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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國務院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翌年，香港中
文大學在河套深圳園區成立香港中文大學深
港創新研究院（福田），目的是依託香港的
基礎科學研究優勢以及深圳的產業化優勢，
進一步促進深港合作所打造國際一流的專注
於機器人、人工智能及醫學領域的研究機
構，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在智能醫療與公共衞
生服務業等領域的蓬勃發展。

國家支持讓港團隊充滿信心
秦嶺選擇了港中大劉雲輝教授主導的手術
機器人，作為首個落地河套深圳園區的項
目。港中大在醫療機器人以及人工智能領域
有着多年的技術積累與沉澱，而河套深圳園
區則背靠珠三角和內地市場，擁有機器人製
造所需要的零部件與高超的生產工藝，「兩
者的結合，既是『珠聯璧合』又是『雙向奔
赴』。」秦嶺如此總結。
經過幾年的積澱發展，深港創新研究院已
研發出三種新型手術輔助機器人系統，其中
一台已成功進行臨床醫學實驗，並與深圳市
龍崗區耳鼻咽喉醫院、華中科技大學協和深
圳醫院等建立了合作關係。
據了解，醫療產品尤其是創新型醫療產

品的產業化過程非常複雜。以現有的一個
三類植入醫療器械為例，研究成果出來
後，首先要進行中試，之後進入臨床階
段，檢驗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只要中間
任意一個環節有問題，就很難在短短幾年
內完成臨床轉化；相應地，戰線拉長後需
要的人力、物力、資金力也就會增加。」
讓秦嶺感到欣慰的是，國家的支持讓香港
科研人員來內地發展充滿了信心，「全球
基本沒有其他國家能有深港合作這樣的優

勢，兩地政府為我們這些科研團隊提供了
全方位的支持。」

正與長三角產業園接洽合作
研究院所在的河套深圳合作區，不僅為港
中大深港創新研究院提供了深港國際科創園
中兩層樓作為辦公室、實驗室、展廳，還提
供了項目啟動資金支持、項目對接及宣傳機
會、園區中港校港人港企的各類便利優惠政
策等。
現在，秦嶺正在深圳尋找合適的中試場
地，他認為光明區就是有源醫療器械產業化
不錯的選擇之一：不僅距離河套合作區、香
港近，也是生物醫藥產業的聚集地。同時他
也會前往長三角地區進行考察，這裏擁有醫
療器械設備製造優勢，「蘇州、常州、無錫
等地的產業園都很歡迎我們項目入駐，當地
也已有感興趣的企業正在與我接洽探討科研
成果的轉化合作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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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的落地，離不開企業的

建立和運作。「對於我們這些搞研

究出身的人來說，做企業每一步都是重新探索，

並不容易，但我堅信，做好產學研的有機結合是

未來科研發展的趨勢。」秦嶺說道。在港中大任

教 30 年來，當前最大的感受是香港對於高校研究

成果轉化的大力鼓勵與支持。「從前我們做項

目，是向政府相關部門申請數量有限的課題項目

基金。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產學研 1+計

劃』，對項目的產品轉化及投融資等方面提供機

會，也提出了配對要求，這就必須成立公司來執

行和實現落地。」秦嶺很贊同這樣的政府引導舉

措，「我們科研人員能夠直面市場需求，讓市場

來鑒定和判斷項目的價值。」

秦嶺將自己的項目比喻為撫養孩子，做科研是

「懷胎十月」，科研成果發布是「孩子出生」，

市場化過程則是「養大孩子」，「生下了孩子，

還需要長久的關注與呵護。項目組建立公司，就

可以為『孩子』進行一條龍服務，培養其成才，

而不是將專利直接轉讓就完成使命。」秦嶺認

為，即使市場化需要融資，也會更青睞有「培養

孩子成才」資源的合作夥伴，「這樣『父母』都

投入了心血，才能在他成長過程中不缺位，讓他

健康、茁壯長大。」

國際化視野與合作是重要優勢
作為香港高校，國際化視野與合作亦是重要優

勢 。 去 年 12 月 ， 歐 亞 卓 越 轉 化 醫 學 中 心

（TEA-NET）在香港中文大學揭牌成立。該中心

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先進院與歐洲科學院匈牙利

塞梅維什大學轉化醫學中心等合作夥伴共同建立，

是歐洲科學院在歐洲以外一個重要的共建轉化醫學

平台。「希望我們的『孩子』能通過這樣的方式，

接觸國際的高水平人才。更重要的是，這個優秀的

『孩子』能走向國際，讓其他國家看到我們的國際

合作和不斷壯大。」

科研，從「懷胎十月」到「養大成才」

在幾十年的科研生涯中，秦嶺帶領團隊在
國際知名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不少學術成果研
究文章，「高質量論文能讓世界看到中國學
術與科研的力量，也能推動產業變革，讓中
國走在全球前沿，生產出創新型醫療器械產
品。」秦嶺表示。
含鎂多孔骨科植入支架材料的研究，是秦

嶺和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轉化醫學研發中心
原創的重要項目之一。面對難以治癒的骨
病，新型鎂基植入器械不僅在力學性能上與
骨骼相近，而且其降解過程中釋放的鎂離子
能顯著促進骨再生，優勢十分明顯。
此前，中國沒有含鎂的三類醫療器械產品

生產，秦嶺團隊的研究面臨着難以通過藥監
局審批、拿到市場准入的難題。為此，他從
源頭出發，帶領研究團隊發布論文來逐步樹
立研究的權威性，建立相關標準。
團隊前後在骨科鎂基內植物方向共發表了
90多篇研究文章，其中的5篇文章在該領域
全球1萬多篇論文中位列被引用最多的前十
名，「近年來，鎂在骨科的應用開始成為全
球熱點，包括美國在內的研發團隊開展研究
時基本都會引用我們的內容。」

