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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勞詠華

阿 茲 海 默 症 （Alzheimer's

disease，簡稱AD）是一種不可

逆轉的疾病，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其

致病機制既複雜且有許多未知之處，可

用於開發藥物的有效靶點很少。香港科

技大學團隊最近發現了一種在AD發病

機制中起關鍵作用的血液蛋白，有助設

計創新治療策略，降低發病風險和改善

患者病況，相關研究成果近日刊載於國

際權威科學期刊《自然—衰老》，並在

Alzforum等關注該症研究的學術交流平

台引發熱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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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 「假如我是大公報記者」 為主題，寫出你心裏對成為一名新聞
工作者的美好願景。
徵文語言：繁體中文
體 裁：不限
‧報名自即日起，截止日期為2022年9月10日（星期六）下午五時正，以收到電子

郵件的時間為準。

初 小 組：於2021-2022年度在本港就讀之全日制小一至小三學生
高 小 組：於2021-2022年度在本港就讀之全日制小四至小六學生
初 中 組：於2021-2022年度在本港就讀之全日制中一至中三學生
高 中 組：於2021-2022年度在本港就讀之全日制中四至中六學生
大 專 組：在本港大專院校就讀的全日制副學士、學士、碩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

（報名表須附列有年份之學生證副本、手冊或蓋上學校印鑑。）

‧稿件必須以電腦打字輸入，恕不接受手寫稿件。稿件需以Word Document形式
儲存，連同報名表格，以電郵形式遞交。參賽者需在文末以阿拉伯數字標記全文
字數，字數不包括文章標題和標點符號。

‧稿件須為繁體中文，初小組字數不多於300字，高小組不多於500字，初中組
不多於800字，高中組不多於1200字，大專組不多於1500字。同一人最多只接受
一篇參賽投稿作品。

‧以上活動的規則及安排均以主辦機構最後落實為準。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保留最終解釋權。

中小學生：香港全日制學校小一至中六學生，就讀官立、津貼、直資及國際學校皆可。
大 專 生：香港全日制大專院校在讀的全日制副學士、學士、碩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不包括在職研究生）。

學生可以個人名義參加，也可由學校組織參與。需持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證。

‧請網絡報名並以電郵形式遞交。
網 絡 報 名：請掃描下方二維碼完成線上報名
電 郵 報 名：wrdreamchaser@outlook.com，郵件標題格式為： 「假如我是大公報記者」 徵文比賽+姓名+

學校+年級
郵件需附上：（1）已填妥之報名表格截圖；

（2）參賽作品一份，附件檔案名稱應註明參加者姓名及參賽作品名稱；
（3）有年份之學生證副本、手冊或蓋上學校印鑑。

‧成功遞交報名表格及作品者，將於5-7個工作天內收到電郵確認信。

初小組、高小組、初中組、高中組、大專組均設：
冠 軍： 1 名 獎品：獎盃一座、書券$3,000及獎狀一張
亞 軍： 2 名 獎品：各得獎盃一座、書券$2,000及獎狀一張
季 軍： 2 名 獎品：各得獎盃一座、書券$1,000及獎狀一張
優異獎：10名 獎品：各得書券$300及獎狀一張

‧比賽結果將於第四季度以電郵或電話通知獲獎者。獲獎者將獲安排於頒獎典禮上領獎。
‧獲獎作品將陸續刊載於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旗下媒體，並將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結集成書。

比賽結果及頒獎典禮

參賽對象

報名及投稿方法

獎項及獎金

作品要求

參賽組別

作品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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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新發現助改善阿茲海默症病情
揭血液蛋白在發病機制作用 成果刊國際權威科學期刊

◆葉玉如(前排右二)團隊發現血液蛋白新靶點，開拓治療阿茲海默症
的新方向。 科大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為加強大眾對基因組醫學的認識和參與，香港基因組中心邀請了
4位身兼其董事局成員的國際知名專家學者，以介紹基因組醫學為主題拍攝專訪特
輯。專訪從幾位教授在醫學和科研範疇的故事說起，藉着他們分享心路歷程，從
「緣起、建立、普及、未來」不同層面，探討基因組醫學的應用及相關科研發
展，加深大眾的認識。
4位教授包括養和醫院內科部主管、從「救救小哥頓」行動促成全球首個華人骨
髓庫成立的梁憲孫教授；香港科技大學候任校長、在研究腦退化症之一的阿茲海
默症取得多項突破的葉玉如教授；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為香港在風濕病
學領域奠定國際地位的風濕及臨床免疫學權威劉澤星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醫
學院副院長（研究）、被喻為「無創產檢之父」的盧煜明教授。
該短片系列的其中兩個專訪，已於基因組中心的網頁及YouTube頻道發布。其
中，葉玉如以《基因組醫學．建立》為題，透過其首個針對中國人群中阿茲海默
症的研究，解說建立本地人口的基因組數據庫的重要性（影片連結：https://bit.
ly/3QJpyzu）；盧煜明以《基因組醫學．未來》為主題，分享他如何帶領團隊把
基因組測序技術的應用層面從產前血漿檢查擴展至其他範疇，例如癌症篩查，說
明基因組學與臨床應用相互融合的重要性（影片連結：https://bit.ly/3dMshtz）。
基因組中心將於稍後推出梁憲孫和劉澤星的專訪。他們將分別以「緣起」和

