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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看到科研可以完全幫助到病人，
自己可以影響別人的生命，這讓我覺得
非常有意義和值得！」為此黃秀娟一直
堅持在科研道路上奮鬥。她憶述8年前
廣州有一名70歲老伯持續8年每天屙血
10多次，不能外出只能留在家中，無法
過正常生活，因此廣州院方特意轉介他
來治療，經診斷後，黃秀娟確定他感染
「難辨梭菌」，有非常高的復發率。
當時中大剛剛引入微生物移植技術，
未有建立起腸道微生物群生物庫，於是
便從伯伯的兒子體內抽取有益的微生物
群進行移植。完成後僅6小時，黃秀娟
接到秘書的來電，她當下擔心以為伯伯
出了什麼問題。怎料拿起電話，秘書指
伯伯正在向她鞠躬和致謝，他十分激
動，因為他8年來第一次重見如此正常
的大便，而困擾多年的肚瀉也完全解

決，不再復發，「在短短的6小時內，
自己的科研可以幫到病人，感覺十分開
心。」伯伯之後寫信向她致謝，讓她十
分感動。她希望藉着這段往事，鼓勵研
究人員努力研究，幫助更多巿民。
現時，黃秀娟領導的微生物移植及研

究中心，於腸道微生物移植治療領域在
亞洲以至全球都處於領先水平，中心更
是亞洲和香港的「唯一」，目前中心已
建立平台，為本港13間公立醫院提供移
植服務。她介紹指，微生物移植的原理
簡單來說，就是從健康人士捐出的糞便
中，抽取有益的菌群移植到病人體內，
笑言這就是所謂「人棄我取」。她又提
到，用糞便治病並不是新事物，在沒有
抗生素的年代，例如明朝名醫李時珍亦
曾記載以「黃龍湯」治病，其實用的就
是糞便。

網上訪問當日，正值疫情高峰，也是記者快速
測試呈陽性的第3天，因此不僅要「帶病上

陣」，還受症狀影響而「口齒不清」。聽到黃教授解釋腸道微生態與新
冠肺炎關係的時候，竟有種「相逢恨晚」的感覺。

因為記者在1星期後，即使快速測試已經連續多天呈陰性，但鼻塞、氣促和有痰等症
狀仍未完全消退，這正正可能與自己素來「腸胃差」有關。如果及早調理好腸道微
生態和鞏固好免疫力，相信會完全康復得更快。這也恰好應驗了「預防勝於治
療」這句古老但恒久的真言。

另外，記者觀察到，黃教授在分享科研能夠如何幫助到病人的
時候，眉宇之間不經意地洋溢出一絲絲幸福感，是一種
「施比受更為有福」的幸福感。從事科研，就是為
了造福人類，貢獻社會，相信這就是每位
研究人員那顆最單純、最純粹
的初心。

談科研意義：
當看到科研可以完全幫助到

病人，自己可以影響別人的生
命，這讓我覺得非常有意義和值
得！

談男女各有優勢：
我們主要都是吸引不同才能

的人，並不在乎男性或女性。女
性和男性的性格和才能各有不
同，如果能夠互相配合都可以發
揮優勢。

對女生投身科研寄語：
最重要的是永不放棄，世上

已經有很多成功女科學家的例
子，要相信自己也可以成功。

在整個科研過程，尤其是對
女性而言，所面對的障礙和挑
戰是非常的多，如果想做先驅
者，要對自己的研發和科研成
效有信心，先訂立目標，然後
不斷嘗試跳出框框，才會獲得
突破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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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科
研領域由男

性主導的情況明
顯，但黃秀娟不認為

現時有這樣的情況，例
如由她負責的香港微生物菌

群創新中心團隊中，有七成都是
女性，包括科學家、教授和博士生，

她們從事不同的科學專業，來自不同國家或
地區，例如加拿大、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而中

大醫學院有六成醫學生都是女性，「我們主要是吸引不
同才能的人，我覺得這樣才是最重要的，並不在乎男性或女

性，性別並沒有關係。女性和男性的性格和才能各有不同，如果能
互相配合都可以發揮優勢。」

女性注重細節 研究靠細心
不過整體而言，黃秀娟覺得女性較注重細節，「研究就是需要這

樣，把每樣東西都看得很細心，是對是錯、應該走哪個方向，都要
想得很周到，這是非常之重要的。」另外，她覺得女孩可能比較有
耐性，可以接受到失敗後再接再厲，「但科研最重要的是永不放
棄！世上已經有很多成功女科學家的例子，希望大家都要相信自己
也可以成功。」
黃秀娟反而覺得現時的女性有很大的機遇，尤其是博士生可以投

入進行研究和創業，因為現在的香港與十多廿年前真的很不一樣，
這一刻對社會而言，健康是最重要，正是這個好時機，令政府投放
很多資源將香港打造為科研中心。個人而言，黃秀娟覺得作為女性
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平衡家庭與工作，有時需要「多任務處理」
(multitasking)，在照顧小朋友、關心他們的學業的同時，也要兼顧
自己科研，「雖然並不簡單，但是絕對做得到。」
如何能夠做到樣樣兼顧，黃秀娟認為最重要是要有一位好的導

