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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试点

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范鸿龄在网志
中表示，发展智慧医院是医管局未来最
重要的发展策略之一，希望医护人员可
以透过科技的协助，为病人提供更优质
的服务，并从长远来说，解决人手和服
务供求失衡的问题。

据范鸿龄介绍，过去一年，香港几
家医院已开始测试不同的智慧医院项
目，并逐步进行推广。其中天水围医院
是香港首家有全面智慧化运作病房的公
立医院，医护人员可以透过智能医疗仪
器，为病人量血压或量体温等，从而减
少工序。将军澳医院近期则透过 5G 技
术进行远程手术或医疗程序，包括在疫
情之下，资深的医护人员可以发出实时
远程指示，对前线医护人员进行协助，
减少医护人员和确诊病人的接触。

据香港 《大公报》 报道，天水围医
院急症室已推行“急症室电子系统”，医
护人员透过系统输入病人资料、病征及
病历等，由此取代手写病历，这样既减

少错漏也提高了效率。医护人员能掌握
即时数据，了解急症室病人分布及危急
程度，方便调配人手。

香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医疗信息）
彭育华说，以前等取病人病历可能要经多
个部门申请，耗时很久。在张毅翔看来，医
生更快取得病历，对病人更有保障。“如果
可以即时掌握病历，对预防和提供最适合
的治疗方案，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去年 10 月，天水围医院引进机器
人保安员在医院外围巡逻。保安人员
透过监察系统连接机器人前置镜头实
时取得影像，若遇突发事故，便会即
时派员处理。

交互体验

将军澳医院是香港首家研发智能上
传系统、手术室智能仪表板的医院。仪
表板可显示医护人员的实时位置、医疗
仪器的分布、手术室正进行的手术及其
进度等。该院麻醉科及手术室资深护师
颜海狄说，之前难以预测手术结束时
间，需要等到上一个手术完成后，才可

安排下一个手术的病人做术前检查。但
在仪表板的协助下，可预先在病房为病
人做术前检查，缩短手术室的真空期，
乃至“可能可以多做一个手术”！

从2014年起，将军澳医院也开始使用
“手术护理智能系统”，医护人员无须再用
纸笔记录，只要把数据输入平板计算机，
数据就会实时显示在手术室内的智能电
视上。例如医护人员在病人肚内放了一块
纱布，在平板计算机输入“1”，电视就会以
红色标示病人肚内有一块纱布，提醒医护
人员不要忘记把纱布取出。

医护人员也可在系统设定闹钟提
示，“有时可能隔几小时要再打一次抗生
素，就可以预先设定。”该院日间手术中
心资深护师叶林灏感慨道，过去医护人
员依赖纸笔纪录，现在有多个智能系统
协助，工作量减少了一半。

依靠大数据分析系统，病人还能
拥有更好的后续体验。张毅翔以糖尿
病 人 为 例 介 绍 说 ， 在 智 慧 医 院 系 统
下，病人可获取更多与糖尿病相关的
资讯，也会适时得到提醒。“对于‘三
高 ’ 病 人 ， 医 生 如 果 提 醒 他 们 减 肥 ，
病人好多时候会当成耳边风。但系统
在分析后，除提醒病人几时复诊，也
可提供减肥方案。”

科技护航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近来投入运作，

正致力于打造香港首家全面电子化智慧
医院，包括设立无纸化电子病历记录系
统，并引入多元化自动配药系统，利用

“多剂量包装”配药模式，为门诊病人将
不同时段所需服用药物作独立包装，降
低错服或漏服药物的可能。

具体说来，中大医院引入多项先进
科技，比如电子药车，护士派药时将电
子药车推入病房，与病人核对个人资料
及扫描病人手带后，电子药车上相应的
药格会自动“弹开”，而装有其他病人药
物的药格则会锁上，降低派错药风险。

在药剂服务方面，该院引入首个自
动分包机，可将不同时段要服用的药物
分开包装，概念如同药盒，方便病人正
确地服药。该院同时设有气动物流系
统，药物或血液可透过直空管运送至全
院各层，而由地面输送至最高 14 层，仅
需一两分钟。

中大医院共设有510多张住院病床和
90张日间床位，并有28间手术室和56间
诊室。目前有超过300名私家医生已获中
大医院批出许可，可在医院接收病人及
提供医疗服务。

