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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法律地位含糊 當局應予立例認可 中大宜設立中醫課程
新報人 (1980年10月22日)，11(02)，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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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九中醫師公會發言人表示，中醫要爭取認可的法律地位，港府的助力是必須的。他又認爲，中醫的法律地位仍可以通過有關部門爭取，但在取得合法地位前，必先採下列幾種措施，才能把中醫術發揚光大，不致因爲合法後的管制將中醫業扼殺。
首先，香港政府應在中大設中醫課程；其次，在香港的醫院中設立中醫治療。同時，西醫可斷的症，中醫亦應有診斷權。如果政府只是承認中醫的存在，而不是正式的醫生，那便無權保送病人入院，又不能簽死亡証。對於記者問及各中醫公會何以不主動像非英聯邦醫生一般，向有關機構提出考核要求及公開考試。發言人認爲在理論上自原可能，實際上則許多資深醫師皆不願意充任主考人。並且倘中醫一旦受管制時，律例會限制醫師不能治某類病症。所以中醫團體對此種法律地位是有所顧忌的。
目前本港約有中醫師五千人，他們大多數在醫館或葯店中爲人診斷，根據港九中醫師公會發言人表示，香港的中醫師，大多數就讀於私立的中醫學院，本地雖然沒有考核試，但大多數醫師都會到中國大陸或台灣接受考核。
在回台接受考核方面，中醫師必須在港有三年以上臨診經驗，並獲得一職業性中醫團體，例如港九中醫師公會的認可資格，然後通過考試，才可以獲得承認。在香港，就毋須具備此等資歷，政府也無條例管制中醫，只要領有商業牌照即可懸壺濟世。所以中醫師公會就提出其自律規條，限定加入公會者，必須是父傳子或師傅徒，有臨診經驗或畢業於中醫學院。
港台大陸 訓練中醫
中醫學院的課程是晚間授課，每晚上課兩小時，採三年制，第四年稱學士班。學生要兼修生理、解剖學。師資方面由中醫師担任。課程亦有分爲婦科、兒科、內科、跌打、針灸、皮膚科等。
至於國內方面，則是採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硏究。肄業於北京醫學院的曾醫師指出，國內醫學界將醫生分爲三類中醫、西醫和中西兼並的醫生。每一類的醫生均經過嚴格的訓練和考試，始能獲得認可資格行醫。遇有特殊病患者，往往會採用中西醫並診，依病者需要對症下葯，可見中醫並非不可靠。
本港中醫與外地同業常作較小規模交流，例如韓國的指壓、日本漢醫學院等，而八零年十一月六日在台灣擧行的世界中國醫葯學術會議，香港也會派代表參加。
「針灸」兩回事均具物理療效
據香港中醫藥針灸硏究中心周醫師稱，其實針和灸是兩回事。針是針刺，灸是艾灸。
針刺是以不同針具，刺激人體的一定穴位，藉各種手法，如不同的震動方式來調整機能，進而治病。
針刺所用的針，最早是石針，其後有骨針、竹針，到戰國時期，煉鋼技術出現，開始有較精細的金屬針具。現今的針具，則改用不銹鋼。
艾灸是將艾草燒灼，將熱氣在人體穴位熏熨，通過經絡，收治病之效，道理好像我們平常使用暖水袋一樣，但不同者是艾草有止痛，驅風，活血作用。孟子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可見中國很早已懂得熱力治療功效。
儘管中醫地位不受政府重視，但據港九中醫師公會發言人透露每年加入此行者仍近百人，多是政府公務員或各機構的文職人員。他們學醫的目的，除了爲自己家庭作顧問外，更作爲一種傍身技能以爲退休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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