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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医药发展专题笔谈!

香港中西医结合发展

黄韵婷#

"

!

!

$梁挺雄#

黄韵婷教授

$$回顾中国在过去
$"

年

中西医结合 $或称综合医

学%的发展成果及经验!本

文旨在回顾香港中医药及

中西医结合的最新状况并

探讨未来发展方向'

#

$跨学科的科学

在过去数十年间!跨学

科科学发展并不罕见' 物

理学是研究宇宙物理方面

的自然科学' 目前!物理学

尝试解答的问题大多利用宏观或微观方法拆解' 宏观

方法包括牛顿力学和其他经典物理理论!而微观方法

则基于现代物理学理论!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

理论等' 物理学家从近世纪开始已试图开发一个整合

的理论体系来了解宇宙的运行方式' 与此同时!物理

学与其他学科不断互相交流!发展成生物物理学(量子

化学和核医学等综合学科' 物理知识能帮助解决其他

科学领域中的某些问题并在产品和服务开发新的研究

和应用方法' 同样地!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

开展综合医学'

!

$中国的中西医结合医学

毛泽东主席在
#76&

年提出#)中国对世界有三大

贡献!第一是中医*' 同时毛主席在
#765

年指出#)中

国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

高*!他亦强调#)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

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的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自此!有许多西医医生在中国接受了全面的中医药的

专业培训!中西医结合基础及中西医结合临床两个学

科亦分别在中医和西医学院推出'

紧接的数十年间!中国政府采取了系统学习(全面

掌握(整理提高等主要原则带领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

展'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中医药于数十年间的迅速

发展于大学教育(研究和医疗服务在内的几个领域具

体体现' 首先!有不少中医药大学(研究机构(诊所(医

院建立和扩充' 大学课程更新以促进学生及中西医者

的相互了解&另外!数十万名中医人员包括中西医结合

医务人员接受了培训!专业知识得到提升&再者!建基

于中医古典医籍的理论和原则!治疗方案得以整理及

改进' 最后!由于研发设备升级!中医药研究方案亦提

升至国际标准!取得重大突破'

!"

世纪
5"

年代以来!卫生部以)中医(西医和中

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团结依

靠这三支力量*为基本方针'

#75!

年宪法规定)国家

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

年起!政府的年度报告始终都有列出大力支持中

医药及民族医药学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于
!"#%

年
#!

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为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

展订立框架'

在中医药现代化的过程中!近年有不少传统中医学

与现代发展问题的讨论都备受争议+

#

,

' 然而!以)传承

不守旧!创新不离本*为原则是普遍被接受的' 世界卫

生组织$

+IF

%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于
#77$

年首届世

界中西医结合大会一次主题演讲中分享她在发展中医

药方面的经验时提到
!

中医药应以现代科学语言向世

界说话'

!"#6

年诺贝尔医学奖得者屠呦呦向全世界证

明!只要适当利用现代科学及科技!中医药可走向前所

未见的地方' 屠呦呦教授强调在发展中医药时参考现

代科学及对新科技保持开放态度的重要性'

&

$中西医结合医学临床实践

在过去几十年间!中西医结合医学出现了几个主

要趋势和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一是研究重点从单一

疾病转移到关键疾病及疾病管理的问题和相关理论基

础上' 这些临床研究提高了许多疑难疾病的治疗成

效!并提供科学依据以助研发新的治疗' 第二!开创性

的合作团队来至不同机构(不同国家或不同学科!研究

团队或人员的互动提升了效率和生产力' 第三!科学

研究结合了人才培养和科研人材的提升及发展' 研究

生和研究人员在许多突破中的贡献都得到了认同' 这

些趋势带来了更客观的诊断标准和发展指针以及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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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治疗方案' 这些与现存西医或纯中药治疗方法

比较!更符合国际上对任何新治疗的评估方法'

在)新医药学*出现之前!目前的中西医结合医学

旨在通过结合基于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和西医的鉴别诊

断来解决临床问题以提高治疗效果' 同时!利用两者

一同辨认病因(病机(病理及病情' 与现代物理学的发

展类似!在发展综合医学上!中西医互补长短!于宏观

及微观理论上协商'

