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茲海默症，又稱腦退
化症，是一種腦部認知功
能障礙的疾病，一般患者

會在記憶、理解和表達能力方面逐漸衰退。患病
初期會容易忘記剛發生或曾經熟悉的事情，例如
忘記如何回家；如病情惡化，患者在溝通和說話
方面亦會變得困難，嚴重的更無法辨認親友。
根據香港政府委託中大醫學院在2023年完成的

一項全港長者精神健康調查，在4,500名受訪的60
歲及以上的長者中，患有輕度和嚴重認知障礙症
的比率分別為 22%和 9.7%，有約七成居於安老院
舍長者罹患嚴重的認知障礙症，情況令人擔憂。
隨着人工智能（AI）的發展，或可有效地及早

發現是否患上阿茲海默症。中大醫學院領導的國
際團隊成功開發全球首個基於視網膜照片檢測阿
茲海默症的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模型，該
模型於檢測阿茲海默症的準確度為83.6%，成果喜
人。
研究團隊利用了 648 名阿茲海默症患者的
5,598 張視網膜照片和 3,240 名未患阿茲海默症的
人的 7,351 張視網膜照片，對一個由Google Re-

search 基於卷積神經網絡（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框架下的模型 EfficientNet 為主幹進行
訓練。
模型可透過輸入檢測者的四張視網膜照片（左
右眼兩張以視神經及黃斑為中心的照片）進行特
徵提取，根據特徵分析及推理得出檢測的結果。
另外，亦可加入與阿茲海默症相關的風險因素
進行分析，例如長期病患、年齡、性別等，來推
斷是否患上阿茲海默症。
過往檢查阿茲海默症的過程繁複或具有入侵
性，例如正電子電腦掃描或脊椎穿刺提取腦髓液
等，而且費用往往由幾千元至幾萬元不等，因此
不能廣泛地在社區應用。

有助社區篩檢 把握治療時機
現在以視網膜照片作檢測，能夠大大減低檢測
的成本，並可在短時間內得出結果，將來更可在
一些眼科中心、保健所及醫療診所中推行，大大
減少求診者的輪候時間，亦有助在社區中進行篩
檢，讓市民能夠及早發現，以免錯過最佳的治療
時機。

抗體療程讓血細胞「返老還童」

數揭秘奧 AI
檢
測
腦
退
化

影「

眼
底
相」

價
廉
便
捷

衰老是許多慢性疾病的重要風險因素，隨着年紀增長，我們自然

而然就更容易患上慢性疾病。在人口老齡化的當下，假如我們能夠

對抗衰老、延長大家健康的狀態，那將會對我們的生活、經濟和社

會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不少和年齡有關的疾病，都與身體中幹細胞

功能有關聯。這次就和各位分享一下，近日研究人員如何經由改善

造血的幹細胞，讓老年老鼠的免疫系統得以活化。

小結 ◆◆杜子航 教育工作者
早年學習理工科目，一直致力推動科學教育與科普工作，近年開始關注電腦發展對社會的影響。

解題過程中，之所以可以列舉出各樣情
況去把答案試出來，是因為階乘增長很快
的，計幾個數就會大於10000，那樣之後
就無需考慮。只需計算幾次，檢查一下條
件，很快就得出了答案。
題目對奧數入門來說是挺簡單的，不過
若果本身對階乘有點陌生，又怕試起來很
複雜，沒開始逐個去試就放棄了，那就可
惜了。
剛開始做題時，未必習慣於在經驗裏找
線索，或者以為要學些什麼新知識、新技
巧，才可以做得到，這都是很平常的事。
面對陌生的東西，平常人也會覺得可能要
學一些新知識才可以。
這其實有一個過渡的階段，就是初學者
遇上一些題目，乍一看沒思路，但又覺得
印象中學過類似的知識，或者按着題目的
條件嘗試一下，就會產生一些猜想。剛開
始這些嘗試解題的想法可能不完全正確，
會有些錯誤的部分，但糾正這些錯誤，也
是解難重要的一環。
開始嘗試解決難題的階段，多半會不斷

想起各樣覺得可能的想法，可以先寫下來
然後做些推論，對這當中錯誤的地方進行
驗證和反覆修正，這樣在增減之中，會浮
現出較確定的部分，之後將確定的部分嘗
試串連起來，可能就會發現解難的線索。
學生有時會急於寫一些正確的步驟，尤
其是對自己有要求的學生，很想將答案寫
得很工整，於是不太情願去寫一些可能出
錯的步驟，其實這相當於自設障礙，錯誤
無法用文字表達出來，在腦海裏又修正不
了，最後就會想不通。如果一邊寫一邊
改，把好的壞的主意都寫出來篩選一下，
那樣想法就清晰了。
經歷了訓練階段後，學生解題時錯誤的
想法會減少。在未解出題目前就能有許多
比較可靠、錯誤較少的推論和猜想是能力
提升的象徵。能想出多種解題思路，並且
大多正確是很不容易的。
思考能力要在嘗試、出誤與改正之中成
長，倘若因害怕出錯只想寫下正確的想
法，在思前想後之中，可能就錯過了許多
有用的嘗試。

