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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是靈魂之窗，但

生活在「屏幕時代」的

社會大眾較容易忽略甚

至不察覺眼睛發出的種

種警告訊號，從而對視力造成損害，影響日常生活及

工作。兩年前經由特區政府「傑出創科學人計劃」來

港發展的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眼科創新光療」創科

實驗室總監何明光，領導團隊將人工智能（AI）結合

眼底造影，研發出自動便攜式眼底相機及系統，能對

糖尿眼等疾病作出高效、全面、準確且方便的篩查，

以便為患者作出適切治療，又透過改良「光療法」

（light therapy）和研製客觀的視疲勞量度標準與方

法，為有效控制近視加深及檢測紓緩視力疲勞產品帶

來嶄新方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鍾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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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香港大學臨床醫
學學院內科學系與瑪麗醫院團隊，近日首次成功為
末期多發性骨髓瘤患者進行嵌合抗原受體T 細胞
（CAR-T細胞）療法，取得顯著療效，且未出現嚴
重併發症，患者幾乎完全康復，能自理並獨立前往
診所，這為傳統療法無效的患者帶來新希望。同
時，這也是香港首次使用內地製造的CAR-T細胞治
療產品，為香港引入內地新型細胞治療技術開創先
例，未來有望惠及更多患者。
骨髓瘤是體內漿細胞出現病變所引起的惡性腫
瘤，可引發貧血、骨質破壞及腎功能損傷，導致死
亡。目前其標準治療方案包括使用一線靶向藥物，
必要時結合化療，隨後進行自體造血幹細胞移植，
惟許多患者康復後仍會復發。對於復發或對一線治
療無效者，其治療選擇有限，僅能依賴雙特異性抗
體或其他靶向藥物，但效果短暫。
港大今次介紹的CAR-T細胞療法，利用患者自身

的免疫系統來殲滅癌細胞，CAR-T細胞是經基因改
造的T淋巴細胞，能精準辨識並攻擊癌細胞上的特
定抗原。在標準的CAR-T細胞療法中，T淋巴細胞
取自患者自身，目前主要用於治療多種血液癌症，
包括白血病、淋巴瘤和骨髓瘤。
治療首先通過「血液成分分離術」從患者的外周

血中分離出T淋巴細胞，再將其運往專門的製造
點，進行基因改造以插入CAR結構，並於完成改造
後送回醫院。患者在接受化療清除體內的淋巴細胞
後，經過基因改造的CAR-T細胞會重新注入患者體
內，發揮抗癌作用。
至於用於骨髓瘤的CAR-T細胞，專門針對名為B

細胞成熟抗原（BCMA）的蛋白質。團隊採用來自
內地製造商的BCMA CAR-T細胞產品，該產品自
2020年起在內地廣泛使用，2023年獲國家藥品監督
管理局的批准，而這是該產品首次在內地以外的地
區應用。至於瑪麗醫院是2021年起成為全港首家提

供CAR-T細胞治療的醫院，迄今已成功為超過60
名患有不同類型血癌的患者進行CAR-T療法。

末期患者近全復元 可自理並獨立赴診
73歲的C先生在記者會上表示，他2010年確診第
一期骨髓瘤，2014年接受標準一線治療並進行自體
造血幹細胞移植，惟至2016年復發，接受多種治療
方案，但效果未如理想。去年他接受骨盆大型骨髓瘤
的放射治療，出現嚴重疼痛和失禁，需要導尿管排尿
和完全臥床，更被認為是末期骨髓瘤。幸好去年12
月底接受了CAR-T細胞治療後，經正電子電腦斷層
掃描顯示，療法對骨髓瘤有理想反應，最新的檢查更
指他幾乎完全康復，能自理並獨立前往診所。
港大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鄺沃

林表示，瑪麗醫院是香港唯一提供骨髓瘤CAR-T細
胞免疫療法的醫院，現有的先導計劃目標每年治療
5人至10人。港大醫學院副院長（研究）謝偉財指

出，BCMA CAR-T細胞治療將對本港的骨髓瘤治
療管理產生深遠影響，因為這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療
策略之一，同時標誌着內地先進臨床技術首次在香
港落地，展示內地研發的尖端治療產品和技術可惠
及香港患者，也為未來從內地引進更多創新治療策
略奠定基礎。