師，不管是在研究還是個人方面，有一位「過來人」與自己分享
經歷和心得，提醒自己避免重複犯一些可能的錯誤，這些都是十
分重要且難能可貴的；因此她也十分樂意成為他人的導師，所以
現時她是很多博士生的導師，除了指導研究與學業，也分享個人
生活經歷，她舉例有女學生能做到兼顧家庭和育兒的同時，在事
業上也取得成就，博士畢業後順利找到助理教授的工作，令她也
感到欣慰。
黃秀娟寄語有志投身科研的年輕女生要有熱情和毅力，「因為

在科研過程，尤其是對女性而言所面對的障礙和挑戰是非常的多，
如果想做先驅者，要對自己的研發和科研成效有信心，先訂立目
標，然後不斷嘗試跳出框框，才會獲得突破和成功。」

黃秀娟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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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治癒七旬翁8年頑疾

來自馬來西亞的黃秀娟，從小已對人體的奧
秘感到好奇，對生物學有濃厚興趣，立志

將來要當醫生。20年前，在倫敦帝國學院讀博
士時，她開始對微生態着迷，「覺得人體的腸
道裏，好像有另一個器官」，她的研究發現，
這個「器官」與很多疾病息息相關，例如肥
胖、糖尿病和兒童自閉，以至困擾全球兩年多
的新冠肺炎。

患者腸道微生態或持續失衡
黃秀娟指出，有四成港人的腸道微生態失衡
已到了中等至嚴重程度，直接削弱了他們的免
疫力，並且這與新冠肺炎的嚴重程度和後遺症
有密切關係。團隊的研究發現，新冠肺炎患者
的腸道微生態失衡十分嚴重，由於他們已經缺
少了一系列的益菌，因此就算康復後，腸道微
生態失衡的情況依然會持續，也有機會導致
「長新冠」（Long Covid），即病毒清除後，
至少有一種症狀持續4周或以上，最常見的包
括疲倦、記憶力差、脫髮、焦慮和睡眠困難。
透過這個研究，黃秀娟的團隊研發了一個微
生態免疫力配方作為治療方法，不久前也完成
了臨床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期刊中。團隊發
現配方可以達至3方面效果：可以減少身體

中病毒的載量、加速抗體形成，以及
優化腸道微生態，這意味着病人

可以很快就康復。

研配方幫加速康復
根據其團隊的臨床研究，100%有服用微生態

免疫力配方的新冠患者在一星期內可完全康
復，「這可以減少出現併發症、後遺症的機
會，因此我相信這個研發可以幫助很多新冠病
人。」至於沒有服用配方者，則可能需要多達
兩星期康復。
另外，腸道微生態對於接種新冠疫苗後的反

應、安全及成效也很關鍵。她表示，如果人體
缺乏「青春雙歧桿菌」這種益菌的話，接種疫
苗後的抗體未必能達到預期水平，還有可能引
致炎症風暴，增加副作用的風險，「所以我們
相信，人體補充青春雙歧桿菌後，可以增強疫
苗的功效和保護力。」
黃秀娟認為，現時很多科學家做了種種新冠

肺炎研究，但很多時要將成果轉化、落地應用
到病人身上，往往需要5至10年，然而疫情爆
發嚴重，病人無法長期等待，「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對這個微生態免疫力配方研發感到興
奮。」她指很多市民擔心接種新冠疫苗之後會
出現副作用，尤其現在接種年齡調低至3歲幼
童，家長都比較擔心會有不良反應，而腸道配
方是一種補充劑，沒有副作用或不良反
應，「如果透過優化孩子的腸道微生
態，可以減少他們接種疫苗後的不良
反應。」也可減低家長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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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衞局「2019冠狀病毒病卓越研究隊
伍」 (2021)

•裘槎優秀醫學科研者獎(2020)

•國家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
獎—自然科學獎一等獎(2020第一完成
人，2014團隊成員)

•第14屆美國西奈山伊坎醫學院Joanna
and David B. Sachar M.D 國際大獎
(2019)

•香港內科醫學院Sir David Todd Lec-
tureship(2017)

•中文大學醫學院傑出學人(2017)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曾經寫下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的詩句，形容宇宙的浩

瀚與奧妙；而人體世界有100兆腸道微生物，除了消

化，腸道微生態更主宰我們的免疫能力，為人類健康

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國際腸道病學權威、香港中文

大學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教授黃秀娟研究腸道微生態廿餘載，在困擾全球

兩年多新冠疫情中，她與團隊多次發現，腸道微生態與新冠肺炎的嚴重程度、疫

苗功效以至後遺症都有着密切關係，為此次世紀疫症的預防與治療開

拓新方向。本集，就讓我們一起走進她的科研世界，見證科研力量！

◆黃秀娟為新冠肺
炎研究作講座。

受訪者供圖

◆◆黃秀娟與團隊發現黃秀娟與團隊發現，，腸道微生態與腸道微生態與
新冠肺炎的嚴重程度新冠肺炎的嚴重程度、、疫苗功效以至疫苗功效以至
後遺症都有密切關係後遺症都有密切關係。。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黃秀娟團
隊研發了一個微生態免疫力
配方作為治療方法，不久前也完成了臨床
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期刊中。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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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腸道內壞的惡菌含量多過好菌，便會造成
腸道微生態失衡，我們便容易受病毒入侵而有
病。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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