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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微生物學系及愛滋病研究所的

研究團隊最新研究發現，NMN（又稱艾沐茵）可結合目前主流愛滋

病（又稱艾滋病）療法重建免疫細胞，有望成為對抗愛滋病及免疫系

統異常激活性疾病的治療藥物。該研究已在著名期刊《刺針》（The

Lancet）旗下子刊物《eBioMedicine》發表。然而，NMN究竟是什

麼？為何它有望成為治療「世紀絕症」的良藥？大公文匯全媒體日前

專訪香港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愛滋病研究所所長兼

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陳志偉，以及基因港（香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兼總裁、香港中文大學兼職教授王

駿，嘗試揭開NMN的神秘面紗。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章芸菲

對於推動學者去研究新療法的動因，很可能是舊有療法有待
改善的空間。陳志偉表示，愛滋病毒是導致人體免疫缺陷的主
要致病病毒，它主要摧毀人體的CD4細胞（免疫細胞），而這
種細胞對於人體行使免疫功能非常重要，「隨着病毒不斷地把
這種細胞摧毀，人體免疫功能會下降，就會出現很多機會性感
染，例如像細菌、真菌，甚至腫瘤的發生，維持CD4細胞的功
能對於人體尤為重要。」

「雞尾酒療法」僅把病毒在體內壓制
陳志偉進一步指出，在臨床上，從1996年以後，何大一教授
當時在全世界範圍推廣用「雞尾酒療法」，把愛滋病毒在體內
壓制到檢測不到的水平，令很多患者現在可以生存幾十年，或
者是和正常人生活工作都差不多。不過，從1996年到現在為
止，在多年累積的相關治療數據中發現，在治療過程中，並不
是所有的愛滋病患者免疫細胞，特別是CD4細胞可以恢復到健
康人的水平，「有的患者甚至就是根本沒有恢復，那麼患者依
舊是處於免疫的亞缺失狀態，容易死於免疫狀態不好而發生的
各種各樣的疾病」。
陳志偉坦言，目前在臨床上來講這是很大的難題，而且在全
世界範圍內，針對此難題沒有好的一個方法來解決，即是沒有
一個很有效的干預手段能夠控制患者愛滋病毒，同時還能有效
地令CD4細胞恢復到健康人的水平。
關於NMN對治療愛滋病的作用，陳志偉表示，香港大學愛滋
病研究所在近期的研究中發現，當NMN和「雞尾酒療法」聯合
使用時，實驗樣本的CD4細胞在將愛滋病毒壓制住的同時也在
進行恢復，「在進行實驗過程中，我們模擬了實驗樣本在感染
愛滋病毒過程中CD4細胞損傷的過程。這次研究驚奇地發現，
當我們把NMN和『雞尾酒療法』聯合使用時，『雞尾酒療法』
將實驗樣本的病毒壓制住，NMN令樣本的免疫細胞功能得到恢
復，減少了過度的激活。」而值得一提的是，實驗樣本免疫細
胞CD4的數量在此情形下恢復速度非常快，「這讓我們發現在
全球很重要的傳染性疾病即是愛滋病的感染過程中，NMN存在
潛在的治療效果。」
既然在相關研究取得突破性發現，研究團隊下一步又會有什
麼計劃？陳志偉表示，當他在內地的愛滋病大會將研究結果與
大家分享後，當時有很多臨床醫生就提出能不能一起做合作研
究。「我們現在已經與深圳第三人民醫院感染與免疫科主任醫
師王輝接洽，我的博士後學生莫博士也已經起草了整個研究方
案。」
由於下一步計劃涉及NMN在過去疾病過程中的表現，陳志偉
指出，目前他們在實驗設計當中已經開始初步探討執行的細
節。他提到，在這個過程中很重要的一步是需要得到醫院倫理
委員會的批准，整個過程也要符合醫用藥物做臨床實驗的要
求。按照研究團隊的計劃，他們希望一開始先做一個小規模的
實驗，以了解實驗樣本所需的藥物濃度，如果實驗能得到批
准，那麼會與王駿教授合作推進項目。
王駿提到，基因港是目前唯一一間能夠區分NMN中有多少α
和β的公司，β是有效成分，而α是無效甚至有害的成分，
「這對臨床非常重要，因為藥品需要高純度且不能有副作用，
與此同時，公司還通過合成生物學的技術手段降低了NMN原本
昂貴的成本，做到可以讓廣大有需要的老百姓都能夠享用到
它。」

這次香港大學愛滋病研究所的研
究成果得到多方支持，那麼對於學
界與商界或是內地與香港的合作方
面，又有怎樣的借鑒意義？王駿指
出，此次研究成果涉及到的合作包
括產學研（企業、高校、科研機
構）的合作，以及地域合作，即香
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之間的合作。
做這樣一個比較大型的實驗，需要
解決許多問題。在材料方面，除了
有香港醫院提供的材料，深圳的醫
院亦提供了一些愛滋病病人的材

料。這次香港大學愛滋病研究所關
於NMN的研究成果，是各方合作
成果的體現。
王駿亦提到，香港有世界頂尖的
大學，這些名校有很雄厚的科學實
力，如果能夠和企業、和大灣區的
其他一些機構結合起來，實際上是
可以做很多好的基礎科學，「基礎
科學成果還可以轉化成實際的產品
或一些臨床的藥物，在這方面香港
高校大有可為。」
此項目由王駿教授發起，港大與