近年来!除了针灸外!综合医学成果越来越多!如

于急腹症(骨折(烧伤(癌症(肝硬化和风湿关节病的治

疗上亦得到国际认可' 这些显著的成果被国家和其他

医学期刊发表!并在近几十年间的综合医学大会上被

讨论!如第一届全国中西医结合大会于
#7%"

年在上

海举行(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于
#75#

年推出及由季

钟朴教授带领的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于同年成立

等' 该研究会其后改名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由陈

可冀院士带领' 陈院士主持的首届世界中西医结合大

会于
#77$

年
#"

月在北京举行!第五届中西医结合大

会将于
!"#$

年的第四季度在北京举行'

8

$中国香港的近期发展

在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简称基本法%中列载了中医发展的法律依据' 基本法

第八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发展中

西医药和促进医疗卫生服务的政策' 社会团体和私人

可依法提供各种医疗卫生服务'*

#77$

年!香港特区政

府制定了发展中医药的愿景和政策' 此后!在法规(大

学教育(研究和医疗服务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进展'

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成立于
#777

年!规管中医药

的执业(使用(制造及买卖' 为了促进标准化!香港卫生署

与国际科研机构网络合作!制定了香港中药材标准' 截

至
!"#$

年!总共
5

册!内含
!$6

项的参考标准己于网上

发布' 由卫生署管理!位于科学园的中药检测中心亦正

在筹备中' 因对法定管制和安全的信心增强!本地市民

向中医师求诊及使用中药的人数大幅增加' 根据调查显

示!约有
#6J

%

!"

&的市民在感到不适时会首先向中医

师求诊+

!

,

' 此外!现有
&

所本地大学提供中医药本科和

研究生学位课程!可以培训出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以

支持香港作为中医药区域创新中心的发展'

如今!合作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由香港中

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

合作的联盟已经形成!旨在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及开展

药物研发' 该联盟采用以疗效主导的做法得到广泛循

证医学认可!使其能成为中医药研究中独特的实证科

学模型!以望能为临床西药不可解决的问题提供协助'

香港中文大学于中医药上的研究始于
#7$"

年!

比
#7$8

年成立的中医药研究中心还要早' 应研究中

心主任张雄谋教授的邀请!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的

季钟朴教授由陈可冀教授及沈自尹教授的陪同下于

#756

年
&

月
#"

日访问了大学!并在逸夫讲学堂举行

了主题为)当代中西医结合医学趋势*的演讲' 随着

不断的发展及合作!该中心于
!"""

年成为中医中药

研究所' 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成立于
#775

年!首

批本科生于
#777

年入学!现为六年制本科学位课程

且亦有提供研究生课程' 为促进中西医之间的交流合

作!香港首间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所于
!"#8

年于香

港中文大学教学医院成立!该研究所集中西综合医疗(

教育和研究于一身'

作为公营医疗体系的一部分!香港的
#5

个地区都

有提供中医门诊服务' 这些中医药培训和研究中心皆

以医院管理局(一个非政府组织和一所当地大学三方

合作的模式营运' 自
!"#6

年以来!已有七家医院为

住院患者提供针对某些疾病的综合服务!包括中风(癌

症和急性腰痛等' 医院管理局早于
!""&

年已发布了

第一份中医药与西医合作的指导方针' 临床研究亦推

动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

在
!"#&

年施政报告发布之后!政府成立了中医

中药发展委员会!就未来政策提出建议!当中包括促进

中西医结合治疗' 在
!"#$

年施政报告中!政府宣布

决定在将军澳兴建第一间中医院!并请医院管理局协

助确立一个合适的非牟利组织经营医院'

在非政府机构中!东华三院及香港防癌会等已有

设立多个包括癌症管理在内的综合治疗中心' 同时!

香港中西医结合学会成立于
!"##

年!目的是推动中

西医结合的医学研究和促进临床应用与健康活动的发

展'

!"#!

