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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五月四日  立法會CB(2)875/19-20(01)號文件 
討論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  
中醫藥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  

中醫在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  
可發揮的抗疫作用及可扮演的角色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政府於促進中醫藥防 治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方面的工作。  

最新情況  

2.  世界衞生組織 (世衞 )於 2020 年 1 月 30 日宣布
COVID-19 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
於 2020 年 3 月 11 日，世衞評估認為 COVID-19 已具有
大流行特徵。  

3 .  政府自 2020 年 1 月 25 日將「對公共衞生有重要
性的新型傳染病預備及應變計劃」的應變級別提升至緊

急。特區政府採取了「圍堵」的策略和一系列具體措施，

以達至「及早識別、及早隔離和及早治療感染者」的目

的，通過隔離檢疫和消毒以有效防止疫情在香港散播。

自疫情出現以來，以上措施有效將本地社區傳播速度盡

量減低，目前香港仍可守住「圍堵」階段以控制疫情。  

業界溝通及工作  

4.  中醫藥作為本港醫療系統的一部份，會和其他醫

療專業合作，共同參與防控工作。衞生署一直與中醫師、

各中醫師團體、本地三間大學的中醫學院及非政府機構

轄下的中醫診所保持聯繫，於過去因應最新情況多次致

函全港中醫師，提供疫情相關的最新資訊，包括衞生防

護中心建議的懷疑個案定義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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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為加強中醫界了解和參與防控工作，衞生防護中

心曾在 2020 年 1 月 16 日和 1 月 20 日舉辦了有關
COVID-19 的論壇，邀請各中醫師參加。衞生防護中心
亦已編著《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爆發給中醫診所的感
染控制措施重點 (暫擬 )》給各中醫師參考，並定時作出
更新，冀中醫界能共同為 COVID-19 預防和控制而努力。
衞生署亦請中醫師和中醫診所保存有關病人的相關病歷

和職員輪值表，方便衞生防護中心進行個案追蹤。有關

上述提及致全港中醫師的信件和給中醫診所的感染控制

措 施 重 點 ， 亦 可 透 過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專 題 網 頁 查 閱

(www.coronavi rus .gov.hk/chi / index .h tml)。  

6 .  此外，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已於 3 月中送贈兩種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下推薦的中成藥予特區

政府，即「連花清瘟膠囊」及「藿香正氣片」，以支援

特區政府應對 COVID-19 的抗疫工作。特區政府已透過
中醫藥業界將藥物分發給香港有需要的市民，鼓勵業界

同心抗疫，亦讓有需要的市民能服用有關藥物。  

18 區中醫診所  

7.  按照《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第 599 章 )的指引，
現時所有確診病人均需送往備有感染控制和隔離設施的

公立醫院進行隔離，並按既定醫療程序提供治療。現時

疫情的發展和變化非常快，醫管局臨床傳染病治療專責

小組為病人已定治療方案，相關的醫院亦加緊配合處理

應變工作。現階段讓中醫師參與住院治療，除了中醫和

西醫需要作詳細討論及協調外，還需了解中西藥的相互

作用、用藥的安全性等。按照現行安排，中醫師並不能

於公立醫院為病人提供相關治療服務。儘管於現時醫院

設定下難以讓中醫師即時在臨床方面直接參與，我們會

繼續探討作適時的配合。  

8 .  就如何加強中醫師於抗疫方面的參與，醫管局已

於 2 月初邀請了三間本地大學中醫藥學院的中醫專家成
立中醫專家交流小組，並聯同以三方伙伴協作模式設立

的 18 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中醫診所 ) (今年 3 月 1 日
前稱為中醫教研中心 )的中醫服務主任，蒐集內地專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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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的資訊及文獻作多次討論，就中醫的參與作
出建議。專家小組已制訂相關中醫藥預防方案並交予中

醫診所作為臨床使用之參考。現時醫管局為 18 區中醫
診所提供感染防控資訊，亦於診所設立分流站，並按照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相關政策及指引將符合監測範圍

