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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澳門疫下醫療服務提供情況提出書面質詢

　　本澳於今年6月迎來新一波疫情，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特區政府通
過全民核酸、自我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檢測、相對靜止等措施，使疫情有
效得到控制，取得社區連續零感染的情況。
　　為配合特區政府對疫情防控的各項防疫措施，政府採取維持緊急醫
療服務，讓市民先通過電話預約，再前往續領藥物，又或者採取醫生電
話問診的方式為有需要市民提供服務。並為紅碼區或隔離酒店的市民提
供緊急藥物配送服務。
　　事實上，在疫情的影響之下，醫療需求已遠不止於線下面對面會診，
更需要結合“大數據+醫療”形式，推出更多元的醫療服務。本澳在智慧醫
療發展方面雖有成效，當中包括：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電子醫療券、
一戶通線上預約服務、構建政府醫療系統大數據平台等。
　　但隨著疫情常態的情況，不少國家及地區均加快開展“遠程醫療”服
務，推出視像會診、遠程監測診斷、遙距醫療支援等方式，為病人提供
適時的線上診治，不但有效減低病毒傳播的風險，更能夠在疫情常態化
之下，維持社會的基本醫護服務需求。
　　參考國家今年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當中提出加快
互聯網醫院發展，推廣健康諮詢、線上問診、遠端會診等互聯網醫療服
務。鄰近珠海亦於本次疫情當中，推出“移動門診”，並提供上門送醫送
藥、流動孕產體檢車等服務，為孕婦提供上門檢查、為行動不便市民上
門送藥，甚至為手術後為市民提供上門清洗傷口等醫療，保障好有需要
市民的就醫需求。
　　除此之外，香港醫管局自疫情爆發以來，進一步將手機應用程式“HA
Go”的遙距診症服務進一步涵蓋至精神科病人或需要覆診的病人，讓更多
在社區隔離的新冠病人可足不出戶接受醫生遙距視像診症及送藥服務，
甚至當中的診症費、藥物及送遞費用亦獲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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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1、隨著疫情常態化，政府未來會否進一步參考鄰近地區做法，優化
本澳智慧醫療，例如：增加線上診療服務，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遙距問
診、建議和護理資訊，以讓市民能夠及時獲得醫療協助，舒緩其心理壓
力？
　　2、政府於疫情期間為紅碼區或隔離酒店的市民提供緊急藥物配送服
務，未來會否進一步參考珠海設立的“移動門診”，拓展為行動不便、術
後人士、孕婦等市民提供上門送藥、清洗傷口、檢查胎兒等服務，以保
障有需要的病人及早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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