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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社區夥伴協作、加強教育及社區參與

理想的冠心病服務必須以病人為本。在治理過程中應與病人及其照顧者

建立密切的夥伴關係，並加強社區協作。就此，醫管局會：

• 鼓勵病人及其家屬成為醫護夥伴：(1) 制訂以病人為本及鼓勵病人自強 

的臨床治理流程及服務模式；(2) 加強員工訓練，協助他們成為推動病 

人積極參與護理過程的動力；(3) 向病人提供相關的資訊及教育，提高

他們的自我護理能力。

• 發展社區夥伴網絡：透過教育、互相支援等形式，推動病人及自助團

體、義工和非政府機構配合病人護理服務。

改善臨床服務

醫管局冠心病服務發展需配合一套評估系統，定期檢討護理質素，確保

符合有關的標準。這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

• 提高治療成效及服務質素：醫管局會詳細訂定服務質素及病人療效指

標，定期監察以持續改善服務。此外亦會根據醫院所提供的標準服務

數據作為考慮擴建緊急「通波仔」服務的先決條件。

• 提高員工的專業能力：發展「通波仔」服務時會仔細考慮對服務量，以

及對員工專業能力的影響；亦會考慮推行醫院員工能力及評核認可，

以推動專業培訓及維持服務質素。

• 善用先進新科技及藥物：為緊急及非緊急冠心病引入新的治療科技、

儀器及藥物時，會根據醫管局的相關規劃、管理及撥款安排，以確保

妥善統籌、安全和有效益。

加強服務能力

醫管局《2012至2017年策略計劃》載列醫管局的策略及方向，包括如何

挽留人才、吸引人才和推動員工。在冠心病服務發展方面，我們亦會致力

培訓員工和培養他們的歸屬感，希望能建立一個理想的工作環境，優先

項目包括：

• 發展以聯網為基礎的心臟科團隊，維持充足人手：(1) 建立以聯網為基 

礎的心臟科團隊，集中醫護與管理人才，分擔工作；(2) 考慮人手安排與 

技能發展、工作流程改變及人手分配的需要，從而訂出服務發展的優

次。

• 增加培訓和發展機會：(1) 提供機會，讓員工接觸傳統工作崗位以外的 

知識，加強他們跨崗位技能、知識及能力，增加他們的發展機會； 

(2) 鼓勵醫護人員積極交流心得，以為病人提供更佳的護理服務。

• 對員工的表現加以認同：醫管局設有完善的表現管理評核制度，肯定

員工的貢獻和提供支援。醫管局將會繼續探討更多適用於公營醫療機

構的嘉許和獎勵方式，以肯定表現優異的員工。

執行及監察

醫管局會按部就班，因應政策的優次及成熟程度（例如聯網心臟科團隊

及聯網間的「通波仔」服務網絡設施）而推行上述的服務策略。我們亦會

透過醫管局的周年工作規劃機制取得所需的資源。

醫管局將在不同層面監察本服務策略的推行。首先，對經醫管局年度工作

規劃撥款推行的措施，我們會透過常規機制監察有關措施的推行成效。

其次，醫管局會根據本服務策略制訂具體工作計劃，列明主要的里程碑，

以便評估進度。第三，我們亦會根據冠心病服務臨床治理流程訂立的服

務質素與成效指標，去定期監察本服務策略的落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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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根據《2012至2017年策略計劃》釐訂的主要工作

