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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打造香港成為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創科發展不但為本港經

濟注入新動力，改善市民生活質素，並

為年輕人創造優質的工作機會。香港中

文大學工程學院院長曾漢奇日前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時，形容本港近年有着眾

多科研機會，他會以院長身份鼓勵教授

們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從事更多頂

尖而具影響力的應用研究。早前他更以

首席研究員身份，憑科研項目「用於傳

感及光互聯的矽光集成晶片」獲創新科

技署「產學研1+計劃」資助成立初創公

司，期望公司產品日後有助醫療儀器、

數據中心等發展，並想讓更多學生和年

輕人看到，於本港修讀工程學科的機遇

所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港青投身工程學科機遇處處
中大工程學院院長指港科研機會多 獲創科署資助組初創公司

「在申請『產學研1+』的項目時，我們致
力於提供可用於未來光學相干斷層掃描

（OCT）系統的新型矽光晶片。」曾漢奇分享
指，OCT系統可以被眼科醫生、皮膚科醫生和
心臟科醫生用於視網膜、可能致癌的皮膚痣，
以及體內動脈中的斑塊成像。「現時OCT一般
需要用一台昂貴的大型儀器去做，而我們的研
究，可能只要用上1cm不到的微小晶片，就可
以做到OCT的功能。第一它可以便宜許多，第
二將來可能一部手機就可以睇到3D影像。」

曾漢奇冀將OCT手提化有利醫療
他表示，這樣可以使OCT系統由傳统台式機
尺寸縮小到手持設備的大小，使其成為無處不
在的手持工具，在降低成本的同時能進一步提
升性能，使其擁有比傳統OCT系統更高的掃描
速度，並有可能擴展消費級醫療保健成像系統
至手機應用市場。
「其實我們一些客戶，本身也是我們的投資

者，只因他們都需要這方面的科技，願意投資
並鼓勵我們成立公司。或許『產學研1+計劃』
選擇我們，也是因為看到業界的大力支持。」
為此，曾漢奇找來三個學生開設公司「港芯光
學」，「除了應用到醫療儀器外，公司另一個
關鍵產品是利用我們先進的矽光子技術，透過
利用光的雙偏振來傳輸不同的數據通道，使硅
光晶片收發器的數據傳輸速率翻倍」，而這有
望助促進數據中心的發展。
曾漢奇自去年獲中大委任為工程學院院長，
他認為科研人員應該致力以創新方法解決社會
問題，因此會鼓勵教授們轉化應用科研成果，
抓緊在香港發展新興高科技產業的機會，推動
香港未來的經濟增長。「同時我也希望讓學生

們看到，在香港讀工程，畢業後有很多發展機
會。當然讀工程這條路未必是最容易行，不過
將來發展空間也是很多的。」

談及中大工程學院面對的機遇與挑戰，

曾漢奇認為學院於人工智能、機械人、資

訊科技、光學等眾多領域均屬領先，研究資助與教研

人手均見增長，而空間不足正是學院的最大挑戰。為

此學院正積極申請興建一座10層高的科研實驗大樓，

以助力推動資訊及通訊科技、生物醫學工程及納米科

技等不同領域的研究，為國家「十四五」規劃下建設

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提供發展動能。

研究員無寫字枱 缺空間礙發展
「我們最大的弱點是不夠地方，學院從2004年起的

20年間，教授和老師人數就從大約100名增至170名，

連博士生等在內，研究人員超過1,000人；我們過去5

年獲得的研究經費，從一億元增至三億元，但我們的

地方都是跟二十年前一樣，所以我們現在非常缺乏空

間。」曾漢奇直言，目前空間確實影響發展，「我們

有些博士後研究員，連一個desk（寫字枱）都無，如

果要寫文章，只能到圖書館或回宿舍做，這是不夠理

想的環境。」

為此，學院希望興建一座中央校園工程學大樓，當

中包括可供研究人員和研究院研究課程學生使用的實

驗室、研究設施和附屬空間、辦公室和輔助空間，可

容納約1,000名教職員、研究人員和研究生。「我們希

望提供空間，讓不同課程的學生可以坐在一起交流，

促進跨學科合作。」他又分享大樓會以人工智能為主

題，「例如以人工智能幫助發現新藥、新材料，也會有地方從

事機械人手術等研究，對香港經濟和醫療發展都有幫助。」

另一方面，曾漢奇指本地修讀 STEM 課程的中學生人數較

少，這也是工程學院一直面對的挑戰之一。「不過，我們也有

另一項優勢，就是有很多全國頂尖的學生到來讀研究生，我們

可以培養這些人才幫助香港發展。」同時特區政府亦已將政府

資助的專上院校非本地學生限額提升一倍至百分之四十，學院

會積極把握機遇，積極在國際招生並為學生創造更多交流機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糖尿病和肥胖
是全球關注的健康問題，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公共衞生學院研究團隊透過基因研究，探索廣泛
用於治療二型糖尿病的藥物GLP-1受體促效劑在
減重方面的影響和肌肉流失情況，證實它主要以
減體脂而非肌肉流失來減輕體重。研究成果已發
表在《Diabetes, Obesity and Metabolism》。

