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次癌細胞擴散分析很可能是香港規格最高的「公民
科學」研究，林潤華早前接受本報專訪，講解整個

項目的流程。他表示，不同的癌細胞有不同的擴散情況，
若能找到其移動路徑，便可對症下藥，爭取減低癌症擴散
的危機。
由於每粒細胞都有獨特的移動路徑，不能作整體觀察，

而需要獨立研究，令資料的搜集及分析更加複雜。他形
容，有關研究方向有如癌細胞的「人口統計學」。
是次研究除了應用生物及化學系層面上的知識外，還需

結合精密的電子工程科技。林潤華表示，研究團隊透過體
外培植，把子宮頸癌、肺癌以及乳癌三種癌細胞組分類成
16個組合，合共800個細胞，讓參與的學生透過動態顯微
鏡觀察及記錄其擴散與移動情況。

結合「公民科學」 成果超預期10倍
林潤華指，以往針對癌細胞移動路徑的研究，都要以人

手測試移動路徑，一般三四人的研究，團隊就要利用一個
月去研究一種癌細胞，最後可能要花上三四個月才能完成
整個項目的觀測及記錄工作。
因應今次研究，團隊特別結合「公民科學」做法，配合

大量中學生於課程資訊日到訪的機會，招攬他們參與協
助，分配各人作短時間的觀察。
600多名參與的中學生只需數分鐘的時間，按一按電腦

就能做到，「每個學生『認投』一個細胞，透過觀察，再
跟我們經訓練的大學生大使報告情況。」
林潤華認為，是次研究成果比預期中大10倍，取得空

前成功，既啟發大批中學生對科學的興趣，也能提高實驗
成效，「以群眾的力量眼手並用，更勝電腦。以往幾個月
才做到的事，這次有600多人幫忙，一天就完成了。」而
從學術層面，研究結論也可望更了解癌細胞擴散時的行
為，以便作針對性診治。

中學生名字論文「榜上有名」
林潤華又提到，整個「公民科學」項目成本只需數萬

元，主要用於學生大使的薪金、租用電腦以及設計展品，
笑言「碌盡人情牌」，「連保安員都主動幫我們通宵看守
電腦。」
今次研究結果將會寫成論文發表於國際期刊，屆時這

600多名中學生的名字也會刊出，成為研究者之一，林潤
華指，那將成為全港最多作者的學術論文。而根據城大團
隊的計劃，整個癌細胞研究項目並不止於此，校方將利用
網絡資源，籌備上載4,000多個癌細胞的影像，邀請更多
中學生參與，進一步推展「公民科學」。

城大是次追蹤癌細
胞擴散的公民科學研
究，有參與的中學生

大讚活動既能推廣科普教育，成果也有機會幫助限
制癌細胞移動造福病人，覺得非常有意義。擔任支
援人員、負責向中學生講解的城大生則指，當日反
應十分熱烈，到場的中學生都非常好學，踴躍提
問，對活動感受深刻。
城大生物及化學系學生伍婉琳指，自己經學姐介

紹得悉是次公民科學研究，覺得非常有趣，而事前
不同工作人員都要作培訓，以便結合本身知識，向
參與的中學生講解研究內容及方法。同系的陳凱晴
表示，是次活動非常有趣，令參與的中學生反應熱
烈，不少人都顯得好學不倦。她亦講解研究結果將
會刊登於國際期刊上，同學知道自己有機會成為論
文作者之一，都顯得很興奮。
兩人又指，自己在中學時學習的科學多只停留於課
堂知識，「例如學細胞時，都是用紙筆去畫出細胞的
形勢和移動的路徑，從沒有機會親眼看到細胞的移
動」，認為公民科學推廣科研氛圍確是重要的機會。
參與研究的嘉諾撒書院黎同學則認為是次活動很

有意義，能夠參與是榮幸。她表示類似的研究能讓
大眾親身參與，對科普教育有很大作用；而在醫療
層面上，實驗成果也有望了解以及限制癌細胞移動
與擴散，對病人來說是一個新希望。 ▓記者高鈺

公民科學，顧名思義
就是一般人可參與的科
學活動，但林潤華強

調，那並非單純的科普推廣，只求讓學生或年輕人產
生興趣，「而是一種實驗，需要貢獻出理據和理
論。」他又指，香港學術界不少人都會視公民科學是
「可有可無的social service（社會服務）」，也影響
其較難普及，「大學都注重排名，學者要教書又要發
表文章，工作壓力十分大，難免會覺得公民科學是
『無聊的研究』。」

