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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299/12-13(03)號文件 

 

2012 年 12 月 18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中藥的研究及發展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有關推動中藥研究及發展 (研發 )

的最新工作進展。  

 

 

背景  

 

2 .  多年來，香港憑藉其文化背景、地理位置及對中藥

的廣泛接受，已發展出成熟的中藥市場；加上在科研、

產品檢測等方面的實力，香港具備優越條件進一步推動

中藥發展。  



 
 

- 2 - 

 

 

3 .  當局於 2010/2011 年全面檢討如何有效支援中藥研

發及檢測工作後，成立了中藥研究及發展委員會 (委員會 )，

協助收集持份者的意見，並更有效協調推動中藥研發及

檢測的工作，以配合香港未來的需要。  委員會由創新科

技署署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官、產、學、研各界別的

代表。  委員會的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載於附件一。  

 

4 .  委員會同意採用下列大方向推動香港的中藥業發

展：  

 

一、  加強對中藥研發的支援；  

 

二、  推動中藥檢測和認證；  

 

三、  促進持份者之間的合作；  

 

四、  了解及支援業界需要；以及  

 

五、  向業界及社會推廣委員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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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載於以下各段。  

 

一、  加強對中藥研發的支援  

 

5 .  政府於 1999 年年底成立 50 億元的創新及科技基金，

為包括中藥等各個科技範疇的應用研發項目提供資助。  

政府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現代化技術平台的開發工

作，並為本地大學及科研機構添置先進設備以加強他們

的能力。  創新及科技基金自成立以來已資助超過 70 個

與中藥相關的項目，總資助額約 1.7 億港元。  這些項目

的性質涉及新中藥的開發、與中藥製造及品質控制 (質控 )

有關的技術、中藥臨床前及臨床評估，以及中西藥結合

等。  在評審這些申請時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項目的科

技內容、研究隊伍的技術和管理能力、及項目的財務預

算等。  創新及科技基金亦協助建立了多個研發設施，例

如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 (生科院 )內的中藥製程開發及生

產中心、香港科技大學生物技術研究所的傳統中藥中心，

以及香港浸會大學中藥質量研究實驗室。  這些設施可為

中藥業界提供高水平的服務及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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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除了創新及科技基金之外，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於 2001 年承諾撥款 5 億元資助中

藥研發。  過去十年，透過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 (中藥

研究院 )共資助了 18 個項目，總資助額為 1.08 億元。  中

藥研究院於 2011 年宣佈解散後，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同意

運用餘下的 4 億元撥款，資助非牟利機構在香港進行值

得開展的中藥項目。  

 

7 .  香港主要的中藥研發是在本地大學進行或有他們

的合夥參與。  過去數月，委員會邀請了這些大學的代表

簡介他們與中藥相關的活動，讓委員了解香港中藥研發

的最新發展 (除了大學，其他有關機構如香港檢測和認證

局 (檢測和認證局 )及生科院等，亦被邀請向委員會作簡報

介紹 )。 委員會注意到他們在這方面的熱誠及工作成果，

並鼓勵他們善用創新及科技基金進行以循證為本的中藥

研發項目，特別是那些中藥享有優勢而香港亦具備實力

的範疇 (如慢性疾病 )。 隨後在 2012 年創新及科技支援計

劃第二輪徵求項目建議書的工作上，亦因此已包括中藥

研發為一個特定主題。  結果共收到超過 20 份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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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多個研究範疇，包括研發以循證為本的中藥方劑及

中藥新藥、中藥製造的質控技術、開發中藥研發平台、

中西醫藥結合等。  現時正在對這些建議書進行評審。  

 

8 .  香港憑藉中西文化薈萃，西醫服務水平卓越，在推

動中西藥結合的研發會有其獨特優勢。  創新科技署正鼓

勵大學探討如何在這方面盡力發展，以及向創新及科技

基金提交研發建議項目。  

 

 

二、  推動中藥檢測和認證  

 

9 .  檢測和認證獲選定為香港具有明顯優勢和發展潛

力的六項產業之一。 檢測和認證局於 2009 年 9 月成立，

負責就推動檢測和認證業發展的整體策略及措施，向政

府提供意見。  

 

10.  政府已接納檢測和認證局在 2010 年 4 月提交以市

場主導的檢測和認證業三年發展藍圖。  該藍圖建議採取

雙管齊下的方式，既從整體上提升認可服務及檢測和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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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業的生產因素，亦重點發展具有潛力的特定行業。  檢

測和認證局已確定中藥是對檢測和認證服務有極大潛在

需求的特定行業之一。  

 

