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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六月八日  立法會CB(2)1142/19-20(03)號文件 
討論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文件  
中醫藥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  

政府中藥檢測中心的發展  

目的  

 本文旨在向委員匯報政府中藥檢測中心 (檢測中心 )的
工作及籌建進度，並邀請各委員提供意見。  

背景  

2 .  香港憑藉中西薈萃的獨特背景，及公眾對中藥的廣泛

接受，已發展成為一個成熟的中藥市場及貿易中心。本地的

科研和檢測的技術亦幫助推動香港中藥檢測的發展。在 2013
年，政府成立了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就推動香港中醫中藥

業發展的方向及長遠策略向政府提供建議。   

3 .  政府在諮詢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後，於《 2015 年施政
報告》宣布會成立一所由衞生署管理的檢測中心，專責中藥

檢測及科研，為中藥的安全、品質及檢測方法建立參考標

準。  

檢測中心的使命  

4 .  檢測中心的使命是要利用先進的科技並通過科研，研

發一系列國際認可的中藥及其產品的參考標準，並透過技術

轉移予中藥業界，加強業界對中藥及其產品的品質控制，藉

此建立香港中藥品牌形象，及把香港發展成為中藥檢測和品

質控制的國際中心。檢測中心將發揮的功能包括：  

( i )  開展高端科技研究及制訂檢測方法，並將之轉移予中
藥業界及檢測業界參考及使用，同時為中藥業界及檢

測業界提供培訓，加強他們對中藥的品質控制及鑒別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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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收集中藥材標本及其原植 /動物標本，並發展數碼化
標本館開放予公眾、業界及科研機構使用；   

( i i i )  配合繼續制定《香港中藥材標準》；及  

( iv)  透過舉辦國際性的交流活動推廣中藥參考標準及檢
測方法。  

5 .  透過上述工作，檢測中心將有助本港中藥業界加強產

品質量控制，以及協助檢測業界提高專業水平及國際認受性，

推動本港中藥業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  

諮詢組織  

6 .  衞生署在 2017 年成立政府中藥檢測中心諮詢委員會
(委員會 )，目的是提供平台予持分者就檢測中心的長遠發展
策略、措施及特定計劃提供意見。委員會是政府中藥檢測中

心的諮詢組織，成員包括中藥業界、學術界、政府代表及香

港中藥材標準的國際專家。委員會轄下成立了中藥材專責小

組、中成藥專責小組及技術支援小組，分別就專門課題作聚

焦討論及就研究項目的技術性問題提供專家意見，供委員會

考慮。  

臨時的檢測中心  

7 .  在永久的檢測中心大樓投入服務前，衞生署已於香港

科學園設立臨時的檢測中心，而該中心已於 2017 年 3 月開
始運作，以盡快開展部分的研究及推廣工作。臨時檢測中心

已開展了以下研究項目，進度如下：  

(一 )  香港容易混淆中藥的性狀及顯微鑒別研究計劃  
  計劃分階段鑒別和區分 100 組容易混淆的中藥，利用
中藥性狀及顯微特徵差異，應用簡單及實用的方法以

比較及分辨兩種容易混淆中藥。  
  截至 2020 年 3 月，已於衞生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的
網頁公布共 50 組容易混淆中藥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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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收集標本計劃  
  分階段為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收集中藥標本，包括香港
常用中藥、中國道地藥材、嶺南草藥等，以及對應的

原植物標本。  

(三 ) 構建數碼化中藥平台  
  數碼化中藥平台初步計劃將會由五個數據庫組合而
成，包括植物標本數據庫、中藥材標本數據庫、顯微

切片數據庫、化學信息數據庫及脫氧核糖核酸 (DNA)
數據庫。數碼化中藥標本館內的數碼化圖像及資訊將

開放予公眾、中藥及檢測業界及科研機構使用。  
  數碼化中藥平台將成為相關持份者在中藥科研和應
用方面的綜合資料庫、重要參考資料及平台。  

(四 ) 外用藥油中中藥材指標成分的分析  
  研究計劃旨在建立及驗證外用中藥藥油中常用中藥
材的指標成分和化學單體的定性和 /或定量分析方法，
為中藥商提供制定相關品質標準的參考依據。  

