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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療系統一直以西醫為主導，惟西醫始終有其局限性，若能與中醫

互補不足，就能發揮最佳治療效果，病人成為最終得益者。為此，醫院管

理局去年11月起展開「大灣區中醫訪問學者計劃」，來自廣東省中醫院的

3名資深中醫師先後來港，以「師帶徒」模式在香港公立醫院培訓本地中醫

師，以中西合璧的手法治癒不少病人。醫管局計劃邀請更多廣東省中醫師

來港，令該計劃惠及更多病人，包括腫瘤科、腦病科、神經內科、骨關節

科及針灸科等，探討有關專科的中西醫協作模式。

中醫粵師帶港徒見效 計劃深化加碼
「徒子徒孫」增至35人 醫管局擬邀更多廣東專家來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大灣區中醫訪問學者計劃
●第一階段

工作內容

●第二階段

目的

參與醫院

參與培訓的
本地中醫師

工作內容

資料來源：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1.於伊利沙伯醫院及瑪嘉烈醫院運用中西醫協作治療模式照顧
新冠重症患者

2.以「師帶徒」形式為5名本地中醫師提供住院臨床高階培訓

1.探索中西醫協作應用在其他病種
2.提升本地中醫師在中西醫協作治療方面的能力

威爾斯親王醫院、聯合醫院、沙田醫院、東華醫院及靈實醫院

30人

1.檢視中西醫協作服務「中風治療」臨床方案
2.首先探討呼吸科的中西醫協作模式
3.以「師帶徒」形式提供住院臨床高階培訓和中西醫協作培訓

一個月發三次噩夢 精神健康響警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都市人生活忙碌，壓
力來襲影響精神健康。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研究團隊
一項研究發現，16.6%受訪青年已患有最少一種精神
病，當中最普遍為抑鬱症。研究同時發現，多達
42.8%受訪者的主要壓力源自學業，其次為工作或事
業及個人前景。研究團隊指出，如一個月內曾至少發
三次噩夢，可能是精神健康的警號，當務之急是發展
青年友善服務，以緩解精神疾病、提升青年功能和生
活質素為最終目標。

料每6受訪青年1個年內已患精神病
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醫療衞生研究基金在精神健康
諮詢委員會建議下，委託港大團隊於2019年5月至去
年7月期間，首次以流行病學方式隨機進行社區調查
「HK-YES研究」，分析參與研究的3,340位15歲至
24歲青年數據，昨日公布研究結果。團隊經評估後發
現，相信每6名受訪青年中，已有一人於受訪的一年
內患有精神病，當中最普遍的是抑鬱症（13.7%），

其次為躁鬱症（2.3%）。
港大精神醫學系講座教授陳友凱指出，青年患抑鬱

症與新冠疫情有一定關係，因2019年下半年受訪者的
抑鬱發作率僅為11.3%，後因疫情升至2020年下半年
的16.4%，其後曾於2021年下半年跌至11.8%，至去
年上半年因第五波疫情又回升至15.9%。
不過，相信已患有精神病的青年當中，僅17.7%接

受精神或心理服務；8.2%有尋求醫生、社工或專業協
助，多達74.1%並無接受任何形式協助。陳友凱指
出，以往有病人反映，公營服務輪候時間長達兩年而
「等到無心機」，另有人不願接受自己有病，反映精
神病污名化情況縱有改善，亦要繼續努力。
團隊經分析後歸納出家庭空間、個人心態、數碼生

活及逆境轉化為精神危機的四大風險領域，相信有關
發現可為未來介入提供清晰的路線圖，建議精神健康
專家應考慮加強家人參與介入措施的角色，並採取正
向心理和以強化個人為本的措施，應對青年抗逆力、
自尊和孤獨等風險因素。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黃仁龍表示，有研究指許
多精神健康問題早在25歲前已病發，因此絕對不能忽
視，希望特區政府支援延伸性調查，追蹤是次受訪青
年的精神健康狀況。

◆港大精神醫學系研究團隊一項研究發現，16.6%受
訪青年已患有最少一種精神病。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蝦敏
感是本港最常見的食物過敏之一，患
者在進食蝦後，除了會出現皮膚和口
腔的過敏反應外，亦可導致喘鳴、呼
吸困難以至過敏性休克。以往要找出
患者到底是否對蝦過敏不易，誤差率
很大。香港中文大學與泰國學者合
作，成功找到11種與蝦敏感相關的
致敏原，大大提升蝦過敏測試的精確
度。
研究團隊指出：「因此今次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蝦致敏原資訊，有助建立
一套精準的診斷方法，對症下藥。」

