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產實務的範圍  

 
 
助產士被認可為有責任感和可靠的專業人員，與婦女建立夥伴關係，

在她們的妊娠、分娩和產後期給予所需的支援、護理和意見，並能夠獨

立地執行接產實務，以及照顧初生嬰兒和幼兒。助產專業實務範圍包

括各種預防性護理、促進正常分娩、偵察母嬰的併發症或異常情況、尋

求醫療護理服務及適當的醫療協助，以及施行緊急措施。  
 
助產士肩負著向婦女及其家庭，以至社羣提供健康輔導及教育之重任。

這些實務應包括產前教育，以及親職預備，並延伸至婦女健康、性／生

育健康和幼兒護理。  

 
助產士可在任何環境中執業，包括住所、社區、醫院、診所或醫療單

位。  

 
(改編自國際助產士聯盟 2017 年 ) 

 
 
序言  

 
香港助產士管理局 (下稱「管理局」)(前稱助產士管理委員會 )於 1910 年

成立，是負責本港助產士專業的規管和註冊事宜的法定機構。管理局

編製了《助產士手冊》和《助產士的核心才能》，旨在為助產士提供指

引，協助她們在執業過程中維持專業的護理和水準，並頒定專業助產

士須具備的才能。  
 
此外，註冊助產士須根據《助產士手冊》和《助產士的核心才能》執

業。有關文件會適時檢討，以確保能夠適當和有效地反映本港註冊助

產士當前的角色和執業要求。  

 
管理局於 2018 年就資深助產實務進行討論。鑑於助產學的發展，管理

局同意就助產實務可訂定為普通助產實務和資深助產實務兩層水平。

管理局其後着手為資深助產士制訂相關的實務範圍、工作範疇和核心

才能。  
 



註冊助產士如獲取符合管理局要求資深助產士認可資格準則的額外知

識和技能，便可執行屬於資深助產範疇的工作及額外實務。  
 
資深助產士的認可  

 
資深助產士是一個富有經驗和獨立自主的助產士，精於助產實務，在

註冊後達到相關教育程度，通過管理局規定的評核，並獲認可執行資

深助產實務。資深助產士的角色是因應婦女的需要及健康服務的需求，

於本地、國家和國際層面上而發展。  

 
資深助產實務  

 
資深助產實務就是運用資深助產知識和專門技能，利用更高層次的認

知能力、批判分析、解決問題，以及作出更準確的臨牀決策能力，為婦

女及其嬰兒提供最佳護理和改善臨牀成效。為闡釋資深助產士的實務，

並將資深助產士與註冊助產士的實務區分清楚，管理局就資深助產實

務訂立了八大範疇，分別為：直接助產護理、會診和轉介、聯繫網絡和

合作、臨牀教育、個人和專業發展、領導才能和倡導、質素保證和改

善，以及科研和以實證為本的實務。資深助產士的核心才能便是按照

上述八個範疇制訂。  
 
資深助產士的才能  
才能分類為下列八個範疇：  

1. 直接助產護理  
2. 會診和轉介  
3. 聯繫網絡和合作  
4. 臨牀教育  
5. 個人和專業發展  
6. 領導才能和倡導  
7. 質素保證和改善  
8. 科研和以實證為本的實務  

  



才能範疇  才能  

1. 直接助產護理  資深助產士應能：  
1.1 在處理高危和複雜個案時，作出有效和合乎

道德的決策  
1.2 賦予高危或病情複雜的婦女及其家庭加強自

我護理和照顧嬰兒的能力  
1.3 就高危和複雜個案提供心理社交支援和護理  
 

2. 會診和轉介  資深助產士應能：  
2.1 運用助產專業知識，向其他專業人員提供有

關助產護理的建議  
2.2 評估婦女和新生嬰兒的情況，並適時轉介予

產科醫生或其他合適的醫護專業人員  
 

3. 聯 繫 網 絡 和 合

作  
資深助產士應能：  
3.1 與國際和本地醫護專業人員，以及其他界別

人士建立聯繫和夥伴網絡，加強持續醫療護

理服務  
3.2 與醫護專業人員和社區夥伴合作，提供以家

庭為本的護理服務  
 

4. 臨牀教育  資深助產士應能：  
4.1 監察和指導創新的助產實務  
4.2 優化助產士學員的學習環境，使其更安全、

更合乎道德規範  
4.3 就個別婦女及家庭的需要，提供以成人學習

原則和實證為本的指導和訓練  

 
5. 個 人 和 專 業 發

展  
資深助產士應能：  
5.1 發展個人潛能，為臨牀實務作出貢獻  
5.2 持續提升和拓寬知識和技能，為婦女提供適

切護理和安全保障  
5.3 在護理和其他醫療團隊中作為資深助產實務

的諮詢人  

 



才能範疇  才能  

6. 領 導 才 能 和 倡

導  
資深助產士應能：  
6.1 積極參與和健康相關的政策訂定  
6.2 推廣、保障和闡釋資深助產實務在臨牀、專

業和政治層面的角色  
6.3 成為領導助產護理實務的專業人員  
6.4 支援助產士同事，以應對不斷轉變的醫療環

境  
6.5 倡導婦女在助產／醫療護理方面的權益  

 
7. 質 素 保 證 和 改

善  
資深助產士應能：  
7.1 作為變革推動者  
7.2 持續檢視助產護理服務／實務／模式，以促

進婦女健康、醫療服務和助產專業發展的改

善  

 
8. 科 研 和 以 實 證

為本的實務  
資深助產士應能：  
8.1 積極參與以實證為本的實務和科研活動  
8.2 施行以實證為本的實務和監察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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