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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生命意義：
個人非常渺小，生命

非常短暫，如何能讓渺小
短暫的生命，具有大一點長
久一點的意義和價值，是我從
少年時代開始，就一直想尋找的
答案。
談科研：
從事科研工作，一方面可以直接和自然

對話，尋找探究自然的規律，滿足人類與生俱
來的好奇心，讓人獲得最簡單而純粹的滿足感；
另一方面，重要課題的研究和突破，還可以給人帶
來榮譽感和使命感；這兩者都非常令人愉快，並且

可以滿足我對「人生意義」的拷問。
談自身：

認清自己，相信自己，不要用刻板的印象
和別人的眼光來定義自己。

盡量去做你喜歡、擅長，又能夠找到歸宿感、幸
福感、成就感的事情。

寄語有志科研女生：
不斷學習，不斷思考，不斷質疑，
不斷創新，不斷跨越自己和他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第五波疫情衝擊下，香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需要男女老幼全民同心抗疫。過去兩年多以來，本港

一眾醫療與科研專家一直出謀獻策，率軍研究病毒防

控與治理，為抗擊疫情努力奮戰。熒光幕前，抗疫科

學專家多以男性為主，但其實在不同的專業領域，香港也有一班出色的科研女將

在其熟悉的「戰場」上「領軍殺敵」，為戰勝新冠疫情默默作出重要的貢獻。

適逢三八婦女節，香港文匯報今日起推出系列報道，帶領讀者認識香港多名投

身新冠病毒相關研究的頂尖女性科學家，了解她們的抗疫經歷與科研故事。

2006年在中山大學取得遺傳學博士學位的朱華晨，翌年加入港大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
點實驗室主任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軼的研究團隊，
中學時代那個夢想以科學「拯救地球」的少女（詳見
另稿），搖身一變站到抗疫研究的第一線上，現身兼
港大公共衞生學院副教授、汕頭大學 ─ 港大聯合病
毒學研究所／粵港新發傳染病聯合實驗室副主任。她
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分享其團隊病毒研究方
向，以及其作為女性科學家投身抗疫科研的視角。

探索演化規律 鑒定新現變種
朱華晨說，其團隊主要從3方面探究新冠病

毒，首先是新冠及其相關病毒在人類和動物中
的流行和演化，她主要通過對不同物種（包
括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的採樣和病毒檢
測，探索相關病毒在自然界中的分布、傳播
和流行情況，並透過對病毒核酸序列的分
析，找出病毒的演化規律，鑒定新出現的變
種，為疾病的發展提供預警，為防控的策略和措
施提供依據。

研究傳播特點 了解感染機制
其次是新冠病毒的感染、傳播和致病性研究，她通

過使用不同的動物模型（例如倉鼠、轉基因小鼠或其
他動物模型）和人類細胞組織模型，了解病毒感染、
致病、傳播的模式和行為特點，包括在不同性別、年
齡、宿主中的感染特點和分子機制。

開發疫苗藥物 覆蓋眾冠狀毒
更重要的，還包括研發高效和廣譜的新冠疫苗和藥
物。她指出，新冠病毒持續變種，其團隊正針對冠狀
病毒最本質、最通用的結構和功能特點，希望設計能
全面覆蓋多種不同變種、甚至不同種類冠狀病毒（例
如SARS、MERS、新冠病毒）的疫苗和藥物，以達
到有效阻斷病毒感染、複製和傳播的效果。

她又提到，其團隊最近在香港的老鼠和
穿山甲標本中都發現了新冠相關病毒感染
的證據，這說明病毒不僅感染和影響人
類，如果它們可持續感染自然界中其它動
物，以後可能會積累一些特殊的變異，對人
類造成新的威脅，「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
的問題」。
另外，透過與廈門大學和汕頭大學合作，朱

華晨團隊利用倉鼠感染模型，發現新冠病毒在不
同年齡、性別中存在一些感染差異，例如雄性和老
年動物更容易出現較重的病情和較長時間感染，但使

用某些激素藥物和干擾素治療
均可減輕肺部的炎症損傷；
他們也從一些天然藥物中
發現了可以抑制新冠病毒
和流感病毒的單體成分。她
透露，目前已經有幾個抗
新冠病毒的藥物和疫苗進
入臨床試驗報批階段，其
中一些在動物模型中表現出
較為高效且廣譜的保護效果，
預計未來會視乎試驗結果，
決定可否臨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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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我三四歲時，從識字本上看到那些手
拿玻璃錐瓶、身穿白大袍的科學家，心裏就對
這個神秘的職業和身份充滿了好奇和嚮
往……」朱華晨笑指，自己幼年是一個貪玩、
腦子充滿各樣光怪陸離問題的「問題兒童」，
而上了第一堂自然課就迷上，不但認真聽講，
課餘還閱讀各種相關書籍。中學時代，她更變
得「憂國憂民」，整天擔心地球環境、糧食和
能源危機等問題，朝思暮想可以怎樣「拯
救地球」，在大量閱讀中，她發現基因科
學和生物技術潛能無限，似乎有辦法解
決所有她操心的問題，所以讀大學和研究

生時毫無懸念，「一門心思就衝着生物化
學、基因工程和分子生物學去了。」

景仰管軼 南下跟隨
直至讀博士期間，遇上SARS和禽流感，朱
華晨訝異微小的病毒，竟可把人類弄得如此焦
頭爛額，同時看到港大講座教授管軼成功幫助
控制疫情，由心佩服和景仰，故在中山大學畢
業留校工作年多後，便赴港跟隨管軼從事新發
傳染病的研究。
朱華晨形容，科研夢想對她來說一直是「最

