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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擬規管15款「醫美」儀器
須醫護在場監督使用 應業界要求設「學習緩衝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5年前的「DR美容事故」導致一死三傷，事件引發社會對醫療美容

儀器的強烈關注。特區政府計劃今年中向立法會遞交醫療儀器規管架構的草案，當中15款特定醫療

儀器規定必須由註冊醫護專業人員或於其在場監督下使用，或由曾接受相關儀器培訓的人士操作方

可使用。有政府消息人士昨日透露，因應業界要求，會設立「學習緩衝期」，以確保有足夠人數完

成培訓，惟目前未知緩衝期的長短。有業界表示歡迎，亦對部分儀器設使用管制表示理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衛生署呼籲市
民，切勿購買或服用一款名為「CA NI Slim BEL-
LANCE」（見圖）的減肥產品，因該產品被發現
含有未標示的第一部毒藥「奧利司他」。衛生署在
市場監測期間，從一流動應用程式購得上述產品樣
本化驗。政府化驗所的檢驗結果顯示，該樣本含有
「奧利司他」，衛生署正繼續調查。

含「奧利司他」可嚴重傷肝
衛生署發言人說：「『奧利司他』是用於治療肥

胖症的第一部毒藥，副作用包括急便、油便、排便
次數增加、排便失禁、頭痛及腹痛，甚至可導致嚴
重肝臟受損。」
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一百三十八

章），所有藥劑製品均須獲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
局註冊，才可合法於市面售賣。非法售賣或管有第
一部毒藥及未經註冊藥劑製品均屬刑事罪行，每項
罪行最高可罰款10萬元及監禁兩年。

衛生署鄭重呼籲市
民，切勿購買成分不明
或可疑的產品，亦不應
使用來歷不明的產品。
所有已註冊的藥劑製品
於包裝上須附有香港註
冊 編 號 ， 格 式 為
「HK-XXXXX」，「未
經註冊藥劑製品的安
全、品質及效能均未獲
保證。」
發言人指出，要控制體重，市民應注意均衡飲食

及做適量運動。在服藥減低體重前，應先諮詢醫護
人員的意見。
已購買上述產品的市民應即停止服用，如懷疑或

服用後感到不適，應尋求醫護人員意見。市民可於
辦公時間內，將產品交予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
忠大廈1856室，衛生署藥物辦公室銷毀。

減肥產品含毒 衛署籲停服

受使用管制醫療儀器
類別

II

III

＊註：現行分類日後或會作出變動 資料來源：食衛局文件 製表：趙虹

醫療儀器

大腸水療法、激光（第三B級）、激光（第四
級）、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微波、電容式單極
射頻、植髮儀器

冷凍溶脂、紅外線、強烈脈衝光、發光二極
體、微針（長度超過0.3毫米但少於或等於3
毫米）、等離子、雙/單極射頻、全身冷凍療法

使用管制

須註冊醫生在場監督下使
用

須有註冊醫生在場監督下
使用，或已完成政府認可
相關培訓課程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隨着本港人口老
化，長者醫療需求上升。仁濟醫院早前擴充長者日
間復康中心，增加電子儀器及復康配套設施，長者
復康服務名額更增加一倍，為荃灣區內長者提供復
康、物理治療等服務，協助病人改善身體機能。
該院的長者日間復康中心早於2012年設立，早
前因獲贈捐款，把中心擴充及搬遷，至去年7月正
式啟用，並易名為「蘇陳偉香長者日間醫院」。
該院昨日舉行開幕典禮，並邀得食物及衛生局副

局長陳肇始及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梁栢賢出席。
仁濟醫院董事局副主席馮卓能指，日間醫院有助

提升本院長者復康服務質素，惠及更多有需要的老
友記。

「電玩」幫「老友」郁手郁腳
仁濟醫院獲政府和醫管局支持和撥款，加添人手

及服務名額，每日復康服務名額增加一倍至40
個，為荃灣區60歲或以上有復康、個人照顧需要
或高危再度入院的長者提供一站式服務，協助病人
改善身體機能，提升身體活動及自理能力，重掌日

