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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教育發展的經歷十分漫長。過往港英政
府時期，中醫執業並無規管，更遑論對中醫的

水平和教育的重視。過往中醫教育形式大致分為三類
：（一）透過祖傳或師徒方式傳授；（二）民間團體
或業界營辦中醫學院；（三）本地專上院校與內地中
醫學院合辦的自資兼讀課程。回歸後，為配合中醫藥
條例（第549章）之中醫註冊制度，香港三間大學先
後開辦全日制中醫學士學位課程，旨為培訓本港新一
代註冊中醫師。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但亦僅是一
個起步點而已。近代社會對中醫的需求日增，對中醫
的學術水平和醫事職能有較高的期望，中醫教育發展
卻有所限制。以下探討三個主要問題：

一、大學撥款未按醫護生水平
由大學開辦的中醫課程的營運經費主要來自教資

會（UGC）和研資局（RGC）的撥款。現時中醫課
程的資助單位成本是以理科學生計算，而非醫護學生
的水平計算，或按照中醫學科的特點來制定方案。結
果，中醫的研究課題除非掛上科研或西醫的內容，否
則在聘請教員、申請研究經費等都失去優勢。

二、缺乏中醫學生實習場地
根據有關註冊規定，中醫本科課程須包括不少於

30 周的畢業實習。唯香港縱然具備國際級的醫療設
施，卻缺乏中醫實習的場地，使學生需到內地的中醫
院完成實習。礙於醫療法規的差異，中醫學生在內地
醫院所學的，往往未能在本地醫療制度中全面發揮。

三、缺乏本地中醫在職培訓
現時本港並沒有為中醫訂立的在職培訓機制。中

醫師本科畢業後僅能透過攻讀科研或授課式研究生課
程獲取高等學歷，而尋求臨床培訓卻苦無出路。近年
，醫管局、大學、志願機構合辦的 15 間公營中醫科
研中心，正推出中醫在職培訓及進修試驗計劃，讓個
別的初級中醫師晉升至高級中醫師。唯這些計劃尚待
長期的經費支持，未能惠及大部分的中醫畢業生。

由此可見，由於欠缺長遠規劃和資源投入，香港
的中醫教育發展仍然滯後，專業發展階梯亦然未見明
朗，使有志投身中醫藥界的學子卻步。展望政府能制
定中醫發展的長遠規劃，增加教學資源、臨床培訓基
地及在職培訓機制，使中醫教育發展穩步向前。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 策劃
稿件請投editor@mcmia.org
稿例請閱www.mcmia.org/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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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特區政府衛生署和醫院管理局在七
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合辦 「香港醫院管理考察交流團」，由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際
合作司司長王笑頻帶領三十位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代表和來自內地不同省市的中醫院
領導人員，來港考察公營醫院管理，以及與醫管局和衛生署代表交流心得，互相借
鑑經驗。

交流醫療體制管治經驗
考察團活動內容主要包括管理經驗交流講座，內容涵蓋香港公營醫療體制及醫

管局的管治架構、中醫藥規管及發展、醫管局中西醫結合服務管理、藥劑管理、臨
床服務及資訊等，又安排參觀本港醫院和政府化驗所。此外，考察團參觀了浸大中
醫藥學院，並與教研人員交流，了解學院及本港中醫藥高等教育的發展。

內地中醫院領導來港考察

為防止醫療詐騙橫行，北京公
布18類專業、共225名 「健康科普
專家」，獲得認證的專家可以持證
營業或以來賓身份出席各類保健節
目。

18個專業和學科分別為，內科
、外科、中醫、口腔、婦產科、精
神心理、預防（疾病控制）、五官
、神經、醫技、兒科、皮膚性病、
腫瘤、傳染（臨床）、急救、康復
、護理、全科。

法制晚報報道，北京市健康促
進工作委員會、北京市衛生局，將
為首批健康科普專家頒發證書，並
將專家名單公布在北京衛生資訊網
上。經過官方認可的專家可以持證
工作，但若發現非法牟利者，將被
取消資格。

在取得證書後，健康科普專家
將在北京市的統一安排下，以 「北
京健康科普專家」身份，參與北京
電視台等媒體開設的健康科普節目
；同時，北京衛生部門還將集合首
批健康科普專家，舉行 「健康科普
大講堂」，給民眾正確的健康知識。

「中國康復醫學會第十四次腦血管病康
復學術會議暨中華中醫藥學會第九次養生康
復學術會議」日前在吉林召開，來自全國各
地海峽兩岸的 22 位專家圍繞養生康復醫學
理論與實踐以及在大醫改背景下如何看待康
復醫學的機遇與挑戰等內容作主旨演講。