11 .  一直以來，香港的實驗所都有提供中藥材及中成藥

註冊的檢測服務，例如重金屬及有毒元素、農藥殘留、

微生物檢驗及化學穩定性測試。  檢測和認證局成立了一

個包括來自中藥業、檢測和認證業、學術界、相關政府

部門及公營機構人士為成員的小組，以提供合作平台讓

持份者開發及推廣新的中藥檢測和認證服務。  

 

發展新的檢測和認證服務  

 

12 .  在衞生署的管理及統籌下，香港已在制定《香港中

藥材標準》 (《港標》 )。  《港標》  對檢測實驗所提供中

藥材真偽鑑定服務，具有良好的參考價值。  檢測和認證

局轄下的中藥小組透過以下的工作，協助檢測實驗所加

強以《港標》為本的檢測技術能力：  

 

(a)  檢測實驗所能力驗證計劃已於 2012 年 4 月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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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期間舉辦。  能力驗證計劃是實驗所之間的

比對研究，有助檢測實驗所評估本身對進行中

藥化學檢測的技術能力，以及找出可改善之處。

該計劃共有 12 間本地實驗所參加，並得出相

符的測試結果，增強了對本地實驗所技術能力

的信心；以及   

 

(b )  為業內從業員而設的中藥真偽顯微鑑別培訓

課程亦已於 2012 年 4 月至 8 月期間舉辦。 由

於市場缺乏具有顯微鑑別技能的人才，舉辦這

個課程是為了滿足檢測和認證業的需求。   

 

這兩項措施亦可幫助那些有意向香港認可處 (認可處 )申

請認可資格的檢測實驗所達到所規定的認可要求。  認可

處已開始收到按《港標》檢測中藥的認可申請，並已有

一間實驗所按《港標》進行化學及理化技術鑑別人參和

西洋參這兩種中藥材，獲頒認可資格。  

 

13 .  另外，檢測和認證局轄下的中藥小組支持香港生產

力促進局制定中藥材產品認證計劃。  這個項目獲創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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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基金下的一般支援計劃資助。  此產品認證計劃旨在

提供進一步的品質保證，為貿易商和供應商提供一個有

效方法來證明他們的產品質量。  獲認可的認證機構將會

獲准按此計劃提供認證服務，亦為中藥檢測服務帶來新

需求。  項目的發展工作已於 2012 年 6 月展開，並計劃

於 2013 年年初試行。  

 

推廣檢測和認證服務  

 

14 .  當局於 2012 年 7 月舉辦研討會，向中藥業推介真

偽鑑定服務。  並對來自大學、衞生署、政府化驗所、香

港海關及中藥業的專家，介紹《港標》的最新進展和真

偽鑑定技術知識，以及從中藥業和保障消費者權益的角

度分析對這服務的潛在需求。   

 

15 .  為了向中藥商宣傳本港的檢測服務，檢測和認證局

聯同認可處於 2011 年及 2012 年的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

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設置宣傳攤位。  部分有關的宣傳

資料載於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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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促進持份者之間的合作  

 

16 .  為促進官、產、學、研各界別之間的合作，以及鼓

勵分享中藥研發的知識，委員會於 2012 年 9 月 14 日舉

辦了為期一天的中藥研討會。  

 

17 .  研討會涵蓋多個有關中藥的課題，包括香港的中藥

規管機制、臨床試驗、本地及區域的中藥研發合作，以

及中藥檢測和認證。  此研討會部分的知名講者包括香港

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香港大學解剖學系講座教授

蘇國輝教授、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呂愛平教授、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院長唐旭東教授，以及澳門科

技大學副校長 (研究及拓展 )劉良教授。  研討會程序表載

於附件三。   研討會有逾 400 名來自官、產、學、研各

界的人士參加。  與會者對研討會反應良好，認為它提供

了一個有用的平台，讓中藥界不同的持份者交流意見及

了解香港中藥研發的最新情況，並建議下年舉辦同類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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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了解及支援業界需要  

 

針對產業的研發基礎設施  

 

18 . 在基礎設施方面，香港科技園公司透過轄下的香港科

學園 (科學園 )為業界提供科研基礎設施，其中包括在科學園

第二期興建了兩幢有中央設施的實驗室大樓，能為園中從事

中藥研發的企業提供實驗設備。  科學園亦設有「生物科技

創業培育計劃」，能為新晉科技公司提供租金優惠，以及多

項支援服務，例如業務發展顧問服務、大學與產業的商業配

對服務、培訓課程、技術支援設施等。  在香港浸會大學及

政府化驗所中藥組在科學園設立中藥研究實驗室後，園內的

中藥產業群組合最近已愈見多元豐富。 而預期於 2014 年起

開始分階段陸續落成的科學園第三期發展計劃的其中一個

重點，將會是進一步推動生物科技產業（包括中藥及西藥等）

的發展。  

 

