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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研究和工作都離不開地理的梁順林，曾在美
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擔任驗證專家，

並在美國馬里蘭大學任職30年，約兩年半前加入港
大，並於去年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成立賽馬
會定量遙感創科實驗室。他告訴記者，一般人看衛星照
片會覺得很漂亮，但是實際上卻很難直接應用，因為中
間需要經過數據到信息的轉換，才能用於解決環境、社
會、經濟等問題。因此，他的工作就是透過人工智能大
模型結合大數據，去處理和分析大量衛星數據，令其變
成有用信息，這也是全球最新的發展趨勢。

災害評估助險企農民息糾紛
梁順林舉例說，利用衛星照片對災害評估供保險公
司作客觀理賠參考是非常有用的，如洪水淹沒農田後
需要賠償農民的莊稼損失，「以前很多都是拍腦袋的
（憑主觀想像），所以雙方對應該賠償金額經常出現

糾紛。」現在可以通過衛星遙感數據把相關信息估算
出來，包括莊稼的種類、長勢、可能產量及災後最終
收成等，「有了這些信息，保險公司做決策一下子就
很容易了。」
此外，現時提倡open science（開放科學）和open
data（開放數據）的氛圍下，他和團隊也將這些信息
產品放在網上向全球發布並開放免費使用，形成一套
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數據集「GLASS」（The Global
Land Surface Satellite），現時全球有30多萬人在使
用，「這實際上就相當於知識轉移，把我們的科學研
究更多面向社會。」

建糧食管理系統增港影響力
最近，梁順林和團隊又致力建立一套亞洲全鏈條農

業糧食生產衛星觀察管理系統。他表示，糧食產量與
金融掛鈎，農產品數據信息對相關貿易有很大影響，

惟現時很多國家或地區因為缺乏相關數據而出現大量
虛報情況，或有農民「報細數」以賺取更多政府補助，
反之亦有官員「報大數」顯示政績以圖升遷，「這些人
為干擾，對於政府和機構決策是非常不利的。」
「以前香港做這一塊的人很少」，梁順林認為，隨
着愈來愈多遙感人才聚集本港，他們的研究工作本身
不僅可以協助解決香港面對的環境和社會經濟挑戰，
透過舉辦國際研討會和交流等方式，更可提升和擴大
香港在該領域的國際影響力。特別是很多中亞地區的
生活環境都較為惡劣，在資源貧乏下，當地衛星信息
資源自然也十分匱乏，「連一張土地利用（情況）的
圖也拿不出來」，而中國正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
設，那麼香港正好可以藉着擁有這種技術高度的優勢
作出貢獻，同時也有助於產業升級和整體創新科技發
展，「現在來說，在定量遙感或遙感領域，香港是全
球的高地之一。」

踏入大數據時代，生

活之中時刻都充滿各式

各樣的數據，如何將之

轉化成有用的信息是一

門大學問。近年透過香港特區政府傑出創科學人計劃

來港的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地理系系主任梁順林講

座教授，以人工智能（AI）大模型結合大數據，聚焦

利用遙感衛星數據評估出可直接應用於解決環境及社

會經濟問題的實用信息，應對全球環境和社會變化挑

戰，並助力可持續發展。他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

出，人才有聚集效應，上述計劃吸引了不少遙感專家

到港，使香港成為該領域的全球高地之一，而且正不

斷提升和擴大區域以至國際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鍾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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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和碩士都在南京大學修讀地理的梁順
林，負笈美國波士頓大學深造並取得博士學位
後，在當地展開逾30年的教研工作生涯，最終
選擇落戶香港。擁有多元化生活及工作經驗的
梁順林提到，當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後，其消極
應對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的態度，造成很多
政治上的干預，適逢香港特區政府推出「傑出
創科學人計劃」招攬人才，故決定來港發展。
他讚揚該計劃津貼的支持到位，很快招攬了4
名優秀的年輕博士後，加上賽馬會提供約1,000
萬元經費，讓他來港後很快設置好設施裝備，
立即開展工作。
梁順林認為，做學術研究需要與人「交流碰
撞」，而香港是中西文化交匯的都會，匯聚了

很多不同國家的人才在港工作，其學系內、港
大的外籍教師比例都大概佔25%，同事之間可
以經常交流借鑑。還有一點讓他感受深刻的
是，在香港很容易跟學術圈相關的人交流和打
交道，例如金融、工程、投資和產業等界別的
人士，「將產、學、研串連，把學術界的研究
與最後的產業應用掛鈎，產生社會效益，這些
都是香港的優勢。」
他引述校內一位剛從新加坡國立大學來港工

作的教授說：「到香港來反而更容易交流，無
論是到內地，或者作中途轉機、停留，都比去

新加坡要方便，而且好吃的又很多。」
談到本港近年大力提倡創科並積極搶人才，
如何在吸引高質量人才到來後，讓他們發揮出
自身優勢去創造更好的「產、學、研、投」環
境，為香港作出更多貢獻，香港值得深思。

建議積儲性科研經費勿削減
梁順林留意到現時香港出現爭奪官方科研經
費和資源的「內卷」現象，他提醒雖然大家也
明白有經濟下行風險和政府面對財赤，但科研
的投入和項目審批不能太短視，希望至少能保

持現有的穩定規模，不要削減，特別是有些科
研是積儲性的，所需時間較長，例如他不久前
也申請了產學研1+計劃，擬把數十年的遙感研
究成果商業化，為香港創造新的機遇，「這些
都是基於前期很多年的研究積累而來的。」
在不應短視的同時，梁順林強調科研投入也

