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幹細胞(Stem Cells)是全球生物科學界及

醫學界最熱門的研究項目之一，有關技術

有機會令損壞的人體組織重生，更可能治

癒不同種類的絕症，應用潛力無限！而如

何能獲取有效的幹細胞便是研究發展的先

決條件。旅美30多年的香港學者、前理工大學藥理學講座教授趙德秋

及其研究團隊經過兩年的反覆試驗，成功研製出專有的小型化學分

子，將細胞成長的時空「逆轉」，將已成熟的皮膚細胞，回溯成原始

階段的「人造多功能幹細胞」(iPS Cells)，而有關化學分子的組成、

份量均可按情況作微調，可望大幅減低基因突變及致癌風險，為提升

幹細胞技術醫療功效帶來新突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婷、任智鵬

■趙德秋經過兩年試驗，成功將已成熟
的皮膚細胞，回溯成原始階段的人造多
功能幹細胞。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幹 細胞在生命的開端，即受精卵階段已存在，稱為「胚胎幹細胞」

(ES Cells)，可說是發育成長的「祖宗」。在分裂過程中，胚胎幹細
胞開始向特定的方向分化（Differentiation），變作不同類型的細胞，並組
成胎兒的肌肉、骨骼、毛髮等器官，分化後的細胞擁有不同結構和功
能，並變得「單能性」(Unipotent)，即只能分裂成同類型的子細胞。

趙德秋介紹說，07年科學家首次成功透過引入4種基因，將人類皮膚纖
維細胞誘導成具有與「胚胎幹細胞」相似特性的「人造多功能幹細胞」，
成果震驚科學界。從細胞演化歷程的角度，皮膚細胞屬於已分化成熟的

「年長」階段，而幹細胞則為原始未分化的「嬰兒」，絕對可以稱為「逆

向發展」(Reverse Development)。

化學誘導找主基因　全球首創
但他表示，經基因誘導所得的幹細胞，已被發現可能引起基因病變，

亦有機會演化成癌症，技術遇到不少限制。但循有關研究方向，他及其
團隊由此想到透過藥理學原理，全球首創以統稱為「Polyomnics」(創新

性多合體)的小型化學分子作出誘導，代替原有「基因誘導」，經過兩年
試驗，終於成功找出可以啟動、關閉主導細胞分化的「主基因」(Master

Gene)功能的化學物質，將技術進一步推展。

靈活微調分量　盼減致癌危機
趙德秋解釋指，「化學誘導」的最大好處是避免對生物基因造成干

擾，避免一些未知的基因突變風險。而他的實驗涉及30多種經篩選的化
學分子，並以不同的份量及混合比重，檢視其對細胞誘導回溯的功效，
相比起加入一整系列的基因，可更靈活地進行重新排序或微調分量，只
需獲取更多實驗數據，便可望將基因突變腫瘤或癌症的風險減到最低。

未來或可修復器官 治遺傳病
由於人造多功能幹細胞可來自病者本身的皮膚細胞，用於醫療上可避

免出現排斥，「供應量」也非常充足。趙德秋表示，隨 細胞工程發
展，未來可望利用人造多功能幹細胞，復修或重生一些已損壞的人體組
織，包括脊椎甚至整個器官如心臟等，如能配合新一代的基因修補技
術，一直令醫學界束手無策的基因遺傳病，也有機會得到根治。他舉例
說，以地中海貧血症為例，科學家已證實那是患者的單一基因出現問
題，如能將其皮膚細胞「逆轉」成人造多功能幹細胞，再修正該基因，

「該『修正版』幹細胞可分裂並分化成不同的身體組織，代替原有帶問題
基因的細胞，理論上便可以痊癒！」。

與大多數香港高等院校的學者不同，趙德秋曾長
期在生物醫學與化學業界工作，對科研發展另有一

番體會。他表示，香港整體研究氣氛並不算濃厚，而不少大學導師都
偏重於教學，忽略發展研究的可能性。他又稱，其實現有集中於大學
作研究發展的模式，始終面對資源限制，所以工商業界的參與是長遠
振興本港科研事業的不二之法。