理
大
何
明
光
：
可
驗
出
糖
尿
眼
青
光
眼
等
無
須
醫
生
解
釋
病
情

理大眼科視光學院科研眼科講座教授、梁顯利長者
健康視覺教授、視覺科學研究中心主任何明光日

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介紹，其團隊現時有兩個研
究方向被世界公認為全球領先，分別是已獲得多項專
利、首倡運用AI生成眼底熒光造影以篩查糖尿眼、青
光眼等眼科疾病，以及針對近視利用並改良「光療
法」來完全控制近視加深。
何明光表示，「糖尿上眼」理論上是百分之百能檢
查出來，但數據顯示，由於在公立醫院需要長時間輪
候，導致只有約20%的糖尿病患者得到檢查是否患糖
尿眼的機會，餘下八成患者是未接受檢查的，「這是
一個很大的問題。」為此，其團隊研發出自動便攜式
眼底相機、AI識別和分析系統，該相機無須專業人員
操作，可自動對準眼睛拍照，被檢查者亦無須使用放

大瞳孔眼藥水或熒光素，只需1分鐘便可完成眼底相
拍攝並生成分析報告。
有關相片在傳到AI系統分析後，可自動分辨出左右

眼，視神經和眼底是否正常，是否有青光眼、糖尿病視
網膜病變（糖尿眼）及高度近視等情況，無須醫生解釋
病情。該團隊已經和「眼鏡88」合作，在部分門市分店
放置該相機供顧客會員接受篩查，反應十分正面。

新法治近視 度數可逆轉
針對近視的治療，何明光團隊改良了非入侵性的重

複低強度紅光療法，包括降低光強度、治療時間和照
明系統等，透過紅色的光照射眼睛來控制近視，可
100%控制近視程度不會加深之餘，更會出現逆轉，例
如患有高度近視者在接受療法後可由500度縮減至450

度，「以前治療近視要麼用藥，要麼就是戴眼鏡或隱
形眼鏡，現時加上第四個方法，這形成一個很獨特、
創新的範疇。」
何明光及其團隊又從事多項關於功能性眼疾的研
究，例如乾眼症、視疲勞、老花眼等「屏幕綜合症」
這個容易被人忽略的範疇，「但這通常對人造成的影
響是最大的。」
何明光舉例，其團隊的其中一個研究方向就是研發
一個客觀的視疲勞檢測工具，有學生製作了便攜式的
攝影設備，以自動識別用家閱讀測試時的眨眼次數，
若眨眼次數愈來愈少、眼睛愈睜愈小，以及朗讀的速
度跟不上、愈來愈慢的時候，便是出現視疲勞的表
現，這個方法便可將其客觀量化。

研工具檢測 量化視疲勞
他強調，以前從未有量化視疲勞的方法，因此這個
新的檢測方法十分重要，除了可以檢查出是否有視疲
勞之外，更可以客觀的方法，測量那些聲稱能緩解視
疲勞的產品效果達到什麼程度，例如很多眼藥水、眼
鏡及熱敷產品等。
何明光透露，計劃日後在理大成立一個獨特的視疲
勞功能測試中心，「所有相關產品要證明是否能緩解
視疲勞，都要來到我們這裏做測試，中心會根據一系
列數據作出客觀的評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當日所見，何明光的研究團隊
陣容鼎盛，細問之下發現，不少是他以前工作院校的
團隊成員或指導過的學生，追隨他來到香港。

