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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AI

主席	 許兆文醫生

副主席	 吳文玉醫生	 施漢珩先生

榮譽秘書	 李俊康醫生

榮譽司庫	 麥彥豐醫生

理事會成員	 陳錦洲先生	 陳嘉誠先生	 陳愛英女士	
	 周榮新醫生	 鍾振海醫生	 江碧珊醫生	
	 林婉虹女士	 馬焌傑醫生	 麥慧嫻醫生	
	 伍超明醫生	 曾昭志醫生	 黃麗詩醫生	
	 黃杏雯女士	 胡裕初醫生	 余思行女士

專責委員會負責人	黃卓力醫生	 周雪明醫生

榮譽會計師	 胡天俊先生

榮譽核數師	 鄭耀雄先生

榮譽法律顧問	 區兆康先生

香港糖尿聯會理事會

香港糖尿聯會出版委員會

主編	 黃卓力醫生	 莫碧虹護士

委員	 陳家頤醫生	 陳玉潔醫生	 蔡詠儀護士		
	 	 鍾振海醫生	 許兆文醫生	 關綺媚博士		
	 	 關大輝醫生	 梁凱迪醫生	 馬焌傑醫生		
	 	 麥慧嫻醫生	 潘仕寶營養師	 蘇德宜護士		
	 	 胡裕初醫生		 甄嘉勝醫生	 楊俊業醫生	

行政	 鄒智生先生	 游康麟先生

說起AI，大家會想起甚麼呢?	是美國著名導演史蒂芬．

史匹柏所拍攝的《A . I . 人工智慧》?是英國作家阿道

斯．雷歐那德．赫胥黎的名作《美麗新世界》?還是大

家可能已經一刻也不能離手的智能手機呢	?

A I，是a r t i f i c i a l i n t e ll i g e n c e，亦即是大家熟悉的人

工智能，早已慢慢地滲透在大家日常生活中的不同角

落，在家在外都不難發現它的蹤影，它的真實本質好像

很神秘，但它的實際應用卻又那麼切身。

事實上，在醫學的不同範疇上，已有越來越多的方面正

運用著AI，糖尿病也當然不例外。有見及此，本期《消

渴茶館》會為大家介紹一下AI醫學的歷史和演變、在治

療糖尿方面的應用，以及醫患們在使用AI時的一些貼士

和經驗，將大家引入這個既虛擬又真實的新世界。請盡

情感受吧!

		

(資料由贊助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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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糖尿聯會健康長跑2024

為鼓勵大眾(特別是糖尿病友及糖尿病高危人士)多做運動，以達至健康生活，聯會自2005年起，每年均舉辦「香港

糖尿聯會健康長跑」賽事；自2015年起賽事加入了籌款元素，	 並獲各善長慷慨解囊，籌募所得的善款用作服務糖尿

病患者及推廣預防糖尿病教育工作之用。

是次賽事共吸引近1 , 0 0 0名跑手參與。賽事共分兩槍起跑，第一槍為5公里跑、第二槍10公里跑。賽事由石上河出

發，途經梧桐河。賽事成績，如下：

組別 \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姓名 時間 姓名 時間 姓名 時間

	 青年	 Pun	Yi	Tik	 0:36:34	 Leung	Tsz	Chung	Brian	 0:38:53	 Wong	Wai	Pan	 0:40:56

10公里	 高級1	 Yick	Ka	Lun	 0:35:59	 Ho	Chun	Ho	 0:36:24	 Leung	Son	Keng	 0:37:58

男子	 高級2	 Cheng	Hok	Sum	 0:37:17	 Ip	Chi	Him	 0:38:13	 Cheung	Shiu	Fai	 0:38.52

	 先進	 Yuen	Tak	Shun	 0:39:21	 Wong	Chun	Bong	Joseph	 0:40:58	 Lee	Chi	Man	 0:41:19

	 青年	 Chan	Ho	Tsun	 0:42:15	 Leung	Lok	Man	Coco	 0:43:34	 Wu	Yuk	Ki	 0:45:16

10公里	 高級1	 Wong	Mei	Yan	 0:41:05	 Lau	Wing	Tung	 0:45:33	 Ho	Wan	Ming	 0:48:12

女子	 高級2	 Kwan	Stephanie	Wai	Yin	 0:44:08	 Lai	Wai	Man	Iman	 0:46:11	 Lam	Kwan	Wai	 0:47:20

	 先進	 Hung	Kar	Ying	Karen	 0:44:50	 Li	Kee	Yu	 0:44:55	 Ming	Na	Chen	 0:48:40

5公里	
公開組	 Wong	Tin	Yau	 0:17:55	 Chu	Ho	Ting	 0:18:12	 Mak	Siu	Lun	 0:18:14

男子

5公里	 公開組	 Chan	Yi	Tsun	 0:20:46	 Shen	Tong	 0:21:15	 Ma	Hoi	Yi	Melody	 0:22:09
女子齐

10公里	 醫護人員	 Ho	Chi	Chun	 0:44:41	 Yeung	Yiu	Cheong	 0:47:14	 Au	Yeung	Yick	Toa	 0:50:22
男子	 邀請賽

10公里	 醫謢人員	 Chan	Hiu	Yan	 1:02:19	 Hui	Pui	Sze	Grace	 1:20:35	 -	 -
女子	 邀請賽

5公里	 醫護人員	 Sheung	Wah	Ng	 0:21:46	 Yan	Ka	Shing	 0:31:53	 Chiu	Chi	Tsang	 0:33:58
男子	 邀請賽

5公里	 醫護人員	 Hung	Veronica	 0:31:25	 Mei	Mei	Candv	Lau	 0:36:41	 Tse	Wing	Ching	 0:54:08
女子	 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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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賽事可以順利完成，背後全賴各方面的鼎力支持，