化學對照品及開發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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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為符合中成藥註冊的規管要求，製造商須提交技術

資料及檢測報告，包括質控的分析方法及產品的穩定性

研究。  部分本地製造商缺乏專業技術開發所需的分析方

法，同時進行這種分析所需的一些化學對照品本地亦缺

乏供應。  

  

20 .  創新科技署於 2012 年 4 月代表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進行徵求項目建議書工作，以物色合適的機構設立及營

運一間針對中藥檢測及提供化學對照品的研發實驗室，

以滿足業界的需求。  結果由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大學組

成的合作研究團隊，獲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 500 萬港

元，並接管了中藥研究院之前擁有的實驗室設備及化學

品存貨，進行一個為期兩年的中藥研發及提供中藥化學

對照品項目。  此外，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亦於這次機會撥

出另外 200 萬港元，資助香港浸會大學進行一個為期兩

年，主要為中藥業界提供中藥檢測及相關支援服務的項

目。  預期透過這些大學在這兩個項目下的通力合作，將

有助向中藥業界提供所需的技術支援。  

 

中藥製造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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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目前，香港中成藥的「生產質量管理規範」 (GMP)

制度並非強制性推行。  領有中成藥製造商牌照的製造商

可向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轄下的中藥組申請製造商證

明書，證明其在製造中成藥及質控方面，是依循優良的

規範。  至今為止，有十間中成藥製造商已獲發 GMP 證

書。  為確保中成藥的品質及安全得到保障， 2010-11 年

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就推行製造中成藥必須依循 GMP 訂定

時間表，以適應國際藥品 GMP 發展的趨勢。  

 

22 .  委員會曾討論將來強制推行中成藥 GMP 制度，本

地製造商可能會面對的困難。  委員會留意到，本地中成

藥製造商所關注的主要事項包括，缺乏資金、相關專業

知識不足、欠缺合適土地設立 GMP 設施，以及政府強制

推行 GMP 制度的時間表。  在食物及 生局／ 生署負

責本港中成藥 GMP 制度的規管政策及推行工作的同時，

委員會希望擔當支援角色，協助產業升級以應付未來的

種種挑戰。  

 

23 .  由於 GMP 是十分複雜的課題，各項與規管相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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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的因素均會影響推行情況，委員會因此已成立「中

藥製造工作小組」(工作小組 )，進一步詳細討論這個課題，

以及其他長遠能促進產業升級的中藥製造重要研發及技

術。  

 

24 .  工作小組已召開兩次會議，特別集中了解中藥業在

執行 GMP 方面的技術需要。  工作小組普遍認為，不少

本地製造商對 GMP 缺乏正確認識，是阻礙他們建立 GMP

生產的因素之一。  工作小組建議向本地中成藥製造商提

供有系統的相關培訓，協助他們做好準備，迎接當局未

來強制性實施 GMP 的要求。  工作小組建議向高中層管

理人員及前線人員等不同目標對象提供培訓，並因應他

們的技術水平以及在公司內的職能，舉辦在內容、培訓

期及形式等各方面相應的培訓活動。  為了跟進這些建議，

創新科技署現正與 GMP 顧問 (如生科院 )商討舉辦合適的

培訓活動，以切合業界各級人員的需要。  

 

25 .  委員會亦知道業界十分關注 GMP 的硬件支援，特

別是中小型企業，他們缺乏財政實力及專業技術設立

GMP 設施及維持設施之後的運作。  因此，創新科技署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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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 GMP 顧問服務及合約生產安排的可能性或選擇。 具

體而言，該署正與生科院進行磋商，以了解生科院現時

提供的中藥合約生產服務，以及其 GMP 設施能否擴充，

以協助應付業界對中成藥 GMP 生產日益殷切的需求

(註﹕位於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內的生科院，是一

間由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全資擁有的擔保有限公司。  該

院一直有為本地公司提供 GMP 顧問服務及符合 GMP 要

求的合約生產服務。 )  由於本地中藥製造商的技術知識

及經營規模差異甚大，委員會及創新科技署須要向相關

持份者進一步了解業界整體上的潛在需求，以及業界內

個別組別的規模及需要，致使能作出更好的計劃對業界

提供支援。  

 

 

五、  向業界及社會推廣委員會的工作  

 

中藥特約專輯  

 