為清晰和持久」，而透過科學理性及技術實
踐，去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更具有非凡價值
和意義。她又笑言，十分贊同科研路上「最大
敵人是自己」之說，因不時會覺得自己能力與
知識不夠，思路陷入瓶頸與死胡同，怎麼也轉
不出來，這些時候便正需要調整、充電和學
習。
作為女性，對在科研領域遇到的困難和挑

戰，朱華晨認為可分為客觀生理條件及世俗觀
念兩方面，例如她曾被中東國家拒絕發出研究
簽證，有時亦需要以智慧去平衡和處理好婚
育、家庭、學業和事業之間的關係，但這些問
題都能基於與男性之間的互相尊重、溝通、理
解、信任和合作而得到解決。此外，她覺得最
近這幾十年，科研世界由男性主導的情況在逐
步改變，湧現愈來愈多優秀的女性領軍人物。
被問到女性於科研領域有何優勢，朱華晨認
為每個人特點不同，無法籠統地為「女性」貼
上特定「優勢」標籤，「與其說作為女性有何
優勢，倒不如說每個人，不管男女，都應當盡
量去發掘自己的長處，盡量去從事自己喜歡、
擅長，又能找到歸宿感、幸福感、成就感的事
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不斷學習，不斷思考，不斷
質疑，不斷創新，不斷跨越自己
和他人」，5個「不斷」，是朱華
晨對有志投身科研的年輕人，尤
其是女生所作的寄語。
朱華晨說，科研是一項非常需

要熱情、智慧、專注和毅力的事
業，有時會很寂寞、很艱辛，一
定要對它真正有興趣，熱愛它，
願意長久地為它付出努力和聰明
才智。她提到，現代科學研究需
要更強的綜合能力和素質，例如

是良好的知識積累和資訊獲取技
巧，觸類旁通、舉一反三的能力
和批判性思維，加上優秀的溝
通、表達和協作能力，還有語言
藝術和邏輯能力，及一定程度的
資訊科技和電腦處理能力。
她又認為，科研路上始終要維

持自知自信，「最重要的還是要
認清自己，相信自己，不要用刻
板印象和別人的眼光來定義自
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鍾健文

是次訪問在2月中進行，當時本港第五波疫情
已開始日趨嚴峻，確診個案不斷上升。疫情持續
變化，朱華晨在訪問中提到的多項建議措施，包
括尋求中央政府協助加強檢測和隔離能力，推行
全民強檢，以及提升高風險人士疫苗接種率
等，相關建議措施近日已相繼落實。雖然香

港正面臨疫情以來最大的挑戰，但她
相信，隨着人群整體免疫力提

高，治療和防控經
驗的積累，以及
新型藥物和疫苗

的研發與推廣，新冠疫情對人類的衝擊，未來始
終會逐步趨於緩和。
朱華晨又說，要對付傳染病，「切斷傳播鏈」

始終是最核心治理方法 ，「不論是疫苗、藥
物，還是非藥物的防控措施，最終都是要通過切
斷傳播鏈，來實現對病毒的攔截」。她又同時警
告，新冠病毒仍會不斷變異和演化，物競天擇會
使其趨向於篩選出高傳播力、對疫苗和藥物有耐
受性的逃逸株，因此對病毒的持續監測、更廣
譜、更通用疫苗和藥物的研發，是研究者必須面
對的課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個人非常渺小，生命非常短暫，如

何能讓渺小短暫的生命，具有大一點、

長久一點的意義和價值，是我從少年時代開

始，就一直想尋找的答案。」第十六屆「中國

青年女科學家獎」香港唯一獲獎者、香港大學

公共衞生學院副教授朱華晨，在新冠肺炎疫情

爆發兩年多以來，一直堅守病毒研究的最前

線，為抗疫貢獻良多。專研生物病毒與新發傳

染病的她形容，病毒實驗室「既是最危險的地

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透過探索危險的病

毒在不同物種的分布、傳播和流行，為人類爭

取安全保障；對她來說，科研工作

不僅帶來責任感、使命感和榮譽

感，更滿足了她對「人生意義」的

拷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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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付傳染病 首重斷疫鏈

從小「憂國憂民」立志科研「救世」

五「不斷」贈後進 貫徹熱誠獻力

◆朱華晨勉
勵有志投身
科研的年輕
人必須不斷
學習，不斷
思考。圖為
她與團隊成
員 正 在 工
作。
受訪者供圖

◆朱華晨（前右）與管
軼（前左）團隊，一直
致力探索不同病毒及傳
染病的研究。

受訪者供圖

◆◆朱華晨表示朱華晨表示，，會透過探索危險的病毒在不同物種的分布會透過探索危險的病毒在不同物種的分布、、
傳播和流行傳播和流行，，為人類爭取安全保障為人類爭取安全保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朱華晨（前排右一）與港大及內地的團隊聯合進行的
防控H7N9禽流感研究項目，在2018年1月獲頒國家
科技進步獎特等獎殊榮。典禮後團隊於人民大會堂前合
影。 受訪者供圖

◆朱華晨在學生時代已
發現生物技術潛能無
限，認定以此為自己的
科研方向。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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