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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中医药·

关键词 中医药；@中国香港

香港中医药的现状与展望

陈 抗 生。

(*香港洼册中医学会会长、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中药组委员)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当今世界

医学领域中最优秀的传统医学代表。她既有一套独特

的理论体系，又有几千年防治疾病的实践，已经无可争

辩地证明了是真正能为人类健康服务，为民族繁衍昌

盛作出贡献的医学科学。过去，在殖民地的香港，传统

医学受到歧视和压抑，不能健康发展。自香港回归祖国

后，在特区政府的重视与关怀下，传统中医药的发展逐

渐走向专业化的正常轨道。

1香港中医药的发展现状

香港自1841～1997年被英国殖民统治的150多

年以来，传统中医药只被港英政府视为一种中国人的

习俗，中医师的执业和中药、中成药的使用一直不受管

制。长期以来，传统中医药在殖民统治下没有合法地

位，也得不到重视和发展。随着全球兴起回归自然的潮

流和对天然植物的日趋重视，特别是香港回归祖国后，

香港传统中医药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香港首

位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在1997年施政报告中表示：为

保障公众健康，要设立法定架构，以评核和监管中医师

的执业水平，承认中医师的专业资格，以及规管中药的

使用，并制定一套完善的规管系统，为中医和中药在香

港医疗体系内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1999年7月14

日，立法会又通过了《中医药条例》，在香港特区政府的

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近几年来，香港传统中

医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正式

成立，在涉及中医药法律制定、管制机制、人才培训、科

研开发、生产制造等多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香港卫生

福利局在2000年发出医疗改革咨询文件，其中一部份

是有关如何促进中医药的发展，将中医药纳入公共医

疗管理体制，包括在公管架构内提供中医门诊服务，以

及在选定的公营医院引进中医药服务，例如进行临床

研究，制定治疗标准和发展中西医药互相衔接的模式

等。香港多所大学如浸会大学、中文大学、香港大学等

先后成立了中医药学院和中医药研究所，并与国内数

所大学和中医研究院进行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等，为香

港发展为国际中医中药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传统中医药的发展，香港中医师的队伍也逐

渐走向正轨，为了使香港中医师正式享有合法地位，

2001年12月19日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根据《中医

药条例》，接纳7707名从事中医职业的人士登记为表

列中医师，让他们在香港执业行医，并接受进一步审核

或考核。经审核后，於2002年11月29日公布首批注

册中医名单合计2384位，并实施中医规管制度，以确

保中医的法定专业地位，标志着香港中医发展走向一

个重要里程碑。从此，所有在香港执业的中医人士，都

必须参加中医执业资格考试，经考取合格后，方可申请

注册。为了健全审核考试制度，确保中医队伍中的专业

水准，使之更好地为市民服务，每年均举行一次表列中

医执业资格试考核。非表列中医师者，必须具备中医药

管理委员会认可的不少于5年的中医本科学位毕业或

同等学历，方能报考。直至2007年1月31日为止，本

港注册中医已发展有5268名。根据《香港中医药条

例》规定，注册中医必须执行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指

引，遵守持续进修中医学机制，通过持续进修，不断提

高专业知识和技能，以保持作为执业中医师的专业资

格，才可续领执业证明书。执业证明书的有效期为3

年，注册中医师在3年执业期间，必须遵守中医纪律守

则，修读或完成持续进修60学分后，方可续领执业证

明书。

香港中药业随着中医走向专业化的发展，为了确

保中医处方的疗效和市民使用中药的安全性，香港中

医药管理委员会分别于2003年4月及12月实施了中

药商领牌及中成药注册两项中药规管措施。有关措施

不但加强了对公众健康的保障，亦增加市民使用中药

的信心。持牌中药商在经营业务时，必须遵守《中医药

条例》及其附属法例、中药商指引等。香港执业中医师

为诊治患者而配发处方的中药材，其诊所内的中医房，

可豁免申领中药材零售商牌照。但若有关中医师售卖

中药材予任何非其直接治理的患者时，则仍须申领中

药材零售商牌照。

中药要进入国际市场，有无国际认可的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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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为重要的。要把香港发展成为国际中医药中心，必

须有一套完整的、符合国际规范的、能保证中药安全与

有效的、质量可靠的标准体系，并争取率先在国际上推

出中药的质量标准规范，掌握中药产业化的主动权，为

此需要尽早成立一个现代化的符合GCP规范，面向国

际市场的中药检验中心。由于香港是中国内地的中药

出口重要集散地和口岸，香港也有不少具有雄厚资金

的中药生产企业，可在世界范围内招聘到优秀人才，使

中药检验中心在短期内得到国际认可，这对中药业的

发展无疑是有效的。为此，香港中药业界正沿着此目标

努力奋进。

2香港传统中医药必须走向现代化

传统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除了政府的支持与推动外，学术界、医学界、商业界

和专业团体的参与也必不可少。1996年底，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专家就香港产业的去向进行研究后指出，生