26 .  為提升中藥的形象，以及加深公眾認識香港在中藥

研發方面的最新發展，委員會在本地主要報章刊登特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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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包括專訪衞生署、檢測和認證局、本地大學及中

藥業的代表。  部分特約專輯載於附件四。  

 

關於中藥的電台節目特輯  

 

27 .  此外，創新科技署亦與香港電台合作，製作關於中

藥的電台節目特輯。  特輯共有 20 集，每集 30 分鐘，邀

得政府、公營機構、本地大學及科研機構的專家擔任嘉

賓講者，介紹中藥現代化的知識、本地大學進行的中藥

研發活動、各中藥相關機構的工作，以及市民大眾感興

趣的各類中藥課題。  此電台節目特輯已於 2012 年 10 月

22 日首播，而第一集邀得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

擔任嘉賓講者。  

 

 

相關發展  

 

28 .  行政長官在他的競選政綱中承諾成立中醫藥發展

委員會 (發展委員會 )，就香港中醫藥的未來發展策略，向

政府提出建議。  政府已於八月中旬成立一個由食物及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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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局局長擔任主席的籌備小組，就發展委員會的人選、

職能及重點工作向政府提供意見。  由於研發及技術升級

是中藥的整體發展中十分重要的元素，當新的委員會成

立後，中藥研究及發展委員會和創新科技署必定會給予

全力支持。  

 

 

徵詢意見  

 

29 .  請委員察悉政府推動香港中藥研發的最新工作。  

 

 

 

 

創新科技署  

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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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藥研究及發展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創新科技署署長  

 

當然委員  

衞生署署長或代表  

醫院管理局代表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代表  

香港科技園公司代表  

香港賽馬會代表  

 

以個人身分獲委任的委員  

區煒洪先生 ,  BBS 

鄭曹志安女士 ,  BBS,  JP 

陳阮幸賢女士  

葉玉如教授 ,  MH 

李心平教授  

梁秉中教授 ,  SBS,  OBE,  JP  



 
 

- 18 - 

 

李應生先生 ,  BBS,  MH,  JP 

劉良教授  

呂愛平教授  

鄧梅芬女士  

曾超慶先生  

黃光輝先生 ,  MH 

黃雅各教授 ,  MH 

黃雪英女士  

葉招桂芳女士  

 

職權範圍  

中藥研究及發展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如下：  

(a)  擔當平台角色，就香港中藥研發事宜向各界持份者，

包括政府、公營機構、業界及學術界，收集意見；  

(b )  籌劃本港推動中藥研發的大方向，探討主要工作範疇，

檢視工作進度和在有需要時就可改善之處提供建議；

以及  

(c)  促進有關各方分享研發成果和其他相互合作，以產生

在中藥研發方面的協同效應，以及推動與香港境外機

構合作。  



ACO(SCABD)
Typewritten Text

ACO(SCABD)
Typewritten Text

ACO(SCABD)
Typewritten Text

ACO(SCABD)
Typewritten Text
附件二

ACO(SCABD)
Typewritten Text

ACO(SCABD)
Typewritten Text













st
打字機文字
附件三



時間Time  

9:00 am 登記  Registration 

9:30 am 歡迎辭  Welcoming Remarks
中藥研究及發展委員會主席暨創新科技署署長王榮珍女士

Miss Janet WONG, Chairperson, Committe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s 
and Commissioner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衞生署署長陳漢儀醫生

Dr. Constance CHAN, Director of Health, Department of Health
醫院管理局策略發展總監羅思偉醫生

Dr. LO Su-vui, Director (Strategy & Planning), Hospital Authority

9:40 am 香港中藥規管的最新情況  
Development of regulatory regime for Chinese medicines in Hong Kong – the latest update
衞生署助理署長(中醫藥)林文健醫生

Dr. Ronald LAM, Assistant Direct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partment of Health

10:00 am 中西醫藥結合研究  
Integrative medicine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

Prof. Joseph SUNG, Vice-Chancellor and Presid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0:20 am 如何協助現代化中藥由實驗室走進臨床 – 以枸杞子作為例子   
Bringing modernised Chinese medicines from bench side to bed side, 
using Gouqizi as an example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解剖學系講座教授，何馮月燕基金教授(神經科學)蘇國輝教授

Prof. SO Kwok-fai, Jessie Ho Professorship in Neuroscience, and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atomy, Li Ka Shing Faculty of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0:40 am 國家的中醫藥研究  
Chinese medicine R&D in the Mainland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呂愛平教授

Prof. LU Aiping, Dean,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11:00 am 發展中藥第一期臨床研究中心的挑戰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ing Phase I Clinical Trial Center for Chinese medicines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院長唐旭東教授