的病人轉介至就近的公立醫院的急症室作適切的檢查及

診治。醫管局亦已為 18 區中醫診所的中醫師自 1 月起
多次提供感染防控的相關培訓，包括基本診所防疫措施

及懷疑個案處理等。同時，醫管局已於 18 區中醫診所
由 3 月初推出新的政府資助中醫服務，讓市民能夠得到
適切的中醫服務。  

9 .  我們留意到業界希望增強中醫師在應對疫情的參

與 及 抗 疫 工 作 的 角 色 。 自 疫 情 開 始 ， 醫 管 局 對 應 付

COVID-19 持求知和開放的態度，並早於 2 月初已主動
聯絡內地及本地中醫專家，並成立中醫專家交流小組，

於短時間內將預防建議推展。在食物及衞生局全力支持

及推動下，醫管局經過諮詢專家意見後，已於 4 月 24
日 推 出 「 中 醫 門 診 特 別 診 療 服 務 」 ， 於 中 醫 診 所 為

COVID-19 出院病人提供免費的中醫內科門診復康服務。
計劃將分階段於中醫診所開展，首階段會於「基督教聯

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大埔區 )」推出，並會因應情況及各項準備工作擴展至
其他地區的診所。提供上述服務的中醫診所會於病人出

院後的首六個月，為他們提供最多 10 次免費中醫內科
門診服務，每次按臨床需要包括不多於五劑中藥 (針灸、
骨傷 (推拿 )及其他治療不屬於是次特別診療服務範圍內 )。
病人於出院時將獲發列有服務詳情及參與方法的信件，

而參與計劃屬自願性質。  

10 .  我 們 了 解 現 時 部 分 非 政 府 機 構 有 類 似 安 排 為

COVID-19 出院病人提供服務，我們亦鼓勵業界參考有
關經驗提供適切的中醫服務，同心抗疫。醫管局亦會繼

續探討 18 區中醫診所於應對疫情的角色，例如在預防
方面的相應配合措施等，進一步發揮中醫藥的優勢。  

11 .  為提高公眾對防治意識，醫管局已將疾病相關資

訊 ， 例 如 對 流 感 的 中 醫 防 治 資 訊 ， 於 中 醫 動 網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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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k.ha .org .hk)及社交媒體專頁發放，以便市民查閱。  

中醫藥發展基金  

12.  為讓中醫藥界在抗疫方面能發揮更大作用，尤其

在預防和康復治療方面，以及提升中醫師在臨床、疫情

防控和感染控制等能力，特區政府的中醫藥發展基金 (基
金 )特別加入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項目」作為優先
考慮主題，由 2020 年 2 月 27 日起接受業界申請，以推
行相關的培訓、研究及推廣項目。此外，基金在 3 月 9
日已推出「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資助計劃」，以資助中醫

業界改善中醫診所設施，計劃更優先處理與提升中醫診

所防控傳染病能力有關項目的申請，以保障中醫診所內

的人員及病人的健康，及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中醫服務。

上 述 項 目 的 細 節 和 詳 情 可 瀏 覽 基 金 網 頁

(www.CMDevFund.hk)。  

下一步工作  

13.  我們會繼續探討如何加強中醫師在住院病人和臨

床方面抗疫工作，讓中醫藥在防疫抗疫方面得以更好發

揮。而隨著中醫醫院的建立，有關中醫藥在治療住院病

人方面的角色將大大加強。  

14 .  長遠而言，中醫藥在本港的醫療系統中將擔當更

重要的角色。我們希望可透過基金、 18 區中醫診所及未
來中醫醫院的網絡進一步加強中醫師的培訓，給予中醫

師更有效的支援，並提升業界處理公共衞生事件的能力，

讓中醫藥的優勢得以充分發揮。  

徵詢意見  

15.  請委員備悉文件的內容，並提供意見。  

 

食物及衞生局  
二零二零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