鼓勵工商參與 提供資金發展
趙德秋表示，是次化學分子誘導幹細胞研究項目，一開始只獲批出

兩年的經費，大學研究團隊的成員都擔心，如兩年完結後無法交出
「有板有眼」成績，再申請撥款就「凍過水」，「學界始終不可能無了
期、無條件付錢讓你做研究」，所以他們一早定下兩年得出成果的

「死線」，但研究項目的細節或難免粗疏。他又指，以美國科研業界為
例，如研究計劃書獲肯定，成功確立研究方向，即使項目年期較長，
亦可有持續的金錢及人力資源投入，所以本港科研事業亦應有工商業
界的參與，才能作長遠發展，「對於可應用的技術，不論研究年期長
短，業界都可大力支持」。

去年從理大退休的趙德秋，近月主要休息及與家人四處遊歷，不過
他表示，未來仍會積極參與相關學術會
議，更希望能與內地大學或業界建立聯
繫，發展正在構思的新項目，「內地研究
資源豐富，如能獲得支持發展我的想法，
相信很有意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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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多功能性，可分化成
人 體 各 種 各 類 細 胞 組
織，主要分為3大類別：

•外胚層細胞可發
展成腦部、脊柱、
神經、頭髮、皮
膚、牙齒、眼部感
官、耳、鼻、口、
及色素細胞等。

•中胚層細胞可發
展成肌肉、血液、
血管、連接組織及
心臟等。

•內胚層細胞可發
展 成 胰 臟 、 胃 、
肝、肺、膀胱、精
子及卵子等。

幹細胞發展 / 分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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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德秋在香港土生土長，中學就讀拔萃
男書院，上世紀60年代畢業後赴美攻讀藥

劑學，博士畢業後在當地大學及藥物業界發展30多年，至6
年前始回流返港。他表示，期望朝 「中西融合」方向，
致力將中醫講求陰陽調和、自然平衡的原則，糅合西方醫
學。在是次人造多功能幹細胞研究中，他在研發有關化學
分子時更活用中醫的「君臣佐使」理論，混合多種帶有不
同性能的化學物質成為「複方」，成功在不侵害細胞基因下
發揮誘導功效。

對中藥興趣濃厚 回流作貢獻
居美39年的趙德秋因自小對中醫藥有濃厚興趣，在美國

一直有參與中藥相關營養品研發工作，他表示，眼見近10
年間香港中醫藥研究急速發展，所以05年他在當地藥廠退
休，即回流加入香港賽馬會中醫藥研究所，至08年理工大
學向其招手，成為該校藥理學系講座教授，並開展有關幹
細胞研究，希望能為香港貢獻自己的經驗。

試驗過程如玩遊戲
根據中藥「君臣佐使」理論，用藥處方時應兼顧主治

(君)、輔助治療(臣)、中和或減緩副作用(佐)及引導調和(使)的
規律原則。趙德秋指出，在尋找能將皮膚細胞「逆轉」成
人造多功能幹細胞的化學物質時，他正循這4個方向作平衡
考量，混合多種有不同效能的化學分子，並於兩年間得出
成果，他笑稱：「化學物質有成千上百種，我們試了很多
種，試驗過程可算是一個『Guessing Game』﹗」

獲頒金獎 國際肯定成果
憑是次發明，趙德秋及其團隊獲得去年「第38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的金獎殊榮，成就備受肯定。不過他亦表示，有關研究結果只是「in
a quick and dirty way」，仍屬初步階段，尚需大量跟進工夫，希望未來
5至10年能有進一步發展，真正造福社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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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合璧