草擬《冠心病服務策略》（服務策略），列出未來五至十年冠狀動脈心臟

病（冠心病）服務的發展綱領。

規劃過程

本服務策略由冠心病專家統籌制訂。草擬過程中曾廣泛徵詢前線人員、

總辦事處行政人員及病人代表的意見。

服務策略

醫管局冠心病服務的策略方向是既從「上游」著手，減少個案和改善緊急

救治服務；亦改善「下游」的服務，包括加強對冠心病患者的支援。具體

的工作包括：擴展服務、加強夥伴協作、提高服務質素、安全性和成效，

以及增加人手。

加強ST時段上升心肌梗塞治理

本服務策略的核心主題是加強對ST時段上升心肌梗塞(STEMI)患者的服

務，包括疾病預防、急症處理及提供全面的復康護理。醫管局將透過加

強STEMI的治療及管理，從而推動非介入式心臟造影、結構性心臟病等服

務的發展。

建立以聯網為基礎的心臟科團隊網絡 

本服務策略提出以下兩項工作原則：

• 建立以聯網為基礎的心臟科團隊，匯集專業人才，確保緊急及非緊急

介入服務能持續發展。

• 建立心臟科服務網絡，為病人提供適時、標準一致、相聯互補的心臟

科服務，作為服務發展的基礎。

策略目標及優先項目

醫管局根據冠心病服務的主要發展方向，訂定以下六個策略目標及17個

優先項目：

•	 加強預防護理

•	 加強STEMI緊急冠狀動脈介入治療（通波仔）服務

•	 發展全面的心臟科復康服務

•	 推動社區夥伴協作、加強教育及社區參與

•	 改善臨床服務

•	 加強服務能力

加強預防護理

為減少「上游」個案及加強疾病管理，醫管局將推行以下優先項目：

• 加強普通科門診的健康風險評估服務：(1) 利用電子風險評估系統，例 

如佛萊明翰(Framingham)風險方程式，協助醫生辨別高風險病人，提高

診治效率；(2) 制訂基層與中層醫療的轉介及特別診治程序；(3) 加強對 

糖尿病和高血壓病人的慢性疾病管理計劃；(4) 加強戒煙和相關的輔導

服務。

• 擴大中層預防藥物的覆蓋面：(1) 檢討現時對冠心病患者的處方率，推

動有效的配方模式及用藥情況；(2) 加強病人對藥物的認識。

加強STEMI緊急冠狀動脈介入治療（通波仔）服務

為加強醫管局的STEMI再灌注服務，我們會通過以聯網為基礎的心臟科

服務團隊和網絡，在全港推行24小時緊急「通波仔」服務。

• 分階段擴展24小時STEMI緊急「通波仔」服務：建立以聯網為基礎的

心臟科團隊，逐步推展全港24小時緊急「通波仔」服務，我們將率先於

七個聯網地區醫院及廣華醫院推展12小時緊急「通波仔」服務。此外

亦會仔細考慮24小時「通波仔」中心的規劃、分工、推行時間及設施配

套。

• 統一急性心肌梗塞(AMI)／STEMI治療流程：(1) 制訂及更新AMI/STEMI 

標準指引及程序，以便加強網絡為本的心臟科護理；(2) 定期監察各區

的服務表現，以及評估對其他心臟科服務的影響。

• 配合其他心臟科服務：與心胸外科及放射科等其他專科合作，以促進

心臟科服務的發展及加強護理。醫管局亦會積極推動跨專業護理，比

如設立「心臟科團隊」，以加強護理整合及規劃，提高服務質素。

• 配合聯網為基礎的緊急「通波仔」服務發展，提供心導管室設施以及

增加心臟科病床：因應聯網為基礎的緊急「通波仔」服務的規劃設計，

相應推動日後的基建設施發展。

發展全面的心臟科復康服務

為促進病人康復及加強療效，醫管局將有系統地擴展心臟科復康服務，

包括擴大服務範圍和增加服務量，優先項目包括：

• 擴展心臟科復康服務：根據復康服務發展方針，制訂以聯網為基礎的

心臟科復康服務。

• 統一心臟科復康計劃：因應病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交需要，醫管局將

制訂統一的跨專業心臟科復康計劃，但同時亦保留適當的空間，讓聯

網可因應服務安排及病人數量而作出彈性處理。此外，我們亦會統一

轉介程序，理順服務流程，為病人提供清晰的服務銜接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