不應「近視」，當引進國際一流人才過來後，
不應限制只研究能解決香港本地問題的項目，
因為有時候專家學者研究和針對解決國際上的
大問題，可以引領國際潮流，擴大香港的國際
影響力，然後可以帶動多方面的社會經濟效
益，對香港也是非常正面的貢獻，希望各界
「格局要大一點，視野要廣一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鍾健文

讚港「產學研投」交流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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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膜」機械人可變成液態
模式，深入病人體內縫隙清除頑
固菌膜。 中大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莫楠）香港中文大學聯同國
際研究團隊，研發出全球首款抗菌膜磁控液態機械
人，突破性地整合黏彈性適應技術與三重協同殺菌
機制，透過機械人運動傳導磁場，破壞菌膜的物理
結構，削弱其保護作用，並針對浮游細菌釋放抗菌
劑，最後由機械人將菌膜碎片結合，防止重複感
染，為清除和治療植入物菌膜感染開拓全新方向。
有關成果已刊載於國際研究期刊《科學進展》。
據世界衞生組織統計，抗菌素耐藥性每年導致全
球近500萬人死亡，其中醫療植入物表面形成的菌
膜屏障是主要誘因之一。人體內的醫療植入物表面
因缺乏免疫保護，極容易發生菌膜感染。傳統的抗
生素治療難以穿透菌膜屏障，而以手術移除植入物
則有機會造成二次創傷。

可入體內縫隙清除頑固菌膜
中大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系教授張立領導的團隊，在
前期研究中開發的磁性微型
機械人雖能清除簡單管道內

的菌膜，但面對醫療支
架、網片等複雜

結構時效果有限。有見及此，團隊另闢蹊徑研發出
全球首創的抗菌膜磁控液態機械人，採用動態交聯
磁性水凝膠材料，可透過精準調控外部磁場，啟動
機械人不同行為模式。例如，在彈性模式下，機械
人可在病人體內進行旋轉、翻滾及跨越障礙等動
作；在液態模式下，則可變成液態化的機械人，深
入病人體內縫隙清除頑固菌膜。
實驗數據顯示，治療疝氣的三維醫療貼片經機械

人處理後，菌膜減少84%，而膽道支架上的間隙，
經機械人清除菌膜後，87%細菌失去活性。團隊亦
利用老鼠做對照實驗，發現植入物受感染的老鼠經
機械人治療後，在12天內完全恢復體重，發炎反應
降低40%。此外，團隊首創利用內窺鏡與X光的雙
導航技術，成功操控機械人穿越豬膽管內的金屬支
架。
張立表示，今次技術首次實現微型機械人力量與

靈活性兩者兼備的特性，團隊下一步會進行大型動物
模型測試，並計劃推行人體臨床試驗。論文共同作
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李光前醫學院教授沈祖堯表
示，其重點研究的膽道菌膜感染，常規療法難以根
治，「是次液態機械人研究提供新思路，期望未來可
搭載新型抗菌劑，並於臨床環境驗證成效。」

中大全球首款抗菌膜液態機械人面世

●中大機械與自動化
工程學系教授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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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莫
楠）腦機接口
（BCIs）是一種
技術系統，可
用於從輔助科
技到神經康復
等多個領域。
香港大學的研
究團隊與清華
大學和天津大
學合作，研發
出一款自動適應腦信號解碼器的128K單元
憶阻器晶片，透過硬體高效的單步憶阻器解
碼策略，在保持高精度解碼性能的情況下，
顯著地降低計算複雜度，並可與不斷變化的
腦信號同步進化，在基於憶阻器的腦機接口
研究領域取得重大突破。相關研究成果已於
國際學術期刊《自然．電子學》發表。
腦機接口技術能夠在大腦與計算機或其
他外部設備之間建立直接通訊通道，使個
體無需依賴傳統的肌肉運動或神經系統，
僅憑大腦活動即可操控外部設備或應用程
式。但傳統的計算架構難以在大腦信號持
續演變下長期維持穩定，並滿足實時處理
的需求。

框架解碼準確率提高20%
為應對有關挑戰，港大電機電子工程系
教授黃毅和研究助理教授劉正午，與清華
大學和天津大學團隊合作，研發了高效能
自適應神經形態解碼系統，在四自由度無
人機飛行控制任務的實際測試中，達到了
85.17%的解碼準確率，而相關能源消耗亦

比傳統 CPU 系
統 降 低 1,643
倍，歸一化速
度更提高了216
倍。
同時，研究
人員開發了一
種交互式更新
框架，能使憶
阻器解碼器和
腦信號自然地
相互適應與協

同演進，並在一項為時6小時、包含10名
參與者的實驗中，得到了驗證。實驗結果
顯示，與缺乏協同演進能力的系統相比，
該框架解碼準確率提高了約20%。
劉正午表示，團隊共同開發的單步解碼
方法明顯地降低了計算複雜度和硬體成
本，使技術可更廣泛地應用於各領域。黃
毅則強調，該新設計的交互式更新框架，
實現了憶阻器解碼器與腦信號的協同演
進，解決了傳統腦機接口長期維持穩定的
難題。這種共同演化機制令系統能夠適應
腦信號隨時間的自然變化，大大提高長期
使用時的解碼穩定性和準確度。
研究團隊已和港大醫學院及瑪麗醫院展
開合作，聯合開發用於癲癇數據分析的多
模態大型語言模型，將團隊在腦信號處理
方面的工作擴展到癲癇診斷及治療的領
域，透過結合先進算法和神經形態計算等
方面的專業知識及臨床數據，開發出更準
確和高效率的模型來幫助病人，為醫療應
用、康復技術以及人機交互開闢了新的可
能性。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地理系系主任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地理系系主任
梁順林梁順林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攝

●港大電機電子工程系等團隊研發的自動適應腦信號解
碼器的128K單元憶阻器晶片的實驗演示。 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