在此香港糖尿聯會以及是次賽事的籌委會除了感謝各跑

手及善長的踴躍參與外，更多謝各贊助機構、義務團

體、聯會義工。盼望來屆再得到您們的支持及參與。

特別鳴謝：

•	籌備委員會成員，包括：	

	 周雪明醫生(主席)	 陳嘉誠先生		 鍾振海醫生	

	 許培詩醫生	 曾昭志醫生	 曾文和醫生	

	 楊鐸輝醫生	 王天慧醫生

•義務工作發展局

•渠務署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上水區鄉事委員會

贊助機構：(排名按英文名順序排列)

雙鑽贊助	 德國寶靈家殷格翰(香港)有限公司

	 	 賽諾菲安萬特香港有限公司

鑽石贊助	 英國阿斯利康藥廠

	 	 諾和諾德香港有限公司

金贊助	 美國禮來亞洲公司

	 	 瑞士諾華製藥(香港)有限公司

銀贊助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羅氏診斷(香港)有限公司

	 	 默克藥業(香港)有限公司

	 	 法國施維雅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愛心支持	 高露潔-棕欖公司

	 	 費森尤斯卡比	

	 	 雀巢健康科學

香港糖尿聯會委員兼賽事發起人曾文和醫生(右1)、籌委會主席周雪明醫生
(右2)、聯會主席許兆文醫生(左1)及聯會副主席吳文玉醫生(左2)為賽事主
持起步儀式

5公里賽事 
起跑一刻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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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糖尿聯會衷心多謝所有藉健康長跑202 4為本會籌

款的跑手和曾經捐助是次活動的善長(由於篇幅有限，	

未能逐一鳴謝，	敬請見諒)

Chan	Rita

Chang	Chi	Wai

Ho	Wing	Chuen

Lam	hang	yee	vivian

Lau	Kwok	Kuen

Lau	so	chun

Law	pui	sze

Leung	Ka	Man

Leung	Wan	Tik

Man	Tak	Wing

Ng	ho	fung

Dr.	Siu	Shing	Chung

Wong	Yan	Lok	Charles

Yeung	Ho	Cheung	Stanley

Yip	Chun	Kok

王迎花

侯志良

(排名按英文名順序排列)

圖為料壆村村代表及上水區鄉事委員會執行委員馮偉發先生(前右1)，以及
籌委會主席周雪明醫生(前左1)頒發男子10公里賽事的獎項

10公里賽事 
起跑一刻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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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島素泵試用及捐贈計劃

香港糖尿聯會於2023年8月1日起推出了以上計劃，目

的是借出胰島素泵給患有一型糖尿病的香港居民(獲兒

科/糖尿及內分泌專科醫生推薦的香港糖尿聯會會員)。

當中兩台胰島素泵已成功捐贈予糖友，而免費試用一

個月的則尚餘少量客額，有興趣的糖友可到聯會網站	

(www.d i abe t e s - h k . o r g ) 	了解詳情。

今期，聯會特邀請到兩位獲贈胰島素泵的糖友及糖友家

長為我們分享：

受惠個案(一)：恩恩媽媽

大家好，我係恩恩媽咪，多謝香港糖尿聯會的胰島素泵

試驗計劃送出胰島素泵，令恩恩有機會使用胰島素泵去

控制血糖。

回想恩恩初用泵的時候，需要調校合適的模式，過程很

艱辛- -因為儀器需要學習她個人的血糖模式，而我亦曾

一度懷疑轉用胰島素泵是否適合她。不過，現在她已經

過了4個月磨合期，血糖亦開始穩定了，再次多謝香港

糖尿聯會讓恩恩繼續接受胰島素泵治療。

受惠個案(二)：Prisc i l la

本人一歲半確診一型糖尿病，糖齡已30多年，長期以

每天3速1長效模式注射胰島素和「篤手指」6-8次，雖

積極監控，可惜每日的血糖指數仍大上大落，令我十分

沮喪。

在偶然的情況下得知聯會推出了胰島素泵試用及捐贈計

劃，再經糖尿科護士轉介，了解到此泵配合混合閉環胰

島素輸送系統，除了大大減少打針和「篤手指」的次數

外，還能根據連續性血糖監測儀(CGM)的血糖值調節胰

島素的劑量，大幅改善本人血糖不穩的情況，並減低了

一直困擾本人的「黎明現象」(即對抗胰島素作用的荷

爾蒙分泌增多而引起早上空腹血糖不達標)，相信在科

技的協助下，加上均衡飲食和恆常運動，我一定可擁有

健康的人生。

圖為香港糖尿聯會主席許兆文醫生(左1)及聯會副主席吳文玉
醫生(右1)頒發女子10公里賽事的獎項

圖為籌委會委員兼賽事發起人曾文和醫生(左1)頒發5公里賽事的
獎項

圖為雙鑽贊助賽諾菲香港有限公司張先生(左6)與籌委會主席周雪明醫生(
左10)香港糖尿聯會主席許兆文醫生(左9)頒發醫護人員邀請賽的獎項

特別鳴謝美敦力香港醫療有限公司全力支持本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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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企業贊助

此產品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為此產品作出的任何聲稱亦沒有為進行該等註冊而接
受評核。此產品並不供作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 (資料由贊助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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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糖尿聯會衷心感謝下列善長和機構的慷慨捐助，	

我們亦謹向那些無名捐款者致表謝意。

Diabetes	Hongkong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following	 donors	

sincerely	for	their	generous	support.	Our	thanks	also	go	to	all	

those	who	have	made	anonymous	donations.