與會專家指出，中國已提前步入老齡化
社會，同時隨着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
的提高，康復醫學尤其是中醫康復學越來越
受到群眾的重視，為此，國家於 2010 年提
出了 「推動康復醫學建設，促進康復醫學發
展」的要求，2011年國家已把康復醫療納入
基本醫療的保障範圍。

與會專家認為，中國傳統康復治療方法
簡便驗廉，易於被群眾所接受，不斷吸收現
代康復醫學新成果、新思維、新技術，走中
西醫結合的康復醫學發展道路，是我國康復
醫學事業的發展方向。

本次會議由中國康復醫學會和中華中醫
藥學會主辦，吉林省中醫藥學會、吉林省中
醫藥科學院聯合承辦，來自全國各地的康復
醫學工作者200餘人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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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康復納內地醫保

北京中醫醫院針灸科主任王麟鵬帶領團隊的核心論文 「針
刺對偏頭痛緩解期預防性治療的療效評價──單盲、雙模擬的
隨機對照研究」發表在 2011 年 8 月《Pain》雜誌上（影響因子
5.37）。該論文近日被國際知名醫學機構 「千名醫學家」收錄並
被推薦為必讀文獻。

北京中醫醫院針灸科的研究團隊在針刺治療原發性頭痛的
臨床研究中經數年努力，傳承名老中醫經驗，總結和驗證各型
各類偏頭痛的針灸治療。

王麟鵬帶領的團隊採用針刺與藥物的雙模擬隨機對照等方
法，應用國際標準進行分類診斷與評價，對於針刺療法預防性
治療偏頭痛的療效給出了科學評價。並提出以針灸學經絡辨證
為主的選穴治療思路，總結了對多類型偏頭痛、緊張型頭痛等
針刺治療方法，探索了部分針刺機理。該系列研究共發表論
文9篇，其中SCI論文3篇。

針刺治偏頭痛研究論文
權威雜誌《Pain》8月發表

浸會大學中醫藥學
院於七月十九及二十五
日分別舉行兩場生活體
驗營，合共超過一百一
十位中四至中六學生參
加。體驗營藉着模擬課
堂、模擬實驗及各項遊
戲活動，加深參加者對
中醫中藥的了解，並讓
參加者有機會實地體驗
在浸大當中醫或中藥學生的樂趣（見圖）。

生活體驗營的活動包括中醫基礎理論及中藥模擬課堂，以及
針灸、骨傷、中藥飲片、中草藥、中藥化學及生理學模擬實驗。
中醫中藥校友亦分享了學習生活的趣事及就業情況，讓參加者體
驗大學生活並了解現代中醫中藥的發展。

浸大辦中醫藥生活體驗營

【本報記者柴小娜寧立瓊蘭州電】記者從
甘肅省政府新聞辦新聞發布會獲悉，中國定西
第四屆中醫藥產業發展大會將於 8 月 18-19 日
在甘肅隴西縣舉行。

據悉，此次中醫藥產業發展大會，由甘肅
省人民政府和國家科技部、中醫藥管理局等單
位主辦，定西市人民政府、中國中醫藥協會、
香港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協會等單位承辦。以
「綠色．傳承．健康．發展」為主題，集科研

成果展示、種植加工考察、投資經貿洽談、學
術研討交流於一體。

定西市市長常正國表示近些年，定西明確
提出打造 「中國藥都」戰略目標，並從規範化
種植、多層次加工、完善市場流通、規劃建設
園區等諸方面取得成效，推動中藥材種植面積

連年穩定在 110 萬畝以上，位列全國地級市第
一，中藥材總產量達16.6萬噸，中醫藥產值達
19億元，岷縣、隴西、渭源等中藥材種植面積
較大縣，農民人均中藥材產業收入超過了農民
人均純收入的三分之一。

預計到2015年，定西市中藥材種植面積穩
定在110 萬畝以上，其中GAP標準化種植基地
80 萬畝、種苗繁育基地 5 萬畝，中醫藥產業總
產值達到85億元。

記者從發布會了解到，定西除每年舉辦中
醫藥產業大會，提高定西中醫藥資源和產業發
展的影響力，還為入園中醫藥企業從土地供應
、信貸支持、稅收減免和科技支撐等方面給予
最大優惠。

第四屆中醫藥產業大會下周甘肅舉行

【本報記者向芸成都電】30日，浙江省磐
安縣在蓉舉行第五屆中國磐安中藥材交易博覽
會暨 「浙八味」市場推介發布會，並與中藥材
天地網簽署合作協議，吸引四川、成都中藥材
電子商務平台企業和經營商家入駐磐安中藥材
城，以進一步推動中藥材產業穩定持續發展。