傳統測試方法假陽比率達八成
中大醫學院指出，由於患者出現過

敏時往往曾進食各種食物，要找出過
敏原並不容易。現時針對蝦敏感的診
斷及治療仍然有限，其中一大挑戰是
分辨出「併發過敏」及「無症狀過
敏」的患者，而傳統測試方法，包括
皮刺測試及血液過敏測試的準確性
低，假陽性比率可高達八成。
這次研究分析85宗曾經出現蝦敏
感的個案，利用他們的血清樣本，測
試出在大虎蝦中11種與蝦敏感相關
的致敏原，並以致敏原進行血液特異
性IgE檢測，將有助提高診斷的準確
性。

成果在國際醫學期刊發表
研究亦發現，即使同樣提取自大

虎蝦，在香港與泰國流行的主要蝦
類致敏原卻存在差異，此等發現將
有助推動食物敏感精準診斷，詳情
已在權威過敏科國際醫學期刊Aller-
gy發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抑鬱症是不少都市人面
對的精神問題，但卻可能因未有及早察覺而延誤診
治。職訓局旗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數據科學
及分析高級文憑畢業生何育麟（Alan），受母親早年
患抑鬱症，但病情輾轉遭耽誤三年的經歷觸動，與兄
長及IVE同學合作以人工智能科技開發了「AI早期抑
鬱症篩查系統」，透過分析求助者的說話聲線、情緒
和關鍵詞等，評估情緒困擾及患上抑鬱症的程度及風
險，「希望可幫到更多如我媽媽面對同一狀況的病
人，助他們及早得到適切治療。」

以科技析對話 及早評估病情
Alan的媽媽在他讀中學時因工作壓力而患抑鬱症，
由於發病初期病徵不明顯，僅是情緒低落、對生活感
憂慮等，其後轉壞試過因病發而失去部分記憶和意
識，於廚房煮菜時不知自己為何手持菜刀。經多番求
診終確認她患上抑鬱症，惟其時病情已被耽誤約三
年。Alan說，在陪伴媽媽覆診時留意到醫生會藉對話
分析病人病情變化，令他想到以科技輔助支援，分析
對話內容，幫助提升效率。
他說：「我當時正修讀機器學習及AI應用單元，於
是收集不同抑鬱症相關的文獻和詞庫，以及與患者對
話的醫療和社交媒體大數據，齊集資料後，我再自行
編寫的深度學習模型，應用AI、機械學習和大數據分

析等科技，分析對話語氣和患者情
緒，最終開發出『AI早期抑鬱症篩
查系統』。」
Alan的團隊參考史丹福大學所做

的超過2,000個抑鬱症關鍵詞詞庫，
以AI系統作訓練分析，「舉例說，
有單親母親個案會重複使用關鍵詞
『useless（無用）』形容自己，系統
會紀錄使用頻率和分析與其他字詞
的關聯，因而估計求助者或情緒受
困。」當求助者向社福機構透過熱
線或網上平台求助，系統能透過對
談內容，為社工或輔導員初步評估
求助者抑鬱症或情緒困擾風險，並
分析抑鬱相關的關鍵詞和患病因
由，更會根據美國防止自殺機構的指引，在對話內容
中自動偵測藥物、酒精、賭博和自殘等相關的用詞，
從而評估其自殺傾向。最後也會提供心理健康和防止
自殺建議，並自動生成報告，方便專業人員的進一步
跟進。

去年多個科創賽獲獎
此系統去年起於多個科創比賽獲獎，包括奪得「青年

科技專才展覽及比賽2022」冠軍、「泛珠三角+大學生

計算機作品賽」最佳創新獎和一等獎等。Alan指，媽媽
的鼓勵與支持成為其研發的最大動力，如今她已康
復，但亦會從過來人角度，跟自己分享病人的心路歷
程，如求助者在早期對談時多不願露面，幫助自己設
計系統時有更人性化考慮，包括聚焦語音分析。
Alan媽媽則強調對兒子追夢無限量支持，特別是要

鼓勵他勇於嘗試、別怕失敗。母親節在即，她笑言：
「我的願望是希望兒子在專業領域上不斷進步，回饋
社會。」

憶母患病遭耽誤 IVE生製AI篩查早期抑鬱

◆何育麟（右二）與兄長（右三）及IVE老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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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大灣區中醫訪問學者計劃」至
今已推行半年，參與計劃的中醫師昨