造血幹細胞在整個生命周期中會不停
地分化成不同的血細胞，是這個研究的
重點。在年老的個體身上，這些造血幹
細胞會傾向分化成骨髓群系的血細胞：
這包括紅血球、血小板及幾種白血球
（例如巨噬細胞、嗜中性球和單核
球）；在年輕的個體身上，這些造血幹
細胞卻表現得較為平衡，除了分化成骨
髓群系的血細胞外，它們也會分化成淋
巴群系的血細胞，例如T細胞和 B細
胞，都是幫助後天免疫系統適應環境的
細胞。
研究顯示，老年人身體生產較多骨髓
群系血細胞的這個特徵，與減低後天免
疫能力、慢性發炎有關，令老年人更容
易患上血癌。
如此說來，讓血細胞的生產回歸平
衡，不再傾向製造骨髓群系的血細胞，
可以幫助改善健康嗎？
近日就有相關的研究以老鼠為對象，
得到意想不到的成果。老年老鼠有較多
的造血幹細胞傾向分化成骨髓群系的血
細胞，研究人員首先在這些造血幹細
胞表面找出它們特有的蛋白質，藉此可
以把它們區分出來，然後再運用能夠辨

認它們的抗體減低其數量，讓老年老鼠
的血細胞種類回復平衡。更可喜的是，
這樣的效果在兩個月後還能維持，並沒
有馬上消失。
那麼這個「抗體療程」對老鼠的免疫
系統有什麼影響？
在四個月後，這個療程還可以讓老年
老鼠的血液中有更多的、年輕的T細胞
和B細胞，這些細胞都能提升身體對新
病原體的免疫反應。這也代表老鼠血液
中衰老的T細胞和B細胞減少了，研究
顯示，這些衰老的細胞與免疫能力隨年
紀減退有關。
在接種疫苗以後，受過療程的老鼠也
會生產出更多的免疫細胞，更能夠抵抗
病毒的感染。這一切都代表這個療程能
讓老鼠的免疫能力得到改善。
不過，我們身體的運作並不那麼簡
單，增加淋巴群系的血細胞，讓它們像
年輕人一般活躍，卻會增加患上淋巴性
癌症的機會，如淋巴性白血病，就是在
年輕人中常見的癌症；但是提升淋巴群
系血細胞的能力，卻又可以幫助身體對
抗病原體感染和其他種類的癌症。所以
當中的利弊，需要更全面的考慮。

衰老如何影響免疫系統？

▶ 造血幹細胞會分化成不同的血細
胞。 網上圖片

▲顯微鏡下白血球與細菌。
網上圖片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免疫系統研究或可為我們的生活、經濟和社會帶來許多積極的影響。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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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https://cuhkjc-aiforfuture.hk/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及教育學院聯合主辦，旨在透過建構可持續的
AI教育生態系統將AI帶入主流教育。通過獨有且內容全面的AI課程、創新AI學習套件、建立教師網絡並
提供AI教學增值，計劃將為香港的科技教育寫下新一頁。

為未來智
◆◆ AI只需一分鐘即可運算出「風險評估分數」，以偵測接受檢查者患有阿茲海默症的風險。 資料圖片

明白衰老背後的原理，對預防與年老有關的疾病十分重要。今次的研究，為這個問
題提供了重要的資訊，幫助我們發展出更完善的方法去活化我們的免疫系統。

出錯不可怕 嘗試才進步

問題：求兩位數AB—，使得該數的平方是A！+1。
答案：試取A為4，5，6，7，……，得4！+1=25，5！+1=121，6！+1=121，7！

+1=5041。若A再大一點，計算出來的數已超過10000，不會是兩位數的
平方。檢算各數之中，符合條件的只有其中最後一個5041是712，因此
該數是71。

◆ 張志基
簡介：奧校於1995年成立，為香港首間提供奧數培訓之註冊慈善機構(編號：91/
4924)，每年均舉辦「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旨在發掘在數學方面有潛質的學
生。學員有機會選拔成為香港代表隊，獲免費培訓並參加海內外重要大賽。詳情可瀏
覽：www.hkmo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