網上線下一體化
據悉，中藥材天地網是行業內最大的網上

藥材交易中心，每日通過 300 餘家信息站點在
全國範圍內採集、分析、匯總和發布中藥材信
息，形成了以中藥材專業信息為基礎，以電子
交易中心為依託，以各大藥材產地、批發市場
倉儲中心為支撐， 「網上線下一體化」的中藥
材物聯網模式。

從2009年上半年開始，國內中藥材價格已
經歷了三輪暴漲，價格、供應體系面臨失控。
同時，中藥材製假售假和囤積炒作行為，也使中
藥材價格漲幅在外圍資金的助推下愈演愈烈。

中藥材天地網董事長龍興超表示，中藥材

價格多年低谷徘徊、生產持續萎縮，落後的貿
易流通模式造成中間環節過多等原因導致了此
輪中藥材價格的過快增長。 「經過10年的低谷
期後，中藥材價格在年初普遍暴漲，本月上旬
更是漲到了歷史頂峰。但在七月中旬首次回落
後，中藥材價格有望開始緩慢降價。」

建訊息預警平台
龍興超建議，盡快建立中藥材信息預警平

台，通過信息引導生產來防止產銷失衡；加快
建設中藥材行業電子商務平台，實現買賣雙方
高效對接，減少中間環節並實現訂單農業；加
強中藥材流通標準體系建設，為電子商務奠定
基礎，同時也防止囤積炒作和製假售假行為。

據透露，中藥材天地網還計劃在全國20餘
個道地中藥材產區和中藥材市場（集散地）建
立 「倉儲交割物流中心、電子交易中心、信息
中心、檢驗檢測中心」，以及時傳入全國乃至
全球市場需求信息及市場動態，為政府決策提
供參考，有效促進中藥材 「訂單種植」。

浙川合作穩定中藥材價格特
寫
特
寫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電】在廣州國
際生物島開島之際，廣東中醫藥國際臨床
研究中心日前在廣州宣告成立。廣東省中
醫藥科學院院長呂玉波表示，中醫藥國際
臨床研究中心旨在搭建一座中醫藥領域的
創新平台，吸引國際化人才，採用先進的
技術手段，支持大規模的數理統計分析和
深入的臨床研究，力爭推動中醫藥走向國
際化。

擇優勢病種研究療效機理
呂玉波認為，當中醫藥以循證醫學為

基礎成為更加嚴謹的科學，才能使中醫藥
得到更加廣泛、合理的使用。廣東中醫藥
國際臨床研究中心將從臨床療效入手，選
擇中醫治療的優勢病種，研究療效機理和

藥物機理，從特定疾病、特定藥物、關鍵
療效可局部重複實踐找到研究的方法論。

中心將整合國內著名臨床研究、GCP
和臨床流行病學專家，在初期的兩到三年
擬建成包括：臨床研究管理與服務、中醫
藥臨床療效評價、數據管理與服務、臨床
研究培訓四大營運部分，而中心的長期發
展目標則是成為符合歐美藥政管理要求的
GCP中心和中醫藥臨床研究的領軍機構。

建名老中醫多維分析系統
現代信息與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為中

醫藥學的研究提供了創新性的方法。廣州
中醫藥國際臨床研究中心將分階段針對心
血管疾病、慢性腎病、糖尿病、呼吸系統
疾病等建立以名老中醫臨床經驗分析為核

心的多維分析系統，構建集數據規範整理
、數據挖掘和分析為一體的面向中醫學的
臨床科研數據倉庫，並且針對不同科研任
務建立相應的面向不同主體的數據集市，
進而搭建數據分析和數據挖掘應用，實現
面向中醫科研的數據統計與知識挖掘。

廣東中醫藥國際臨床研究中心顧問委
員會副理事長周偉焜先生表示，中心將吸
引國際化人才，利用先進有效的技術手段
和現代管理理念，促進中醫藥的臨床研究
和創新。科學嚴謹地評估患者受益，為中
藥新藥臨床研究的規範化和國際化奠定堅
實基礎。期望通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和先進
的信息技術手段，結合中醫藥的智慧，創
造新知識和新發現，服務於中國和世界。

廣東中醫藥國際臨床研究中心成立

來自馬來西亞的獸醫潘慧儀用醫藥棉花
將 「火針」包裹成紡錘狀，蘸上食用

油，點燃棉花棒；燃燒殆盡後，潘慧儀用
酒精擦拭着羊的百匯穴，然後用大拇指和
食指攆着火針，準確插進動物穴位。

「2011 年發展中國家中獸醫藥學技術
國際培訓班」在中國農業科學院蘭州畜牧
與獸藥研究所現場授課，講解中獸醫藥學
「針灸學」，來自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

