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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士百日抗戰
中央領港出陰霾
梁智鴻難忘祖國無限量支持助港脫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2003年，是香港人永遠不

會忘記的一年！那年3月，沙士突襲香江，1,755名市民

染上不明疫症，299條寶貴生命被奪走，更有醫護人員壯

烈犧牲，全城籠罩惶恐氣氛。患難關頭更見真摯關懷，

中央政府按照對港無限支持的一貫方針，在內地物資供

應緊絀的情況下，仍調動100萬個口罩、40萬件保護袍、

20萬個眼罩及10萬個鞋套運到香港，令港人感受到祖國

強大後盾的力量。當年領導全港醫護人員對抗沙士的前

醫院管理局主席梁智鴻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如果沒有中央各方面的支持，香港難以戰勝疫症。」

內地挺港抗疫促進醫療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沙士給醫學界最重大的教訓，是要對
傳染病時刻保持警剔。」前醫管局主席梁智鴻說。香港、內地交流頻
繁，病毒互相傳播的情況不容忽視，2003年沙士一疫，更令大眾深明
傳染病通報的重要性。粵港兩地在沙士過後協力建立了一套獨立的疫
症通報機制，一旦爆發疫症，兩地將最新疫情通報。梁智鴻形容，這
個高透明度、迅速又直接的通報系統，對大珠三角的疫情訊息交換及
防治起重大作用。

多場疫症安然度過
沙士爆發時期，內地同樣有為數不少的病例，香港沙士源頭更為廣

東訪港旅客，但當時兩地政府要互通資訊，廣東省衛生廳需把資料轉
達中央，再由中央發放引致「時差」。沙士防治專家、廣州呼吸疾病
研究所所長鍾南山更曾批評，香港在沙士爆發期間，兩地通報工作欠
佳。國家衛生部深明通報的重要，促成粵港兩地㠥手建立疫情通報機
制，並容許廣東不經中央批准把最新疫情直接通報香港。有關機制一
直沿用至今，並不斷改進及完善，沙士以後的多場疫症，如禽流感、
2009甲型H1N1流感等，兩地均安然度過。
香港方面，自爆發沙士後，當局亦㠥手研究設立一個類似疾病控制

及預防中心的組織，專門對抗、治療及預防傳染病在社區爆發。2003
年10月港府㠥手統籌策劃，翌年6月1日正式成立衛生防護中心。當局
近年亦因應流感大流行等傳染病制定3級應變機制，保障市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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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建通報機制
防疫作用重大

■內地利用中
醫抗擊沙士的
成功經驗令世
衛專家對中藥
治療SARS大
感興趣，也令
港人開始重新
審視中醫療
法。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道）2003年，席捲全球的
沙士在短時間內迅速傳播，內地與香港均未能倖免。沙士引起
港人恐慌之際，中央政府迅速推出多項「挺港」措施，並不斷
加大支持力度，特別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多次表態支持，更起了
穩定民心、團結抗疫的積極作用。內地多位醫療專家對香港文
匯報記者表示，時至今日，這些措施仍被應用在日常醫療工作
中，兩地亦不斷擴大交流與合作，為中國醫療事業的發展貢獻
力量。

中西醫結合開闢新天地
2003年，在沙士疫情爆發後，中央政府一直力挺香港的抗疫

鬥爭。4月12日，正在全國抗擊沙士鬥爭第一線考察工作的國
家主席胡錦濤在深圳會見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表達中央對香
港民眾抗擊沙士的支持。此後，胡總幾番表態支持，國務院總
理溫家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等中央高層領導亦在不同場
合表達對香港沙士疫情的關注。
事隔8年，沙士一疫為今日內地與港在中西醫結合方面開闢

了新天地。廣東省中醫院院長呂玉波表示，抗敵沙士的經驗為

中醫藥進入香港公立醫院開創先河。他表示，沙士爆發初期，
很多港人對中醫療法存有疑慮，未將中醫療法用於臨床救治。
然而，初期香港抗炎成效不太顯著。
與此同時，內地利用中醫抗擊沙士的成功經驗卻愈受香港醫

學界重視，令港人開始重新審視中醫療法，最終更獲得普遍認
可。除了在治療方面合作無間，物資方面中央政府也是無限量
支持，2003年5月初，中央支援香港的首批醫用物資順利抵
港。

交流合作推動醫療發展
如今，沙士的陰霾早已煙消雲散，但這場戰役卻為促進兩

地醫療界的交流與合作起了積極作用。談及內地與香港未來
的醫學合作，親身經歷過沙士戰役的中國疾控中心病毒所副
所長畢勝利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兩地合作空間非常大，
希望未來能在人才交流及培養方面有更多合作。在他看來，
香港的病源研究做得非常好，香港的大學教學質量亦非常
高，內地也有很多人才，高層次人才的交流，能夠促進中國
醫療事業的發展「更上一層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世紀疫症沙士發生至今約8
年，港人逐漸走出陰霾，但對沙士康復者而言，沙士是
永不磨滅的痛苦烙印，部分人至今仍受肉體和精神困
擾。現年57歲的江先生，當年與家人居於重災區淘大花
園B座，不幸感染沙士，在瑪嘉烈醫院度過了人生最困難
的10多天；疫劫餘生，他被骨枯症纏擾，雙腳不良於
行。疫症無情，人間有愛，他感激港府當年為沙士病人
提供經濟援助，以解決燃眉之急。
沙士康復者江先生回想10多天的住院日子，不禁慨嘆