Prof. TANG Xudong, Director, Xi Yuan Hospital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11:20 am 小休及茶點    Tea Break 

12:00 noon 醫院管理局在中醫藥方面的工作   
The work o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relating to Chinese medicine
香港醫院管理局中醫及中西醫結合服務主管謝達之博士

Dr. Eric ZIEA, Chief (Chinese Medicine and Integrative Medicine), Hospital Authority

11:40 am 集成多種前沿技術，研究中藥質量及篩選創新藥物  
Synthesizing multiple cutting-age technologies for quality research of Chinese 
medicines and innovative drug screening 
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劉良教授

Prof. LIU Liang, Vice Rector,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程序 Programme

研討會程序  Seminar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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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pm 交流及午膳   Networking and Lunch  

主題   
Theme :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中草藥  

12:40 pm

2:35 pm 傳統中藥複方治療常見慢性疾病的系統評價   
Systematic review of traditional herbal formulae for the treatment of common 
chronic diseases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教學部)助理教授徐敏博士

Dr. XU Min, Assistant Professor (Teaching Division),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50 pm 基於循證的中醫預防與治療乙型肝炎及其併發症：機遇與挑戰   
Evidence based management of HBV and its liver complications using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hallenges ahead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副院長及臨床部主任卞兆祥教授

Prof. BIAN Zhao-xiang, Associate Dean and Director of Clinical Division,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30 pm

3:40 pm

主持 
Chair :  Prof. Albert LEUNG, Director,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梁榮能院長

主題  
Theme : Acupuncture

﹕針灸  

主持 
Chair :  Prof. LU Aiping, Dean,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呂愛平院長

3:05 pm 中藥抗肝纖維化的效果：系統回顧和對隨機對照試驗的整合分析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treating liver fibr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助理院長(教學)馮奕斌博士

Dr. FENG Yi-bin, Assistant Director (Education),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20 pm 小休及茶點   Tea Break

時間Time  

3:45 pm 針灸與中藥預防及治療失眠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for insomnia using acupuncture and/or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臨床副教授鍾家輝醫生

Dr. CHUNG Ka-fai, Clinical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2:20 pm

香港的中藥檢測和認證情況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s in Hong Kong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成員林俊康先生

Mr. Dominic LAM, Member, Hong Kong Council for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創新中藥研發中企業與科研機構合作的優勢探討   
The benefits of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in R&D of innovative TCM products
賽諾菲公司亞太研發中心中藥研發副總監郭若羚博士

Dr. GUO Ruoling, Associate Director, TCM Lead, Asia Pacific R&D, Sanofi

程序 Programme

研討會程序  Seminar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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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Time  

4:00 pm 系統回顧研究 -- 中醫藥和針灸對肥胖的治療作用 
A systematic review on use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 for treatment of 
obesity
亞洲糖尿病基金會助理研究員隋昳博士
Dr. SUI Yi, Research Associate, Asia Diabetes Foundation

4:15 pm 密集顱部電針刺激用於神經精神疾患：原理和臨床應用 
Dense cranial electroacupuncture stimulation for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rationale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助理院長(臨床)張樟進博士
Dr. ZHANG Zhang-jin, Assistant Director (Clinical Affairs),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4:35 pm 特敏福與中藥方劑交互作用的研究 
Studies of herb-drug interaction involving Oseltamivir and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e
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左中教授
Prof. Joan ZUO, School of Pharmac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4:50 pm 中國氣功在疾病預防及復康中的應用
Use of Chinese Qi-Gong in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陳麗雲教授
Prof. Cecilia CHAN, Centre on Behavioral Heal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05 pm 從病人角度評價中醫療效
Evaluating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from patients' perspective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鍾志豪博士
Dr. Vincent CHUNG,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Jockey Club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Primary 
Ca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20 pm 閉幕辭  Closing Remarks 
中藥研究及發展委員會主席暨創新科技署署長王榮珍女士
Miss Janet WONG, Chairperson, Committe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s and 
Commissioner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主題   
Theme :  Herb-Drug interaction, Qi-Gong and Taichi, Clinical Trial

﹕

4:30 pm

研討會結束    End of the Seminar  

主持 
Chair :  Prof. TONG Yao, Director,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中西藥相互作用、氣功及太極、臨床試驗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童瑤院長

程序 Programme

研討會程序  Seminar Programme

主辦機構保留調動研討會題目，內容及講者的權利而不預先通知。
The Oranis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alter the topic/content/speaker of the seminar programme without prior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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