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灣區進階中醫住院臨床

培訓計劃」 的培訓對象是具8年或

以上臨床經驗，或曾為 「大灣區

中醫訪問學者計劃」 學員，及由參與香港中西

醫協作服務的中醫師。培訓期為24個月，有8

個月會在大灣區三甲中醫醫院工作，全程負責

住院病人臨床治療，包括值班、查房、管床和

開醫囑等。同時有責任導師臨床帶教及指導，

疑難病案討論及觀摩各種臨床操作等。另外16

個月會在香港公立醫院中西醫協作服務單位提

供服務，學以致用，將所學經驗應用到香港的

臨床治療，與內地導師視像培訓及難

症研討。

話你知

培訓為期兩年

參與三甲醫院工作

醫院管理局去年四月推出 「大灣區進階中
醫住院臨床培訓計劃」 ，讓本港中醫師參與大
灣區中醫醫院的工作，至今已有兩屆共16位香
港中醫師參加培訓，培訓專科範疇涵蓋神經內
科、針灸科，以及新增的腫瘤科。

有參與計劃的中醫師形容臨床培訓過程獲
益良多，學習到很多治療疑難雜症的方案和護
理安排，希望將經驗帶回香港，增進中西醫協
作服務。醫管局希望新年度能提供16個名額，
並於年底前安排至少10位中醫師到內地參加培
訓，並爭取明年將合作擴展到北京、上海等其
他省市。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香港首間中醫醫院將於今年分階段投入服
務，提供中醫住院治療服務等。醫管局總行政
經理（中醫）黃巧雲表示，大灣區進階中醫住
院臨床培訓計劃，是首個實戰臨床住院培訓項
目，香港中醫師首次以內地執業醫師資格，參
與大灣區中醫醫院的臨床團隊，一同照顧病
人。有別以往的培訓都是觀摩性質或跟導師，
今次參與培訓的香港中醫師首次能獨立管床及
治理病人，具處方權，有助提升治療安排手段
和能力。她形容，這個嶄新的實戰培訓，創新
了香港中醫培訓新里程。

獲處方權 獨立治理病人
計劃去年四月展開，原訂每年派五位學員

參與，計劃開展半年後，醫管局認為項目達到
預期效果，故於去年11月展開第二期計劃，並
將名額增至11位，專科範疇亦由原本只有神經
內科和針灸科，增加了腫瘤科。

黃巧雲表示，未來會與內地合作夥伴探
討呼吸科、退化性關節炎等 「老人退化」 性
專科範疇培訓。此外，醫管局會密切探討，
希望明年將合作擴展到其他省市，如北京和
上海。

仁濟醫院─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
中心（葵青區）中醫師戴尉玲是計劃的第二屆
學員，去年11月前往廣東省中醫院接受培訓。
她曾於2023年9至10月參加大灣區中醫訪問學
者計劃，跟隨大灣區專家和中醫師學習，觀摩
如何診治病人。她說，今次的臨床培訓計劃，
不再是以旁觀者角色參與住院部工作，而是真
實地體驗，參與每日早上交班、巡房，幫病人
把脈、開處方、收新症、書寫病歷、參加值班
和疑難病案的討論等。

戴尉玲說，在臨床培訓中，深刻體會到中
醫師在中西醫協作方面能發揮獨有作
用，例如在治理癌症病人時，

中醫能透過針灸、方藥等手段，減輕病人接受
放射治療後的副作用，提升病人生活質素，
讓她體會到中醫師在病房中的價值，令她更有
信心未來在香港中西醫協作中推廣中醫服務。

助改善中西醫協作模式
戴尉玲又提到，參與培訓過程中遇到過

不少在香港未遇過的 「疑難雜症」 ，亦學到
了不少處理有關問題的方案和護理安排，例
如有病人入院時經過磁力共振掃描等檢查，未
能檢查出患有免疫性腦炎，直到臨床檢查才確
認，她在香港未遇到過類似情況，內地的帶
教老師會教導她如何處理，而後來她自己亦
針對免疫性不良反應繼續鑽研，發現仍有
很多不同的免疫性不良反應，豐富了知
識。她會將管治病人的經歷做成病案報
告，向香港同事分享。

