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醫藥發展意見書

一.促請當局盡快讓中醫介入治療新冠肺炎疫情

西醫治療現況

● 目前以症狀治療和支持性療法為主

● 未有特效藥，抗病毒藥物療效未能肯定

內地中醫治療概況 
● 新華社於2月7日報道，23名患者在接受以中醫為主之中西醫結合治療後，在2月6日痊
癒出院，各住院約6至18天

● 早期應用中醫治療介入的病人較易治癒，可見中醫面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能發揮重要

優勢

中國工程院院士張伯禮指出：

● 中醫藥在退熱、改善嘔惡、便秘等症狀、控制病情進展（如穩定血壓、血氧飽和度）

以及靶器官保護、維護心肺腎功能等方面，都具有作用

● 對輕中型患者使用中藥湯劑個體化治療更有針對性，對於重症患者也應當採取中西醫

結合方法救治

國家應用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相關政策

1.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
● 以中醫藥作為治療手段之一，並提出各階段的中醫藥治療方案

● 強調各有關醫療機構要在醫療救治工作中積極發揮中醫藥作用，加強中西醫結合，建
立中西醫聯合會診制度，促進醫療救治取得良好效果

2.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醫療救治組，2月2日發表紅頭文件，要求
● 成立中醫藥防治專班，加強對中醫藥診治武漢肺炎的臨床實施

● 各收治武漢肺炎的定點醫院，需要在2月3日晚上12時之前，確保所有患者都有服用中
藥，並於每日下午5時上報病情變化

香港中醫治療現況

● 公營醫療住院服務缺乏有效的中醫會診機制

● 確診病人需要接受隔離治療，期間不能選擇接受中醫治療，錯失治療時機

● 中醫學者及業界每於流感高峰期多次公開呼籲，促請當局設立機制讓中醫參與治療

● 以至上月，香港中醫院校聯席亦向食衛局長發公開信，促請成立專家小組介入冠狀病

毒肺炎治療，但政府至今依然無作為

建議：
1. 盡快成立中醫專家小組，以中西醫協作的形式，讓中醫介入治療新冠肺炎病人
2. 建立公營醫療服務中西醫轉介及會診機制，讓住院病人可以選擇中醫治療，為將來流
感高峰期做好準備，加強中西醫之間互相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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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立註冊中醫師傳染病通報機制

● 私家註冊西醫可以打CENO 通報，現時差不多一萬人的私營註冊中醫卻沒有一個快速
通報機制

● 私營中醫都是高危群眾，遇到可疑個案，只能建議病人自行去鄰近急症室

● 不排除更多發燒及呼吸系統症狀流向私營中醫

● 現時病人向西醫隱瞞去過內地疫區是有機會要附上刑責，但此條例卻不涵蓋中醫，此

舉增加中醫參與社區防疫難度，亦令中醫師面對更大感染風險

建議：

促請局方盡快為中醫師建立快速通報機制，減少漏診

三.中醫藥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議題建議：

本會認為以下議題對本港中醫發展至關重要，建議貴委員會優先處理：

1. 如何加強中醫藥在公營醫療系統的角色，包括引入中醫服務作為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
的醫療福利

2. 促請當局設立恆常的中西醫會診和轉介機制
3. 探討中西醫協作：現行的中西醫協作先導計劃成效不彰，當局必須提供足夠資源，實
行中醫主導的中西醫協作先導計劃，為將來中醫院的實際運作做好準備

4. 如何加強中醫藥在基層醫療的角色：例如於各區社區醫療服務引入中醫，促進提升社
區健康

5. 探討註冊中醫師的專業發展：包括建議政府設立中醫專科發展及中醫專科學院籌備委
員會(獨立於現有學會)，充份咨詢業界意見，盡快為中醫專科發展定立時間表

6. 檢討中醫人力資源及執業試問題
7. 跟進中醫藥發展基金的應用：檢討申請及審批狀況，能否惠及前線臨床中醫師

香港前線中醫聯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