中大医院营运总监胡志远说，首阶
段中大医院将提供普通科、专科门诊及
日间治疗服务，全院设有 15 名驻院医
生及近百名护士，今年 4 月起陆续开展
其他服务，包括 10 月起提供 24 小时急
症服务，预计 7 年内全院可提供约 600
张病床。

香港：智慧医院建设“驶入快车道”
本报记者 张 盼

手术室智能仪表板可显示医护人员的实时位置、医疗仪器的分布、手术室正
进行的手术及其进度等。 李泽彤摄

据新华社上海电 （记者潘清）
过去一年，突如其来的疫情阻碍了
两岸人员往来，却隔不断两岸多元
化交流。近日揭晓的“2020 年沪台
交流十大新闻”显示，疫情下沪台
交流“不断流”，“云端”则不出意
外地成为热词。

一年一度的双城论坛是上海与
台北城际交流的“重头戏”。2020年
7 月 22 日举行的“2020 台北—上海
城市论坛”首次采用视频连线方
式。聚焦“城市防疫 智慧经济”主
题，两岸嘉宾围绕卫生医疗、产业
经济、区域治理与合作、智慧交通
等热门话题在云端展开互动交流。

2020年9月19日，“上海孔子文
化节”在嘉定孔庙启幕。“儒行双
城”主题之下，上海和台北两座孔
庙首度在云端“牵手”，共同缅怀先
贤、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两岸
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写照。

作为两岸年轻人自我表达、相互
交流的特殊舞台，“We 爱·第四届两
岸青年短片大赛”在沪台两地同步举
办，收到作品 2078 部。历经 5 个月征
集、评选和交流，2020 年 8 月 29 日颁
奖典礼以两岸连线方式在云端举行。

深 受 两 岸 电 竞 爱 好 者 青 睐 的
“ 汇 海 上·2020—— 两 岸 电 竞 文 化
节”2020 年 12 月 11 日收官。4 个月
的文化节以电竞为载体、交流为主
线，涵盖电竞邀请赛、电竞主播
赛、电竞潮玩秀、电竞音乐秀和培
训课程共建等五大板块。

“虚拟与现实并举”模式下，两
岸86所高校的逾110支团队、242名
青年在云端拼实力、秀才艺，线上
收视达80万人次。

形形色色的沪台基层和专业交流
纷纷“移师”线上，社区养老、法律
人才、青年创业、中华文化、传统节
日、旅游民宿成为云端热议话题。

2020 年 10 月 23 日上海和台北两地举办“九九
重阳话孝道”视频交流，民众畅话尊老孝贤文化。
两代上海台商李茂盛、李德治“隔空”相见、互道祝
福。同年11月举行的“2020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发
展研讨会”，嘉宾围绕“大数据时代新媒体产业网
络安全和治理”等话题展开“云交流”。

沪台线下交流同样精彩。2020年10月26日，崇
明区多所中小学举办以中华文化经典为主题的系
列活动，助青少年全方位了解台湾。在城桥中学，一
场台湾知名作词家庄奴作品鉴赏会，让学子们在聆
听和吟唱中感受蕴藏在文化中的两岸亲情。

作为大陆吸引台商投资最多的城市之一，上
海格外关注疫情下台企面临的挑战。上海各级政
府、上海市台资企业协会深入了解台企需求，“一
企一策”助力复工复产。上海台企也积极参与抗
击疫情，将资金和大批爱心物资送到抗疫一线。

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台企是积极参与者。103 家台企现身食品及农产
品、技术装备、消费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
服务贸易等展区，逾四成是连续参展。上海交易
团首单“花落”台企，冠捷科技收获价值约5亿美
元订单。大陆为科技创新企业量身打造的科创
板，也于 2020年 9月 28日迎来首家台企登陆——
上纬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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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手术室护士点算纱布数目时，另一名护士会在旁用电子系统记录纱布数目。
李泽彤摄

“青山拥碧水，明潭抱绿珠。”说起宝岛台湾的日月
潭风景区，很多大陆游客耳熟能详。不过，在清澈的潭
水下，却暗藏隐忧。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来，渔民经常在日月潭捕到体
型硕大的肥鱼，其中母鱼还是鱼卵满满，但渔民却没有
满载而归的喜悦。因为这些大鱼并非原生鱼种，而是外
来的泰国鱼种，也叫“鱼虎”，原生鱼种则几乎难逃这些
鱼虎的“虎口”，快被吃光，对日月潭生态链构成威胁。