基因港簽署正式合作協議後開展研
究，由香港大學愛滋病研究所承擔
完成。陳志偉表示，王駿教授剛開
始指出NMN可能是對免疫有調節
作用，讓他們去試，最後試完的結
果超出開始的預期，「此次項目的
合作模式十分值得推廣，如果基礎
研究和臨床能夠進一步轉化，將這
樣鏈式的合作關係在香港建立起
來，那麼對於促進香港的科技發
展，以及對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
會起到非常有益的推動作用。」

關於 NMN 以及其對人體的作
用，王駿表示，NMN即是煙酰胺
單核苷酸，主要的生理功能是在人
體內迅速地變成另外的物質：
NAD+；NAD+（又稱輔酶Ⅰ），
從科學上講它是維生素，是維生素
B3的活性成分，NAD+是在我們身
體裏面所有的物質中最重要的物
質，因為它牽涉到我們體內80%以
上的生理功能，具體來說包括五大
功能。
第一，它對人類維持正常的免

疫系統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第
二，我們體內 95%以上的生物能

量是依靠它來產生的；第三，它
對我們人體的神經信號的傳遞是
必不可少的；第四，哈佛大學Da-
vid Andrew Sinclair 教授在 2013 年
12 月發現，NAD+實際上是人體
抗衰老的重要物質，人類體內的
NAD+的水平取決於我們衰老的程
度 。 換 句 話 說 ， 當 人 體 內 的
NAD+水平降到比較低的水平，就
會引發一系列衰老的症狀，引發
衰老的進程。第五是 David An-
drew Sinclair 教授大約在七年前發
現NAD+對修復DNA的損傷、對
基因突變的修復也是不可或缺的

物質。
王駿指出，綜上所述，現在在科
學界有這樣的共識：NAD+是我們
體內最重要的物質。簡單說明
NAD+和NMN的關係，就是NMN
可以通過口服進到血液裏面，然後
在血液裏面迅速地轉化成NAD+，
而 NAD + 的 唯 一 的 來 源 就 是
NMN。
自2013年以來，國際權威學術期

刊Science, Nature, Cell等持續不斷
發表人體和動物研究成果，反覆證
明補充NMN可有效增加和恢復體
內NAD+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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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天氣轉冷加上
長假期，過去數天多間公立醫院的急症室，求
診輪候時間最長超過8小時。全港急症室每日
首次求診人次由假期前每日大約有 4,300 人
次，急增至假期最後一天的每日5,600人次；
經急症室進入內科病房的人數，由每日約800
人增至每日超過 1,000 人，內科病房使用率
103%。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聖誕節
長假期前，衞生署及醫管局已做好準備，醫管
局亦已啟動應急機制，公營醫療服務大致維持
正常。
天氣轉冷使不少市民生病，多間公立醫院急

症室都出現求診人潮，其中沙田威爾斯親王醫
院昨日有不少呼吸道感染的病人求診，與家中
長者到醫院求醫的黃女士稱：「（長者）呼吸
不舒服，（跟早前轉天氣）都有些關係的。」
探病的鍾女士則表示，「冷都有些原因，吃了
些東西可能不是很適應，敏感、透不過氣，這
幾天冷，老人家容易不適。」

家庭醫生：長假後求診人數多三成
私家診所方面，有家庭醫生指長假過後求

診人數比假期前多三成，當中一兩成病人是
新冠或流感快測陽性。家庭醫生林永和指

出：「我們診所今早（昨早）已大排長龍，
有些急病，發燒、傷風、咳這些個案特別
多，另外不少是長者，有些心跳快、血壓
高、頭痛、頭暈。」
盧寵茂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表示，過去數日

長假期，急症室每日首次求診約5,600人次，
內科病房使用率103%，但他強調公營醫療服
務仍維持正常。「一些個別急症室，確實有部
分市民輪候時間較長，不過我要強調，我們有
有效機制做分流管理，一些非常緊急或次緊急
的個案，是不會受流感或新冠病人這些輕症的
影響。」

籲高新冠風險群組速打針
另外，盧寵茂表示，新冠變異株JN.1被世衞

列為需要關注的變異株，但現時無資料顯示有
較高的致病率或致死率，政府會密切留意情
況。他呼籲市民尤其是高風險群組，盡快接種
疫苗。
他表示，局方一直監察新冠情況，污水監測

顯示新冠病毒活躍程度仍處於低位，每100個
上呼吸道感染病人樣本，不足 5%是新冠個
案。但他指隨着天氣在聖誕假期時轉冷，大家
聚集活動增多，新冠個案下月或會增加。

長假公院急症室迫滿 盧寵茂：已啟動應急機制

艾沐茵結合主流療法 啟發抗愛滋新方向
港大醫學院研究團隊揭NMN神秘面紗 有望成治療「世紀絕症」良藥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微生物學系及愛滋病研究所的研究團隊最新研究發現，NMN可結合目前主流愛滋病
療法重建免疫細胞，有望成為對抗愛滋病等的治療藥物。圖為香港大學的一間醫療實驗室。 資料圖片

◆香港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愛滋病研究所所長兼微
生物學系講座教授陳志偉。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Sunny 攝

◆基因港（香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兼總裁、香
港中文大學兼職教授王駿。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Sunny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