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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黨組書記余豔紅一

行日前（5月14日）與香港中醫中藥界

代表會面互相交流，與會者均提出有關

內地與香港中醫藥融合發展的建議及現

在香港中醫藥業的經營情況。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來港與業界交流促融合發展

余豔紅發言表示：「香港自回歸以來，香港中醫中
藥界一直是維護香港穩定的中堅力量，是『一國

兩制』的堅定擁護者，是『愛國愛港』的傑出代表，
大家積極為香港發展和中醫藥發展獻言獻策，促進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維護香港民眾健康、促進香
港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多年來，國家中
醫藥局支持助力香港中醫藥事業發展方面不遺餘力，
取得的成效也是顯著的。她繼續指出，局方制定印發
《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2020-2025年）》，
激勵廣東加大對港澳中醫藥發展的支持力度。局方一
直支援香港建設首家中醫醫院及政府中藥檢測中心，
推動香港中醫師融入內地發展，圓滿完成大灣區內地
公立醫療機構試點招聘港澳中醫師工作並將港澳中醫
師納入「全國名中醫、青年岐黃學者」評選，推動簡
化香港傳統外用中成藥在內地上市註冊審批程式，這
一直是港澳中醫藥產業界的呼聲。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促進香港中醫藥發展
至於在助力疫情防控方面，余豔紅表示：「根據港
方需要，局方協調內地中成藥運往香港助力抗疫，並
派出中醫師團隊和護理人員支援香港抗疫，確定了中
西醫共同組建隊伍及共同收治病人原則。醫療隊中的
中醫醫師更首次被允許進入紅區診察病人。」
最後她表示：「當前粵港澳三地同題共答，中醫藥高

品質發展要邁出新的步伐，並且下一步，局方將貫徹落

實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決策部署，進一步深
化對香港中醫藥事業發展的支持。也希望李會長和在座
的各位為內地中醫藥發展提出更多寶貴意見建議，為粵
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增添新活力，助力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

李應生：感謝國家助力中醫藥業創新傳承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醫中藥界聯合總會、香港中
藥業協會會長李應生致辭時感謝余豔紅一行在疫後馬
上來港調研考察，並感謝國家對香港中醫藥業的傳承
發展一直不遺餘力。他說：「期待透過今次的會面座
談，能加深局方了解業界所需及加強促進兩地相互發
展的政策。」
香港中醫中藥界聯合總會主席陳永光發言表示：「希

望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能推動兩地中醫藥專業資格和資歷
互認，鼓勵支持香港中醫師參加內地專業職稱考核，幫
助香港中醫界逐步建立專科化，以及專業職稱發展體
系，並希望香港中醫師能參與在內地跟名師學習，提高
臨床實踐能力，鼓勵香港中醫學術的傳承發展。」

香港中藥業協會執行會長黃光輝發言表示：「希望
局方大力促進兩地中醫藥科技創新領域合作，有國家
的支持對香港中醫藥的發展至為重要。」他期望有一
些相關的政策，能夠與時並進或重新檢討，更有利於
香港中藥的營運發展和品質的提升。
出席座談會的尚包括：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港澳台辦

公室主任吳振斗、綜合司司長王思成、科技司司長李

昱、秘書王莉莉、港澳台辦公室副處長陳淑娟，衞健
委駐港代表畢文瀚、助理胡馨月，中聯辦協調部副部
長李玲，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馮奕斌及中醫藥界
代表30多人等。
余豔紅一行並於5月16日到訪香港中藥材零售批發

商戶，進一步考察香港中藥材市場的營運實況及聽取
他們的意見。

余豔紅：進一步深化對香港中醫藥事業發展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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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應生（左）致歡迎詞。

◆◆李應生（左）、陳永光（右）致送感謝狀予余豔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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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實地考察瀕危中藥品種在香港的經營情況。 ◆◆余艷紅參觀上環百草中藥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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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香港醫療系統經常面對
龐大需求壓力，為配合智慧醫院發展計劃，醫管局於
2020年10月23日率先在伊利沙伯醫院試行「醫院指揮
中心」，以病人為中心整合數據。中心系統會顯示病人
出院狀態，省卻以電話聯絡確認，以及引入人工智慧
預測，監察和分析病人維生指數，成功令患者出院手
續時間平均減少三成，並冀把系統擴展至其他醫院。
伊利沙伯醫院昨日介紹，指揮中心分為臨床作業管

理、床位調配管理和資源調配管理，全面跟進病人由
抵達急症室、安排入院、轉送到復康醫院或出院「一
條龍」流程。系統整合病房和床位數據，展示整體病
房使用量的數據，包括病床佔用率、平均住院日數、
當日出入院人數等，從而協助團隊掌握病人出院流程
及狀況，縮短入院病人輪候時間。
九龍中醫院聯網資訊科技統籌、伊利沙伯醫院神經

外科顧問醫生麥凱鈞表示，在採用新系統後，透過科
技的應用，瓶頸位一目瞭然，例如個別病人遲遲未完
成出院手續，醫護可即時跟進。現時除了伊利沙伯醫
院外，聯合醫院及天水圍醫院均設立醫院指揮中心。
同時，團隊新引入科技，把維生指數監察系統連接

儀錶板，並利用人工智慧評估病情轉差風險及預測住
院時間，當中加入約30個參數，供醫生識別病情穩定
的病人，及早安排出院或者轉往復康醫院，以騰空病
床，提升醫院效率，而人工智慧預測首階段將在伊利
沙伯醫院的內科作為試點。