常生活技巧。
同時亦容納更多嶄新電子儀器及復康配套設施，

例如電子遊戲設施，增加長者手腳活動的機會。
此外，該院團隊成員包括老人科醫生、護士、物

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及醫務社工等，分別提供護
理及照顧技巧、活動能力評估及家居運動建議、自
理及認知評估、家居評估等服務，為長者提供良好
的社區延續支援醫療服務。

仁院迎人口老化 長者復康額倍增

社會要求規管醫
療美容儀器的訴求
存在已久，港府上

月提出一個有框架的規管立法建議，
訂立多款高風險醫療儀器的使用管
制，規定必須為註冊醫護人員或在其
監督下方可使用。有消息人士指出，
非專科醫生亦可進行監督，相信足以
處理顧客可能出現的不適。
根據食物及衛生局上月向立法會提
交的規管文件，臨床風險水平被評為
類別I、II及III的醫療儀器必須由註
冊醫護專業人員，或在其在場監督下
使用，或接受相關儀器培訓的人士方

可使用，涉及共15款。
政府消息人士昨日指出，醫療美容

從業員可從由供應商提供的操作培訓
學懂如何運作儀器，但未能適切處理
顧客可能出現不適狀況，故為15款用
於美容的醫療儀器進行使用者管制。
消息強調，現時所有醫生均有使用

激光等醫療儀器，故負責監督的註冊
醫護或醫生無須為專科醫生，相信進
行高風險醫療美容程序時，非專科醫
生亦可進行健康風險評估，處理即時
的醫療事故，以及顧客有可能出現的
過敏及不良反應，重申「醫生不是看
機械的操作情況」。

對於違例醫生將交予醫委會審理，
存在「放生」嫌疑一事，消息反駁
指，醫護人員有專業守則，加上所有
醫生亦會操作有關儀器，有一定的認
識及使用經驗。

冀一店一醫生「監場」
消息人士希望，一個美容店舖最少

要安排一名醫生在場監督療程的進行。
醫療美容醫生協會主席劉鈞澤回應

本報查詢時認同，非專科醫生足以處
理可能出現的不適問題。他估計只有
從事有關行業的醫生方會學習用於美
容的醫療儀器，及學習當有關美容液
體注射入身體後的基本生理反應，以
及可能出現的副作用。 ■記者 趙虹

非專科醫生監督 可處理顧客不適

在2012年發生全城轟動的「DR醫
學美容事故」，導致一名接受

靜脈輸液療程的女子死亡，三名女子
留醫。社會要求規管醫療美容儀器的
聲音日熾。食物及衛生局上月中向立
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遞交有關選定醫
療儀器使用管制研究報告結果，以及
有關規管醫療儀器的最新立法建議。

規管架構下周擬辦公聽會
該局亦計劃於下周一就規管架構舉
行公聽會作公眾諮詢。
根據文件顯示，政府委聘的顧問檢

視並闡述20種用作美容用途的選定醫
療儀器的風險，建議4項使用管制分
類，分別有類別 I、類別 II、類別
III，以及類別IV，規定首三項的使用
者必須為註冊醫護專業人員，或受到
註冊醫護專業人員在場監督，或已透
過政府認可的培訓計劃接受使用該儀
器的相關培訓。

市面4萬款儀器 半數低風險
消息人士昨日指出，現時粗略估計
市場有5,000種合共4萬款不同型號的
醫療儀器運作，當中一半是風險程度
低的第一級一般醫療儀器，其餘則是

風險程度分別由中至高的第二級至第
四級。
消息強調，針對美容業界存在非醫

護人士使用部分醫療儀器的情況，在
以風險為本的方式規管醫療儀器的使
用下，顧問報告羅列了當中15款特定
醫療儀器的使用管制（見表），規定
使用者使用有關儀器時，必須在註冊
醫生在場監督下使用，或使用者必須
就使用該類特定醫療儀器，接受培訓
並成功獲得政府認可資格。
據悉，有關架構只是提供一個框

