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品申專利試藥補心 未來移植「造心」大突破
港大用幹細胞製人造心肌

■責任編輯：李暢熹文匯教育 透 視 眼26A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研資局自2011年至今，共撥款4.5億元支持「主題研究

計劃」下11個項目，部分項目漸見成果。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幹細胞及再生醫學研究

組總監李登偉及其團隊，成功以萬能幹細胞研製出如拇指大的人造心臟肌肉、心片及心

臟起搏器，已申請數項專利。成品可用作試藥、修補心臟及改善現時心臟起搏器功能。

專家未來計劃研製可供移植的人造心臟，為治療帶來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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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大學大不同之二
上期提到，除了課堂風

氣外，牛津、劍橋和常春
藤盟校選科制度、學制及
生活文化均截然不同。

牛津劍橋難轉系
牛津、劍橋跟香港一樣，學生報考時要選好

學系，因為入學後較難轉系。美國許多人到大
三才決定主修科，以筆者為例，入學時只想過
主修哲學系，大三才決定副修經濟。但有意修
讀法律或醫學的學生要留意，美國沒有法律和
醫學本科課程。

報達特茅斯須懂游泳
選科制度反映英美學制教育理念的分歧。美

國大學本科主張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
cation），旨在培養整體思考能力和公民素
質，提供踏入社會工作前的最後培育，確保4
年大學生活中能夠思考興趣、嘗試新事物。不
少大學設有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
要求不同主修科的學生接觸各類型課程，開拓
眼界。達特茅斯學院的學生，則必須學會游
泳，以及參與最少3個學期的課外體育活動，
否則將不獲發畢業證書。
此外，英美地緣文化差異很大。達特茅斯學

院坐落在人口只有1萬的小鎮漢諾威。當地麻
雀雖小，卻五臟俱全，餐廳種類甚多，但逛街
選擇較少。牛津、劍橋所在鎮內人口有10萬人
至20萬人。
從小在「石屎森林」長大的港生，抵埗達特

茅斯後，會覺得彷彿到了世外桃源一樣，享受
遠離城市煩囂的校園生活。不過，部分港生或
覺得在這些大學城讀書會跟現實世界脫節。

事前親訪 「貨比三家」
不適應校園生活的留學生，其實比大家想像中更多。

從香港去到外地讀書，無論學習、語言、食物、人際關
係等，都是極大挑戰。筆者認為，讀書只是大學一部
分，增廣見聞更重要。若經濟能力許可，學生最好事前
親身到訪大學，向學生和教職員了解校園情況。即使是
平時購物，我們都要「貨比三家」，更何況是要度過三
年或四年的大學？

■陳以諾
作者簡介：中學就讀皇仁。在美國達特茅斯學院

（Dartmouth College）主修哲學，畢業後在麥肯錫工作
3年。現為演唱會售票平台Playroll的CEO。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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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院「膠再用」計劃 明年25小學推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香港固

體廢物過去數十年持續增加，塑膠廢物佔
近25%。有見及此，香港教育學院可持續
發展教育中心及林氏基金，今年起協辦涉
及800萬元的塑膠廢物回收教育計劃─
「教育起動，塑膠再用」，為期4年半，
有意於明年初在全港其中25間小學推行。
教院昨日舉行計劃開幕典禮及大型展覽
會，展出多個以塑膠廢物處理為主題的展
板及活動攤位，吸引過百名專家學者、業
內人士、大專院校及中小學生參加。
塑膠在港人生活中無處不在，但其不易

分解的特性會為環境帶來破壞，內含的有

毒塑料更會致癌。

首創塑膠分類回收箱
為有效回收塑膠產品，教院可持續發展

教育中心總監蘇詠梅及教院科學與環境學
系副教授周卓輝，首創把塑膠再分類的回
收箱，根據塑膠材料編碼、回收比例及體
積，設有獨立回收格，讓使用者按照塑膠
種類回收，減低業界回收成本。
中心有意於明年初在全港其中25間小

學推行計劃，並為參加的學生大使提供
培訓，又於學校設置回收箱推行。蘇詠
梅指，希望計劃可提升及培養小學生對
塑膠分類的認知、態度和行為，並提升
教育界及公眾對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關
注。

李登偉獲研資局撥款6,000萬元研究萬能幹細胞，
團隊包括40名本地科研人士及數十名海外學

者，陣容鼎盛。他表示，心臟衰竭或血管閉塞病人，
大量心臟細胞壞死，同時無法增生，只能依靠心臟移
植續命，「若善用萬能幹細胞重組概念，就如砌積
木，把一個個心臟幹細胞砌成一個心臟，置入人
體」。不過，要製作人造心臟並非易事，10年前
1,000個萬能幹細胞，只能研製出3個心臟幹細胞。但
經過研究人員2年努力，可把1個萬能幹細胞，研製
出70個至80個心臟幹細胞。這重大突破長遠有望研
製出人造心臟。

最快4個月可專屬試藥
另一方面，藥物在研製期間須通過3個測試階段，
最後階段更要以真人試藥，若這時才發現藥物會令人
中毒，藥廠或會損失約10億美元，成果前功盡棄。
因此，李登偉團隊善用納米技術重組萬能幹細胞，製
造一塊如拇指般大小的人造心臟肌肉代替人的心臟，
實行體外試藥，「人造心臟肌肉可在體外測試藥物有

否毒性、人吃多少劑量會導致心律不平衡等」。
目前，專家已測試30種至50種常用藥物，以及部

分因有毒性而被停用的藥物，預計明年可試驗近200
種至近1,000種藥物。每個人基因譜圖不同，對藥物
副作用有異，李登偉表示，只要抽取人體小量皮膚細
胞或血液，4個月至6個月後便可研製「個人化」人
造心臟肌肉，為當事人專屬試藥。

心片似「膠布」補心
另外，李登偉善用萬能幹細胞技術研製的人造心

片，功能類似「膠布」，可修補心臟損壞部分。他估
計，人造心片技術於3年至5年後將更成熟，可進行
臨床應用，對治療心臟病是重大突破。至於同樣以萬
能幹細胞技術研製的心臟起搏器，可取代電子起搏
器，研究人員已善用與人類心臟大小和功能相似的豬
隻試驗。

微創手術植入終身用
他解釋指，心律不平衡的病人會安裝電子起搏器，

但跑步、上落樓梯時，電子儀器因無法與腦部溝通，
未能同步調整加快心跳，令人因缺少氧氣而容易感到
疲倦。同時，每數年須更換電池。他指新的心臟起搏
器由3,000個心臟幹細胞組成，可用微創手術植入人
體，估計可終身使用，價錢約數萬元美金，現正準備
臨床應用。
另一邊廂，香港科技大學工業工程及物流管理學系

講座教授李忠義及其團隊，亦獲研資局撥款1,300萬
元，為香港海洋貨櫃運輸物流網進行深入研究。研究
人員與東方海外貨櫃航運公司及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合
作，把業界營運管理數據加以研究及分析，提出管理
建議，有望就海運物流供應鏈網絡、香港未來戰略方
向等，設計出適合本港的物流管理模式。

■小學生到教院玩攤位遊戲，認識塑膠回收現況。 教院供圖

■李忠義及李登偉團隊獲研資局撥款進行研究。
鄭伊莎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