在此，聯會衷心感謝永明SunL i f e的慷慨捐助及支持，

為聯會籌得490 , 0 0 0港元善款，以支持聯會於2024年

4月份推行透過設計午餐盒培養可持續健康飲食意識為

主題的全港小學親子健康餐盒設計比賽。(有關比賽的

詳情，請細閱以下活動海報及密切留意本會網站	 www.

d i abe t e s - h k . o r g )

鳴謝：一般 / 每月捐款 全港小學親子健康餐盒設計比賽

Mr.	AU	Tak	Cheong

Ms.	AU	Tak	Yin	Louisa

Mr.	CHEUNG	Lam	Yau

Ms.	CHEUNG	Siu	Lan

Mr.	CHEUNG	Tsz	Fung

Mr.	CHIU	Bo	Kei

Ms.	HO	Wing	Yin

Ms.	IP	Yim	Kuen

Mr.	KUM	King	Tong

Mr.	KWOK	Chi	Kong

Mr.	LAM	Chi	Cheung

Ms.	LAM	Kam	Lan

Mr.	LAM	Kong

Ms.	LAU	Yuen	Ling

Ms.	LEUNG	WONG	Siu	Fan

Mr.	LI	Yu	Chiu

Ms.	MAK	Kam	Fung

Ms.	SO	Wai	Ling

Ms.	TAM	Mei	Har

Mr.	TSE	Tak	Tai

Ms.	TSE	Wai	Ching

Mr.	WAN	Hon	Hing

Mr.	WONG	Chi	Wai

Ms.	WONG	Yuk	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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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糖尿科中心的日常工作除了面見親自來的病人，為

他們做內分泌抽血檢測、糖尿病教育講座、併發症檢

查、骨質疏鬆評估與抗蝕骨藥注射及個別糖尿病治療護

士診所之外，也要處理不少電話查詢及跟進病人報告最

新血糖指數。

病人來電的原因大都是因為未到覆診日子見醫生或護

士，卻有即時的疑難或問題想要尋求協助。又或剛更

新了藥物或份量（特別是胰島素），要監察血糖的變

化看看要否再作出適時調整。能夠盡量掌握病人最新的

狀况，適切處理病人的需要，才可令他們得到最理想

的護理服務，所以醫護人員與病人之間有效的溝通尤其	

重要。

糖尿科專科護士 羅莞喬

智能手機與妊娠糖尿

以往的做法多是靠電話跟進，又或要求病人將其血糖指

數記錄傳真給糖尿病中心以便護士跟進，有需要再致電

病人作出調藥指示。不過電話聯絡病人很多時也有不便

的地方，例如病人和護士彼此也可能正在忙碌，不能即

時接聽來電或不方便接電話，繼而花了很多額外時間去

電聯但不果。

不過現在應用程式流行，醫管局亦積極發展相關科技。	

HAGo就是其一好例子，相信大部份病人也有安裝。HAGo	

用途有很多，其中一個是可讓病人自行上載家居血糖及

血壓記錄於程式中(如附圖1 - 4 )，醫生和護士便能從醫

院的中央病歷系統中查閱病人的自我家居監察指數再作

出調整藥物劑量的指示。

		

(資料由贊助機構提供)

		

(資料由贊助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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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糖尿科為例，最常需要頻密微調胰島素劑量的病人群

組便是妊娠糖尿的孕婦，因血糖過高會對整個孕期帶

來很多負面影響，所以她們的血糖控制會特別嚴格，

必須要頻密地檢視其家居血糖數值再作胰島素劑量調

整。孕婦就算在非辦公時間，也可上報家居血糖指數於

HAGo內，醫生與護士便能於中央病歷系統中的"pat ien t	

s e l f -me a s u r emen t e n q u i r y "內查閱到有關數值再作跟

進。這種無時間限制的上載，能加強和方便孕婦與糖尿

科護士的溝通，達致孕婦更佳的理想血糖控制。

如大家也有下載了HAGo應用程式，不妨善用內裡的各

項附載功能，達致更方便、更省時、更有助加強病人自

理及與醫護溝通的效果。

		圖4	 	圖3

	 	圖2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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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社會，人工智能的應用可謂無遠弗屆，為生活各
方面都帶來便利。糖尿病友最易接觸到的人工智能應該
是血糖監察工具。它可以持續監測血糖，令病友更能掌
握食物或運動對血糖的影響，對血糖控制更有信心。另
外，胰島素泵的使用已日趨普及，對血糖波幅較大的病
友更是不二之選。我們今期便訪問了三位病友，與大家
分享一下他們對人工智能科技的看法，看看它是否真的
無所不能。	

1.  的士司機張先生

醫生：你使用了這款連續血糖監測儀已經有一個多月，
感覺如何?

張生：感覺太棒了!	 一開始我還擔心監測儀一整天貼在
身上會很不舒服。原來它只有比五元硬幣大一
點。安裝在手臂上很簡單，也不會痛，帶著監測
儀也可如常洗澡和運動呢。

醫生：你的工作性質怎樣影響你的血糖控制?

張生：我是夜更的士司機,	 生活日夜顛倒，吃飯時間不
固定。有一次，因為接長途客太久沒有吃東西，
駕車途中突然覺得眼朦朦丶手震震，令我有一陣
子都不敢打胰島素。於是醫生便推薦我使用血糖
監測儀。

醫生：監測儀如何幫助你解決這些問題?

張生：現在我可以透過智能電話即時監測我的血糖值。
在低血糖或高血糖時，手機程式會發出響鬧聲提
示。更厲害的是監察儀能預測我的血糖趨勢，讓
我在接近低血糖時提早吃點零食，開工時就更安
全又放心。不論駕車途中，還是睡過頭的時候，
有了這位管家，我就不用再提心吊膽了。

內分泌及糖尿專科醫生 蘇熙雯、黃光宜、麥慧嫻

胰島素泵與血糖監測儀

		

(資料由贊助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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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孕婦李太

醫生：你可分享一下在懷孕期間使用胰島素泵的經	

驗嗎?

李太：當然可以。我上次懷孕時，血糖一直都很反覆，

常出現血糖過高或過低的情況，令我壓力很大。

我知道血糖控制對胎兒很重要，經醫生介紹後，

我這次懷孕半年前就開始使用胰島素泵。

醫生：你上次懷孕期間是如何控制血糖?

李太：我一天會篤七至十次手指。血糖高的時候，我會

在下一餐少吃一點，或馬上做一點運動；血糖低

的時候，我便會吃點零食，提升一下血糖。即使

這樣篤到十個指頭「體無完膚」，但我的血糖依

然十分波動，壓力真的很大。

醫生：十分好！看來你一直都很注重糖尿病控制。那麼

為何這次懷孕會轉用胰島素泵呢?