有專研AI 有專注臨床眼科
目前，何明光的團隊包括3名助理教授（研究）、4

名博士後研究員、8名博士生以及2名研究助理，主要
從澳洲墨爾本大學和中山大學來港繼續進行研究。何
明光介紹，其團隊的研究範疇十分多元，例如有專注
臨床眼科（clinical ophthalmology）的，有負責統計和
數據科學模型的，亦有專門做人工智能的，這使得團
隊在整個眼科領域的研究可以更加豐富且全面。
「我的學生都好優秀㗎！」何明光毫不吝嗇對學生
的讚賞。他介紹，團隊中每個學生都在負責研究一項
產品或解決方案，包括前面提及過，將AI識別分析整
合到相機中的自動便攜式眼底相機，也有針對全眼結
構的光學相干斷層掃描，以及利用全息攝影技術配合
3D建模的虛擬佩戴（virtual wearing），「已經可以做
到一般人分不清究竟是真的有戴眼鏡還是沒有。」
他坦言，學生們的研究很多都是「從零到一」的，
十分具挑戰性，「但是對他們來說就是很好的訓
練。」所以，除了「paper（研究論文）一大堆」，到
最終真的能做解決方案出來，「我覺得很滿意，在這
裏（理大）帶的學生所做的工作都不錯。」何明光自
豪地說。

團隊陣容鼎盛
各擅勝場研究廣

1993年從廣州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畢業
後，何明光先後赴不同的知名學府深造，包
括在美國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公
共衞生碩士學位，以及於倫敦大學學院莫菲
爾茲眼科醫院獲得眼科學博士學位。在加入
理大出任實驗眼科學講座教授之前，他於
1993年至2023年期間先後在中國廣州中山大
學中山眼科中心擔任副主任和眼科學教授，
以及在墨爾本大學和澳洲眼科研究中心擔任
眼科流行病學教授。2023年3月，在機緣巧
合之下，他經時任理大眼科視光學院主任、
現任訪問講座教授杜嗣河介紹，申請特區政
府的「傑出創科學人計劃」，開啟了其科研
生涯的新篇章。
何明光在訪問中坦言，申請獲批後開始認

真考慮來不來香港，也詳細閱覽及比較了大
學的各項政策，包括當時其任職的墨爾本大
學等澳洲一眾大學。

他坦言，當地院校在商業化方面的政
策都十分保守，「例如我們想開初

創公司，要把研發出的技術授權到公司，中
間的審批程序長達一年。」就算進行一般實
驗的進展也十分慢，因為要受到很多「去風
險」（de-risk）的研究監管（research gover-
nance）等。

理大「醫工結合」利產品投產
相反，曾受邀到理大講課及交流的何明光
留意到，理大的辦公室雖然很小，與墨爾本
大學又大又全新的「無得比」，但理大的機
遇多好多，而且提倡「醫工結合」，「你搞
個產品出來，隔籬department（學系）就有
人識做，這就很好！」
同時，理大的商業化政策十分清晰，審批

程序便捷，「最重要的是，理大有好好的、
有能力的leadership（領導）。」何明光說，
包括校長、副校長（研究及創新）等領導層
都十分開明和支持，知道大學要做什麼，清
楚科研的發展，對研究人員的期望也講得很
清楚，「我覺得很有吸引力，於是決定嚟

喇。」
何明光到理大後發現，這裏很容易就找到

對口單位合作，例如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超
精密加工與計量學講座教授兼視覺科學研究
中心副主任張志輝研發的自由曲面等超精密
技術，「全部都啱晒（對口）嘅，好容易可
以做出成績。」
他又提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透過
「賽馬會創科實驗室」計劃資助了1,000萬元
建立實驗室，可用於購買很多圖形處理器及
儀器，使很多研究工作都可以做到。
展望未來，何明光認為，香港的學術研究
思想比較自由，雖不至於「想點就點」，但
起碼限制很少，例如杜嗣河研發的新型近視
眼鏡片在全世界售出3,600萬片，每年都為大
學 帶 來 很 多 特 許 權 收 入 （licensing in-
come），「我們都想向杜教授學習，做一些
世界獨一、首創的技術，既可以幫助眾多患
者，又可以獲得成功感，滿足自己的興
趣。」

讚港科研限制少 審批便捷易對接

用內地療法治骨髓瘤成效佳 港大盼惠及更多患者

●港大醫學院介紹療效成果。 港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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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需1分鐘便可完成眼底相拍攝並
生成分析報告。 受訪者供圖

●●何明光計劃日後在理大成立視疲勞功能何明光計劃日後在理大成立視疲勞功能
測試中心測試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