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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2024年1
月9日15時03分，中國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採用長
征二號丙運載火箭，成功將愛因斯坦探針科學衛星發
射升空，衛星順利進入預定軌道，發射任務取得圓滿
成功。據介紹，愛因斯坦探針衛星是中國科學院空間
科學先導專項繼「悟空」「墨子號」「慧眼」「實踐
十號」「太極一號」「懷柔一號」「夸父一號」之
後，研製發射的又一顆空間科學衛星，它被稱為是宇
宙天體爆發的捕手，能精準捕捉到更加遙遠和闇弱的
暫現源和爆發天體，探尋來自引力波源的X射線信
號，對研究恒星活動、黑洞和中子星等緻密天體的形
成、演化、併合等過程具有重要科學意義。
「探針在天文學的探測設備裏邊是經常用的一個
詞語，表示是一個可以用來探測未知領域的工
具」，愛因斯坦探針衛星首席科學家袁為民說。這

顆衛星可以捕捉宇宙中突然出現的一種爆發的現
象，或者是天體的劇烈活動，這種在宇宙中忽然出
現、持續一段時間、轉瞬即逝的天體也被稱為暫現
源。宇宙中壯觀神奇的暫現源和爆發源，在很短時
間內可以輻射巨大能量，這些能量集中在X射線波
段，呈現複雜的亮度變化，就像不斷綻放的「宇宙
焰火」。愛因斯坦探針衛星將運行在距離地面600
公里的軌道上，是國際首次在軟X射線波段開展大
視場、高靈敏度、動態成像巡天監測。它就像一個
宇宙天體爆發的「捕手」，精準捕捉更加遙遠和闇
弱的暫現源和爆發天體，同時監測已知天體的活
動，探究其本質和物理過程。

首次大規模運用「龍蝦眼」成像技術
愛因斯坦探針衛星共搭載了寬視場X射線望遠鏡

（WXT）和後隨X射線望遠鏡（FXT）兩台有效
載荷。科學家們想捕捉到更遙遠、更加闇弱的爆發
現象和暫現天體，就需要望遠鏡具有更寬的視野、
更高的靈敏度和空間分辨率。愛因斯坦探針衛星在
國際上首次大規模運用了「龍蝦眼」微孔陣列聚焦
成像技術。專家介紹，龍蝦眼睛由很多方形微孔組
成，這種複眼結構讓龍蝦獲得很大的視野，科學家
從龍蝦眼睛奇特的聚焦成像中受到了啟發，提出了
仿生「龍蝦眼」的微孔陣列X射線聚焦成像原理。
經過多年科研攻關和自主創新，中國科學家們最終
給愛因斯坦探針衛星裝上了「龍蝦眼」望遠鏡，實
現觀測靈敏度和空間分辨率相比同類型設備提升10
倍以上，探測能力國際領先。
據介紹，發射升空後，科研團隊首先將對衛星展開
在軌的全面測試，對衛星和載荷的性能進行一系列驗

證。值得一提的是，在愛因斯坦探針正式投入觀測
後，一旦發現新的暫現或爆發天體，衛星不僅能自動
調整姿態、快速指向並鎖定目標，開展精細的自主觀
測，其暫現源的警報系統還能通過北斗網絡下傳到科
學運行中心，引導全球的天文望遠鏡開展多波段後隨
觀測，來獲得更為豐富的觀測數據。協同觀測合作，
可以令探測能段覆蓋得更寬，探測效果更好，更好地
推動科學家對動態宇宙和極端宇宙的認識。

捕捉宇宙天體爆發 中國發射愛因斯坦探針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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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今屆「灣
高賽」共有16個港澳項目，其中香港項目獲得不俗成
績。除了香港理工大學團隊獲得金獎，來自浸會大學
的「基於多模光電探測器的可溯源水果品質無損檢測
與物聯網解決方案」亦成功入圍大賽50強，榮獲優秀
獎。頒獎大會上，項目與位於廣州的華南新材料創新
園簽約合作，有望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率先啟動商業化
落地。
浸會大學物理系教授朱福榮於2018年啟動「日盲近
紅外光探測技術」在水果品質無損害檢測領域的研