岛内调查显示，日月潭目前有 33 种鱼类，除翘嘴
鲌之类，还有草鱼、白鲢、鲫鱼、台湾马口鱼、罗汉鱼
等。但由于有人违规放生，造成外来鱼种入侵。“每抓到
三条鱼，就有两条是外来种。”渔民说，外来鱼种比例高

达约70%，玻璃鱼、红魔鬼相当常见，鱼虎更是强势。
实际数据，比渔民的粗略观察更触目惊心。根据

《日月潭风景区自然生态资源监测》调查结果，自2006年
起，日月潭水域就饱受外来鱼种入侵困扰，十几年下
来，外来鱼种比例已高达 96%，其中又以观赏鱼最多，
如九间始丽鱼、唇形冠丽鲷，这些外来鱼种攻击性强，
严重威胁原生鱼种生存。

以鱼虎为例，其体形硕大，成年鱼身长超过1米，重
达十几斤，性情强势。同时它具有肉食性，对原生鱼种
造成威胁。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曾晴贤表示，鱼虎爱吃原
生种鱼虾，包括奇力鱼、马口鱼、日本沼虾等。如果不
对原生鱼种加以保护，长此以往将冲击日月潭渔业及观
光产业发展。

“鱼虎只要看到其它的鱼就狠咬一口，只要看到水中
有剩一半的鱼尸，就知道鱼虎出没。”日月潭渔民郑智民
在接受台媒访问时说，往年鱼虎并未大量繁殖，从 2020
年起却发现许多母鱼虎有鱼卵。他担心鱼虎数量会爆发
式增长，于是拍照传给南投县政府，希望他们能提出对
策，保护日月潭生态结构。

位于南投县的台湾“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表
示，现阶段的保护措施主要以人为捞捕为主。研究员叶
明峰说，通过捕捞降低外来种数量，并加强原生鱼种复
育，饲养能净化水质的白鲢、黑鲢、乌鰡、鲤鱼、鲫
鱼，以生物防治改善来改善潭区生态。

同时，日月潭渔会在湖边设置有原生鱼类生态复育
场，为鱼苗模拟原始生态环境，并提供更具隐蔽性的产
卵与躲藏空间，以增加原生种的数量及存活度，平衡生
态结构。曾晴贤发现，原生种鲈鳗是鱼虎在台湾的天敌
之一，他希望透过饲养鱼苗的复育计划，同步将鲈鳗养
到足够的大小，再放流到日月潭内，达到抑制外来种的
目的。

南投县政府农业处科长张景富表示，除加强清除外
来鱼种外，他们也会对游客和岛内民众加强环境教育，
向民众倡导不要随意放生鱼类。同时，也鼓励餐厅业者
开发这些外来鱼种的菜肴，靠“吃”让水域生态重新获
得平衡，还能产生经济价值。他举例说，红魔鬼和珍珠
石斑鱼肉质不错，数量目前因此受到控制。

通过引入智慧医疗设备，纸质病历改为易于查阅的电
子版，医生在平板电脑或手机上就可一键触达。派药也由
系统自动控制并独立分装，降低拿错药和漏服的概率。手
术室情况联网显示在仪表板上，方便实时监控和调度……
这些是香港智慧医院正在发生的现实。

香港医管局信息科技及医疗信息主管张毅翔认为，智
慧医院除可减轻医护工作压力，也可提高公立医院服务。
目前以香港天水围医院、将军澳医院为试点，希望3年内
全港18家主要医院能发展成智慧医院。

日月潭原生鱼，危矣！
本报记者 汪灵犀

上图：身穿汉服的女生体验
园游会。

右图：女孩们穿上古装参与
园游会。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农历新年将至，香港奥海
城打造古城街道场景及年宵市
集“迎福园游会”，包括大红花
灯老街、小桥流水荷花池及桃
花树打卡位，场内还展示不同
款式汉服，借此让前来的市民
了解中华文化。

台湾日月潭一些外来鱼种体形相当大。（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