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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藝校園計劃 『感恩盃』 校際武藝操大
賽」 昨日舉行決賽及頒獎禮。今年共吸引了
42所學校，700多名中小學生參加。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黃艾力攝

公營護士短缺 議員籲關注待遇
【大公報訊】香港公營醫療系統人

手短缺成常態，無論是過往疫情還是本
港人口老化，對醫護人員需求大增，惟
近年護士人才流失的情況持續加劇。昨
日（12日）是母親節，亦是國際護士
節，立法會議員梁熙呼籲正視護士流失
情況，關注本港公營醫療系統護士待遇
問題。

數據顯示，2023/24年度公營醫療系
統護士流失率高達9.5%。梁熙表示，關
注人才流失情況及如何 「搶人才」 ，惟
過往社會較少關注本港公營醫療系統護
士的待遇。他指現時香港醫護正面對的
問題，包括公營醫院護士薪酬較私家醫
院護士低約兩成，且有別於私家醫院，
公營醫療體系護士在第三年和第六年有
約滿酬金，但六年後就不再有約滿酬
金。在晉升階梯方面，目前公營醫療體
系對護士有三大階梯，分別為一般護
士、護士長和病房經理，而私營醫療體

系有明確及多層次的階梯，有助讓護士
通過晉升增加幸福感。梁熙強調，各方
面見到目前公營醫療體系正面對很大壓
力，從醫院擴建到人口老化問題，必須
要 「急起直追」 挽留護士，營造健康公
營醫療體系，從而縮短輪候時間及提高
整體服務質素。

香港護理及助產專科學院副院長李
浩祥表示，私營醫院受市場主導因素，
能夠高薪聘請人手，從而成為造成公營
醫療人手短缺的誘因之一。他指，香港
醫療水平先進，但護理質素有待改善，
主因是人手不夠，惟護士面對繁重工作
和巨大工作壓力，僅僅靠加人工並不足
夠，提出盼改善醫療環境有助挽留人
才。

李浩祥建議政府盡快立法確立護理
專科資歷，提升護士專科認受性，增加
護士歸屬感，鼓勵士氣從而挽留人才。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李九歌

為加快嚴重或不常見疾病新
藥來港註冊，政府去年11

月推行 「1+」 新藥審批機制，
藥廠只需提供一張藥劑製品證明
書，以及本地專家報告，即可申
請註冊，毋須再提供兩張證明
書。在新機制下，醫院管理局成
功 「牽針引線」 ，引入兩種治療
直腸癌晚期擴散性藥物，至今已
有10名經 「指定患者藥物使用
計劃」 的病人使用。

醫管局預告，將簡化把藥物
納入醫管局藥物名冊的程序，可
望將時間縮減一半，盡早造福病
人，做到 「好藥港用」 ，詳細方
案預計數月內推出。

醫管局：新藥納名冊時間可望減半
盡早造福病人 做到好藥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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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藥物名冊藥物分類及數目

▲醫管局表示，未來會精簡新藥註冊程序，希望將申請時間縮減一半，盡早造福本港病
人，做到 「好藥港用」 。圖為公立醫院藥房。

學生齊練武藝 弘揚中華文化

專家：冬季流感或延至夏季
【大公報訊】記者陳杰報道：本港

今年流感持續，感染數字至今居高不
下。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
示，甲型流感陽性個案持續上升，相信
會維持一段時間，有可能延續至夏季流
感季節。

許樹昌出席一個電視節目時指出，
新冠疫情過後，流感爆發模式有改變，
以往1至3月是冬季流感季節，7至9月是
夏季流感高峰；但現時就轉為小規模爆
發，而且是一浪接一浪： 「似乎H1N1還
有上升趨勢，所以相信會維持一段時

間。我們亦要留意乙型會否隨後延續爆
發，因為現在周邊的地區城市，例如新
加坡、日本、台灣等多人去的旅遊地
方，現在乙型是一個主流，如果接着
來，（流感）季節會更漫長。

