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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醫療體系長久以來都是西醫

為主，社會風氣亦似乎對西醫更有信

心。不過，根據民建聯早前調查顯示，過半數受訪者曾於一年

內尋求過中醫服務，相比10多年前同類調查，數字有顯著增

幅。有人認為，中國醫學智慧源遠流長，屬於社會的集體智

慧，有深厚哲學基礎，近年尤其對於身體調理和皮膚病治療有

明顯功效。浸大中醫藥學院早前公佈一項中醫治療濕疹的臨床

觀察結果，顯示中醫治療濕疹的總有效率達81.3%，反映中

醫智慧是我國的文化瑰寶。

■Henry Law 資深通識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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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中醫藥條例》於1999年通過，除了規管中醫
註冊、考試和紀律外，也監管中藥商發牌和中成藥註
冊。不少業界人士認為，要取得中成藥註冊「難過登
天」，提交各種檢驗報告隨時需花費逾千萬元，規模
較小的藥廠根本無可能負擔。
在2015年一個中醫藥論壇上，有業界人士指出，本

港中成藥的發展正與《中醫藥條例》背道而馳，令發
展仍停滯於1999年前。就此情況，中大中醫藥學院博
士葉兆東提出一個類似酒店星級制的註冊制度，把中
成藥分成5級註冊。
他解釋，該方案可因應藥廠能提供多少檢驗報告，
而發出1星級至5星級的註冊，以5星級為最高。葉舉
例指，「若藥廠只能以一般實驗室科學數據支持藥效
和安全性，以及提供重金屬、農藥殘留、微生物限度
的測試報告，則能獲得1星級；若能提交所有檢驗和
臨床研究報告，則可獲5星級。」

近年關於中醫藥的爭議之一，就是中成藥問題。中成
藥又稱「科學中藥」，透過特定技術將中醫藥方濃縮成
藥丸、粉末、膠囊等。無論生產抑或銷售，香港政府都
有所規管。《中醫藥條例》自1999年通過至今，存在
不少爭議，以下為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中大中醫藥學院博士葉兆東：藥廠如果認為行業是投

資大、風險高、回報小的事情，就會缺乏創新動力，結
果令本港的中成藥發展停滯不前。
業界：規管流於僵化，以致數千個傳統中藥製劑產
品，雖然已做妥「三個安全性」的檢測，但仍因某些技
術處理而難以解決的因素被拒註冊申請。
科大生命科學部博士林煌權：業界現正面對4大難

題：門檻高、成本大、費時長、缺乏經驗。
政府：《中醫藥條例》以消費者利益與用藥安全為優

先考慮。
中醫：西醫之所以發展如此迅速，是因為西醫在第一

時間與現代科學技術進行結合，讓患者看到了它的療

效。任何醫學必須將療效放在首位，患者的療效認同是
這項醫學擁有話語權的最直觀體現。在堅持原有中醫診
療思想的同時，應該用現代科學的技術方法為中醫服
務。例如患者患血壓高，希望以中藥調理，中醫不僅要
改善患者的症狀，還應讓患者看到科學的指數改善。
一項醫學只有獲得療效認同和科學認同，在此基礎上

才會有社會認同和文化認同。獲得認同，才能使中醫擁
有最終的話語權。

學者憂欠利潤影響創新動力
政府與業界：政府強調消費者利益和藥品安全，
業界則關注經營環境和機會。爭議點在於註冊制度
的靈活度。
學者與政府：政府關注當下的消費者利益，規

管嚴格，學者則認為過度規管導致中成藥業界缺
乏生產利潤，長久會影響創新動力。爭議點在於
規管的合理性和產業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科學精神、迷信、身體機能、八大
系統、五臟六腑、天人合一思維、文化差異

專家倡中成藥註冊5星制

1. 根據上文，指出中醫的特色。
2. 試指出現有的關於中醫發展的爭議
點。

3. 有意見認為，中醫要在香港穩步發
展，一定要結合現代科學技術，你
同意嗎？試解釋你的答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答 題 指 引
1. 同學可先指出中醫是建基於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學
說，強調「天人合一」的思想，講究自然與人體之
間的關係。方法方面，普遍實行的是以「望聞問
切」診症，以不同方法治療，如中藥、針灸、跌打
等等，並會對病患的情緒、作息、飲食習慣都有所
要求，例如「戒口」。