日會見傳媒。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中醫）黃
巧雲表示，來自大灣區內地醫院的3名中醫
專家在計劃首階段已到伊利沙伯醫院及瑪嘉
烈醫院展開中西醫協作治療模式，照顧新冠
重症患者，並首次以「師帶徒」方式，首階
段帶領5名本地中醫師作住院臨床高階培
訓。她指，計劃首階段進展暢順，參與培訓
的中醫師、病房西醫團隊及病人均對計劃有
高度的評價。

中西合璧助肺積水患者康復
參與計劃來港的中醫專家、廣東省中醫院
主任中醫師謝東平表示，其間與不少香港西
醫交流，對方均持開放態度工作，並積極向
中醫專家請教，雙方中西合璧治癒不少病
人。「我曾跟進一個有肺積水的患者，西醫
那邊的同事說這名患者情況很難處理，然後
請中醫幫忙想辦法。我們一看，就覺得患者
的脾胃欠佳，認為先解決消化問題再通積水
更好。」在兩者的相互協作下，病人最終得
到適切的治療。
廣東省中醫院重症醫學科大科主任鄒旭認
為，香港和內地的中醫培訓各有優勢，「香
港在全科培訓上做得比較好，內地則有不少
專科培訓，相信兩地的合作可有協同創
新。」他又指，雖然香港的西醫非常先進，
但西醫始終有其局限性，而與中醫協作是

「博採眾長」，以最大限度發揮中西醫各自
的優勢，最終目的是讓患者受惠。

進入第二階段 5公院加入
該計劃今年3月進入第二階段，中醫專家

將分別到已設有中西醫協作中風治療服務的
醫院，檢視其臨床方案，包括威爾斯親王醫
院、聯合醫院、沙田醫院及東華醫院檢視
「中風治療」協作。而靈實醫院亦探討呼吸
科的中西醫協作模式，並繼續採用「師帶
徒」形式參與培訓本地中醫師，將「徒子徒
孫」人數增至35人。
黃巧雲指出，目前香港中西醫協作的病種

包括中風、癌症紓緩及骨骼痛症治療，內地專
家亦會探索在呼吸科採用中西醫協作模式。
至於中西醫協作的應用會否擴展至更多病

種，她表示，該計劃已得到廣東省中醫藥局
的支持及認同，未來會邀請更多大灣區內地
醫院的資深中醫專家赴港，包括腫瘤科、腦
病科/神經內科、骨關節科及針灸科，「這
些專科具有中醫優勢，故會優先考慮。」
另外，計劃亦會深化「師帶徒」中西醫協

作臨床培訓，培訓一批在中西醫協作工作中
「衝鋒陷陣」的本地中醫師。
她表示，暫時未知下一批來港中醫師數
目，冀交流計劃不設時限，惟須靠內地有關
單位合作。至於今次3名中醫師會否延長其
「有限制註冊」年期至多於一年，則要視乎
他們在內地的日常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立法會
議員陳永光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3名內地資深中醫
專家透過「大灣區中醫訪問學者
計劃」來港培訓本地中醫師及參
與中西醫協作，成果豐碩，對此
感到欣喜。他指出，中醫及西醫
均有本身的優勢，而兩者協作則
可以互補，如中醫配合西醫腫瘤
科的化療及電療，可緩減病人出
現的副作用，對於醫院管理局未
來擬邀請更多不同專科的內地中
醫專家赴港，他表示贊成，冀能
盡快推動香港中醫專科的發展。

「中西醫協作對治療有好處」
陳永光表示，3名內地資深中

醫專家為本地中醫師帶來不少寶
貴臨床經驗，除現有的中風、癌
症紓緩和骨骼痛症3個中西醫協
作病種外，醫管局正探索能否納
入呼吸外科作為第四個病種，日
後擬加入腫瘤科、腦病科、神經
外科等病種，而他對此表示歡
迎，強調中西醫協作對病人的治
療帶來好處，如之前中西醫協作
治療新冠病毒，有效防止輕症變
成重症。
他指出，中西醫各有所長，
其中皮膚科、骨科及針灸等均
屬中醫的強項之一，而中醫配
合西醫治療癌症病人，能緩解
化療等帶來的副作用，而巿民
有骨傷問題，除要進行手術
外，不少人也會使用跌打。
他說：「香港有8,000名註冊

中醫，當中不少與大學中醫學院
的教授一樣也是專家，加上今次
醫管局的訪問學者計劃，有內地
專家來港培訓，有助推動本港中
醫專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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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醫學院與泰國學者合作研究，發現11種
與蝦敏感相關的致敏原。

◆醫管局去年11月起展開「大灣區中醫訪問學者計劃」，部分來港的廣東省中醫院
資深中醫師昨日會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