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香港貿易發展局策動的 「國際醫療健康
周」 昨日（26日）揭開序幕，第五屆 「亞洲醫療
健康高峰論壇」 、第16屆 「香港國際醫療及保健
展」 ，亦同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開。今屆論
壇匯聚來自40個國家和地區逾2800名專家和業
界人士，以 「全球協作 共創未來」 為主題，現
場有逾8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醫療領袖與專家，共
同探討行業未來發展方向與合作機遇，議題包括
醫療科技、銀髮健康、醫健體系等方面。醫療展
則聚焦領先醫療技術、樂齡科技及綠色方案，包
括不少應用AI人工智能的方案。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致辭時表示，香港在 「一
國兩制」 下享有國家有力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國
際臨床試驗所已在河套的香港園區正式營運，香
港將投入大量資源，支持本港的科研工作，發展
健康科技。

大公報記者 葉浩源（文） 林少權（圖）

李家超在論壇開幕致辭表示，香港
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區域領先健
康創新中心的關鍵地位，並在 「一國兩
制」 原則下與內地及世界享有獨特的連
結。在國家的支持下，河套深港科技創
新合作區中充分體現當中的聯繫，整合
了兩個城市的優勢，獲得了國際的認
可。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亦已
在香港園區正式營運，與兩所醫學院進
行臨床試驗合作。

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致力建立國
際認可的藥物及醫療器械註冊機構，現
已實施 「1+」 審批機制至新藥、疫苗和
先進療法製品註冊，允許獲得監管機構
註冊認可和本地臨床數據支持的藥物在
港註冊，定將推動香港發展成國際醫療
創新樞紐。他強調香港將會投入大量資
源，支持本港的科研工作，發展健康科
技。

貿易如同健康 協作才能繁盛
李家超指出，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

如同傳染病一樣席捲全球，應謹記一個
根本事實，就是貿易只能在開放透明的
環境茁壯成長。人體是依靠體內各系統
和諧協作才能保持健康，同樣地，全球
經濟也只能在充滿互信協作和奉行多邊
主義的生態系統下，才可繁榮發展。貿
易和健康一樣，其韌性始於協作，而非
孤立排外。

貿發局主席林建岳致歡迎辭表示，
當前全球醫療健康領域正面對多項挑
戰，涵蓋下一波傳染病大流行、人口老
化帶來的醫療需求及健康公平等議題。
這些問題亟需全球社會共同關注與協
作，以保障世界各地社群的健康福祉。
論壇與醫療展將進一步彰顯香港致力與
各界攜手，推動創新醫療健康產業發
展。

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曹雪濤
致辭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深入推
進為香港乃至亞洲醫療健康產業發展注

入強大動力、創造廣闊空間。他
更作出幾點建議，一是堅定發
展信心，積極參與健康中國建
設。

其次為加強科研創新，
共同推動健康產業升級，支
持醫藥企業與科研機構抓住發
展機會。三是加強國際合作，
共同應對全球衞生挑戰。

大學加強育才 推進優質醫療
論壇的首場主題環節 「塑造更公

平與可持續的健康體系」 ，由香港大學
教研發展基金主席徐立之教授主持，
討論重點為消除醫療差距及發揮學術
與產業的協同效應。科大校長葉玉
如教授分享對未來醫學與健康領
域發展的見解： 「我們的時代
面對非常複雜的健康議題，
大學是促進全球健康公平
的強大催化劑，但沒有
任何一間院校或機構
能獨自解決系統性挑
戰。我們必須透過培育
人才、推進轉化研究和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並加速從科技創新
轉化為產生具影響力
成果的過程，讓優質醫
療保健成為全民的權
利。」

論壇在另一邊展館設立
ASGH Business Hub展覽專
區，雲集逾170個來自澳洲、泰
國、上海及廈門等13個國家及地區
的創新科技企業和獲獎項目。其中，
InnoHealth Showcase展區作為探索
商機和創新方案的平台，集合逾70家由
創新科技署連同數碼港及6家本地大學
牽頭組織的企業和項目，圍繞醫藥與治
療、智能醫療、醫療器械與診斷，以及
社區健康與保健四大重點類別。

責任編輯：呂俊明 美術編輯：莫家威

【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報道：醫院管
理局研討大會昨日起一連三日在灣仔會展舉
行，超過8000名醫療專業人員及學者參與，
內容涵蓋醫療發展、智慧醫院、器官移植等
多個主題，並為香港首間胸痛中心授牌。醫
管局主席范鴻齡表示，醫管局一直謹慎推進
公立醫院系統管理檢討委員會提出的31項改
善建議，預計下月前全部實施。國家衞健委
副主任曹雪濤表示，香港醫療衞生發展取得
令人驕傲的成就，國家會繼續支持香港，期
望香港更積極參與全球衞生健康治理，深化
兩地專業領域合作。

研討大會開幕禮昨日上午舉行，主禮嘉
賓包括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曹雪濤、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
茂、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及行政總裁高拔陞。

衞健委：支持香港參與全球衞生治理
范鴻齡致辭時表示，今年是醫管局開展

「改革時代」 的一年，面對人口老齡化、慢
性疾病增加以及醫療成本上升等挑戰，醫管
局正進行深層次改革。醫管局去年中針對多
宗醫療事故，成立的公立醫院系統管理檢討
委員會，就加強患者安全、提升醫療管理及
組織效能提出的31項建議，下月將會如期實
施。他又提到，公營醫療收費改革檢討將於
明年正式實施，期望加強對基層市民的支