  有關分析方法已上載到衞生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網
頁。  

(五 )  建 立 中 藥 材 參 考 脫 氧 核 糖 核 酸 (DNA)序 列 庫 及 以
DNA 技術作為鑒別鹿茸的互補檢測方法  

  研究計劃旨在制訂中藥材的標準 DNA 條形碼檢測方
法和建立一個中藥材參考 DNA 序列庫作鑒別用途。  

  首三個中藥材品種的 DNA 條形碼數據會上載到衞生
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網頁，供業界參考使用。  

  此外，另一研究會開發鑒別鹿茸的 DNA 檢測方法，
與現行鹿茸鑒別方法互補不足，讓業界識別真品及避

免購買可能有問題的產品，解決業界面對難辨貨品真

偽的困難。  
  檢測中心已初步建立了一個鑒別鹿茸飲片的特異性
聚 合 酶 鏈 式 反 應 (Speci f i c  Polymerase  Chain  
React ion)(特異性 PCR)方法，用以快速識別真品梅花
鹿和馬鹿。現正進一步評估方法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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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工作  

8 .  按上述項目的研究成果，檢測中心已為業界提供相關

培訓。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檢測中心已舉辦了 18 次簡介
會及工作坊等活動予中醫、中藥及檢測業界代表，以及相關

學科學生等，共超過 600 人次參與。有關活動有效推廣應用
性狀及顯微鑒別技術區分容易混淆中藥及中藥外用藥油五

種指標成分的「一測多檢」方法，亦就各中藥事宜與業界持

份者進行交流。  

永久的檢測中心  

9 .  為推動中藥及檢測業的進一步發展，政府在 2019 年
的施政報告中宣布會在將軍澳中醫醫院旁邊 (即將軍澳第 78
區百勝角 )興建永久的檢測中心。  

10 .  擬議工程計劃的範圍包括多個專項檢測中心實驗室、

中藥標本實驗室、國際合作及培訓中心、藥用植物園、政府

化驗所的中藥組實驗室及衞生署的性狀顯微檢測實驗室，及

用作舉辦能力驗證計劃及製作標準物質的實驗室等。  

11 .  檢測中心設有多項與中藥及其檢測工作相關的設施，

直接惠及市民及各持份者，將有助推動中藥在下列方面的發

展︰   

( i )  專項檢測中心實驗室將會採用不同技術進行中藥檢
測及標準研究，從而提高香港中藥的檢測水平及提升

中藥的質量；  

( i i )  中藥標本實驗室會致力收集及整合各類型中藥標本，
包括香港常用中藥及地方草藥，並會建立數碼化平台。

中藥標本實驗室與數碼化平台兩者將結合成為中藥

知識、科研和應用的綜合資料庫，為不同持份者提供

重要參考資料及交流平台，有助中藥文化的傳承；   

( i i i )  國際合作及培訓中心會將舉辦不同規模的會議、講座
及研討會，加快轉移檢測技術及提高業界品質控制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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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設置於戶外的藥用植物園將種植多種用於中醫治療
的藥用植物。在大自然的環境下，讓參觀者觀賞中藥

植物之餘，吸收中藥知識，引發他們對中藥的興趣；

及  

(v )  政府化驗所的中藥組實驗室與衞生署的性狀顯微檢
測實驗室均負責與中藥執法有關的檢測工作，並將一

同設置於檢測中心，以加強兩者協同效應，提升執法

效率，保障中藥產品安全及市民健康。而政府化驗所

亦會舉辦能力驗證計劃及製作標準物質，藉此促進香

港的中藥檢測實驗所提升技術，推動中藥檢測業的發

展。  

12 .  衞生署現時正與建築署及其他相關部門為興建永久

的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大樓作前期準備。政府計劃於 2020 年
第二季及 2020 年第四季分別向西貢區議會及立法會衞生事
務委員會提交有關計劃。整體規劃時間表見附件。  

徵詢意見  

13.  請委員備悉文件的內容，並提供意見。  

 

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署  
二零二零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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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整體規劃時間表  

 工作  計劃時間  

(i) 向西貢區議會提交計劃  2020 年第二季  

(ii) 向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提交計劃  2020 年第四季  

(iii) 向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計劃  2021 年第一季  

(iv) 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  2021 年第一季  

(v) 開展建造工程  2021 年第三季  

(vi) 完成建造工程  2024 年第二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