圖為胰島素泵

2.   學生陳小姐

醫    生：你為何會使用胰島素泵呢?

陳小姐：我十六歲便確診一型糖尿病，每天餐前都要打
胰島素。上大學後，有時會忙得無法準時吃
飯，有時又有宿舍宵夜聚餐。初時我真的覺得
很困擾，打針不單影響我的社交生活，血糖更
是忽高忽低，有次更差點暈倒。醫生向我提及
胰島素泵，我就姑且試一試。

醫    生：這個「試一試」的心態就讓你一直使用胰島	
素泵?	

陳小姐：它幫了我很多呀。配合連續血糖監測儀的使
用，我不用於課堂中篤手指，胰島素泵也會
根據我血糖升降的速度自動調整胰島素劑量。
用餐時間也更有彈性！不論吃正餐還是宵夜湯
丸，只需輸入碳水克數，胰島素泵的人工智能
就會計算並注射適合的胰島素。有了人工智
能，我的生活變得方便和自由得多了!

		

(資料由贊助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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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我在第二次懷孕前咨詢醫生，如何可以做得更

好。醫生指出我當時的做法只是見招拆招，若要

更有效控制血糖，可考慮轉用胰島素泵。於是我

在懷孕前半年便開始使用胰島素泵。當時是使用

自動模式：泵會根據血糖監察儀提供的血糖調整

胰島素劑量，我只需輸入進食的碳水即可，非常

方便。我的糖化血紅素更由6 . 7%降至5 . 9%！成

功懷孕後，醫生告訴我需轉回手動模式：不同時

段泵會注射預先設定的胰島素劑量，比一針長效

針靈活；而且泵會在我血糖值呈下降趨勢時剎停

輸出胰島素，大大減少低血糖發生。

醫生：那麼你覺得胰島素泵能否幫助你?	

李太：用了以後我的血糖變得穩定，令我不再提心吊

膽，我只需均衡飲食，於胰島素泵儀器輸入碳水

化合物攝取量便成。血糖不再忽高忽低，我亦不

用狂篤手指，哈哈哈！

醫生：很好很好！那麼你下一次懷孕會否繼續使用胰島

素泵?

李太：噢，不會了！我的意思是，我不打算再懷孕了，

但我會考慮繼續使用它呢。

一直以來，人類追求新科技以改善生活，人工智能更似

乎是無所不能。看了三位病友的分享，希望大家能了解

多一點這些糖尿病小幫手後，再與醫生商討，是否適合

大家使用，一起輕鬆面對糖尿病!

		

(資料由贊助機構提供)

此產品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為此產品作出的任何聲稱亦沒有為進行該等註冊而接
受評核。此產品並不供作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 (資料由贊助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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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醫療簡史

內分泌及糖尿科專科醫生 黃卓力

早於上世紀40 -50年代，當代英國數學家和電腦科學家

艾倫•圖靈(圖1及2 )首先提出「以電腦/計算機系統來

模擬人類智慧和思考」的概念，為人工智能的先驅。數

年後，美國電腦科學家約翰•麥卡錫(圖3 )將這個概念

冠上一個新的詞彙:	 a r t i f i c i a l 	 i n t e l l i g ence (A I )，用

來描述有關智能機器的工程和科學，「人工智能」便由

那時正式誕生。

早期的人工智能主要用於開發一些有推論能力的機器，

如工業用的機械手臂、能夠解讀簡單指令的機器人等，

在二十世紀60年代已經面世。時至今日，隨著科技發

展和普及化，這些人工智能的技術已廣泛地應用於我們

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譬如都市人基本上不可或缺的知

能手機、個人電腦，甚至是一些家居用品、交通公具、

外出旅遊的配套、娛樂、餐廳點菜上菜、辦公室人事管

理、財政管理等等，都會看見人工智能的踪影。

圖1:

英國數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艾倫‧圖靈
(1921-1954)，為人工智能的先驅，被稱
為「電腦科學和人工智能之父」。

圖片來源: ©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https://www.npg.org.uk/collections/
search/portrait/mw165875/Alan-Turing

圖片來源 :Kevin Peachey (15 July 2019).  New face of the Bank of 
England's £50 note is revealed as Alan Turing, [Bank of England],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48962557

圖2:

刻有艾倫‧圖靈 頭像的新版 50 英鎊鈔票，首次發佈於 2021 年 6 月 
23 日，恰逢艾倫‧圖靈的生日。

圖3:

美國電腦科學家約翰‧麥卡錫(1927-
2011)。他在1956年的達特矛斯會議
上提出了「人工智能」這個概念。

圖片來源 : @jmc.stanford.edu, 19841.jpg, http://jmc.stanford.edu/general/pic-
tures.html

		

(資料由贊助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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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過去50 -60年人工智能在不同界別中都有快速的

發展，醫學界對採用這些技術相對較慢和保守，在二十

世紀70年代中至90年代甚至步入了寒冬︰一方面當時

各界普遍認為人工智能的技術未夠成熟用於醫學上，對

其安全性有保留；另一方面則是開發和維護數據資料庫

的成本高昂，且其應用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令機會成

本和風險變得不吸引。儘管如此，一些人工智能的先驅

者仍然致力於將數據數位化，並開始建立一些地域性的

電腦網絡系統，為醫學界運用人工智能的未來發展奠定

了基礎。

人工智能原理概覽

人工智能最初是一系列簡單的計算機運算模式，就像	

「如果某某條件出現，那麼就某某結果被排除/發生」。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人工智能逐漸演變出和人腦更