許樹昌又表示，雖然今季的流感疫
苗接種率較過去兩季高，其中65歲以上
人士接種率達50.9%，6個月大至6歲群
組接種率亦有47.7%，但兩個群組因流
感入院的比率，分別是每萬人有1.58人及
4.28人，反映接種率仍偏低，情況並不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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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中國文化源遠流
長，武術更是國粹之一，為推廣中華
優秀傳統文化，由馮燊均國學基金會
主辦，中國武術國際學院承辦的 「武
藝校園計劃 『感恩盃』 校際武藝操大
賽」 昨日舉行決賽及頒獎禮。今年除
了武藝操外，比賽更新增了棍術、太
極拳、五形拳三個項目，吸引了共42
所先導學校參與，包括特殊學校和國
際學校，總參賽中小學生達700多
人。參加學生在傳統文化薰陶下，以
武藝強體魄，武藝健身心，武藝強志
氣，將最光明的精、氣、神獻給香港
和祖國。

促進團隊溝通和默契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的李澤琛在男子中五組武藝操比賽中
奪得了冠軍。自去年參賽並屈居亞軍
後，他今年再度參賽，在不懈的努力
下終於獲得了冠軍。他對武術文化的
興趣源於他對武打明星李小龍和成龍

的喜愛，澤琛表示香港作為國家文化
傳承和推廣的 「福地」 ，在此學習武
藝操讓他能夠感受到國家和香港之間
的聯繫，一招一式中融合了兩地文化
情懷，讓他更加有歸屬感。

「我覺得武藝操好型」
除個人賽外，該校在團隊賽中也

表現出色。他們由20位中一到中五的
學生組成團隊，經過一年的訓練後，
連續蟬聯冠軍。中四年級的蔡志鋒去
年作為隊員參加了比賽，今年接過隊
長的重擔，他非常開心能夠不負眾望
領導團隊再次奪冠。志鋒認為整個過
程中最具挑戰的是如何磨合團隊，協
調成員之間的合作，促進彼此的溝通
和默契。在一次次的訓練中，他們不斷
增進了彼此之間的情感，最終呈現出統
一而整齊的武術表演，不僅成為了他們
難忘的回憶，更體現了中華民族團結的
傳統美德。

至於在小學組奪得一等獎的小一

生許曼玲來自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儘管她年紀尚幼，卻懷揣着遠大的大
俠夢。 「我覺得武藝操 『好型』 ，想
自己可以做武林高手，於是開始練習
武術。」 面對眾多競爭對手，她亦從
未怯場，而是在同學們的鼓勵和支持
下，呈現出充滿力量的武藝操表演，
最終順利得獎，她感到非常興奮。

帶隊老師黎雪明表示，學校今年
首次參加武藝操比賽，能在現場看到
幾十間學校共同參與，大家一起表演
同一套動作，這種氛圍非常鼓舞人
心。她認為武術作為中國的國粹，每
一拳、每一招、每一腳都體現了中國
文化技擊的傳承，孩子們透過武藝操
能夠強身健體、集氣養氣，同時也提
升自信心。此外，黎雪明分享，該校
全體師生更一同錄製武藝操影片參加
影片組比賽，並榮獲一等獎。她指在
武藝操的訓練過程中也培養了師生的
團結精神，懂得互相學習和尊重。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陸雅楠

政府在去年施
政報告提出，香港

應該發揮醫療優勢，以建立 「第一層審
批」 的藥物註冊機構作為長遠目標，即
可不依賴其他藥物監管機構，而直接根
據臨床數據在本港審批藥物，同時也審
批醫療器械的註冊申請，確保最終的藥
械審批獲國際及國內認可。