戴尉玲表示，在內地的中醫院，中
西醫溝通十分緊密，在為病人制定治療
計劃時，中西醫都是一齊討論和協
作。她希望將有關經驗帶回香
港，與同事們探索增進中西醫協
作服務，提升服務質素。

A7 港聞 2025年1月18日 星期六

責任編輯：嚴偉豪 美術編輯：李慕之

【大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
中心聯同國際數據空間協會（IDSA）、香
港科技園公司、下一代互聯網國家工程中心
及中大數據有限公司等，昨日（17日）宣
布成立首個符合國際標準的粵港澳大灣區跨
境醫療數據空間，啟動建設區內關鍵基礎設
施，包括數據空間及跨境數據互通技術，推
動區內數據經濟及創新。

設立數據空間的目標為確保數據從產
生、擷取、儲存、處理、分發，直到銷毀
或歸檔的整個過程安全而可信。根據中國
國家數據局《可信數據空間發展行動計劃
（2024-2028年）》，中國將於2028年
設立超過100個 「可信數據空間」 示範試

點，以配合全球數據經濟的發展，鼓勵不
同機構運用外部數據，推動創新和提升效
率，促進跨行業數據合作，創造經濟價

值。大灣區醫療數據空間成立，有助鞏固
香港作為亞太數據樞紐之地位，跨境醫療
數據流動亦將帶來機遇，推動大灣區醫療
協作和科研發展，形成以創新為主體之經
濟體系和發展模式。

中大率先同南沙醫院合作，研究肝病
數據。中大醫學院醫療數據分析中心上月引
入南沙醫院與肝病有關的醫學報告，包括臨
床數據、驗血報告等，未來會作進一步研
究。醫學院希望透過參與建設跨境醫療數據
空間，改進大灣區醫療系統，方便大灣區的
居民日後跨境看病時，可以節省重複檢驗的
成本，目標是將數據庫擴展至大灣區50間
醫院適用。

【大公報訊】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與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
長羅晃浩昨日在香港共同主持
「港深口岸規劃建設工作專
班」 會議，推進口岸規劃及建
設的工作。兩地團隊共同商討
陸路口岸的規劃建設事宜，包
括就皇崗口岸及沙頭角口岸重
建項目，以及文錦渡口岸食物
管制功能轉移等事宜匯報進展
及交換意見。雙方會繼續保持
緊密交流，致力提升口岸設
施、通關效率和服務質素，為
兩地人民創造更多便利。

鄧炳強歡迎深圳市領導、

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辦公室及
各相關單位成員到港出席專班
會議，共同以新思維為兩地口
岸發展注入新動力。他感謝各
口岸單位不懈努力，特別是於
剛過去的除夕跨年在羅湖口岸
和深圳灣口岸實施特別通關安
排，便利市民及旅客往返香港
及內地歡度佳節。

出席會議的香港特區政府
官員包括環境及生態局、北部
都會區統籌辦事處、香港海
關、入境事務處、建築署、規
劃署、食物環境衞生署和運輸
署的代表。

防護中心：不建議長者孕婦廣泛接種RSV疫苗

港中醫赴大灣區實戰獲益良多
醫管局冀增名額 爭取臨床培訓擴至京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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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口岸工作專班在港開會

中大參建灣區跨境醫療數據庫

▲中大參與大灣區首個醫療數據空間建設工
作，昨日舉行啟動儀式。

【大公報訊】世界衞生組織去年10月
發表關於孕婦接種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疫苗的建議，本港衞生防護中心
轄下的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開會討
論後發表暫擬共識，現階段不建議長者和
孕婦廣泛接種RSV疫苗，但相關群組在諮
詢醫生後，可在知情同意下按個人意願選
擇接種。