援，並確保服務效率，強調改革後的所有額
外收入，將全部撥於公共醫療系統。

國家衞健委副主任曹雪濤來港出席研討
大會，並對香港提出兩個期望，包括積極參
與全球衞生健康治理，以及深化兩地專業領
域的務實合作。曹雪濤指出，當前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個別國家熱衷於單邊主
義，為全球衞生合作與治理帶來更大挑戰，
中國政府堅定支持多邊主義，國家衞健委願
繼續支持香港醫療機構和個人參與國家援外
醫療任務，參與健康絲綢之路建設，推動構

建人類衞生健康
共同體。衞健委
將繼續積極支持
特區政府施政，
深度參與健康中
國、健康灣區的
建設，進一步探
索科創要素跨境
便利流動，邀請
港澳參與申請國
家科技重大專
項、高水平人才
計劃等，助力國
家提升衞生健康
領域的新質生產
力。

大會為香港瑪麗醫院成為首間胸痛中心
舉行認證授牌儀式。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
表示，成立胸痛中心能提高急性胸痛的診斷
效率，並加快病人接受心臟手術的時間，從
而改善病人的護理，包括降低病人的死亡
率、縮短住院日數和再次入院的比率。香港
採納國家認證標準亦有助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充分發揮香港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優勢，向國際社會展示國家醫療標準的卓
越性，助力推動國家胸痛中心認證成為國際
通行的標準。

醫管局：公院31項改善建議下月前實施

李家超：將投入大量資源發展健康科技
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在港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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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瑪麗醫院成功通過國家胸痛中心的評
審認證，是本港首間獲得認證的胸痛中心，昨日舉行全
港首間胸痛中心授牌儀式。醫院管理局表示，會繼續優
化服務，借鏡瑪麗醫院的經驗，按國家認證標準於威爾
斯親王醫院設立第二間胸痛中心。

瑪麗醫院自2023年起着手籌備成立胸痛中心，以
配合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於瑪麗醫院根據國家認
證標準設立全港首間胸痛中心。瑪麗醫院其後派出專家
到訪內地不同的胸痛中心，汲取有關胸痛中心治理心臟
病病人的經驗及流程，並邀請內地專家來港交流。

位於瑪麗醫院的全港首間胸痛中心於2024年11月
投入服務。中心根據國家認證標準，改良急性心肌梗塞
等急性高危心臟病病人的診症流程，並推動國家胸痛中
心認證為國際通行標準。該標準涵蓋標準化管理、治療
時效提升、跨部門協作等多方面的標準。

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表示，瑪麗醫院成功獲得認
證，標誌着瑪麗醫院在急性心臟病救治方面的專業水平
得到肯定，亦為醫管局持續提升公立醫院心臟科服務的
目標打下強心針。醫管局會繼續優化服務，借鏡瑪麗醫
院的經驗，按國家認證標準於威爾斯親王醫院設立第二
間胸痛中心，目標是建立香港胸痛救治網絡，提高診斷
效率、加強治療效果及提升病人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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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
李家超昨日
與一眾嘉賓
出席亞洲醫
療健康高峰
論壇。

▲瑪麗醫院胸痛中心通過國家認證，昨日在醫管局研討大會開幕典禮期
間舉行授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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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麻雀電子儀器 監測腦退化
「香港國際醫療及保

健展」 昨同步於會展揭
幕，以 「智慧醫健 創新

體驗」 為主題，網羅世界最新醫
療健康器械、產品和方案。

在領先醫療技術方面，
英 國 展 團 的 London
Medical Exchange的全自
動人工智能患者監測系
統，通過數據整合、趨勢分
析和自動化提升患者護理，
可將醫療從被動應對轉變為
主動預防。樂齡科技方面，香

港科技園展團的醫念科技，展出
認知障礙評估應用程式，透過讓中

老年人使用電子儀器打麻雀等，以人工
智能評估及提供個人化腦部訓練，幫助
他們預防和及早發現患上認知障礙，系
統亦可以為患者監測病情。綠色方案方
面，香港科技園展團的MassPhoton展
示結合半導體技術和智能控制技術的紫
外光消毒系統，可更有效、更節能地為
空氣、水和物件表面消毒。

今年醫療展吸引來自13個國家及
地區、約300家展商齊聚一堂，亦有7
家香港本地大學、香港科技園展團率領
的逾30家創科企業，及香港醫療及保
健器材行業協會帶來的逾20家醫療企
業參展，展示本地創新實力。

大公報記者 葉浩源

▲中老年人以電子儀器打麻雀，幫
助預防和及早發現患上認知障礙。

初創展示多項AI醫療技術
在 高 峰 論 壇 的

InnoHealth展示中，科大
初創公司和研發人員展出

多項提升病患療效及改善醫療體系的嶄
新成果，全面涵蓋預防、診斷、治療以
至康復預後跟進。例如獲美國食品及藥
物管理局、由科大培育的初創公司
PanopticAI研發的認可非接觸式生命體
徵監測流動應用程式，該應用程式建基
於先進的人工智能和信號處理技術，令
醫療服務更普及和更具包容性。

PanopticAI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
始人黃君朗博士表示，PanopticAI昨日
與港怡醫院簽訂合作協議，年內將於港
怡醫療中心引入PanopticAI非接觸式生
命體徵監測技術，另亦已與香港最大非
醫院醫療服務供應商醫思健康簽署合作
備忘錄，將其先進技術融入並應用於醫
療營運服務。

另外一間初創公司SmartCare

Technology也與港怡醫院簽訂合作協
議，作為一個利用多模態語言大模型開
發、以病人為本的診療平台，可簡化診
症工作流程並實現文書自動化，讓醫護
人員能專注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

此外，科大初創公司和研發人員
展出的項目還包括以血液生物標記物結
合AI檢測並識別早期阿爾茲海默症患
者、手術期間實時偵測癌細胞移除範圍
的AI系統、非侵入式眼藥遞送系統，以
及為癱瘓患者開發的AI語音還原工具
等。 大公報記者 葉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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