「普及」為題，從推動骨髓捐贈和風濕病學說起，分享在香港發展基因組醫學的
見解及期望。

學者分享科研歷程 解說基因組醫學

早前有研究發現，AD患者大腦中的免疫細
胞—小膠質細胞，無法有效清除有害的澱

粉樣蛋白斑（Aβ），導致神經細胞功能失調，引
起記憶喪失和認知障礙。科大晨興生命科學教授兼
香港神經退行性疾病中心主任葉玉如領導的國際研
究團隊，近日發現血液中的可溶性ST2（sST2）蛋
白在抑制小膠質細胞的Aβ清除起着關鍵作用。隨
着年齡增長，血液和大腦中sST2蛋白含量的增加

會擾亂細胞因子白介素33（IL-33）的功效，降低
小膠質細胞清除Aβ的能力，導致Aβ累積。
研究團隊早前已經發現，IL-33在大腦中能促進

小膠質細胞對Aβ的清除，從而起到有益的功效，
今次團隊進一步發現，降低體內sST2含量有助防
護AD及改善相關病理。團隊還發現，sST2蛋白
水平受遺傳因素影響，其中帶有rs1921622基因變
異的人士即使在年齡增長時，其血液和大腦中的
sST2蛋白含量依舊會處於相對較低水平，罹患AD
的風險較低。根據團隊所做的腦部屍檢研究，帶
有rs1921622基因變異的人士在罹患AD時病理特
徵較為輕度， 即Aβ斑塊沉積較少，反映其大腦
中的小膠質細胞可以更有效地清除Aβ。

成果有利研發創新治療策略
綜合而言，這些發現揭示了降低sST2蛋白水平

是治療AD的一種方法，有助研發創新治療策
略。該創新策略只須調控血液中的蛋白，與其他
針對大腦的AD治療策略相比，更簡單更安全，
亦為帶有APOE4基因突變的女性等高危人群帶
來希望，而APOE4正是AD的最強遺傳風險因
素。據統計，帶有APOE4基因突變的女性，在
AD患者中佔25%至50%，她們罹患AD風險更
高，發病後症狀更嚴重。
葉玉如表示，是次研究進一步提高了他們對
AD發病機制的理解，並為新藥開發提供了重要靶
點。團隊下一步工作是開發針對sST2的臨床干預
措施，評估其在預防和治療方面的可行性。
這項研究獲香港特區政府的InnoHK計劃支持，
並由科大、倫敦大學學院和史丹福大學研究團
隊，以及威爾斯親王醫院、墨爾本大學和伊迪斯
可文大學的臨床專家合作進行。

盧寵茂：推動中醫醫院融「灣區集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醫藥是香

港醫療體系的重要部分，香港醫務衞生局局
長盧寵茂昨日透過視像在第四屆粵港澳大灣
區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大會上致辭表示，特
區政府會進一步加強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
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2020 年—2025

年）》藍圖下的角色，積極協調香港中醫藥
界融入國家和粵港澳大灣區的中醫藥發展大
局，並支持落實各項政策措施。特區政府會
與香港首家中醫醫院營運機構磋商有關與內
地合作的計劃及項目，以期推動中醫醫院融
入「粵港澳大灣區中醫醫療聯合體和中醫醫
院集群」之內。
盧寵茂在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會積極建
構政府資助中醫藥服務網絡，投放更多資源
推動中醫藥服務發展，包括地區中醫門診服
務及中西醫協作住院服務，同時興建香港首
家中醫醫院，並將於2025年起分階段投入
服務。
他強調，人才是中醫藥發展的基礎，為進

一步加強在中醫臨床人才培訓方面的交流與
合作，特區政府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簽訂
《關於中醫高級臨床人才培訓的合作協
定》，對較高資歷的年輕中醫師進行培訓，

讓他們成為高水平的中醫理論及臨床骨幹人
才，未來會視乎疫情發展，繼續推進落實有
關計劃。
盧寵茂表示，特區政府會設立中醫藥發展
基金，為中醫藥界提供財政支援，包括推動
中醫藥科研項目，會進一步鼓勵香港學術、
科研機構和中醫藥界與大灣區其他機構合
作，開展更多中醫藥基礎理論、臨床及標準
制定方面的研究。政府亦正興建一所政府中
藥檢測中心，透過加強與不同地區的專業合
作，為中藥的檢測方法建立參考標準，支援
中藥鑑別及檢測方法的研究，加強業界對產
品的品質控制。
盧寵茂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加大推動中
醫藥發展的力度，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中
醫藥高地建設，同時加強粵港澳三地的交流
和合作，共同為建設大灣區中醫藥高地，融
入國家的「健康中國」發展大局而努力。

◆盧竉茂昨日透過視像在第四屆粵港澳大灣
區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大會致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