年!卫生署中医药事务部被
+IF

委任为世

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推广西太平洋区域传

统医学及制定和完善
+IF

的传统医学策略'

6

$未来发展

近年来!香港医疗卫生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如人口

老化(医护人员需求殷切(成本上涨及公众期望服务及

治疗提升等问题' 因此!全球必需深思!综合医学怎样

为复杂的临床问题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医疗系统应

如何重新定位以配合社会的需求&培训机构应如何向

学生或医疗从业人员提供培训和教育&公众应如何选

择适当的治疗方法以及研究如何帮助提供上述答案等

问题成为众人焦点' 多年来!数项中西医结合医学的

发展策略均在香港得到认同' 首先!通过中西医结合

转介合作制度!将中医药全面融入公共医疗体系'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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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过公共诊所和医院服务网络!发展中西医学以解

决现有医疗问题!同时促进培训和临床研究' 第三!以

公共卫生的方针加强疾病预防及健康教育' 第四!通

过定期审查课程加强改善教育和培训制度' 第五!加

强跨学科(机构和地点的合作研究!进一步提供客观科

学实证' 最后!纳入和分配适当的资源以促进中西医

结合医学的发展' 总而言之!只有旨为患者提供更有

效治疗的基础结合医学才能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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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医药发展专题笔谈!

香江中药后来人
!!!香港中药高等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赵中振

赵中振教授

$$ )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 香港浸会大学中药课

程已经创办整整
#%

年!中

药课程的成长!可谓香港中

医药发展的一个缩影' 身

为昔日的中药课程主任!与

同事们和学生们一同走过

这段历程!难以忘怀' 回首

昨日!感慨万千!展望未来!

憧憬无限'

#

$十年风雨路艰辛!众人浇灌绿杏林

香港中医药要发展!人才是关键' 香港想要发展

成为国际中医药的中心!中医与中药必须同步发展'

中药的专业人士单靠引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香港

的中药高等教育应当)本土化*' 师徒相承的教育方式

已经不再适应大规模培养中医药高等教育人才的现实

需要' 香港浸会大学中药课程开设的初衷!就是要培

养一批本地急需的中药管理(研发(质量检测与认证(

生产和贸易方面的专才!从而提高香港中医药的行业

水平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

十几年前!香港的中药高等教育一片空白!无办学

经费!也无政策的支持'

!""#

/

!""8

年学术发展计划$

T@;D/:<@ E/N/2

#

1A:/.> UV1A1M;2

%中并不包括中药课程!按照正常的

程序!此时想要获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W.<N/VM<>X

YV;.>M '1::<>>//

!

WY'

%的额外资助是不大可能

的' 但校方对办中药课程的态度是明确的!即便没有资

源!也要争取得到政府政策上的支持' 我清晰地记得!

!""#

年
#

月
8

日!香港浸会大学谢志伟校长亲自带领

刘良院长和我等一行
6

人到香港教育资助局争取办学

资格' 经过激烈的争辩!终于获得局方认可开办四年制

中药学士学位课程!但当时并没有实际的经费支持'

课程创办之初!一切白手起家!可谓困难及压力重

重' 我们的全日制中药专业!在香港高等学府是第一

个!迄今仍是唯一的' 社会上多数人还不够了解我们

的专业!不少人还以为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就是去当

药工!在药店抓抓药'

饮水思源!我们不会忘记!是陈汉贤伉俪首先捐助了

7""

万港币!作为四年制中药学士学位课程的启动基金'

此后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和团体慷慨解囊!献计献策'

这一切表达了香港社会对中药人才的期望与对中药事业

的信心!这也成为我们发展中药教育的动力之一'

在第一届招生时!报名者仅有
#68

人!我们从中

招收
#6

名学生' 他们成为了香港历史上中药学学士

学位课程的首届学员' 但是当时我们的全日制中药专

业存在缺少师资!缺少实习基地等问题' 为了解决这

些难题!学院招聘了一批曾在澳洲(英国(美国(德国(

加拿大(日本等地留学!中西汇通(年富力强的教学骨

干' 同时还采取了请进来的办法!例如!药事管理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