相似、更複雜的演算法，例如機器學習 ( M a c h i n e	

L e a r n i n g )、深度學習(De e p L e a r n i n g )、自然語言處

理 ( N a t u r a l l a n g u a g e p r o c e s s i n g ) 和 電腦視覺

(Compu t e r 	 v i s i on ) 	 (見表1)，這些都受惠於多年來醫

療數據數位化和近年來大數據的發展，令電腦更快速和

準確地認出不同的模式並作出預測或決策，同時電腦亦

會持續「學習」到新的數據和模式，「自動」對往後的

預測或決策作調整。

人工智能的臨床使用較早出現在一些影像或圖像分析，

如放射科的造影分析、心臟科的心律和心電圖分析，現

時人工智能醫療逐漸應用在以下四大範疇:

一、智能診療及影像識別

透過深度學習技術，讓電腦「學習」專家醫生的醫療知

識，同時進行病人病理及醫學診斷圖像的分析，自動辨

別臨床數據指標，模擬醫生的思維和診斷推理，輔助醫

療團隊提升診斷和治療的成功率。

	 	 	

表1:人工智慧的子領域

機器學習（ML）：模式識別和分析；機器可以根據提

供的數據集的經驗進行改進

深度學習（DL）：由多層神經網路組成，使機器能夠

自行學習並做出決策

自然語言處理(NLP )：使電腦能夠從人類語言中提取資

料並據此做出決策的過程資訊

電腦視覺(CV)：電腦從一系列影像或影片中獲取資訊和

理解的過程

此產品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為此產品作出的任何聲稱亦沒有為進行該等註冊而接
受評核。此產品並不供作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 (資料由贊助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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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醫療機械人

醫療機械人可以分擔醫護人員一些技術上的工作，例如

在微創手術中，醫療機械人可協助外科醫生達到更精準

的切除技術；醫療機械人也可以分擔醫護人員派藥、物

理治療等的工作。

三、 智能藥物開發

透過大數據分析和臨床文獻(如大量的個人病歷、生理

和遺傳數據、藥物反應數據等)等資料，並導入機器學

習技術，進行開發各類新藥物，或可縮短藥物開發周

期，同時降低研發成本；也可以預測個人對藥物的反應

和副作用，從而作出個人化的治療建議。

四、智能健康管理

這包括了電子健康記錄系統、個人生理數據監測、虛擬

護士、在線問診等，以A I偵測和連結至支援的應用程

式，提供個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幫助病人規劃日常健

康安排。

人工智能和糖尿病

那麼，人工智能在糖尿界有沒有發展呢？答案是肯定

的，而最明顯的臨床運用莫過於持續性血糖監測(圖4 )

及胰島素泵，有助減少低血糖和改善血糖控制(尤其是

一型糖尿病患者)	 ，長遠或可減少併發症出現的機會，

現時已經在臨床使用多於10年之久。新型的胰島素泵

更加能夠結合持續性血糖監測，亦即閉環技術(圖5 )，

根據患者血糖的高低、血糖升降的速度、血糖目標、計

算機計算出來的胰島素敏感度、估計的碳水化合物攝取

量等，每隔數分鐘自動調整胰島素的分量，減少患者和

醫護人員需要介入的負擔，逐步接近全面自動的「人工

胰臟」。

圖4: 	持續性血糖監測感應器

		

(資料由贊助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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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胰島素泵(閉環技術)的報告，當中顯示出病人的連續葡萄糖值分佈圖(ambulatory glucose profile, AGP)、血糖目標範圍內時間(Time In Range, 
TIR)、胰島素注射量(自動基礎和自動更正分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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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近年來非常受到關注和討論度甚高(而且已

經在市面上購買得到)的非入侵型血糖監察，亦是人工

智能在糖尿界的一大突破。這些可佩戴式的儀器，如手

錶、腕帶、無針頭感應器，運用光譜學(如紅外線，也

是最普遍的)、聲學（如超聲波）、熱學、電化學和電

磁感應學這五大類方法，以輕觸皮膚如手指/手腕/耳珠

等等的位置，都可以獲得當前的血糖值，甚至是短時間

內的血糖趨勢。

這些技術在過去幾年已經進入一些小規模和較短期的臨

床測試，其準確度亦是樂觀的，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暫時

未有任何一款非入侵型血糖監察系統是美國食品及藥物

管理局認可作臨床使用的，而量度出來的結果更不能代

替傳統的「篤手指」，也未可以作為調整藥物或胰島素

的依據和指標。

除了血糖監察及胰島素泵，人工智能在協助治療糖尿還

有以下幾個重要範疇:

		

(資料由贊助機構提供)

		

(資料由贊助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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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病人自我管理

和之前提及過的智能健康管理相似。除了血糖監測外，

常見的還包括一些輔助計算胰島素份量的應用程式、可

感應身體運動/加速的穿戴式設備或智慧型手機、可從照

片預測出食物營養的應用程式等，部分更可給予一些個

人化的運動和飲食建議。

二、影像分析

透過人工智能分析視網膜影像，從而篩查糖尿病視網膜

病變，已是一個相對成熟的技術，有助減少在篩查過程

對人手的負擔，而且亦有數據顯示結合視網膜影像和遺

傳數據，能預測心血管併發症的風險。

三、預測發病、併發症、支持診斷和個人化治療 (見下一

篇文章)

人工智能的限制和挑戰

儘管人工智能看起來非常有用和潛力強大，和其他醫療

技術一樣也有它的風險。其一就是怎樣確保人工智能的

準確性和可靠度，這點在醫療層面上尤其重要，就好像

最近一篇文獻發現Ch a t G P T生成的醫療內容中引用的文

獻高達九成是不準確的，所以筆者暫時視人工智能為一

種輔助或參考的工具，在疾病治療的決策上還是建議患

者跟醫生和醫療團隊商量較為穩妥。此外，人工智能的

臨床使用還牽涉到不少醫學倫理、法律和實際執行的問

題，如當人工智能誤差導致不良後果的權責問題、患者

資料的隱私和保密權責、人工智能未必能提供情緒支援

和具同理心、不同年齡層患者及醫護人員的數位素養、

電腦能力及對人工智能的接納度等，都是值得關注的。

參考文獻:
1. Kaul V, Enslin S, Gross SA. Histo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edicine. Gastrointest 

Endosc. 2020 Oct;92(4):807-812. 

