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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香港的印象 

三多： 
      銀行(金融) 
      律師(法制) 
      記者(資訊) 
 
如何利用這些的有利條件發展中
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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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有什麼，欠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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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安全用藥為國際關注之熱點話題 

  隨著中藥步出國門，其品質和安
全性日益引起國際上的高度關注。
中藥的品質不但影響著中醫臨床的
療效、牽繫著患者的性命，也同樣
決定著中藥自身的命運。 

馬兜鈴酸中毒事件 



© 2013 SCM, HKBU, ZZZ 

 1 cm 

 
多來源與品種混淆同樣見於西方草藥 
 

There are over 9 species in Echinacea. Only 3 species are 

official in USP: （紫锥菊） 

                E. angustifolia 

                E. pallida 

                E. purpurea 

 

300,000 plants with 1.6 M 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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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鑒定是千年遺留的歷史難題 

中國古代用打入十八層地獄懲治
罪孽深重之人，其中對製造假藥
者要打入第十層灌藥地獄。 
 
只有詛咒，沒有標準、沒有監管，
是無法杜絕偽劣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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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藥鑒定流程圖 

2006年發表於Planta Med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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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香港“中藥檢測機構”
的重要性與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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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香港中藥檢測機構”的重要性 

» 香港是傳統的中藥集散地、國際中藥貿易及資訊中心 

» 香港是中醫藥走向國際市場的重要橋樑 

 » 至2014年7月止: 

 中藥零售商：4,532 

 中成藥製造商：283 

 

 

 

 

 

中藥的貿易額在增加，中藥的不良反應報導也在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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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香港中藥檢測機構”的重要性 

香港先後發生過藥材洋金花、罌粟殼、馬勃、蟾酥、馬
錢子、斷腸草等，及其个别中成藥的中毒事件 

 
   農藥、重金屬超標； 

 
   有執錯藥、有混淆； 

 
   還有很多原因不明的，如烏頭鹼、莨菪鹼案。 

 
   因為缺乏權威機構、專業機構把關，誤判案件也時有發
生。如將西藥片當做中藥檢驗等。導致大量的藥物回收、人
力物力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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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我待 

» 《英國藥典》2007版首次增加了中藥的內容，將中藥甘
草單列條目，2009版首次將傳統植物藥(包括中藥)的飲
片單列條目 

» 英國皇家植物園建有中國藥用植物鑒定與保護中心，從
中國收集中藥的原植物標本，以及一些常用中藥的飲片
進行鑒定 

» 2014版《美國藥典》中，收載
了34種中西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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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香港“中藥檢
測機構”的可行性 

 
政策、人才、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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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香港中藥檢測機構”的可行性 

» 2012年《國家藥品安全“十二五”規劃》提出，
以提高藥品標準和藥品品質為工作重心，完善監
管體制，創新監管機制，依法科學實施監管 

 

國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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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香港中藥檢測機構”的可行性 

 
» 2010年香港特首施政報告發展香港的六大優勢產業，其中

一項為檢測認證產業，包括建材、珠寶、食品與中藥四個
方面 

特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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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具備國際認可的科研技術水準 

» 值得信賴的管理體系與較高的服務信譽 

» 香港有著規模龐大的中藥市場 

二、建立“香港中藥檢測機構”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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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港標”的工作，本地大學正培育著
香港中藥檢測中心所需要的專業人才 

» 還有眾多的碩士、博士，在中藥相關領域
的教學、科研、中藥生產管理及質量控制
方面發揮著生力軍的作用 

 

» 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是香港最早由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中醫藥高等教育機構
，積極推動中醫藥在教學、研究、醫療服
務及科技開發等範疇的現代化和國際化 

二、建立“香港中藥檢測機構”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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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香港中藥檢測機構”的可行性 

» 十年來，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培養的香港唯一的中藥
專業本科的畢業生已逾130人 

» 建立未來的中藥師註冊制度，現在香港13類醫護專業
人員已經建立了註冊制度，包括西醫、中醫、西藥、
物理治療師、護士、化驗師、放射技師、視光師、脊
醫、護士、助產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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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香港市場混淆中藥 

 

先後對市場進行調查，收集研究樣品超過一萬個，出版了“香港容易混淆中藥”
（中英文） ，免費派發2萬冊向社會推廣。 

工作基礎:
例一 



© 2013 SCM, HKBU, ZZZ 

中醫藥知識不可束之高閣：通過不同形式，在不同場所宣傳推

廣，使香港市場中藥材混淆情況大為改善。 

業界、政府、消費者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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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專業中藥鑒別圖典 

韓文版、俄文版即將出版 

工作基礎:
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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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出版《當代藥用植物典》 
工作基礎:
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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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藥用植物圖像數據庫 

 

 

2010年由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與中醫藥學院合作創建的藥用植物圖
像數據庫，收集了常見的1000多種藥用植物，訪客人數超過180萬。 

2012年獲美國圖書館學會國際創新服務獎 
(ALA Presidential Citations for Innovative International Library Projects 

for 2012) 

工作基礎:
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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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國銀行(香港)中藥標本中心 

