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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羽復仇重奪湯杯

食紅棗可以補血、針灸可以戒毒？中醫由
於缺乏西方醫學規範的病理研究，其成效常受
到各種質疑。但隨着生物醫學的進步，現時只
需透過抽取病人的血液，觀察體內分子細胞在
服藥前後的變化，足可驗證中醫藥的成效。生
物醫學將中西醫知識結合，促進中西醫合作發
展。

陳偉儀表示，中醫講求系統性治療，例
如透過把脈探知腸胃臟腑的機能好壞，以人
體為本作扶正祛邪的調理。而西醫則着重於
消滅外來的病菌病毒，採用針對性的治療，
兩者治療方式大相逕庭，但透過生物醫學，
便能將兩者連結起來。

中大目前與廣東省中醫院合作，嘗試利
用生物醫學科研方法，去解明中醫的病理體
系。陳偉儀與 「耳針戒毒」為例，以往人們

往往無法理解在耳朵針灸為何有助戒毒，但
現時可通過在針灸前後抽取血液，觀察血液
內的小分子變化，檢驗多出或減少的小分子
成分，便有可能找到耳針影響人體而產生戒
毒效果的原理。

中醫提倡的食療也可以作同樣的觀察研
究。例如檢驗紅棗是否真能補血，由於血液
有助製造幹細胞，只要比對食後血液幹細胞
是否比食前有增加，便可推知其成效。

陳偉儀表示，今天，中西醫結合已成大
勢所趨。不少西醫都參考中醫的望、聞、問
、切方法，採用 「建基於現象的醫學」診症
， 「落了藥，病人有好轉，但未必知原因，
但有轉變即是有用，相等於神農氏嘗百草。
」他認為，生物醫學有助以科學方法證實中
醫成效，進一步推動中西醫合作發展。

國家主席習近平回覆24名在港 「兩院」 院士的聯署信時表明，支持
香港成為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國家科技部亦推出中央科研資金 「過
河」 到港的措施，特區政府也加大力度推動創科發展，令本港學者專
家倍感鼓舞。然而，坊間有話： 「High-tech揩嘢，Low-tech撈嘢
。」 很多投資者仍視高科技產品為 「蝕本生意」 。香港中文大學生
物醫學學院院長陳偉儀接受大公報專訪，慨嘆香港的科研和應用出
現斷層：生物科技公司寥寥可數，缺乏資金投資，而學界亦有把學術
研究成果轉化成產品鄙視為市儈逐利的象牙塔觀念，阻礙了科研
邁向科創。他認為，科研人需要調整心態，政府更要增加稅務優
惠，引導私企投資，改變市場資金的習慣性流向。

自美國學者最早提出 「轉化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概念，十多年
來，它已形成全球性的發展趨勢。轉化醫學旨在將科學研究轉化為臨床層面，
讓市民受惠， 「無創產檢」、 「肺癌標靶治療」都是成功轉化的例子，至今
已幫助全球不少孕婦及病人。但今日在香港推動轉化醫學的發展，仍面臨
很多困難。專注分子與生化遺傳學等研究的陳偉儀表示，以往做研究好少
考慮到應用，近十年才成為趨勢。但由於香港市場小，上游和下游的研
究各有各做，科研和應用之間出現斷層。 「目前，只有科技園公司填
補中游部分」。

參考美國 誘私企投資
陳偉儀介紹說，美國的科研轉移到工業應用有 「一條龍」服務

。 「美國的生物科技專家甚至會主動去實驗室觀察，發掘有潛力的研
究，並進行轉化過程，但香港仍未有機構這樣做。」他說，目前中大的
知識轉移處，只有四個人進行這項工作，根本不足夠。

陳偉儀認為，香港推動轉化醫學的最大困難，在於缺乏資金支持。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現時每年給大學數千萬元進行知識轉移，他樂見政府留意到
轉化的重要性， 「但數千萬資金並不足夠，科技日新月異，儀器發展更難以追
趕，除了政府資助，還要私人投資者的配合才能成事」。

陳偉儀引美國為例， 「美國政府會提供免稅優惠，每投資100萬元即可免稅
，吸引私人企業投資」。美國科研及科研成果應用的強大，就在於除了政府撥
款外，私人及企業投資的佔比極為龐大。 「可惜香港的私人投資仍未成氣候，
還是有 『High-tech揩嘢』的想法」。他希望香港可以參考美國做法，吸引私人
企業投資。

改變觀念 促教授「下海」
除了資金，大學評審教授的機制亦有改善空間。陳偉儀指出，現時評審機

制只重視發表論文數量，忽略其經濟及社會的貢獻，令教授缺乏誘因將研究進
一步轉化成產品， 「還有好多教授活在象牙塔，將研究轉化成產品形容是 『市
儈』。時代不同了，他們的心態有需要改變」。

教資會主席唐家成去年已宣布，於今年初推出名為 「研究影響基金」的競
逐研究資助計劃，鼓勵本地大學進行研究，除具學術影響，還要有社會及經濟
影響力及可轉化作產品。陳偉儀稱，樂見不少教授開始改變心態， 「會希望自
己的研究幫到人，在研究同時思考如何申請專利，再交由公司發展成產品」。

根據創新科技署資料，目前香港約有250至300間生物科技公司，當中大部
分與醫療保健業務有關，但相比內地、台灣等動輒過千間，香港的數目仍不足
以支撐整個產業發展。陳偉儀稱，中大目前已設立四間生物科技公司，其中兩
間屬剛成立的初創公司，另外兩間已有產品售賣，但目前仍不
算成熟，希望政府投放更多資源，支持教授設立公
司，透過增加下游的機會，刺激上游的發展。

（生物醫學專家科研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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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儀指出，香港發展轉化醫學的最大
困難，在於缺乏資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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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趙凱瑩攝大公報記者趙凱瑩攝

▲2018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香港公開賽昨天在灣仔伊館落下帷幕，本港男雙組
合黃鎮廷、何鈞傑以3：0的壓倒性優勢擊敗日本對手，成為首度舉辦的香港公
開賽首個男雙冠軍，揚眉吐氣。

▲2018曼谷湯姆斯杯決賽，中國羽毛球男隊先輸一盤後，以堅毅意志和強大的
集體實力3：1逆轉勝日本，時隔六年再次捧得湯姆斯杯。這也是中國羽毛球隊
歷史上第十次奪得湯杯。

創科新時代
大公報記者 趙凱瑩

大學教授往往身兼多職，教書和學術研究是
兩大方面，此外還可能要承擔學校或學系的行政
工作，而醫學院教授更往往要參與臨床診症。兼
職一多，便難免對其研究帶來時間、精力上的影
響。陳偉儀建議檢討現時的大學架構，參考外國
大學做法，設立 「專職科研教授」職位。

陳偉儀指出，香港不少大學的醫科教授，均
需兼顧醫生一職，在學生與病人間周旋，一日的
時間基本上已不夠用。若希望投入更多時間去進
行科研，有意把科研成果推進至科創實踐，就更

是百上加斤了。
陳偉儀稱，一項科研的成果要走向市

場，產生出科創價值，形成產業鏈，需
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香港社會要

推動科創，對科研的需求和資金投放
愈來愈大，但教授卻可能因身兼多
職而無法專注做研究，難以回應社

會的需求。反觀外國大學，教學、科
研和診症是各由專職教授負責，香港目

前的情況並不理想，政府需與教資會商
討改善和重組的方案。

◀香港科學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