2. Mackenzie SC, Sainsbury CAR, Wake DJ. Diabet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yond 
the closed loop: a review of the landscape, promise and challenges. Diabetologia. 
2024 Feb;67(2):223-235. 

3. Ahmed A, Aziz S, Abd-Alrazaq A, Farooq F, Househ M, Sheikh J. The Effectiveness of 
Wearable Devices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Blood Glucose Level Forecasting or 
Prediction: Systematic Review. J Med Internet Res. 2023 Mar 14;25:e40259.

4. Laha S, Rajput A, Laha SS, Jadhav R. A Concise and Systematic Review on Non-
Invasive Glucose Monitoring for Potential Diabetes Management. Biosensors (Basel). 
2022 Nov 3;12(11):965.

5. Bhattacharyya M, Miller VM, Bhattacharyya D, Miller LE. High Rates of Fabricated 
and Inaccurate References in ChatGPT-Generated Medical Content. Cureus.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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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ahman MA, Victoros E, Ernest J, Davis R, Shanjana Y, Islam MR.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n Healthcare Sector: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Both Sides 
of the Coin. Clin Pathol. 2024 Jan 22;17:2632010X24122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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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預測糖尿及併發症

內分泌及糖尿專科醫生 梁凱廸

「醫生，我最近血糖控制得怎樣？」

「嗯⋯⋯從你持續性監察血糖的數據，你最近的血糖

控制不太理想。綜合你的病歷及生活習慣等資料，

以及仍有吸煙的習慣，根據人工智能（A r t i f i c i a l	

I n t e l l i g ence 	 ，AI）所計算出的結果，你五年內有心

臟病發的機會為30%，中風的機會為25%；而十年內你

便會因為腎衰竭而需要洗腎，並有30%機會因為糖尿病

併發症而死亡。」「哇，醫生，那麼我怎樣才可以減低

這些風險？」「你可以服用藥物甲，它有效降低血糖；

根據AI的估算，如果你現在開始服用，你十年內心臟病

發及死亡的風險會減一半，而且你會延遲多十年才需要

洗腎。再者，基於你基因和病歷的數據，這藥對你產生

副作用的機率只有0.1%。」

如果日後醫生診症時和你說這些數據，是否比起和你討

論糖化血紅素（Hba1c）水平、低密度膽固醇(LDL -C )

水平等，更具體能令你明白自己糖尿病控制對你的影

響，更能夠說服你去服用藥物甲吧？這或許是日後醫生

運用人工智能去幫助和病人討論病情及治療方案的情

況。

人工智能是泛指通過計算機系統去模仿人類智能的概

念。在人工智能的發展過程，機器學習（M a c h i n e -

l e a r n i n g）是一個重要的技術。透過機器學習，電腦便

能從大數據中認出不同的模式並作出預測或做出決策。

而人工智能在糖尿病領域有著愈來愈重要的地位及潛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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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人工智能在糖尿病已應用在持續性血糖監察及胰島

素泵上，可以預測低血糖及採取最能控制血糖的胰島素

輸注速度。不過，這些用途或只是日後龐大應用的冰山

一角。例如，人工智能可透過機器學習分析大量的病

歷、生理和遺傳數據等，從而預測到糖尿病的風險和進

行早期診斷。這些預測模型，可讓政府更早地識別糖尿

病或糖尿前期的患者，並採取相應的預防和治療措施。

而且，人工智能日後亦可以基於每一個病人的身體特質

及個人數據，如血糖水平、飲食習慣、運動習慣及藥物

反應等，提供精準針對其個人的治療建議、飲食及運動

計劃等，以幫助他們更好地管理糖尿病。

其實香港兩間大學亦研發了不同的計算模式，去評估每

個人糖尿病的風險。中文大學早在201 0年便已研發一

風險計算模式，去評估南方中國人患有糖尿病的風險。

大家可以在手機下載「Ci t i b i t e」應用程式，當中除了

可以運用「RUBY」糖尿病風險計算機去評估自己患上

糖尿病的風險，亦可以透過小遊戲去得到更多糖尿病的

資訊。而香港大學亦於201 9年研發了另一計算模式，

大家可以下載「HKCR ISPS」應用程式，只要填上簡單

資料，如血壓、有否服用血壓藥物、身高體重、年齡及

性別，便可以評估自己患上糖尿病的風險。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人工智能必然會繼續開拓未來醫療

發展的不同領域。我預期到時市民將會更早知道自己糖

尿病的風險及得到及時的診斷，而治療糖尿病將會更精

準、更個人化及有效，糖尿病對我們健康及生活質素

的影響將會減到最低。日後醫生看病的模式或會大有不

同，AI 	將會是醫生不可多得的好幫手。

參考文獻:
1) Huang, J., Yeung, A. M., Armstrong, D. G., Battarbee, A. N., Cuadros, J., Espinoza, 

J. C., Kleinberg, S., Mathioudakis, N., Swerdlow, M. A., & Klonoff, D. C. (2023).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Predicting and Diagnosing Complications of Diabetes. 
Journal of diabe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7(1), 224–238.  https://doi.
org/10.1177/19322968221124583

2) Ko, G., So, W., Tong, P., Ma, R., Kong, A.,  Ozaki, R., Chow, C., Cockram, C., & Chan, 
J. (2010). A simple risk score to identify Southern Chinese at high risk for diabetes. 
Diabetic medicine : a journal of the British Diabetic Association, 27(6), 644–649. 
https://doi.org/10.1111/j.1464-5491.2010.02993.x

3) Woo, Y. C., Gao, B., Lee, C. H., Fong, C. H., Lui, D. T., Ming, J., Wang, L., Yeung, K. 
M., Cheung, B. M., Lam, T. H., Janus, E., Ji, Q., & Lam, K. S. (2020). Three-component 
non-invasive risk score for undiagnosed diabetes in Chinese people: Development, 
validation and longitudinal evaluation. Journal of diabetes investigation, 11(2), 341–
348. https://doi.org/10.1111/jdi.13144