架，具體細節仍存在改動空間。食衛
局局長會委任並設立一個諮詢平台，
持續諮詢業界及因應各持份者意見，
新增或改動特定醫療儀器的使用管制
分級。消息又說，明白業界營商需要
及關注，故只是針對特定醫療儀器，
旨在保障市民大眾的安全及健康。
消息預計，今年中將向立法會遞交

有關架構草案，相信屆時將成立草案
委員會審議，重申就算獲通過，草案
亦不會即時生效。消息指出，有業界
要求設立「學習緩衝期」，好讓美容
業從業員有足夠時間學習並考獲使用
特定醫療儀器，且獲政府認可資格的
課程，因應業界營商需要，會設立緩

衝期，以確保有足夠人數完成培訓。
消息直言，草案難以在一兩年的短

時間內完成且生效，而緩衝期的長短
亦需與業界商討，目前難有定案，但
不會訂下「時間死線」。

陳肇始：必須設過渡期
食衛局副局長陳肇始昨日出席一活

動後指出，規管美容儀器爭議在於非
醫療用途的使用者管制，當中涉及市
面的15種醫療儀器。她認為，規管有
關儀器旨在保障大眾安全，強調設立
過渡期是必須，相信業界會就新規例
作出適應調節。
她又指，明白架構的部分建議有爭

議性，業界回響大，冀望可在下周一
的公聽會收集更多各界人士的意見。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主席許

慧鳳回應本報查詢時表示，對政府提
出的規管架構感到頗滿意，認為政府
有接納業界訴求。她指出，業界目前
仍未就緩衝期的長短有共識，「需要
一段頗長時間才可以訂立到」。她又
對部分如光學美容等「踩界」的醫療
儀器設立使用管制表示理解，「有些
是入侵性，會開刀的儀器當然唔係我
哋從業員可以做到的。」

■■陳肇始與梁栢賢參觀長者日陳肇始與梁栢賢參觀長者日
間醫院間醫院，，了解該院的復康照顧了解該院的復康照顧
服務及設施服務及設施。。 仁濟醫院供圖仁濟醫院供圖

■仁濟醫院復康中心增加復康照顧服務及設施。
仁濟醫院供圖

���&

■DR事故引發坊間對監
管的關注，圖為DR美容
中心的外門一景。

資料圖片

農曆新年假期剛過，特首選舉的氣氛已日漸濃厚，
多位參選人都紛紛宣佈政綱，向社會廣泛推銷其未來
的治港理念及政策措施，希望市民能夠清楚自己的政
綱，爭取到各方廣泛支持。競選面向廣大市民的做
法，當然值得肯定。不過，有參選人似乎混淆了願景
與政策的分野，在未能提出科學的論證依據的情況
下，就拋出一些看似很吸引人、但中短期根本難以落
實的政策目標，例如「六成市民住公營房屋」等等。
這種沒有現實可行性的「政策宣示」，不免令人質疑
所開出的只是「空頭期票」，更令廣大市民質疑其公
信力和實際施政能力。

近日，多位特首參選人都公佈了未來的施政理念和政
綱，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和討論，這次特首選舉正在公
平、公開和具競爭性的環境下，有條不紊地漸入「戲
肉」。縱觀這些參選人提出的政綱或施政願景，不少立
足目前香港社會存在和公眾高度關切的問題，提出具針
對性和可行性的政策方略；但也有一些政綱，是將願景
和政策混為一談，難以提供令人信服的政策依據。

例如參選人曾俊華提出「六成人住在公營房屋」的政
策目標，就被各方質疑可行性何在。客觀而言，安居難
是目前香港社會最為關注的深層次問題之一，現屆政府
已把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列為施政的重中之重，推出了
許多增加土地供應和遏制樓價不合理增長的措施，努力
為廣大市民解困紓難，也收到了初步的成效。作為特首
參選人重視房屋問題，也是必須和必然的。新任特首用
什麼樣的具體政策去回答公眾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才是
問題的關鍵。

