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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康健中心倡設「治未病中心」
民建聯：可聘醫師教街坊養生食療 調查指市民認為公營中醫難預約

民建聯於今年7月進行的一項關於市民對中醫
服務的意見調查，調查以電話問卷方式，訪

問了505名18歲以上香港市民。結果顯示，接近六
成受訪市民過去一年有尋求過中醫服務，惟接近六
成半受訪市民認為現時政府資助的中醫服務不足
夠。較多受訪者指較難預約籌位，或住所附近沒有
合適的公營中醫診所，令他們放棄選擇公營中醫服
務。
針對公營中醫服務不足情況，陳永光建議政府多

管齊下，提供更多政府資助中醫服務，包括增加十
八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逐步增加中醫診所暨教
研中心數量；增強在地區康健中心的中醫服務；以
及加強地區康健中心及提供的中醫服務的社區宣傳
工作等。

盼加強使用中藥產品普及教育
調查又顯示，逾八成受訪者均認同政府有需要加
強合理使用中藥產品的普及教育。民建聯建議在地

區康健中心增設「治未病中心」，在每所康健中心
聘請中醫師，向市民提供養生食療及改善生活及工
作習慣的意見，及向市民提供中藥用藥及中醫治療
的建議。
陳永光建議逐步將中醫納入政府公營醫療體系，

政府可將中醫師納入現有公私營協作計劃，或為中
醫設計全新的中醫公私營協作先導計劃，增加市民
的醫療選擇，最終令市民獲得更加全面的醫療照
顧，減輕公營醫療體系的負擔。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副會長林志秀表示，在中醫藥

人才發展上，建議增加大學中醫教育資助學額，發
展跨學科中醫人才，以及政府對中醫藥跨界發展的
趨勢和人才需求進行調研，制定具有前瞻性和針對
性的長期規劃，以此制定增加大學中醫藥教育資助
學額，支持跨學科中醫藥人才培養。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副會長林蓓茵表示，在中醫藥

文化發展上，政府可以將中醫藥博物館、「藥材
街」、雷生春堂等極具中醫藥文化的景點活化為中
醫藥文化旅遊路線，推動特色旅遊，給予遊客耳目
一新的體驗，弘揚中醫藥文化。

建議中小學增中醫藥知識章節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副會長李嘉欣建議，可在小學

高班及中學課程增加一兩個章節《中醫藥基本知

識》，讓學生自小開始對中醫藥有所認識，培養學
生從小對中醫藥文化的興趣。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秘書長董爽建議，由政府牽頭
建立中藥「產、學、研、資、銷」平台，整合各方
資源，提升中藥產品的研發指向性，實現大學中醫

藥科研成果的產業轉化，提升香港製造的優勢。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永遠會長朱恩表示，為了更好

地規範本港中藥行業發展，提高中醫藥服務質素以
及擴大中藥師就業機會，建議政府開展執業中藥師
登記註冊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民建聯昨日發表《推動中

