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立醫院向病人一次過派發大量藥物被指過
多，導致浪費，醫院管理局2023至2024年度藥物總
開支高達131億元。為善用資源，醫管局決定分兩
階段優化配藥安排，減少藥物浪費，第一階段由本
月24日起，公立醫院每次向病人派發最多24星期藥
物，第二階段於今年第四季起，退燒藥等 「有需要
時服用藥物」 ，每次配發8星期。

醫管局強調，即使配藥周期調整，但病人支付
藥費不變，預期在新安排下可減少處方65%有需要
時服用藥物、減少處方10%慢性病藥物。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醫管局現時處方多於24星期的藥單，佔全年
所有藥單約9%。為善用藥物資源，本月24日起，
所有出院、專科門診及普通科門診病人，每次藥
物配發期將不會多於24個星期。如病人獲處方多
於這數量的藥物，醫管局會安排病人分期覆配相
關藥物。醫管局總藥劑師崔俊明表示，若病人有
特殊情況或行動不便，藥劑師會根據實際情況酌
情處理，以保障患者的用藥需求。

退燒藥等每次發8周 第四季實施
崔俊明表示，大部分醫院可在本月24日實施

新安排，醫管局轄下的七大聯網中，起碼有四間
做得到。但較繁忙的醫院例如瑪麗醫院等，會根
據人手、空間等配套情況，逐步配合。

被問及為何未能實行一次性配發8周藥量，崔
俊明表示，24周只是初期目標，綜合考慮了患者
的適應情況，藥劑部的工作量以及配套設施等多

方面因素，三個月後會進行檢討，如果效果良好
且各方面配套完善，將會考慮進一步縮短配發周
期。

他又說，社區藥房配套和系統建設需時，醫
管局藥房和社區藥房的系統打通亦需時，待社區
藥房系統完善後，最終可實現8周配藥的目標。

「有需要時服用藥物」 包括撲熱息痛、纖維
素、化痰素和胃藥等，配發亦有新安排，若醫生
在處方時未對藥物配發量做出特別指定，系統會
自動將配發量設定為處方的25%。如有需要，醫
生可按臨床需要調整實際配發量。

社區組織：措施合理 冀增彈性
醫管局亦計劃，今年第四季減少配發 「有需

要時服用」 藥物，這類藥物將一次性配發8周藥
量，需長期服用此類藥物的患者，則需每8周覆
配。崔俊明表示，新措施實施後，預計可減少

65%有需要時服用藥物及10%慢性病藥物的處
方。目前難以精確估算可節省的金額，但以一間
專科門診每日2500張慢性病藥物處方計算，每日
約250人不覆配。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昨日向《大公報》
表示，醫管局將藥物配發期縮短到24周尚可接
受，但擔心對部分病人存在不便之處，雖然醫管
局指會酌情處理特殊情況，但彈性安排的準則尚
不明確，若不清晰，易引發患者間的爭議。他建
議醫管局訂定清晰準則，明確不同情況的病人可
配發的藥量。

彭鴻昌又說，將 「有需要時服用藥物」 的每
次配發量減至8周，是合理做法，但殘疾人士等特
殊患者，或因身體原因而需經常服用止痛藥，8周
藥量可能不夠，頻繁回醫院補藥會增加不便。他
期望醫管局盡快與社區藥房配合，便利患者就近
補藥，還能獲得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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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局研引入AI辨學歷真偽

每次配藥最多24周
醫管局3．24實行

分兩階段優化安排 減少浪費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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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盛德文、華夢晴
報道：本港假學歷申請入學風波引人關
注。昨日，一名30歲內地男子，用假學
歷報讀中文大學的碩士課程，被法庭判
囚3個月。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評審局）指，上年度揭發32宗假學歷
申請，為近年來最高，局方料未來揭發
的假學歷個案會持續上升。局方會定期
與各院校分享查證學歷的方法，亦會研
究使用人工智能偵測學歷真假。

來自內地的30歲被告鮑俊揚，在
2022年12月報讀本港中文大學的工商管
理碩士課程時，訛稱畢業於美國紐約大
學。被告2023年初獲中大取錄。去年4
月，由於其學習表現欠佳，中大進行內
部調查，並於去年8月報警，褫奪其入讀
資格，被告9月16日從內地來港時被
捕。被告在沙田裁判法院承認一項以欺