2. 同學可指出爭議點如中成藥註冊制度的靈活度（藥
品安全考慮會否業界影響經營環境和機會？），規

管合理性和產業發展（規管嚴格會否影響創新動
力？）等。

3. 選擇題，同學須貼合問題，針對香港情況回答。同
意可指出有民調發現過半數受訪者曾於一年內尋求
過中醫服務，說明有市場，如再加上科學性，在安
全、可靠性方面可給予市民更大信心。不同意則可
指出中西結合科學技術，將會失去原有特色，甚至
淪為「不中不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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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中醫現代化 須增認受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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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知 識
五行學說：
臟腑間
相生相剋

手部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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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重藥安 業界遇4「難」

背景
2015年在一個中醫藥論壇上，有業界人士指出，本港

中成藥的發展正與《中醫藥條例》背道而馳，令發展仍停
滯於1999年前。中大中醫藥學院博士葉兆東就此提出一
個類似酒店星級制的註冊制度，把中成藥分成5級註冊。

香港中醫藥發展

爭議點
．中成藥註冊制度的
靈活度
．規管合理性和產業
發展
．中醫是否應科學化

中醫特色
．陰陽五行學說
．強調「天人合一」
．「望聞問切」診斷
．中藥、針灸、跌打等方法治療
．對病患的情緒、作息、飲食習
慣都有所要求

多 角 度 觀 點

■作者供圖

■作者供圖

■中醫並非純粹開出藥方，對於病患的情緒、作息、
飲食習慣都有所要求。 作者供圖

■■中醫近年發展迅速中醫近年發展迅速，，有不有不
少市民都尋求過中醫服務少市民都尋求過中醫服務。。
圖為一家中醫藥館的藥劑師圖為一家中醫藥館的藥劑師
精心抓藥精心抓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眾所周知，西醫建基於科學精神，加上先進儀器和
專業醫生，令大部分患者均對西醫有一定信心。與之
相比，中醫的科學性常為人詬病，但是也有論認為中
醫的醫學價值正正彌補西醫不足之處。以下嘗試幫助
大家認識中醫的理論基礎、醫治方法和現代發展。
中醫理論建基於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學說，強調

「天人合一」的思想，講究自然與人體之間的關係。
驟眼一看，若對中國文化了解不足，或會誤以為中醫
是迷信之說，但箇中自有其奧妙之處，博大精深。

整體看病情 非「頭痛醫頭」
其一，以宏觀思維看待病患，對於環境與人體的關
係有深入而且精準的分析，如二十四節氣與中醫養生
之道息息相關。
其二，以整體思維理解病情，中醫講究調和，視人
體的五臟六腑、經絡脈搏、血氣運行等為一個整體，
並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割裂式思維。因此，
中醫有其深厚理論基礎，加上千年的實踐經驗，足證
其存在價值。

中醫的診斷和治療方法與西醫有所不同，無論診斷
抑或治療方法都是基於「整體思維」。

「望聞問切」診斷
望：透過視覺觀察，包括五官氣色、舌苔、神態，了
解患者狀態。

聞：觀察患者的咳嗽、口氣、聲音狀況。
問：直接詢問患者自身感覺、以往病歷、食慾、作息
習慣等。

切：運用把脈方法，檢查脈象有否異常。
「望聞問切」是綜合診斷，全面地了解患者的狀況。

港3大學開課《中醫法》增公眾信心
中醫治療方法包羅萬象，主要有中藥、針灸、跌打

等，值得一提是中醫強調「身心合一」，所以一般中
醫並非純粹開出藥方，要求病患服藥了事，而是對於
病患的情緒、作息、飲食習慣都有所要求，「戒口」
正正反映對於飲食習慣的要求。
「西學東漸」的大勢下，中醫有一段時間飽受質疑。

無可否認，中醫對於中醫師的能力、經驗、醫德都有非
常高的要求，所以近年發展主要有兩個方向，其一是
「專業化」，例如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和浸會大學均設
有中醫藥課程，特區政府2014年亦曾計劃於將軍澳興
建中醫院。內地的中醫發展更是一日千里，核心思想都
是提高中醫的認受性及可靠度。
其二是加強規管和推廣，《中醫規管法例》對中醫註
冊和中藥銷售都有明確規定，透過法規加強公眾對於中
醫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