主治二型糖尿病 近年用於減肥
GLP-1受體促效劑主要用於治療二型糖尿病，
近年亦應用於治療肥胖問題。不過，早前的研究
指出GLP-1受體促效劑主要透過減少肌肉量來減
輕體重，注射此藥物或導致身體虛弱或肌少症。
為研究GLP-1受體促效劑對人體肌肉和脂肪的
影響，港大醫學院的研究團隊分析了多個全基因
組關聯研究（GWAS）中逾80萬名歐洲血統參加
者的基因數據。研究發現一種與BMI降低相關的
特定基因變異株rs877446，並以此模擬GLP-1受
體促效劑的作用。
研究小組檢視這個基因變異對不同部位肌肉量
的影響，包括四肢肌肉質量、全身非脂肪質量和
軀幹非脂肪質量，同時分析多種身體脂肪數據的
指標，如全身脂肪質量、軀幹脂肪質量、軀幹脂

肪率、體脂肪率和腰臀比例。
研究發現，參加者若有模擬GLP-1受體促效劑

效果的基因，他們的肌肉量和身體脂肪量均會減
少。具體而言，BMI每降低一個單位，全身脂肪
量減少約7.9公斤，肌肉量則減少約6.4公斤。即
代表在GLP-1受體促效劑的影響下，全身脂肪量
的減少比例超過肌肉量，而整體脂肪率下降約
4.5%，證明GLP-1受體促效劑能有效減少脂肪量
多於肌肉量。
這項研究證實有助釐清GLP-1受體促效劑作為

體重管理藥物對健康的影響，並示範以基因研究
方法加強科學界對藥物作用機制的理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為進一步提升學生
與公眾的防騙意識，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
傳播研究中心，聯同中國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工
商專業同學會憲法及國家安全推廣委員會、家安全
人發展協會，上周五（21日）共同主辦「反詐專題
研討會系列講座」。首場講座以「抵禦科技罪案 防
範詐騙侵襲」為主題，邀得香港警務處東九龍總區
指揮官羅越榮闡述科技罪案及詐騙案件的趨勢與實
例，城大媒體與傳播系教授劉肖凡則分享如何運用
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技術，提升反詐能力及公眾認
知。
羅越榮在講座分享指，過去一年間，香港詐騙相
關罪案造成的總損失金額高達91億港元，相當於每
日平均損失2,500萬港元，且每13分鐘就發生一宗詐
騙案件。他呼籲市民積極使用「防騙視伏器」手機
應用程式，舉報可疑的電話、網站及銀行賬戶，共
同防範詐騙行為。

鼓勵大眾持續關注詐騙新招
劉肖凡和多位學者多年來深入研究詐騙課題，從

人類心理及行為學角度出發，分析虛假信息傳播特
徵，預警新型詐騙手法，並剖析欺詐者與受害者的
心理特徵，制定有效的宣傳策略與精準的傳播渠
道。其研究成果有助識別潛在詐騙行為，實時攔截
詐騙活動，並在事後構建證據鏈，建立共享數據平
台。

「許多人認為『港漂』及長者較易受騙，但事實
上，任何人在人生的某個時間階段，均可能成為詐
騙目標。」劉肖凡鼓勵大眾持續關注最新詐騙手
法，提升防範意識。城大媒體與傳播系系主任暨講
座教授黃懿慧強調，反詐工作需同時建立公眾對反
詐機構的信任，確保有效溝通，並切斷受害者對詐
騙者的信任，防止落入圈套。
城大一直與警方保持緊密合作，並已成立跨部門
工作小組，密切關注詐騙相關議題。小組會透過發
送電郵、張貼校內海報及派發傳單等，提醒學生警
惕詐騙訊息。
此外，城大會於2025新學期要求全體學生完成由
大學與警方共同設計的防騙問卷，並正分別與本地
及內地電訊商合作，運用人工智能技術攔截可疑來
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超過310名中二至
中三學生參加由摩根大通和青年成就香港部合辦的
香港學生挑戰賽 2025，他們將會在摩根大通義工導
師和大學生義工的指導下，圍繞「建構智慧、多
元、活力社區」、「促進社區關愛共融」及「探索
未來交通」三大主題，共同創造改善社區生活的解
決方案，並於7月的總決賽中，就其所選的主題及社
區需要，匯報及展示創新解決方案及原型，以競逐
各個獎項。

