蘇里南抗擊新冠疫情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寶貴
幫助，兩國農業、生、基礎設施等領域合作取得豐碩成
果，這些都體現了兩國的高度政治互信和深厚兄弟情誼，極
大助力了蘇里南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樹立了南南合作的典
範。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建 「一帶一路」 和全球發展倡議等重
要全球倡議，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
全球化，對維護多邊主義、促進世界和平與可持續發展意義
重大，蘇方予以支持，願同中方加強協作，共同推動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期待以此訪為契機，進一步加強兩國政黨交
流，拓展經貿投資、綠色發展、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合作，
進一步深化蘇中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蘇方願為推動加勒比國
家同中國關係發展作出積極努力。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見證簽署關於經貿投資、綠色發
展、數字經濟、教育等領域多項雙邊合作文件。雙方發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里南共和國聯合新聞公報》。

習近平晤蘇里南總統：深化共建一帶一路合作

▲4月12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蘇里南總統單多
吉舉行會談。這是會談前，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同單多吉和夫人梅莉薩合影。 新華社



粵師南下帶徒示範中西醫結合治療

▲廣東省中醫院腫瘤科醫生柴小姝（右
一）去年到瑪嘉烈醫院進行交流指導。

廣東省中醫院
腫瘤科醫生柴小姝

去年作為訪問學者到香港瑪嘉烈醫院進行
交流指導。 「我在香港帶了三位香港中醫
師學徒，他們已經是年資5年以上的中醫
師，中醫底子深厚，而且非常勤奮好學。
但是他們在西醫操作技能方面相對較弱，
因為接觸得比較少。」 柴小姝說。

為了強化學徒的中西醫協助能力，在

香港的培訓過程中，她從早上查房、臨床
病例討論、到臨床操作，全程都 「手把
手」 的帶教，進行西醫的基礎知識培訓和
中醫操作的臨床培訓，讓香港中醫師更加
了解中西醫結合治療是如何運作的，令香
港中醫師獲益匪淺。

柴小姝表示，在香港，部分患者對中
醫的信任度很高。 「尤其是腫瘤科部分患
者比較抗拒西醫治療。而中西醫結合治療
的顯著療效讓他們深感滿意。有幾個乳腺
癌患者得知我結束交流回廣州，她們還希
望跟來廣州進一步治療。」

廣東省中醫院針灸科的副主任中醫師
王聰提到，在內地，中醫和針灸在病房中
的應用非常普遍。通過訪問計劃，她成功
地將那些原本只在門診服務的香港中醫師
引入病房，親自指導他們如何在病房會診
中將中西醫有效結合，香港中醫師們在這
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雙向奔赴

▲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廣東省中
醫院院長張忠德表示，首批香港中醫
師已經獲得內地短期的西醫資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