共辦學術期刊 增國際影響力
秦嶺帶領團隊帶動了現有的國際標準的改

變，中國由此慢慢接受了該類醫療器械，他們
的產品方案也開始進入審批流程。秦嶺表示，
該產品的臨床實驗在2024年初已經全部做完，
團隊和孵化企業做完總結報告交由國家藥監局
認證後，便能正式進入量化生產和臨床應用了。
此外，秦嶺還參與創辦學術期刊，增強中
國高校及科研團隊在國際上的影響力。2013
年起，其與華盛頓大學醫學院Regis James
O'Keefe教授一起擔任JOT雜誌共同主編。
該期刊從 2018 年起正式被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國際權威檢索數據
庫收錄。2023年統計數據顯示，JOT雜誌在
321本骨科與運動醫學中排名第5位。

發表高質量論文 探索新材料醫用標準

●秦嶺是美國醫學與生物工程院院
士、歐洲人文和自然科學院外籍院
士，任職港中大30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永愛 攝

病理學與病理生理學專
家、骨科專家，美國醫學
與生物工程院院士、歐洲
人文和自然科學院外籍院

士。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助理院
長、卓敏矯形外科與創傷學教
授，香港中文大學深港創新研究
院（福田）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
醫學院李嘉誠研究所骨科創新藥
物和生物材料中心主任，中國科
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醫工所
轉化醫學研究與發展中心主任。
秦嶺長期致力於骨科疾病的基
礎研究、應用研究、轉化研究，

深耕於骨科疾病的影像學診斷技術手段、病因病生理機制、防治策略方法等領域的創新發展。截
至2023年5月，秦嶺已在《自然．醫學（Nature Medicine）》《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
tion）》《先進科學（Advanced Science）》《今日材料（Materials Today）》《生物材料（Bio-
materials）》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420餘篇。

特稿

●2023年3月，港中大深港創新研究院正式揭幕。左二為秦嶺。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港中大深港創新研究院中港中大深港創新研究院中，，智慧醫療機器人智慧醫療機器人
團隊在介紹研究成果團隊在介紹研究成果。。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秦嶺任職港中大秦嶺任職港中大3030
年年。。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永愛記者胡永愛 攝攝

秦

嶺

歲末年初，周一早上 9點，香港中文大

學醫學院助理院長秦嶺風塵僕僕趕到河套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深港國際科

創園，一套休閒西裝、一個電腦包和一個

黑色行李箱，便是他未來一周出差內地多

個城市的所有行李。「下午要參加河套的

一個工作會議。接下來幾天要去佛山、武

漢、常州，周日才能再回到香港了。」他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簡單介紹了未來一周的

工作安排。

秦嶺的另一個身份是深港創新研究院（福

田）院長，也是研究院的單位法人。香港、

深圳兩地工作已成為日常工作狀態。為港中

大科研團隊在內地找到中試平台及成果轉化

的合作機構，是秦嶺的重要工作內容。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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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
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19日宣布，神舟十九號航
天員乘組狀態良好，空間站組合體運行穩定，
將於近日擇機實施第二次出艙活動。去年12月
17日，神十九乘組圓滿完成第一次出艙活動，
完成空間站空間碎片防護裝置安裝、艙外設備
設施巡檢及處置等任務，用時9小時，刷新中
國航天員單次出艙活動時長紀錄。此後，神十
九乘組先後完成了空間站內設備檢查維護、全
系統壓力應急演練、第二次出艙活動準備等工
作，承擔的空間材料科學、空間生命科學、航
天醫學等領域實（試）驗項目穩步推進。

在軌超過80天 多項實驗穩步推進
目前，神十九乘組在軌已超過80天，工作進

展順利，身心狀態良好，空間站內各項科學實
（試）驗持續開展中。官方最新發布的Vlog顯

示，神十九航天員在軌驗證了地外生存的一項
「黑科技」。
據介紹，在空間新技術與應用領域，乘組開

展了地外生存人工光合作用技術試驗項目相關
工作，使用採樣罐對裝置內部反應物進行採

樣，並完成下行樣品存儲。此項技術可通過物
理化學方法模擬綠色植物的自然光合作用，將
密閉空間和地外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資源原位利
用，製備氧氣和含碳燃料，為未來人類地外生
存和探索提供重要技術支撐。

在微重力物理科學領域，神十九乘組對流體
物理實驗櫃固液介觀實驗單元進行了拆裝，並
完成實驗樣品盤安裝相關工作。此外，乘組還
完成了無容器櫃實驗腔體樣品清理、實驗樣品
更換、軸心機構電極維護等多項操作。
神十九乘組多項在軌訓練相繼開展。交會對

接訓練是航天員在軌期間的專業技術訓練之
一，乘組利用元認知訓練系統，完成了不同初
始條件下的圖像辨識等訓練內容。此外，乘組
開展了醫療救護在軌訓練及模擬空間站失火工
況下緊急撤離的應急救生在軌訓練。
在站內設備檢查維護方面，乘組按計劃開展

了空間應用流體回路循環泵在軌更換等多項工
作。空間應用流體回路系統，是空間站各艙段
內控制和調整空間科學應用載荷及其支持設備
溫度的重要熱控子系統，保障了各項空間科學
實（試）驗的順利開展。

神十九航天員驗證地外生存「黑科技」擇機第二次出艙

●神十九乘組在軌已超過80天，開展了地外生存人工光合作用技術試驗項目（右圖）等實驗。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