物科技是最有竞争力及潜力的产业，而以传统中药为

主的现代药品和健康食品是最值得开发的。发展创新

科技，传统中药是重要项目。面对21世纪，以知识为本

的经济体系，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内地持续改革开

放，快速的经济发展，对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发展有

促进作用。香港背靠中医药发源地的中国大陆，它有悠

久的中医药发展历史，有取之不尽的中药品种和资源，

有雄厚的研究机构和人才，有完善的中西医结合体系，

这些无疑是对香港极为有利的因素。所以，香港应利用

这些得天独厚的发展中医药优势，将传统中医药发展

成为现代化的中药产业，并在世界中药市场中占有一

席，是很有必要的。

传统中医药学医理精深，资源广博，要使中医药学

在香港扎根和走向现代化，中医药教育与科研一定要

加快步伐。香港浸会大学于1998年开设了香港首届五

年全日制中医学士(荣誉)学位课程，随后增设中药学

士学位课程，并在2000年4月联同中国和美国多所大

学组成中医药教育及科研机构，就中医药学的学术交

流、教育、科研、信息互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进

行国际合作．并进行中药GAP生产与质控指针研究。

更于2001年正式成立临床部，直接管理学院辖下的中

医药诊所，统筹安排中医药在教学、医疗、临床研究等

工作。自2003年起开展了中医药治疗肠易激综合征、

功能性便秘、类风湿性关节炎、帕金森氏病等临床研

究，并初见成效。这既推动了高素质的临床科研，又提

高了治疗效果。香港中文大学也成立了中医学院，开设

全日制的中医学士学位课程。在科研方面，该大学的中

医药研究所运用分子生物技术进行中药鉴定、品质控

制等研究，并制定安全标准，建立中医药计算机数据

库。在临床研究方面，包括对糖尿病、肝炎、肺癌、哮喘、

风湿病等进行有计划的研究。香港大学也于1998年举

办了兼读式中医药相关课程，在中药科研方面，香港大

学医学院发现中药雷公藤中所含Triptolide具有抑制

引起关节炎的免疫细胞活性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作

用，为雷公藤治疗关节炎、胃癌提供了科学依据。随着

中医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不断深化，香港大学中医药

学院的成立，使大学校园增添了奇葩异彩。中医药学院

除了系统地开办学位课程外，还开设了门诊部，并展开

多项科研专题，其中对中药标准化和复方、中药毒性等

研究，对本港业界有很大的指导与启示作用。香港科技

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也相继成立中医药

研究所，并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制药企业合作，为香港

传统中医药走向现代化作出贡献。

中药复方(方剂)是按中医药理论，在临床辨证基

础上立法用药而组成。中药复方的研究，是中药现代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中药的故乡，亚洲及欧美一些

国家用药材多从中国进口，但至今中药制剂及中成药

尚未在国际上取得应有的地位，其原因甚多，最关键的

是中药制剂质量、疗效、有效成分、质量测定标准、药效

作用机理等尚欠清晰及使人疑虑。近几年来，中国国内

对中药复方的研究高度重视，尤以加强基础研究工作

为热点研究内容之一，中药复方在药效物质基础及作

用基理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

药研究所在九龙总商会的资助下，对中药复方进行系

统深入的研究，一切工作都得到业界广泛支持。本港业

界在参与咨询及研究工作过程中，体会到中药复方走

向现代化的进程，如果仅根据文献研究的论述来研究

方剂、复方，实难以令人信服中药复方(方剂)优越性的

科学内涵。在中药复方现代化的研究过程中，不仅需要

中医药科技人员积极投入，还应吸引跨学科、跨行业的

科技人员积极参与。因为中药复方研究之所以难度大，

特别对其物质基础的研究，每味药都有数种或几十种

化学成分，组方煎煮后又会发生多种动态变化；到体内

吸收、分布、代谢如何观察；在体内奏效的有效成分及

其变化规律；某些成分在体内成了极微量成分，如何测

定等，这些研究需要采用的新科技，不一定局限于医药

机构，更应跨学科、跨行业的科技人员共同研究，才能

促进、加速传统中医药现代化进程。

科学在不断发展，中医药学作为一门传统医学的

科学类别，也必然要发展。这种发展既要体现出中医药

学本身的传统特色，也要反映出这门学科在理论和实

践上必须适应现代科学的发展。在过去几年，国际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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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其中中医药在研