騙手段取得服務罪，被法庭判囚3個月。
評審局上月10日公布最新年報顯

示，上年度收到共5763宗學歷評估申
請，當中揭發32宗假學歷申請。評審局
表示，未來當局亦會研究使用人工智能
偵測學歷真假。

另外，本港19間大專院校及機構成
立的大學聯合電腦中心，已於去年底推
出跨院校學歷證書認證平台，供院校及
學生自行選擇使用。教育局局長蔡若蓮
表示，參與院校可以將畢業生的學歷證
明上載至平台，學生日後求職或求學
時，可將電子學歷分享予相關人士，有
助打擊偽造證書。

《大公報》近月以電郵方式，向考
評局查詢研發電子化成績核證方案的進
展，及該方案是否與高等教育學歷證書
驗證平台相若，惟截稿前未獲回覆。

政府正進行公營醫療藥費檢討。
醫院管理局表示，一直按既定機制與
政府就調整收費進行磋商，在完成檢
討後會向政府提交調整收費的方案。
醫管局認為，藥費調整可幫助醫管局
增加資源，引入更多可治療癌症的昂
貴藥物到醫管局藥物名冊，以幫助更
多經濟條件有限的患者，但調整涉及
社會大眾利益，調整幅度留待社會大
眾討論。

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鄧耀鏗日前
會見傳媒介紹優化藥物派發安排時表
示，醫管局已成立 「成本評估小組」
與藥廠議價，尤其 「1+」 機制成立
後，新藥物在港註冊加快，醫管局將
有效用的藥物引入到藥物名冊後，在
藥價控制上取得成效。例如部分新藥
引入後，價格相比之前降低3成，治
療某一疾病時，每年可節省2200至
2400萬港元的費用，而其他藥廠看到
新藥降價後，也主動對同類藥物進行
降價，降幅達3至4成。

減輕患者經濟負擔
鄧耀鏗說，醫管局正考慮藥費調

整的空間和可能性，包括重新確定16
周的收費金額，或是減少15元可配藥
的量。他說，藥費調整可增加醫管局
資源，引入更多昂貴、有效用的藥
物。他舉例，末期腸癌的新藥臨床有
效用，但價格高，將其納入專用藥物
名冊後，患者只支付15元，就可獲得
16周藥量，有助減輕經濟負擔，提高
患者接受治療的意願。

醫務衞生局昨日回覆《大公報》
查詢表示，政府及醫管局設有機制，
定期檢討公營醫療服務收費。政府考

慮檢討建議時，會根據適用的檢
討原則（包括市民負擔能力、服
務是否恰當使用、分擔成本等因
素），顧及建議對不同負擔能力
市民帶來的影響。政府及醫管局
亦會探討收費架構及水平，以達
至鼓勵慎用服務，引導資源至最
有需要及危重病病人等。政府及
醫管局會適時公布檢討結果。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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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馮京報道：自本
月28日起， 「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
計劃」 將分階段擴展至醫管局轄下的指
定普通科門診診所。首階段將於7間普
通科門診診所試行，並預計在6月底前
再增加6間診所，為弱勢社群提供預防
篩查及護理服務。

綜援受助人等可豁免費用
醫務衞生局表示，符合資格的綜援

受助人、75歲或以上領取長者生活津

貼的人士，或持有有效醫療費用減免證
明書的市民，如有意參與此計劃，可先
前往地區康健中心或康健站進行初步評
估。評估後，參加者將被安排至指定的
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接受預防篩查服
務，包括根據參加者的健康風險進行化
驗，並依據化驗結果制定個人化的健康
管理方案。合資格人士自首次接受服務
之日起的一年內，在接受預防護理服務
時，可根據其資格獲得全額豁免或部分
費用減免。參加者的資格將在一年服務

期屆滿後進行重新核實。
政府於前年推出 「慢病共治計

劃」 ，旨在資助45歲或以上、未曾確
診患有糖尿病或高血壓的香港居民，透
過配對自選的家庭醫生，在私營醫療市
場以共付形式接受糖尿病及高血壓的篩
查和診症服務。當局將檢視試行服務的
成效，並計劃在今年第四季前逐步將服
務擴展至全港18區的普通科門診指定
服務點。此外， 「慢病共治計劃」 未來
還將加入血脂檢查服務。