醫藥發展倡議書》，就影響香港中醫藥產業

提質、增效、升級的突出問題進行了梳理，

並提出了政策建議，包括提供更多政府資助

中醫服務，逐步增加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數

目等。立法會議員陳永光表示，民建聯和香

港註冊中醫學會期望透過一系列建議，助力

本港中醫藥發展，疏通窒礙中醫藥發展的不

利因素，以結合本港「一國兩制」的自身優

勢，透過發展中醫業，為香港創造新的經濟

增長點，豐富香港多元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
昨日與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評價中心簽署《授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衞生署使用烏普薩拉監測中心藥
品不良反應信息檢索系統（VigiLyze）的協議》
（《協議》），授權衞生署繼續使用烏普薩拉監測中
心藥品不良反應信息檢索系統VigiLyze。特區政府感
謝國家藥監局對特區政府在藥品安全監測工作的信任
及支持，對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醫療創新樞紐起了積極
作用。
VigiLyze是一個全球性的藥物不良反應訊號檢測和
信號管理工具，由烏普薩拉監測中心為世界衞生組織
藥物監測合作計劃建立和管理，是一個開放予世衞藥
物監測合作計劃成員國家藥物警戒中心的網絡平台。
透過與世衞藥品和疫苗不良事件報告的全球資料庫的
緊密整合，VigiLyze為成員國提供藥品和疫苗不良反
應的全球數據及相關調查。中國是世衞藥物監測合作
計劃成員國之一，有權使用該平台以加強國家的藥物
安全監測。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需獲國家相關單位
授權才可使用該平台。
特區政府衞生署於2020年首次與國家藥監局簽署
《協議》。新冠疫情期間，兩款新冠疫苗於2021年獲
認可在香港作緊急使用，衞生署建立了針對新冠疫苗

接種的藥物安全監測系統，識別疫苗可能產生的副作
用的潛在信號，並透過VigiLyze中有關新冠疫苗的全
球不良反應數據，讓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
會作為參考，協助其對新冠疫苗接種異常事件進行因
果關係評估，也能幫助專家委員會識別疫苗可能產生
的副作用的潛在信號。

多兩款新藥按「1+」機制准在港註冊
特區政府同日宣布，再有兩款新藥按新藥審批機制
（簡稱「1+」機制）獲批准在港註冊，該兩款不同劑
量的口服藥用作治療副甲狀腺癌患者和某類原發性副
甲狀腺功能亢進症患者的高血鈣症，為病患者帶來更
多醫治選擇。
自「1+」機制於2023年11月1日生效以來，已分別

於去年12月及今年7月批准兩款治療轉移性結直腸癌
及一款治療陣發性夜間血紅素尿症的新藥申請。首兩
款按「1+」機制獲批治療轉移性結直腸癌的新藥已獲
納入醫管局藥物名冊的專用藥物類別，病人只需支付
標準費用，預計每年約有300名病人受惠。
衞生署至今收到逾70間藥廠合共超過250個有關

「1+」機制的查詢，並再有更多藥企表達透過該機制
提出註冊申請的意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
員邵家輝聯同香港酒業代表舉行記者會，建議特區政
府將香港烈酒稅由目前的100%降至20%，相信可提升
香港整體烈酒貿易的巿場競爭力，有助將中國優質白
酒文化推向世界舞台。
香港酒業總商會創會會長蘇又萍在昨日的記者會上
表示，相信寬減酒稅既可加強香港在國際烈酒貿易方
面的競爭力，同時像2008年取消紅酒稅時一樣，為香
港創造烈酒交易的新產業，創造龐大商機，刺激整體
經濟活動和相關產業發展。

助港增國際市場競爭力
她指出，全球烈酒市場規模預計將由 2023 年的

5,250億美元大增至2027年的 6,300億美元，增幅達
20%，惟香港卻未能得益。她指香港對烈酒徵收高稅
下，令烈酒交易的大部分商機外流至馬來西亞及新加
坡等東盟國家，相信如寬減烈酒稅，有助抓緊環球烈
酒市場迅猛擴展的機遇，增強香港在國際烈酒市場的
競爭力。
「此舉不但可刺激本地消費需求，且帶動飲食、批

發及需售、旅遊、進出口、酒店、中小企等業界發
展，同時增加行業就業職位，例如調酒師，銷售工作
等，更可減少走私和假酒等負面情況。」 她說。
蘇又萍不認同降低酒稅會助長飲酒風氣的說話，

「2008年香港人均飲酒量為每年2.8公升，取消葡萄
酒關稅後，人均飲用量並沒有明顯增加，到2023年更
跌至人均每年2.3公升，反映減稅不會令市民飲多兩
杯，反而會選擇飲多些靚酒，一定程度上降低市民飲
酒的健康隱患。」
邵家輝指出，自特區政府於2008年取消對酒精含量

30%以下非烈酒（包括紅酒及啤酒）等徵稅，帶動了
葡萄酒進口價值在2007及2008年間分別增長了80%及
45%，葡萄酒進口量更由2008年的3,043萬升急增至
2012年的5,055萬升。葡萄酒行業的關聯公司、從業
人數和業界總收人在取消葡萄酒稅後均大幅增長。
他強調，現時內地烈酒於世界各地的銷情都很蓬