、泰國和中國台灣、香港等地的 21 名學員
爭先 「演練」活體針灸診斷。

中獸醫藥學是中國幾千年來民眾醫治
畜禽疾病實踐經驗和智慧的結晶，有其獨
特的理論體系與診療技術，已成為現代獸
醫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日，除了 「活體針灸」技術外，該
研究所專家還介紹了中國傳統中獸醫 「火
燒戰船」的診療方式。羅超應副研究員說
，用食用醋擦拭動物身體後，蓋上濕布，
噴灑少量酒精，用火輕輕烤即可。該診療
主要治療動物風濕、扭傷、麻痹等徵狀，
多用於形體高大的動物，如馬、牛等。

Maria 是西班牙一所大學附屬醫院的外
科醫生，並兼職私人寵物醫生。她說，她
對中國傳統中醫很感興趣， 「我曾在 ICU
病房給病人嘗試用針灸治療，同事都覺得
我的做法很瘋狂」，目前在歐洲，中藥針

灸多用於小型寵物。
來自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Azzam，1994

年在南京農業大學接受過中獸醫知識訓練
，他也是他所居住城市當地唯一一名會使
用中獸醫藥學的醫生，一般用於治療賽馬
和賽牛。

台灣的蔡焜洋說，台灣和大陸講授的
動物穴位信息存在眾多不同之處，希望學
員們能有更多實踐機會， 「畢竟博大精深
的中國傳統中醫學不是幾天便可領悟」。

「針灸學」課程上，使用活體動物開
展的實踐診斷引發海外學員的 「好學熱潮
」。此次為期 20 天的培訓班由中國科技部
主辦，主要講授中獸醫基礎理論、動物針
灸與臨床、中獸醫藥的創製、藥劑配伍等
課程。

中獸醫活體針灸診斷
海外學員在甘肅培訓

冬瓜冬瓜冬瓜 柿餅柿餅柿餅
清熱潤肺 健脾補胃

豬手湯豬手湯

材料：
冬瓜500克、

柿餅 2 隻、豬手
250克、豬腱 200
克、生薑5克。
製作：

豬手斬件，柿
餅洗淨，冬瓜連皮
切件。

煲內燒水至滾
後，放入豬腱豬手
滾去表面血漬，倒
出用清水洗淨。

用瓦煲裝清水
，放在爐上用猛火
煲滾後，放入豬腱
、豬手、冬瓜、柿
餅、生薑，煲2小
時後放鹽調味即可
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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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熱潮濕的天氣容易誘發濕熱
症狀，日常食療可多吃具清

熱利水功效的冬瓜，然冬瓜始終性
質偏涼，對體質較虛寒者不宜多吃。

中醫講究配合季節和人的體質
進行飲食調理，炎夏適宜涼補、平
補。冬瓜涼性，有清熱祛暑的作用
，但如何加入 「補」的成份，在食
療材料配搭上可多思考究──體質
虛寒者煲冬瓜湯，不妨用雞肉代替
豬肉，或用豬手代替瘦肉或排骨，
既有豬肉的滋陰功效，兼有豬蹄和
胃及補血的益效。

《隨息居飲食譜》指豬蹄 「填
腎精而健腰腳，滋胃液以潤皮膚，
長肌肉而愈漏瘍，助血脈能充乳汁

，較肉尤補。」
豬蹄含有較多的蛋白質、脂肪

和碳水化合物，並含有鈣、鎂、磷
、鐵及維生素 A、D、E、K 等成
分，對皮膚有較好的保健作用。另
含多量膠原蛋白質，多吃可使皺紋
推遲發生和減少。

是次推介的湯水，更在冬瓜湯
中特別加入柿餅熬煮。鮮柿甘寒，
食之能養陰、潤燥、清熱，本來脾
胃虛寒有痰濕者不宜多食；但此湯
用的是柿餅（乾柿），其性味甘平
，能健脾補胃，潤肺澀腸。對陰虛
內熱，口乾舌燥，煩渴者均宜食
用。

冬瓜、豬手、柿餅三物合用，

既能清熱又可健脾、潤肺。
《食經》記載柿子 「主下痢，

理癰腫，口焦，舌爛」。現代研究
指柿子能促進血液中乙醇的氧化，
幫助機體對酒精的排泄，減少酒精
對機體的傷害，能夠醒酒解醉；柿
子含有黃酮甙，可降低血壓，軟化
血管，增加冠狀動脈流量，且能活
血消炎，可改善心血管功能，防治
冠心病、心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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