慢病共治3．28起擴至普通科門診

▲自本月28日起， 「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 將分階段擴展至醫
管局轄下的指定普通科門診診所。圖為首階段試行的北區社區健康中
心。

醫管局優化配藥安排
第一階段：3月24日起實施

•所有出院、專科門診及普通科門診病人，
每次獲發藥物不多於24星期

• 「有需要時服用藥物」 如處方多於28日，
如醫生無指示，會自動配發25%的量

第二階段：今年第四季實施
• 「有需要時服用藥物」 一次性配發8個星
期的量

•或按需要每8星期覆配藥物
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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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昨日走訪瑪麗醫院
的藥劑部，了解病人對優化配藥安
排的看法。有病人認為，每次配發

24星期藥量的安排仍有再壓縮的空間，最重要
是做好市民教育，在覆診時主動告訴醫生家中
仍有剩餘藥物；有病人擔心調整配藥安排後，
會增加醫院藥劑部工作量，影響輪候取藥時間
增加。

慢性病患者、血科病人孫太向大公報記者
說，經常到醫院覆診和抽血，醫生一般處方兩
至四星期的藥量，她基本上都會食完，但有些

止痛藥等 「需要時服用」 的藥物，由於醫生會
開足量，導致有些少剩餘， 「我見過有人一次
拿到太多撲熱息痛藥，用不完就送給其他人，
太不合理。」 她贊成每次最多配發24星期藥量
的安排。

血科病人陳小姐就認為，一次配發24星期
藥量的安排仍有可再壓縮的空間， 「每個病人
的病情都不同，有些病人的病情可能有轉變要
換藥，多餘的藥就浪費了。」 她認為要做到減
少藥物浪費，仍需做好市民教育，若有獲派發
的藥物未用完，應主動告知醫生，避免重複開

藥。
慢性病患者標叔每三至四個月就需到明愛

醫院覆診取藥，他說每次為了取藥，都要輪候
近兩小時， 「等候的人太多了，
每次都不夠座位，我真的等到很
累」 。他擔心當配藥安排調整
後，病人需更頻密地回到醫院取
藥，病人在藥劑部輪候取藥的時
間會更長，他期望醫管局做好藥
物派發工作，減少病人輪候取藥
的時間。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電器盒藏4600萬元金條 圖走私日本逃稅
【大公報訊】記者葉浩源報道：

黃金價格屢創新高，一度突破每盎司
2900美元的水平，吸引不法分子企圖
走私大量黃金以謀取暴利。海關近日
成功破獲一宗重大走私黃金案件。本
月5日清晨，海關機場科人員在一批從
香港寄往日本、申報為電器的貨物
中，檢獲64條懷疑走私的金條，總重
量約64公斤，市值約4600萬港
元，估計可逃避約460萬港元的
關稅。這是今年首宗懷疑走私
黃金案件，同時也是歷來最大
宗的金條走私案。關員更在裝
有金條的鐵盒內發現定位器，
相信是不法分子用於從大量包
裹中快速定位並取回金條。

海關機場科空運貨物第三
組督察陳泳言交代案情時表

示，機場科人員於本月5日清晨對一批
從香港運往日本、申報為玩具、帽及
燈的124個包裹進行查驗，該批貨物
總重量達1.1公噸。X光影像顯示，其
中有4個包裹內的貨物密度異常高，影
像與申報的貨物不符，且每個包裹重
量超過17公斤，遠超原本申報的約1.1
公斤。打開包裹後，人員共檢獲64條

懷疑走私的黃金金條，總重量約64公
斤，市值約4600萬港元。

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特別調查
第一組調查主任何廷俊表示，涉案貨
物由一間內地物流公司經香港寄往日
本，初步調查未發現有可疑之處，不
排除不法分子在貨物抵達香港後，暗
中將金條加入包裹中，企圖走私至日

本。檢獲的金條
將被送往化驗所
檢驗以確認其純
度。海關目前仍
在 深 入 調 查 此
案，不排除稍後
會有進一步的拘
捕行動。

掃一掃有片睇
攝錄：葉浩源
製作：融媒組

◀海關檢獲市值約4600萬港元的
黃金。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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