獲義工導師及大學生指導
香港學生挑戰賽是一個專為初中學生而設的創科

研習之旅，旨在提升青年人的職業技能，協助他們
認識未來升學及事業發展機遇。逾470名參加者前日

（22日）齊聚香港科學園展覽廳參加啟動禮暨體驗
營。本屆挑戰賽有來自五間中學、超過310名初中生
以隊際形式參與，他們將在140名義工導師和過百名
大學生義工的指導下，在為期5個月的計劃中設計並
實踐社創方案。
計劃將帶領學生實地考察，深入社區，並通過一系
列的工作坊，擴闊學生視野及人際網絡。工作坊主題
圍繞自我認識、項目管理、提升職場所需技能、演講
技巧及關注心理健康等。學生可從中提升團隊合作、
溝通、解難、創意和領導技巧，並建立正面態度。
青年成就香港部主席盧永仁表示，挑戰賽為學生提
供體驗式學習，帶領青年走入社區，並在導師和大學
生義工指導下，及早探索未來職涯發展方向，裝備職
場所需的技能及態度，積極自信迎接人生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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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兒童醫院耳鼻喉科
有望下季重新開業

港大證GLP-1受體促效劑減脂多過減肌

城大講座宣防騙 邀警方談實例

諗計改善社區生活 逾300港生參加挑戰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兒童醫院耳鼻
喉科因人手不足，去年11月起停收新症並暫停服
務，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昨日表示，近期人手
已有改善，「人手慢慢恢復，希望最遲下半年逐
步恢復兒童醫院耳鼻喉科服務，在可行範圍內都
想爭取再早點（重開），如（爭取）下一季都能
做到。」
高拔陞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指出，耳鼻喉
科屬亞專科，醫生數量較少，但現時離職情況已
回穩，「過去一段時間我們都見到一些曙光，如
整體離職情況穩定下來，我們比較放心。」
另一方面，他表示醫管局在推動其他非兒童醫
院耳鼻喉科的同事獲取多些經驗，「相對簡單的
個案他們都可以處理，再加上我們也積極推動非
本地培訓醫生，他們也能夠幫助一部分。」
特區政府面對千億元財赤，或會調整公共醫療
開支。對此，高拔陞表示局方一直有控制成本，
初步已有成效，「最近買的藥都較便宜，第一是
集體採購；第二是加強了議價能力。而最近採購
的大型醫療儀器是由內地生產，有很高的性價
比。」

6公院下月起AI助醫生寫醫療報告
為應付公營醫療體系人手長期不足問題，公立
醫院系統管理檢討委員會去年底亦提出31項建
議，包括引入人工智能（AI）協助臨床工作。現
時本地6間公立醫院下月起會以人工智能協助醫生

撰寫醫療報告。高拔陞預期可望減輕醫生工作
量，強調使用人工智能不存在私隱安全問題，
「過去數年已推行很多人工智能項目，令到我們
數據愈來愈多，能監察到愈來愈多，能直接支援
我們臨床治療。所有系統都是醫院管理局內部研
發，或數據都在我們這裏，所以不會有私隱安全
問題。」
出席同一電台節目的醫管局醫療訊息主管彭育

華則表示，去年已開始試行「人工智能患者風險
預警系統」，透過載有病人資料的數據庫系統，
自動分析病人情況，及早發現有潛在惡化風險的
患者，提醒醫護關注，「如果透過系統，理解到
有一些潛在有機會轉差的病人，我們便希望能告
知病房同事，讓負責處理這個病人的醫生團隊知
道，是一個預警。」

●高拔陞表示，希望最遲下半年逐步恢復兒童醫
院耳鼻喉科服務。圖為香港兒童醫院。 資料圖片

●曾漢奇（左）強調會鼓勵同事們轉化應用科研成果，抓緊在香港發展新興高科技產業的機會，推
動香港未來的經濟增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曾漢奇認為科研人員應該致力以創新方法解
決社會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羅越榮表示，過去一年平均每13分鐘便發生一宗
詐騙案。 城大供圖

●香港學生挑戰賽 2025獲逾470人參加，包括摩根大通義工導師、大學生義工、老師、學生和社區夥伴支
持。 主辦方圖片●歐陽兆倫（左二）領導的港大團隊發現，糖尿

病藥物GLP-1受體促效劑減少脂肪量遠多於肌肉
量，以達至減重。 港大醫學院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