對於曾俊華籠統地提出「六成人住在公營房屋」的目
標，又沒有具體落實規劃與政策措施，各方不禁質疑：
參選人提出這個政策目標之前，究竟有沒有進行過科學
的研究和論證。因為，香港目前居於公屋及資助房屋單
位者約佔本港總人口45.6%，如果要把這個比例增加
15%到六成，需要增加的房屋量是多少？要什麼政策措
施？要多長時間才能做到？這是提出該項政策目標之
前，需要考慮和不能迴避的最基本問題。但該參選人沒
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無法提供詳細的研究評估數據。
實際上，這個目標是10年之內也難以實現的，正如長
策會前成員、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所指出的
那樣，即使將未來10年希望興建的46萬個單位，全部
轉做公營房屋，都難以達成這個目標；他並擔心，如果
未來私樓供應減少，將進一步推高樓價，令普羅市民置
業雪上加霜，更令香港營商成本大幅上升，削弱競爭
力。

政府施政也是一門嚴謹的科學，從政者需要實事求是
的科學態度、嚴謹扎實的工作作風。作為志在領導整個
香港的行政長官參選人，提出具有科學性、可行性的政
綱和政策目標，是競選工程的基本要求。如果貿然提出
一些沒有經過科學研究與論證，缺乏落實依據及具體方
法、幾乎沒有可行性的政策目標，也許能夠吸引人們的
眼球，但根本上只是一張「空頭期票」。以此來作為政
綱目標，在遇到公眾質疑時，又用語焉不詳、含糊其辭
的說法來搪塞，只能令其公信力下降並暴露其實際施政
能力方面的欠缺，最終的結果，將是失去社會大眾以及
選民的信任和支持。

特首參選人不應亂開「空頭期票」
醫療美容近年大行其道，但事故頻生，

而本港監管嚴重滯後，引起市民關注。消
息指政府計劃今年年中向立法會遞交醫療
儀器規管架構的草案，規定部分儀器必須
由註冊醫護專業人員使用或在其監督下使
用。社會對醫療美容規管立法討論多時，
業界亦不反對，只是希望設立「緩衝期」
好培訓員工。立法規管醫療美容是社會共
識，業界和立法會應充分配合，加快諮詢
和審議工作，希望立法早日成事，切實保
障消費者的利益，不可因個別人士或業界
的利益一拖再拖，「嘆慢板」。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近年美白針注射、激
光治療等醫療美容療程大行其道。消委會去
年年底的調查發現，在受訪的15至64歲人
士中，每5個人就有一人曾經接受醫療美
容。不過醫療美容不少涉及高專業要求、高
風險，過往發生過不少事故。4年前的DR
美容事故導致一死三傷，反映醫療美容欠缺
監管，從業者良莠不齊，可以導致嚴重後
果，立法監管有充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公眾壓力下，當局開始計劃立法加強監
管。但業界要求設立「學習緩衝期」，當局
表示接受，確保業界有足夠人數完成培訓；
更會先設立諮詢平台，廣納各界人士的意見
後再作決定，盡可能減少各界的反對聲音。

政府推行政策，廣納各界意見固然是好

事，但必須平衡立法的進度和社會的訴
求。有消息人士直言，草案一兩年內難以
落實，而設立的「學習緩衝期」究竟有多
長，更需要與業界商討，監管條例何時能
生效，完全是未知數。現時市面上的醫療
儀器、美容療法繁多，即使條例通過後，
要先為高風險的儀器、從業者註冊，恐怕
亦需時數年之久。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各行各業都快速變
遷，新技術的發明、應用、推廣日新月
異。試想一下，如果醞釀立法草案需時數
年，諮詢業界、審議草案又需時數年，
「緩衝期」又需時數年，三年又三年，立
法規管醫療美容淪為空談，消費者的利
益、安全還是得不到保障。

因此，立法規管醫療美容必須注重效
率。業界、立法會議員應全力推進立法工
作，讓市民的消費權益和安全早日得到保
障。另一方面，在監管法例生效前的「空
窗期」內，當局亦需要以行政指令規管行
業的操作，加強巡查，促使業界自律，提
前對從業員進行相關培訓，確保草案通過
後可以盡快執行。

政府就醫療美容監管立法，絕對是一件
好事。立法需以保障市民安全和利益為大
前提，抓緊落實，不能因為怕觸及業界利
益而放軟手腳。

立法監管醫療美容不可「嘆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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