藥用植物標本是中藥鑒定的基礎，是科學的檔案與憑證。由中國
銀行（香港）資助，於2003年在浸會大學建立了中藥標本中心。
該標本中心也是一個面向社會的機構，近十年來，訪問者已超過
8 萬人，收藏的藥材標本和原植物憑證標本符合國際標準，由於
其科學性與權威性，已經被列入世界知名標本館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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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藥材標準》—由香港衛生署統籌制訂 

 由多間大學與研究機構參與並有國際專家委員會督導，以建立國
際較高水準的中藥材標準為目標 

 已經頒布了六期，包含200味中藥材，列明藥材名稱、來源、性狀
、顯微、理化、薄層色譜和高效液相色譜指紋圖譜鑒別、重金屬
和農藥殘留等檢查，以及藥材標識性成分的含量測定等 

 

» 在中藥飲片和中成藥方面，香港還沒有自己的品質標準 

工作基礎:
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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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藥檢測機構”
的構建設想 

 
1. 定位與框架 
2. 利民、利港、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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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香港中藥檢測機構”的構想 

»獨立的、非盈利的、具有法定地位
的中藥檢測機構 
（應由政府資助） 

提供境外第三方檢測认证，協助國家把
關 

協助港標與藥典標準制定、開發新方法 

為海內外提供技術培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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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民、利港、利國 

» 保障香港市民使用安全、有效、可靠的中藥 

» 推動香港中藥的經濟與貿易、推動擴大進出口業
務 

» 樹立中藥形象、國家形象，推動中藥國際化 

» 樹立品牌：Authenticated in HK 

 

 

»建立“香港中藥檢測機構”是情之所
迫、大勢所趨、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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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學是中藥標準化的基礎 

創新勿忘本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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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3日 Google 李時珍 版面 

2011年《黃帝內經》和《本草綱目》作為世界文獻遺產被列入
《世界記憶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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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思:哪些書最能代表中國文化?  

•《本草綱目》 
•《詩經》 

•《楚辭》 

•《老子》 

•《論語》 

•《左傳》 

•《史記》 
歷
史 

哲
學 

科
學 

文
學 

“如入金穀之園，種色奪目；如登龍君之宮，寶藏悉陳。博而不繁，詳而
有要，綜核究竟，直窺淵海。茲豈僅以醫書覯哉？實性理之精微，格物之
《通典》，帝王之秘簶 ，臣民之重寶也。” ----王世貞· 《本草綱目·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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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大學 

在莫大一睹時珍像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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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像小考 

日本《医仙图讃》中的李时珍像
（16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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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時珍像小考 
• 李時珍形象描述：有據可考的只有明代大文豪王世貞在《本草綱目》序言

中提到的寥寥數語：“晬然貌也，臒然身也，津津然談議也，真北斗以南
一人。”用現代白話講，就是氣宇軒昂、清瘦頎秀，聰穎健談，乃天下奇
才。 

• 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委託著名國畫家蔣兆和先生創作。蔣兆和隨
後以其岳父，北京四大名中醫之一肖龍友為模特，創作了李時珍的形象。
畫像上的李時珍身著明代風帽樸服，目光炯炯，神采穆然。此畫像問世後，
為國人所認同，逐漸成為了李時珍的“標準像”。 

肖龍友先生 蔣兆和先生繪製的李時珍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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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大一睹时珍像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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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大一睹时珍像真容 

莫斯科大学过廊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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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大一睹時珍像真容 

祖沖之、哥白尼、牛頓、居里夫人、倫琴、伽利略、達爾文、開普勒、門捷列夫、
巴普洛夫等６０位科學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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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6年，逝世後第3年，                            

《本草綱目》首次在金陵南京刊印成功 

1593年，76歲，寫成《遺表》，逝世 

1590年，73歲，王世貞為《本草綱目》作序 

1580年，63歲，拜訪王世貞 

1578年，61歲，寫定《本草綱目》 

1552年，35歲，集中全力纂輯《本草綱目》 

1544年，27歲，去北京太醫院任職 

1537年，20歲，取表字為“東璧” 

1531年，14歲考中秀才 

1518年，誕生於湖廣蘄州 

李時珍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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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本草綱目》的幾大障礙 

1.文字障礙  

2.病名障礙 

3.地名障礙 

4.引用書名障礙 
5.藥名障礙 

抄寫、刻
板、校訂、
覆刊錯誤 

病名有多
重意思 

古今地名
有別錯訛
地名 

書名有誤 
藥物基原
不清 
古今品種
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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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本草讀書會參會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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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李時珍誕辰 
500周年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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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ateria Medica Study 

Discuss contemporary topics related to cultural heritage 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other aspect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 monthly column in Takungpao, an influential newspaper with 110-year history of 

publication in Hong Kong, discussing contemporary topics related to cultural 

heritage, natural resources, and other aspect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his 

column has received many positive response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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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的世界》 

 

 

 

 
回顧歷史：鑒賞中醫藥王國的瑰寶與精粹； 
環視當下：正視中醫藥面對的機遇與危機； 
寄予未來：展望世界傳統藥學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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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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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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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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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綱目》大型文獻紀錄片 
——紀念偉大的醫藥學家李時珍誕辰5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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