		

(資料由贊助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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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科專科護士 陳卓敏

遙距診症: 博愛及天水圍醫院糖尿護士診所

在疫情過後的香港，幾乎人人手上都有一部智能電話，

無論任何年齡，不難發現身邊總有「低頭族」在附近，

遊走在街上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智能電話和互聯網之普及根據政府統計處於二零二三

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77號報

告書》，10歲及以上人士在統計前12個月內曾使用互

聯網的百分比，由二零二零年進行類似統計調查時的

92 . 4%上升至二零二二年的95 . 6%。該增長在65歲及

以上人士（由65 .9%上升至81 .8%）中尤其顯著。統計

調查結果亦顯示智能手機的普及程度持續增長。智能

手機的滲透率由二零二零年的92 .1%上升至二零二二年

的97 . 1 %。有關增幅在長者中特別明顯。在二零二二

年，90 . 7%的65歲及以上人士擁有智能手機，較二零

二零年的相應百分比（68 .1%）為高。

遙距診症

漫長的疫情，加速了遙距診症的發展。不需要有特別預

備，只需要身處在香港，利用一部預先安裝了HA	Go的

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能與穩定的互聯網連接，就可以

安坐家中、或任何地方，透過程式登記及繳費，經身份

驗證後，就可以被安排進入視像會診室，不需親身到醫

院就能夠覆診。

遙距診症糖尿護士診所

遙距診症糖尿護士診所在天水圍醫院快將踏入第三個年

頭，在一年前亦已擴展至博愛醫院，使更多糖尿患者及

其家屬受惠。糖尿患者可以利用HA	Go記錄他們的血糖

度數，在遙距診症時，糖尿護士就能把血糖度數下載，

以協助商討治療方針。另外，糖尿護士亦可以透過HA	

G o內的推送功能，把關於糖尿的資訊和短片，傳送到

病人手上以便參考。

省時方便、減低失約

應診者無需在診所排隊和等候，除了有助減少可能感染

病毒的機會，在等候期間，又可以繼續做自己的事情。

除此之外，亦可減少醫院人流，降低傳染病的整體傳播

率。因為遙距診症可讓大家在足不出門的情況下，可在

家中、或香港任何一個地方，進行視像會診。就算應診

者忘記了約期，或已經到了工作的地點上班，只要他們

接收到HA G o的推送訊息，就可以隨時隨地找個合適

的地方展開視像診症，失約的情況可以大大減少。以往

行動不便的應診者，因為擔心要舟車勞頓，令他們不願

離開家門到診所應診；另外，糖尿患者的家屬亦可陪伴

參與，使他們大可安坐家中，以視像的方式，讓糖尿護

士評估他們的飲食與生活習慣、藥物的依從性和血糖指

數，亦可跟他們調整糖尿藥物的劑量，從而改善血糖的

控制。

擔心與疑慮

有些不太熟悉視像會診的病患者，往往會擔心在家中不

懂得怎樣開啟，而窒礙了他們進行遙距診症的信心。因

此，我們會為他們在第一次進行遙距診症時，邀請他們

回來糖尿中心，在糖尿中心同事的協助下進行整個視像

會診的流程，令他們在往後的日子有信心在家中獨立地

進行視像診症。綜合以上種種，絕大部份的糖尿患者

及其家屬和糖尿中心的同事，也十分支持遙距診症的推

行。

資料:政府統計處	(二零二三年五月) :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77號報告書》

Adv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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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換算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份數，及控制全日平均穩

定地進食，是糖尿病患者有效控制血糖水平的重要一

課。

過往患者需要『靠記性』或用紙筆記錄不同食物的碳水

化合物含量，再計算每餐及每日有否超出建議攝取上

限。但如此記錄飲食不但費時不便，更可能因記憶有誤

而出現碳水化合物估算誤差。若遇上從未吃過的食品，

空間有限的紙本資料冊亦可能沒有其營養資訊。

慶幸科技日新月異，近年不少幫助糖尿病患者控制飲食

的手機應用程式(App )相繼推出市場。只要有智能電話

『一機在手』，人人都能有如擁有自己專屬的A I營養

師，隨時有效調控飲食。

以下為大家介紹2款實用的手機應用程式：

1.  Cityb ite	

由亞洲糖尿病基金會支持研發的C i t y b i t e是一個免費

下載的卡路里和營養計算機及膳食追蹤工具，可利用

人功智能(AI ) 	 拍照識別或文字搜尋超過3600種食物，

提供食物的卡路里和營養成分。用家能建立自己的食

物日誌和計算每日營養需求，系統會按照食物記錄提

供數據分析及個人化飲食建議。其中特別增加遊戲元

素，創建自己的健康城市，鼓勵用家保持主動記錄飲

食。Ci t y b i t e亦提供Wha t sAp p聊天機械人功能，用家

能透過Wha t sApp查詢/記錄食物營養，更加有了解自己

患上糖尿病風險的功能。

註冊營養師 江穎雯

AI營養師調控

2.  是方i健康

是方i健康具記錄個人健康資訊(包括體重、血糖及血壓

等)和食物日誌功能，能提供健康數據分析和個人化飲

食建議。程式具備人功智能(AI )拍照識別食物功能，用

家能輕鬆搜尋和記錄飲食。內設的好友分享和社群遊戲

功能，讓用家更和家人朋友共同建立健康習慣。是方i

健康可和多款手機應用程式同步，令用家更方便了解自

己的健康。

人功智能(AI)和手機應用程式的運用，能讓糖尿病患者更

容易和快捷獲得營養資訊，並能有效地自主監察和調控飲

食。希望大家能適當利用科技，安全有效地管理健康。

https://citybite.adf.org.hk/
about

		

(資料由贊助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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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兩幅圖畫看似一樣，但其實有五個不同的地方，你能找出來嗎?