究领域的发展及在世界各地被认可的程度更是令人瞩

目。中医药在愈来愈多的国家及地区被纳入正统的医

疗保健体制内，并且呈现强劲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

既推动了香港中医药科研和政策落实的发展，也促进

了香港中医药纳入医疗卫生体制的实施程序。总之，传

统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瑰宝，五千年来为中

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不仅如

此，即使在今天，中医药学仍以其显著的疗效、浓郁的

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在香港

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促

使传统的中医药学在新的历史时代发扬光大，需要我

们共同努力、相互支持、深入钻研、大胆开拓、积极创

新，为中医药的现代化、产业化以及中医药学的全面发

展贡献自已的力量。

(2007一02—11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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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钱子的炮制和应用

孙成 威。

(*浙江省富阳市龙门镇卫生服务中心，311408)

马钱子，辛苦寒，有大毒，功能通络散结，消肿定

痛。《医学衷中参西录》谓其：“开通经络，透达关节之力

远胜于它药。”笔者在临床实践中，认为其有透骨人骱，

追风活络，通经镇痛之功。但马钱子有毒，须经严格炮

制后方可应用，同时应严格控制剂量。笔者认为因各人

对药的耐受性有很大的差别，不可一概而定其剂量。应

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加大剂量，其最佳效果是患者感到

有轻微反应(出现肢体微微颤动，伤痛处经脉微微跳

动，头略昏)，如无反应则达不到治疗效果。最好在临睡

前一次服用，以少量黄酒送服为好。因马钱子服后2小

时产生药效，8小时左右反应消失，所以晚上服用第二

天就不影响工作。一旦发生中毒应积极对症治疗。也可

用肉桂59煎服。

1 炮制方法

1．1取优质马钱子适量，浸于童便中，以浸没为度，夏

季15天，冬季30天，浸后用清水洗净，去毛晒干备用。

1．2取细沙适量加温后放入马钱子，不停地翻炒。炒

至马钱子鼓起发出吱吱声，再继续加温炒至吱吱声消

失。此时熄火继续保温。因马钱子的毒性在高温环境中

易被破坏，治疗效果更好。

1．3趁热碾碎成粉末，密封于玻璃瓶内，用时应加入

辅料适量，装入O．59胶囊内，每丸含马钱子O．2～O．

39，服用时根据患者体质的强弱及对药物的耐受性的

大小，随症调整其到最佳剂量。

1．4生马钱子外用时由于马钱子坚硬如石不易粉碎，

可将干燥马钱子在水中浸软，便易于粉碎。

2应用

2．1外用：由生马钱子、生乳香、生没药、生白芥子、生

川乌、生草乌、雪上一支蒿等组成的透骨追风散，外敷

治疗骨质增生，脊柱疾病，如肩周炎、网球肘、腱鞘炎、

坐骨神经痛等，总有效率92％，显效率66％。生马钱子

碾末外敷治疗面神经瘫痪取得良好的疗效。用生马钱

子末加麻油外敷治疗带状疱疹，一般2天后疼痛减轻，

1周后基本控制症状。

2．2内服：制马钱子碾末装胶囊每次服O．5～1．29，另

配炒穿山甲、白花蛇舌草、蜈蚣、全蝎、制川乌、制草乌

等随症加减治疗颈椎病、脊椎炎、腰突症、坐骨神经痛

等病症。配制天南星、白芥子、制半夏等治疗痰瘀阻滞

关节、经络，症见肢体肿胀、关节肿大、麻木等。配雷公

藤片1309浸优质烧酒1kg，另配全蝎、蜈蚣、黄芪、熟地

黄、蜂房等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配秦艽、海桐皮、白花

蛇舌草、威灵仙等治疗风湿性关节炎。配红花、廑虫、骨

碎补等辨证施治治疗各种骨折、脱位、新旧伤痛。用马

钱子配黄芪、白术、茯苓、当归、地龙、熟地黄，治疗重症

肌无力取得一定疗效。临床验证，各种病症尤对脊柱疾

病，用马钱子无论是近期疗效或远期疗效都收到良好

的效果。

3注意事项

临床所见，马钱子治疗风湿类疾病，跌打损伤，药

专力宏，功效卓著，然马钱子是有毒之品，用时应严格

按照炮制法加以炮制，应循“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之

原则。笔者在长期的临床工作中用马钱子治病许多例，

服药时间短则数十天，长达数月(如治1例颈椎病患者

服药达5个月)，剂量最小的O．59／次，大的达29／次，

均未发生中毒现象。服药初时的1～5天有些反应(如

关节、四肢肌肉紧张)，一般1周后这些反应慢慢消失。

如果服用过量时，可见四肢无力，肢体颤动，惊厥，甚

至昏迷死亡。生马钱子严禁内服，亦忌大面积外用，以

免中毒。

(2006—10—23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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