勃，尤其內地烈酒巿場潛力強大，香港以至不同國家
和地區都很嚮往國產名酒，「現時香港烈酒稅比起台
灣、澳門及日本等其他地區都高，若能寬減烈酒稅，
香港有望迅速發展成為世界烈酒交易中心。」

酒商倡烈酒稅減至20%
利祖國佳釀「走出去」

衞生署續用VigiLyze系統檢索藥品信息

●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昨日聯同香港酒業代表舉行記者會，建議特區政府將香港烈酒稅由目前的
100%降至20%。

●民建聯昨日公布《推動中醫藥發展倡議書》，建議特區政府多管齊下優化中醫藥服務，包括提供更多政
府資助中醫服務等。 民建聯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今日
是世界急救日，急症室作為搶救生命的
第一現場，當遇上天災人禍，一秒遲疑
已足夠讓傷者在生與死間來回一遍，因
此急救工作不容有失，平日的訓練尤其
重要。作為香港首間為醫護人員而設的
急症科訓練中心，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
的急症科訓練中心即將踏入30周年，醫
管局急症科訓練中心醫學總監蕭粵中昨
日表示，中心計劃於今年底引入虛擬實
境技術（VR），以提供更多元化及富
真實感的場景，並向市民推動心肺復甦
法的普及教育，提升公眾急救知識。
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急症科訓練中心
於1994年11月成立，是本港首間提供
醫護人員急症科訓練的中心，提供多元
化又適切的課程，包括醫管局統籌委員
會培訓課程、美國心臟協會課程，以及
護理深造學院培訓課程等。教學團隊由
超過400名來自不同專科和職系的導師
組成，每年培訓出逾萬名學員，當中約
80%學員為公立醫院醫護人員。
訓練中心現時佔地超過 1.4 萬平方
呎，建立初期以提供急救醫療課程為
主，例如氣道處理課程、高級中風生命
支援術、災難現場處理及檢傷分流課
程。
蕭粵中表示，隨着規模及服務範疇不
斷拓展，中心在教學培訓領域上不斷革
新求變，包括引入個案實習及模擬訓練
課程，內有新生嬰兒急救、拯救交通失
事車輛內的傷者、中風生命支援術等多

種模擬場景訓練，又將地庫改裝為面積
達5,000呎的模擬訓練室，並添置模擬
救護車，以及模擬電腦掃描室。
為令培訓課程更貼合醫護人員所需，
中心正計劃於未來加強災難應急培訓，
並於今年底引入虛擬實境（VR）技術
以加強醫護人員培訓。
在培訓醫護人員的同時，中心不忘回
饋社會，定時聯同社福機構舉辦多種活
動，照顧弱勢社群，包括為學校安排基
礎急救課程，以及推動心肺復甦法的普
及與教育等。

學員施救懂應變 增加救援功效
曾於中心受訓的劉曉昕，於2022年畢
業於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經
過一年實習期後成為東區醫院急症科的
駐院醫生。
她表示，在中心受訓期間，她接受了

基本心臟復甦課程與兒童急救科課程
等，令她獲益良多，體現如何處變不驚
與專業地施救，並增加救援功效。
在前線進行急救的醫護人員，都會遇
到不同程度的創傷個案。劉曉昕分享令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經歷時表示，當時一
名男士因為突發性心肌梗塞而在路邊暈
倒，被送往醫院急症室時情況已十分危
急，她立即以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為病
人施以電擊，以及為他注射強心針，終
在分秒必爭的搶救情況下將病人從「鬼
門關」前救回一命，「見到患者恢復心
跳那刻，我才稍稍放下緊張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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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症科訓練中心把地庫改裝為面積達5,000呎的模擬訓練室，包括添置模擬電腦掃描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健怡 攝

●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急症科訓練中心計劃今年底引入虛擬實境技術（VR），以提供更多元
化及富真實感的場景，向市民推動心肺復甦法的普及教育。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健怡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