醫管局：冀成亞洲區標桿
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鄧耀鏗表示，

現時已有藥廠願意來港做科研，相信未
來香港能夠真正 「當家作主」 ，做到藥
物的第一層審批，屆時將有更多藥廠願
意來港，同時亦會引入更多相關人才進

行數據分析。醫管局總藥劑師崔俊明表
示，屆時香港在藥物方面的公信力和權
威性都有提升，希望整個亞洲地區在藥
物臨床試驗和數據等方面，都以香港作
為參考。

為達成 「第一層審批」 的長遠目
標，去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會成立
「香港藥物及醫療器械監督管理中心」
籌備辦公室，就重整及加強藥物、醫療
器械及技術監管和審批制度作研究，為
成立管理中心提出建議和步驟。政府亦
會探討長遠將中心升格為獨立機構，加
快新藥械臨床應用，並帶動建設藥械研
發和測試的新興產業發展。

大公報記者王亞毛

長遠建立第一層審批
確保藥械獲國際認可

建立標準

• 通用藥物（904種）
• 專用藥物（415種）

• 獲安全網資助的自費購買藥物（131種）
• 自費藥物（71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

掃一掃有片睇

感恩盃校際武藝操大賽頒獎禮

醫管局表示，截至去年底，本港藥物名冊有超過
1500種藥物，醫管局亦會定時引入新藥物。一般情況
下，新藥註冊申請人須提供兩個或以上指明參考地方藥
物監管機構發出的註冊證明，作為支持藥物已獲嚴謹審
批的上市證據，藥物才能在香港註冊，通常過程較長。

去年起推出「1+」審批機制
為應付有緊急情況或需要的病人，現時醫生可透過

「指定患者藥物使用計劃」 ，使用藥物名冊以外的藥
物，包括抗癌、不常見疾病或嚴重疾病的藥物等，醫管
局聯網服務總監鄧耀鏗表示，現已有200多種藥物經該
計劃使用，當中約八九十種是用於癌症治療。但在程序
上，醫生須為每位病人提交個別申請，且對於未註冊藥
物，亦需向衞生署提交申請，以獲得藥物進口許可證，
才可與藥廠聯繫進行購藥手續，過程可能要數以年計。

為加快治療嚴重或不常見疾病新藥的註冊程序，政
府在去年11月起推出 「1+」 審批機制，即新藥只需提交
一個參考藥物監管機構的許可，並有以本地臨床數據為
基礎的本地專家報告，即可在港申請註冊。在新審批機
制下，有兩款不同劑量的口服標靶藥早前已獲衞生署批

准在港註冊，用於治療傳統化療
藥物無效或不適用的轉移性結直
腸癌患者。

同時，在 「指定患者藥物
使用計劃」 中，醫管局主動出
擊與藥廠聯絡，有兩種治療直
腸癌晚期擴散性的藥物，已通
過 「1+」 機制來港註冊。醫管

局總藥劑師崔俊明表示，該兩種藥已有本地專家測試過
安全性，並證實對病症的惡化率有改善，早前已有10名
經 「指定患者藥物使用計劃」 的病人使用。

崔俊明表示，香港與內地的臨床數據相近，基本可
以通用，未來會在內地及世界各地觀察正使用的藥物，
並與相關藥廠聯絡，建議來港註冊。

助藥物「引進來」「走出去」
崔俊明認為，在新審批機制下，將吸引更多藥物研

發及臨床試驗來港進行，能強化本地的藥物審核能
力、促進相關軟硬件和人才發展。同時隨着大灣區的
發展融合，跨國企業對香港註冊及內地市場都很重
視，未來本地和內地藥企研究越來越多時，亦可
幫助藥物 「引進來」 ，並有窗口讓藥物 「走出
去」 。

鄧耀鏗表示，衞生署早前透露，現時已有不
少藥廠查詢，考慮通過 「1+」 機制來港申請註
冊。他稱，新藥來港註冊後，不僅令可選用的藥物
種類增多，在供應上亦會更加穩定，且有望降低藥物
價格。

鄧耀鏗續指出，醫管局會持續檢討現時的新藥架
構，調整藥價，同時精簡程序，包括
考慮讓有意申請藥物名冊註冊的藥
廠，毋須經本地醫生撰寫申請書，改
為直接向醫管局總部的委員會遞交申
請，預計能夠縮短一半的申請時間，
提升效率，做到 「好藥港用」 ，詳細
方案預計在幾個月內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