4種幹細胞類別

由於幹細胞能大
量分裂，亦有潛質

分化成其他不同類型的細胞，其修
復、再生功能為科學界所覬覦。其
實最早的幹細胞研究早於1960年代
開始，主要透過胚胎培育提取，後
來更發展出成體幹細胞，及可用作
克隆/生物複製的細胞核轉移幹細胞
技術，但要廣泛用於醫療仍有相當
大 的 限 制 ( 見 表 「 4 種 幹 細 胞 類
別」)。而「人造多功能幹細胞」的
出現，為幹細胞研究帶來革命性的
新視點，大幅擴闊應用的可能性，
因而受到廣泛重視。

電影《奇幻逆緣》(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中，主角
Benjamin以瀕死老翁的形態出生，
在成長期間變得越來越年輕，生命
逆向發展，並以孩童、嬰兒作終
結，其歷程異想天開得令人目眩神
迷。事實上，誕生、成長、衰老、
死亡，過往一直被視為生命發展的
必然單向軌跡，但人造多功能幹細
胞卻是由成年的細胞「逆轉」而
成，似乎已將有關「定律」打破，
亦因此，部分人會將其與Benjamin

相提並論。

日科學家06年創先河
人造多功能幹細胞源於2006

年，日本科學家山中伸彌 (Shinya
Yamanaka)（上圖）首次透過引入
4種基因，將成年小鼠的皮膚細胞
誘導成具分化潛能的幹細胞，翌
年其團體及另一美國科研隊伍更
成功在人類皮膚細胞上做到近似
工作，開創研究人造多功能幹細
胞的新方向。而相對於以基因誘
導，趙德秋採用的「化學改造」
方 法 ， 更 可 減 少 基 因 病 變 的 危
機，為更安全的「逆轉」誘導幹
細胞，及隨之而來的醫療科技應
用帶來啟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婷、任智鵬

反轉傳統

人造多功能幹細胞打破定律

學者論港

長期研究項目
難獲持續經費

■「複製羊多莉」透過細胞核轉移胚
胎幹細胞技術被複製出來。 資料圖片

人造多功能幹細胞獲取過程

人類胚胎幹細胞（hES Cells）
方法 通過體外人工受精方法產生受精卵，從受

精卵內部細胞團取得。

特點 具多功能性，能分化發展成幾乎所有類型

的細胞。

限制 1. 有關技術要利用及破壞人類胚胎，引

發「殺人」的道德爭議；

2. 使用他人幹細胞，會引起排斥；

3. 如果未能控制細胞分化，可能導致癌

症。

成體幹細胞 (Adult Stem Cells)
方法 人體組織或器官中分離所得。

特點 在適當的培養條件下，可分化成特定組織的細胞，

亦可配合病人本身；

限制 1. 有關幹細胞並非萬能，每種成體幹細胞一般只

能分化數種特定的其他細胞；

2. 只有小部分人體組織或器官(如骨髓)具有成體幹

細胞；

3. 各個組織或器官的幹細胞數量有限；

4. 獲取成體幹細胞的技術對人體具侵害性。

細胞核轉移胚胎幹細胞
(SCNT ES Cells)

方法 移除受精卵的細胞核，植入其他身體細胞的細

胞核，建立胚胎幹細胞。

特點 具多功能性，可發展成各種細胞，由於會植入

指定病人/生物的細胞核，所得幹細胞可完全配

合；而「複製羊多莉」等動物克隆(Clone)亦採

用有關技術。

限制 1. 利用及破壞人類胚胎做法受質疑；

2. 而轉移細胞核而成的人類胚胎，更牽涉到

「複製人」的道德爭議；

3. 有關技術仍未曾於人類細胞中成功；

4. 可能導致癌症。

資料來源：趙德秋、綜合資料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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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學者首創化學分子「逆轉」細胞 基因病變風險大減

人造多功能幹細胞
（iPS Cells）

方法 使用病人自己的細胞，透過基因或化學分子誘

導，得出幹細胞。

特點 具有與「胚胎幹細胞」的類近特性，可分化成

不同組織或器官的細胞；可以配合病人本身，

不會排斥。

限制 1. 多功能幹細胞可轉化成多少種細胞，仍未能

完全確定；

2. 基因誘導過程可能導致基因病變；

3. 如果未能控制細胞分化，有機會導致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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