究，並成功開發了一種新型的紅外探測器，運用多模
式、多頻段的光探測技術無損害檢測水果糖度、酸度
和含水量的信息。

與基地簽約 加速商業化進程
朱福榮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該技術方案只需

要一台小小的探測設備，水果放置在設備上，就
可精準探測其糖分子機器化學基因在近紅外光譜
範圍內的吸收行為，並通過機器學習算法分析建
模，從而檢測出不同水果的品質情況。目前，該

技術已在30多種水果上顯示出優良的檢測效果。
「傳統的檢測方法，是需要進行創傷檢測，即要剖
開水果，取得樣本後再使用傳統技術進行檢測，耗時
耗精力，且檢測結果未必精準。而我們這套方案，只
要將水果放置在設備上，當即就顯示各項指標，非常
便捷、精準。」朱福榮說。
據介紹，該技術方案可運用到果樹掛果期、物流、
倉儲、商超各環節，果農、批發商、零售商乃至消費
者，均可自行檢測。比如果農可以根據檢測結果，精
準進行果園管理，精準把握採摘時間。對於倉儲和商
超來說，亦可根據檢測結果進行精準收發貨及銷售，
效率大大提升。
朱福榮介紹，以此次「灣高賽」獲獎為契機，該項
目將全面啟動商業化。可喜的是，正是在本次賽事
上，項目獲得大灣區各地業界的關注，得以與孵化基
地簽約，加速了商業化進程。

浸大團隊「水果無損檢測技術」
與穗產業園區簽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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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會大學物理系教授朱福榮在水浸會大學物理系教授朱福榮在水
果無損檢測領域取得突破果無損檢測領域取得突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對於香港團隊和項目在今屆「灣
高賽」取得的成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知識產權署署長黃福來表示可喜可賀，認
為這體現了香港創科發展的良好勢頭。他期
待未來有更多香港創科成果，利用「灣高賽」
的平台，進行市場化應用落地。黃福來並介紹，
國家知識產權局去年1月開展試點項目，對香港特
區申請人在內地發明專利的優先審查作出便利安排，
到目前，香港已有20家大學、企業等受惠。
根據該試點項目，自2023年1月1日起，香港特別行政

區永久性居民、依據香港特區《公司條例》成立的公司和香港特區的其他法
律實體或組織，可通過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廣州代辦處和深圳代辦處提交
相關申請材料，使符合相關條件的發明專利申請可在內地獲得優先審查。

港推進建立專利人才團隊
黃福來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研發和先進製造業的重要基地，是創新要素

最為聚集的地區之一。高質量的創科發展一直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
目前已在多方面制定新措施以落實「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包括成立
「新型工業發展辦公室」，以產業導向為原則推進「新型工業化」；設立
100億港元「新型工業加速計劃」，支持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
學及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優勢科技產業的企業。
在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制度方面，香港自2019年推出原授專利制度，

至今已收到超過820項原授標準專利申請，批予接近90項原授專利，當中超
過一半的申請源自內地與香港。
黃福來指，為了鞏固原授專利制度，特區政府正全力推進建立專利人才團

隊，目標培育多達100名審查員，爭取在2030年自主進行專利實質審查。此
外，亦計劃今年上半年提出立法建議，推行「專利盒」稅務優惠，對由專利
所產生之利潤的稅率，由現時的16.5%大幅調低至5%，以鼓勵更多研發成果
商品化。為提升本地專利代理服務質素，還會籌劃規管安排。
「『灣高賽』是大灣區的旗艦活動，今屆參賽項目數量創歷屆新高，技術

領域分布多元化，可見區內人才匯聚，創科生態蓬勃。」黃福來說。

◆◆愛因斯坦探針衛星發射愛因斯坦探針衛星發射。。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項目技術方案檢測脊柱側彎項目技術方案檢測脊柱側彎，，精度已完全精度已完全
不亞於不亞於XX光機光機。。圖為鄭永平教授在為個圖為鄭永平教授在為個
案做檢測案做檢測。。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全球有數千萬人困擾於脊柱側彎問題，而
中國就有500萬名患者，其中又以兒童

和青少年為主，且呈快速增長趨勢。脊柱側
彎給患者的成長帶來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創
傷，是一個困擾全球的社會難題。X光檢測
是篩查和診斷脊柱側彎的金標準，越早診斷
治療效果越好。然而，由於檢測過程中存在
輻射，特別是反覆檢測，研究表明對少年兒
童的身體帶來很大的傷害，甚至可能造成終
身遺憾。