道：「好似發了一場噩夢，可以康復出院，真是幸運。」
江先生憶述入院的情況時表示，初時只是又屙又嘔、發
冷發熱，但其後病情轉趨惡劣，持續發高燒，且呼吸困
難。經過10多天的治療，他終戰勝病魔。經歷疫症後，
他決定與家人一同遷離淘大花園，再於秀茂坪重新安居
樂業。
江先生稱，僥倖從沙士疫症中逃生，感激當年港府為

沙士病人提供經濟援助，以解決燃眉之急。他說，為沙
士康復者成立的基金，讓他每月可以領取約1萬元援助，
且現時到公立醫院覆診，亦由政府支付有關費用，減輕
康復者的經濟壓力。

2003年沙士襲港初期，醫護
個人保護裝備嚴重不

足，病房沒有獨立通風系統，日夜並
肩作戰的醫護紛紛倒下。梁智鴻憶
述，面對從未遇過的疫症、不明的傳
播途徑、未能確定的醫治方法，醫護
間均非常憂心。加上物資的短缺，每
間醫院均陷入「今日不知明日事」的
困境，他以每日使用量數以萬計的口
罩舉例，「醫院擔心今日用光了，明
日會無貨，主管留到深夜貨物運到才
會離去」。
與此同時，內地多個省市也爆發疫

潮，神州大地也籠罩在沙士的陰影中。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卻
不忘香港困境，一句：「我和你們一樣，身上都流㠥中國人的
血⋯⋯中央政府決定，凡是香港需要的醫療衛生物資和醫護人
員，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一切需要保證供得上、拿得出，全部
費用由中央財政承擔！」總理窩心的一席話為香港送來無限暖
意。同年5月8日，陽光劃破沙士的陰沉，當時，國務委員唐家
璇、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暉代表中央政府親
臨深圳，把中央支援香港抗禦沙士的醫用物品轉交當時的香港
行政長官董建華，再運到香港分發給各家醫院。

醫療物資源源送到
梁智鴻表示，當時運港物資全為香港最需要的防疫用品，包

括防護衣及鞋套等，更有中央「出手」助港購買的N95口罩，
「當時各國均搶購N95，但原廠供應有限，以香港一個小小地
方，沒有中央政府幫助，根本不能大量購買」。他續稱，治療
沙士的原廠藥物昂貴，中央幫助香港進口內地製的非原廠藥，
價格便宜且同樣有效。由於內地以中醫治療沙士的成效也不
俗，但香港中醫師無治療非典型肺炎的經驗，醫管局求助中央
政府後，中央即時派出數名有醫治沙士經驗的中醫專家來港助
診。在中央的各方支援下，醫護人員的信心大增。

游說世衛撤銷旅警
那時候，香港人面對大型傳染病的「內憂」，對外亦飽受

歧視，經商、旅遊均受限制，連世界衛生組織亦發出全球旅
遊警告，呼籲遊客避免到香港。當年在美國舉行的拉斯維加
斯珠寶展，主辦單位原本拒絕香港展商參展，經中央政府與
港府斡旋後，主辦單位改變初衷。直至香港醫療專家找出沙
士病源及治療方案，香港錄得多日「零感染」紀錄，百日沙
士抗戰終於勝利，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全力游說，世衛最終撤
銷對港的旅遊警告。

溫總訪港暖意永存
香港人至今難忘的還有中央無限的精神支持。03年6月底疫情

才剛完結，溫家寶總理旋即訪港，更特別到淘大花園探訪沙士
遺孤，沒有佩戴口罩的溫總與醫護人員侃侃而談，更親手提筆
寫下「向醫護人員致敬」字句。
當時陪同溫總探訪醫護的梁智鴻記得，溫總多番感謝香港醫

護的努力，又對抗炎有功的醫護不停讚賞，大大激勵了醫護的
士氣。疫症經已過去，但中央政府在危難中為香港送暖，這份
關愛港人永誌難忘。

中央在沙士期間採取的挺港措施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03年6月訪港3天，親自到沙士重災區
淘大花園，以及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巡視，慰問非典遺孤及
醫護人員。

■國家首名太空人楊利偉來港為港人「打氣」。

■沙士期間，中央贈送逾億元醫療物資助香港抗疫。

■中央推行個人遊措施，廣東省、上海、北京的市民，可以個
人身份來港旅遊消費，刺激香港的零售、餐飲業隨即復甦，
增加就業機會。

■加強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首階段有273
種香港貨品受惠，包括塑膠產品、紙製品、紡織製品及成衣
品、化學製品、藥物、鐘錶、首飾、化妝品和金屬製品等，
進入內地市場實行「零關稅」，助香港工商界拓展商機，也為
香港經濟恢復和發展提供實際幫助。

■批准香港開辦人民幣業務。

■拍板展開港珠澳大橋的前期工作。

■東江水減價。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室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梁智鴻表示，全憑中
央支持，香港才能戰勝
疫症。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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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士襲港期間，淘大花園發生大規模爆發，世衛專
家到重災區E座進行調查。 資料圖片

■當時香港市民外出大多戴上口
罩抗疫，有外國媒體甚至稱香港
為「口罩之都」。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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