答案在26頁

糖尿科專科護士 關綺媚

遊戲篇：找不同

所有藥物均須由醫生處方，方可使用。

(資料由贊助機構提供)

所有藥物均須由醫生處方，方可使用。

(資料由贊助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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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醫院健糖之友協康會於12月3日舉行醫護同行冬季

旅行，共有約三十位病友及醫護人員參與。

此項活動主題為「自、悠、遊」，當中會推廣三個健康

議題；

自：學懂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管理身體的方法

悠：提倡保持悠閑心境有助提升血糖控制的效能

遊：體驗飯後漫遊對改善餐後血糖水平的好處

第一站：海防博物館

在醫護人員的帶領下，參加者於館內的小山丘中漫步、

傾談及拍照留念，在輕鬆、悠閑的氣氛下完成約兩小時

的步程。當中醫護人員積極鼓勵參加者分享低血糖的預

防及處理方法，及有效控制血糖的個人化策略；藉此提

升自我管理身體的信心及了解其重要性。

第二站：素食自助餐

在營養師的指導下，參加者實踐外出用膳時的選擇技巧

及方法，另外醫護人員亦身體力行去遵從這些外出用膳

的健康建議，藉此推廣醫護同行這份精神及糖尿病自我

管理的方法。

第三站：大館

在充滿藝術氣氛的環境下，參加者體驗飯後漫步對餐後

血糖水平的影響，結果顯示大部分參加者的血糖水平約

二小時後都能回落到理想水平之內。

活動後問卷指出：

90 .5%參加者非常滿意醫護人員於此項活動中的照顧。

95 .2%	參加者整體非常滿意此項活動。

從以上調查結果顯示及每位參加者面上的笑容，醫護人

員能夠感受到醫患共融支持的好處及精神健康對管理慢

性疾病的正面影響。

聖母醫院健糖之友協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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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註冊營養師 潘仕寶

南瓜鷹嘴豆煮薑黃（4人份量）

示範：
許兆文醫生（內分泌及糖尿科專科醫生)

旁白：
甄嘉勝醫生（內分泌及糖尿科專科醫生)

  

御用佐膳 － 齊齊煮

營養師小貼士：

這是純素食譜，適合素食者進食。食譜用了薑黃粉來帶

出鮮豔的黃色，不含咖哩，適合不吃辣的人士。薑黃含

有薑黃素，有抗炎及抗氧化作用。另外食譜用了多種泰

式天然香料調味，減少用鹽，有助血壓控制。

糖尿病患者在飲食管理上需要特別注意碳水化合物的攝

取，但這並不代表他們需要完全避免含有碳水化合物的

食物。南瓜和鷹嘴豆雖然含有碳水化合物，但它們同時

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維他命和礦物質，對健康有益。

這些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是複雜的，屬低升糖指數食

物，糖尿病患者也可以適量進食，並將其納入整餐的碳

水化合物份量換算，確保不會攝取過多的碳水化合物。

食材：

•1湯匙橄欖油

•1個洋蔥（切碎）

•1	條香茅（切段，用刀背拍散）

•2片泰式青檸葉

•1茶匙薑黃粉	

•2	杯南瓜（去皮、切粒）

•150毫升	低鈉蔬菜湯

•200毫升	減脂椰奶

•1	罐頭鷹嘴豆（瀝乾和沖水，淨重253克）

•1	個青檸（取汁）

•半棵	金不換（取葉切碎）

做法：

1 .在鍋中把油加熱，然後加洋蔥、香茅、泰式青檸葉和	

	 	薑黃粉炒2至3分鐘，	至聞到香氣。	

2 .加入南瓜拌勻，然後拌入蔬菜湯和椰奶，以中大火	

	 	煮滾。	

3 .加入鷹嘴豆拌勻，	再煮約10分鐘，直至南瓜變稔	。	

4 .熄火，	灑上青檸汁和金不換，即成。

營養分析（1人份量）：

熱量	 211千卡

蛋白質	 6 .5克

總脂肪	 10 .3克

碳水化合物	 24 .2克

膳食纖維	 5 .2克

糖	 6 .4克



28 您也可為別人帶

來一個笑臉

地址	：九龍長沙灣道928-930號時代中心20樓2001-02室	Rooms	2001-02,	Times	Tower,	928-930	Cheung	Sha	Wan	Road,	Kln.

電話	Tel. : 2723 2087	 傳真	Fax. : 2723 2207	 網址	Website : www.diabetes-hk.org	 電郵地址	E-mail : info@diabetes-hk.org

香港糖尿聯會可能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作籌款及接收聯會資訊用途，除獲本會授權的人員外，將不會提供予其他人士。倘若你不同意上述安排，請於以下
方格內填上“x”。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閣下有權向本會查閱及更改你的個人資料。如會員希望查閱和更改個人資料，須以書面向聯會提出。
□		我不同意香港糖尿聯會使用我提供的個人資料作上述推廣用途。
此表格可於以下網頁下載	This donation form could be downloaded at http://www.diabetes-hk.org

999943100272320877

繳費靈	PPS（商戶編號︰6020），須輸入您的聯絡電話作為聯絡之用，	並填妥以下表格寄回本會

（需先成為「繳費靈」登記用戶，然後登入「繳費靈」網址︰www.ppshk.com或致電18013登記賬單及致電18033捐款。

詳情請致電	90000	222	328	查詢	）

於便利店以現金捐款（每次捐款額為HK$20	-	HK$5,000*）		*	請留意單一慈善捐款每日不能超過5,000港元

（可於任何OK便利店、VanGO	便利店、華潤萬家超級市場出示下列條碼	）

性別︰(男／女) 「繳費靈」賬單號碼︰ 電郵地址︰
(即登記時輸入的聯絡電話號碼)

本會為一註冊非牟利機構，宗旨是為糖尿病患者服務，促進不同人仕
對糖尿病的認識和關注，以期改善糖尿病的預防和治理。糖尿病是香
港十分普遍的慢性疾病，近年，香港糖尿病患者的數目更有持續上升
及年輕化的趨勢。我們衷心期望閣下慷慨解囊，好讓我們能為病患者
提供更多、更完善的服務，同時在預防糖尿病方面作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