人工智能預估優先處理病人
麥凱鈞表示，以往醫生巡病房時，未能及早巡查病
情有變的病人，但現在系統會記錄各病人維生指數，

包括血壓和心跳等，自動分析各病人情況並向醫生提示病情惡
化的風險，以優先處理有關病人。
除了出入院流程更暢順，轉院安排亦更完善。以往安排一名

病人轉院，由病房同事聯絡復康醫院安排病床，然後安排非緊
急救護運送服務車輛，以至病人運送服務，動輒三四通電話，
現時首創的電子儀錶板能整合病床及病房數據，九龍中醫院聯
網護理總經理李華珍指出，此功能節省繁複和瑣碎的電話往來
時間，救護人員只需用平板電腦，實時知道病床運轉丶救護車
等情況，從而立刻調配，不用再打電話溝通，病人平均出院手
續的時間縮短約三成。
此外，九龍中醫院聯網指揮中心今年將分階段投入服務，實

時互通急症醫院及復康醫院病床的使用情況，適時調配資源，以
及連接醫管局「緊急應變指揮中心」。麥凱鈞期望今年底或明年
初時，能擴大指揮中心聯網，優化人工智慧系統來預測病人入院
和出院需要、醫院資訊情況和調動，病人住院期間的病情轉變。
第五波新冠疫情嚴重，公營醫療系統曾面對資源調配不足問題，
麥凱鈞形容情況為「突如其來丶前所未有咁嚴峻」，大量確診病人
在短時間內到急症室求診，故加快病床流轉額外重要。

目前年滿70歲或以上人士在申請駕駛任何種類汽
車的正式駕駛執照時，必須提供體格檢驗證明

書，相關的駕駛執照分為1年或3年年期，若成功續
領3年年期的執照，司機只需每三年進行一次體檢，
且該類體檢並沒有強制規定要做哪些檢查，法例只
籠統地要求「註冊醫生以其專業判斷，為申請人作
出其他合適的檢查及決定是否需要增加其他檢查項
目」。
運輸署早前成立專家小組檢討年長司機續牌時的
體檢要求。政府在昨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中建議
區分商用及非商用車司機，並收緊年長商用車司機
的續牌要求，包括商用車司機提早由65歲起要做體

檢，而且只可續牌一年，即一年一檢，非商用車司
機則不受影響。

心腦肺等要健康 亦考視力聽力
體格證明維持由註冊醫生簽發，政府會在網上增

設合資格醫生名單，並會就每個檢查項目提供更清
晰的獨立醫學評估指引，例如示範片段。目前年長
司機續牌時的視力測試，要求司機讀出23米外的號
碼，日後會改為由「史奈倫視力」代替，商用車司
機「史奈倫視力」不少於0.33，非商用車司機不少
於0.5，同時新增視野要求，商用車司機水平視野至
少要160度，左右至少70度，上下至少30度。
職業司機體檢標準亦更為嚴格，除了視力、視野

外，還要進行聽力篩查。除非通過醫學評估，高齡
司機患有夜盲症、認知障礙症、惡性腦腫瘤、植入
式心臟除顫器，或需要使用輔助氧氣的慢性肺病
等，將不會獲發或吊銷商用車輛駕駛執照。同時，
建議賦權運輸署署長，可要求健康情況有懷疑的駕
照申請人或持有人提交醫療報告。

促高齡司機持續監察身體
政府強調收緊商用車司機體檢要求不是要令他們

失業，希望他們能持續監察身體，延長有條件安全
駕齡。新的體檢費用仍待確定，政府會積極考慮日
後資助司機體檢的可行性。該建議明年下半年提交
立法會審議後，預期同年第三季至年底落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特區政府完成檢討年長司機體檢

要求。運輸及物流局和運輸署昨日向立

法會提交文件，建議將年長商用車司機

提交體格證明的年齡門檻，由現時的70

歲或以上，收緊至65歲或以上。司機必

須通過視力等測試才能續領駕駛執照，

而且每年驗身續牌，預期最快明年第三

季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 「易通行」在青沙管制區實施超過
一周，個別的士司機反映系統未能偵測車輛貼，亦
有車主指被雙重收費或未行經隧道都被扣錢。運輸
署昨日與的士業界再次進行實地測試，經實測後認
為車輛貼最佳張貼位置是副駕位前方玻璃，且需遠
離電子儀器，以及遮光玻璃等。業界希望，「易通
行」於本月21日及28日擴展至城門隧道和獅子山隧
道前，改善「易通行」偵測準確度，以免出現混
亂。
推動的士發展聯會副主席吳錦華表示，約三成業

界反映，司機在使用「易通行」時，其司機卡未能
扣除隧道費，最終從車主戶口扣數，車行需花時間
與司機覆核及追回隧道費。

涉車卡擺唔好 車貼黐唔正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吳坤成亦表示，「易
通行」推出初期，有三分之一的士的「易通行」出
錯，「我車隊約30輛的士，有近10輛曾出錯，其後
偵測準確度有所改善，目前減至兩三架的士的『易
通行』戶口出錯或偵測不到。」

業界相信系統實施初期未能偵測車輛貼，或與車
輛貼和司機卡配對不妥、張貼位置偏差有關。昨
日，運輸署邀請逾十輛的士到青沙管制區，進行約3
小時測試，經實測後認為，最佳張貼位置是副駕位
前方玻璃，且需遠離電子儀器，以及遮光玻璃等。
「剛才看過有時不同（車貼、司機卡）位置有不同
效果，盡量希望拿這些車出來，試一試擺放位置，
看哪個位置比較理想。」吳坤成表示，運輸署在有
測試結果後會向的士業界發出指引，列出較理想的
張貼位置。

「易通行」車貼偶失靈 三成的士扣錯數

◆醫管局率先
在伊利沙伯醫
院試行「醫院
指揮中心」。

香港文匯報
記者涂穴 攝

◀▲本港的士、小巴等商用車司機當中，不少人已達65歲年齡
門檻。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