衞生署昨日表示，疫苗可預防疾病科
學委員會就長者和孕婦使用RSV疫苗擬定暫
擬共識，指疫苗能預防長者及嬰兒出生6個
月後，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致的嚴重下呼

吸道疾病，但在世衞提出具體建議和取得相
關成本效益分析的本地數據前，暫時不建議
為全部長者普遍接種RSV疫苗；而在取得使
用RSV疫苗的額外安全數據前，暫時不建議
為全部孕婦普遍接種RSV疫苗。

可另行諮詢醫生意見
不過，75歲及以上或居於院舍的長

者，可考慮徵詢醫生意見，在知情同意的前
提下，接種疫苗作個人保護；孕婦可諮詢家
庭醫生或提供產前護理醫生的意見，在知情
同意的前提下，作個人決定接種RSV疫苗，

以保護初生嬰兒免受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影
響。

呼吸道合胞病毒可引致呼吸道疾病，
例如氣管、肺部及中耳的感染。病毒可通過
接觸患者的分泌物或飛沫直接傳播，或通過
受污染的手、食具或接觸受到患者鼻或喉部
分泌物污染的物件而間接傳播。

世衞建議孕婦接種一劑RSV疫苗，或為
初生嬰兒接種一劑長效單株抗體，預防幼兒
重症，但指藥廠在南非和阿根廷研究發現，
接種組較對照組出現較多早產個案，建議進
一步研究評估疫苗安全和有效。

節流有挖潛空間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於下

月發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告繼
續以節流為主、開源為副的策略作

財政整合，包括考慮進一步削減經常開支。
本財政年度財赤預計在1000億元內，如何滅赤成

為坊間熱門話題。在經濟前景不明朗情況下，近幾年
累積的龐大赤字，想下一個財政年度實現滅赤，幾乎
是不可能的任務。在現有稅基沒有大改變的情況下，
實現赤字逐步下降，最終實現收支平衡，預料需要多
幾年時間。

特區政府提出的 「節流為主、開源為副」 財政策
略，目的是盡量減輕財政政策對經濟帶來的震盪，避免
對復甦中的脆弱經濟造成負面影響。本財政年度起，政
府每年削減1%經常性開支。按 「節流為主」 的構思，每
年削減1%經常性開支的幅度，必須調高，才能兌現 「節
流為主」 的理財策略。

過去一年，政府削減1%經常性開支，並未影響政府
運作及提供的服務，說明削減經常性開支仍有很大 「挖
潛」 空間，此外政府一些項目按先後緩急排序，肯定能
「擠出」 不少資源。

透視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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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九龍醫院於1925年
投入服務，為慶祝一百周年，前晚（16
日）特意為病人、病人家屬及醫護人員
籌辦一系列的 「音樂之旅」 ，藉着音樂
藝術傳遞正能量，一起為病人打氣，亦
為大家帶來心靈上的平靜和支持。

九龍醫院主座大堂前晚變成演奏
廳，交響樂團演奏多首動聽的樂曲，樂
韻悠揚，為整個 「音樂之旅」 揭開序
幕。醫院安排義工協助行動不便的病人

到場感受音樂的魅力。同時，音樂會亦
吸引了許多病人、家屬及醫院職員駐足
欣賞，現場氣氛溫馨愉快。

九龍醫院行政總監曾子充醫生說：
「全人的治療不單着重治療病人的身體

疾病，心理、社交、靈性的關顧同樣重
要。在醫院籌辦音樂藝術表演除了令醫
院環境變得更加人性化，更帶有治癒能
力，幫助病人及醫護人員放鬆心情，感
受到日常治療以外的支持與關懷。」

九龍醫院百周年 音樂之旅治癒病人

▲九龍醫院邁進一百周年，舉辦一系列 「音樂之
旅」 慶祝。

◀參與臨床培
訓計劃的香港
中醫師可獨立
治理病人。

▲中醫師戴尉玲（左）指在培
訓過程中學習到很多治療疑難
雜症的方案。

大公報記者易曉彤攝

▲參加培訓的中醫師，可到內地三甲醫院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