精準尋找標誌點 持續攻關20年
香港理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創始系主任
鄭永平是全球人工智能與圖像處理領域頂尖
專家，早在二三十年前，他就將工程學與醫
學結合，組建不同學科團隊，着手探索超聲
成像技術篩查和診斷脊柱側彎。研究成果逐
漸累積，並在近年取得突破性進展，很快便
註冊中慧醫學成像有限公司，着手市場化落
地。
團隊成員之一、中慧醫學成像有限公司研

發總監孟強介紹，該項技術的突破性有三方
面，包括精準的空間定位技術、AI圖像分割
技術和三維超聲脊柱側彎評估技術。
「比如切割出來的圖片有很多標誌點，裏

面有大量的垃圾信息，要精準尋找到標誌
點，單單這方面的研究，我們就持續攻關20
年。」孟強說。

手持式設備 20秒左右完成診斷
如今，該項目技術方案檢測脊柱側彎，精

度已完全不亞於X光機。在操作上，X光機
需要專門設立一個專用操作室，而香港文匯
報記者看到，ScolioscanR項目只需要一個大
小與家用吹風機相若的手持式設備，再接入
PC電腦與軟件連接，20秒左右即可完成診
斷，十分便捷，即便在家用場景使用亦不存
在問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全方面，該技術

方案實現了零輻射，這對於少年兒童來說，
顯得尤為重要。根據丹麥的一項研究，脊柱
側彎病人在青春期因為診斷和治療期間平均
使用16次X光檢查，25年後相比同齡人癌症

發病率高出4.8倍。

已在多國投入試用
超聲檢測只需百元

孟強介紹，傳統X
光檢測，單次費用
在三五百元人民
幣，而他們超
聲檢測只需
要100元左
右。對於需
要多次覆診
的患者來說，
亦減輕了經濟負
擔。
該項目產品在業界

面世後，得到廣泛認
可，已在多國投入試
用。在國內，包括廣東省
新苗脊柱側彎預防中心在內
的公益合作方，已經對近百萬
少年兒童進行了檢測，檢測結果
獲得高度評價。
孟強介紹，除了城市大型醫療機構，該項

目未來可拓展至教育、基層醫療乃至體育訓
練等多領域。「每個學校都有校醫、體育老
師，內地亦有大量的鄉村醫生。目前，我們
仍在融資，相信不久的將來，村醫、校醫也
可用上我們的成果。」孟強說。
孟強援引鄭永平教授的話指，過去數十
年，我們科研人員所做的很多研究，都是在
追隨國外同行，別人做了一二十年的工作，
我們在別人的基礎上再做。
「我們中國人能不能做一些引領世界潮流

的事情，不讓別人牽着鼻子走，而是我們反
向『卡脖子』。這是我們團隊的思考，並為
此孜孜不倦開展科研攻關。如今取得一些成
績，我們也很自豪。」孟強說。
孟強亦特別推崇內地和特區政府對創科的

支持力度。比如，團隊在全球布局了100多
項專利，每年專利費便達數百萬元。在特區
政府政策支持下，一半以上的專利費獲得政
府專項報銷，大大減輕了團隊的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香港理工大學鄭永平教授團隊，全球首創將診斷心臟、肝臟、腹中胎兒等

軟體組織的超聲技術運用於骨組織檢查，在脊柱側彎的篩查、診斷和追蹤中取得巨大成功。9日，由粵港澳三地共

同主辦的2023年第五屆粵港澳大灣區高價值專利培育布局大賽（下稱「灣高賽」）頒獎大會上，這一 「基於三

維超聲成像的無輻射脊柱側彎檢測系統」的項目（下稱「ScolioscanR」），從800餘個參賽團隊中脫穎而

出，在賽事最高的10個金獎中佔有一席之位。目前，該項目已經獲得逾一億港元的融資，透過「灣高賽」

等平台，正在國內外全面與醫療機構合作，逐漸替代X光掃描這個檢測金標準，未來還有望將這套技術和

方案服務於基層醫療。

◆◆中慧醫學成像有限公司研發總監孟中慧醫學成像有限公司研發總監孟
強展示脊柱側彎檢測技術平台和設強展示脊柱側彎檢測技術平台和設

備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