外國早流行 萬人齊追蝶
林潤華指，公民科學於外國有相當的歷史及流行

程度，如早在100多年前已有美國鳥類學家發動觀鳥
者在聖誕節統計鳥類數量，上世紀40年代亦有加拿
大動物學家動員民眾報告帝王蝶遷徙的行蹤，時至今
天，全球已有數以萬計的人響應號召，成為追蹤鳥兒
和蝴蝶的公民科學家。不過，在香港，大眾多認為科
學是深奧的學問，科研也多遠離一般人的生活圈子，
而不少科學家也傾向閉門造車，單打獨鬥，不理會外
間世界，社會未能培養濃厚科研氣氛。
他擔心香港科研成績易被其他地方追上，如走勢

凌厲的新加坡，期望更多年輕人能從小就培養出喜歡
科學的心態及興趣，資金只是其次，院校及學者的支
持才是重點，建議本地大學可多舉行專家講座及鼓勵
中學生共同參與研究。 ▓記者高鈺

公民科學︰點止科普推廣咁簡單

10分鐘拍一照
數百「偵探」追查

人體內的細
胞，其實無時無
刻處於活動狀

態，一般情況下細胞主要在所屬組織中震動
徘徊，但於特定情況例如組織再生時，細胞
便可能轉移至其他地方，而癌症的擴散，便
是基於癌細胞在體內的轉移。
在是次公民科學研究項目中，城大科研人

員事前將不同類型的癌細胞置於特別設計的精
密線路板上，並每10分鐘拍攝一張圖像；數百
名參與者則負責各自追蹤指定細胞在線路板的
移動情況，於電腦上描繪其路徑，組成細胞移
動統計普查資料，再由科研人員計算及分析有關
速度、移動軌跡及模式。 ▓記者高鈺

現今世代，科學研究不再只局限於重門深鎖的實驗室，科學

亦可以走進社會，讓大眾能夠參與其中，成為科學家的助手，

共同為科研成果出一分力，此乃「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的精髓。在世界多個不同

地方，「公民科學」的概念早已扎根，獲社會人士熟悉，不過類似例子於香港卻仍未

普遍。當下本港社會致力推動科研風氣，本報今日起推出系列報道，為讀者發掘香港

於不同領域逐漸抬頭的「公民科學」議題，促進科普及讓科學精神走進生活。

是次城大
組織600多名
中學生追蹤

癌細胞擴散的研究，該校電子工程學系講
座教授彭慧芝是另一幕後功臣。她設計了
精密的線路板，配合動態顯微鏡使用，讓
大量參與的學生都能在數分鐘內，快速清
晰地觀察不同的癌細胞移動，為最終研究
成果作貢獻。

指美比港起步早得多
對於是次跨學科合作項目，彭慧芝指過
程很自然，因應共同的研究目標，「要有
生物及化學的專家，亦不可缺電子工程的

幫助。」不過，她坦言，今次項目於資訊
日進行，準備時間較倉促，「研究的參與
對象是中學生，參與前也只能作短時間訓
練，導致研究規模及過程較簡單，某程度
上這規範了研究性質。」
她期望類似公民科學研究模式可發展得

更完善，日後定能於學術界普及。
曾於美國學術界任教多年的彭慧芝又

指，當地推動科研走入社會，起步比香港
早得多，不少大學都會邀請中學生參與研
究，事前會為他們提供足夠訓練，期望從
中令他們對科研產生興趣，而學生能親身
經歷大學嚴謹的實驗過程，對未來升學也
有幫助。 ▓記者高鈺

教授設計線路板 看看「殺手」哪裡逃

10多歲就成為國際學術期刊的論文作者，

並不是科學神童的專利。城市大學去年起開展

一項有關癌細胞擴散的研究，便活用「公民科

學」概念，招攬了600多名中學生協助參與，

「一人一細胞」記錄其演變及擴散情況，將原

本需要超過100天進行的前期數據收集工作，

縮短至一天便能完成。負責的城大生物及化學

系副教授林潤華指，是次研究希望能掌握不同

癌細胞的移動路徑，以便對症下藥減低擴散危

機。他又提到，在期刊當中也會包括該600多

名中學生的名字，有關論文也將成為全港最多

作者的學術論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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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盯一胞觀路徑畫軌跡 逾百日工作一天搞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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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點讚

破除偏見

幕後功臣

分析軌跡

「造福病人有意義」

■為參與公
民科學研究
的中學生講
解的城大生
伍婉琳（左）
及 陳 凱 晴
（右）。

莫雪芝 攝

■圖為活動當日情況，參與的中學生正透過電腦，觀察
癌細胞的行動情況。 城大供圖

■■電子工程學系講座教授電子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彭慧芝是這次研究計劃的彭慧芝是這次研究計劃的
幕後功臣幕後功臣。。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實驗中細胞行動的過實驗中細胞行動的過
程程。。 城大供圖城大供圖

■■城大生物及化學系副教授林潤華應用城大生物及化學系副教授林潤華應用
「「公民科學公民科學」」理念理念，，邀請邀請600600名中學生參名中學生參
與研究癌細胞的移動路徑與研究癌細胞的移動路徑。。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之一

600600
中
學
生

中
學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