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治柏金遜 研小分子奪大獎
港大歐陽灝宇挑戰化學 冀5年設計有效識別系統

柏金遜症能

直接影響患者

肌肉活動，大

大阻礙其活動能力，目前為止不但

無根治方法，甚至成因不明，人類

對它的認知非常有限。香港大學化

學系助理教授歐陽灝宇，從超分子

化學及分子識別方向入手，針對跟

柏金遜症在內等多種神經疾病有關

的「兒茶酚胺」小分子研究，目標

是於5年內設計出可有效及準確辨認

指定小分子的識別系統，協助科學

家觀察它們的作用及發病時的變

化，有助人類更加認識相關疾病，

為尋找治療方法帶來突破。歐陽灝

宇榮獲本年度裘槎基金會「前瞻科

研大獎」。 ■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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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加強本港
青年學生與「一帶一路」國家交流，一系列計
劃正密鑼緊鼓推出。民政事務局及公民教育委
員會昨日宣佈以試行方式推出「一帶一路」交
流資助計劃，透過配對方式資助註冊非牟利機
構或法定團體舉辦以香港年輕人為對象的「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團。
教育局指，會積極考慮社會期望，在透過獎
學金助「一帶一路」學生來港之外，也資助港
生到「一帶一路」地區升學，以推動香港高等
教育國際化。
新推的資助計劃，旨在促進本港年輕人對
「一帶一路」發展策略的認識，從而讓他們思
考個人及香港在國家發展上可擔當的角色和責
任，並幫助他們掌握「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
和面對的挑戰。計劃將資助年齡介乎15歲至29
歲香港年輕人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年輕人
進行單向、雙向或多邊交流活動。
民政局下周三（27日）於柴灣青年廣場舉辦

簡介會，歡迎對計劃有興趣的機構往公民教育
委 員 會 網 站 （www.cpce.gov.hk/main/tc/
brscheme.htm）先報名。

顏汶羽：港青應把握機遇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對政府推出資助計劃

表示歡迎，他指，「一帶一路」是國家重要發
展策略，香港青年應把握有關機遇，發揮「一
國兩制」優勢。他認為，資助計劃可大大提高
香港青年海外交流的機會，有更好的平台去認
識其他地方的文化、制度、生活環境等，讓日
後發展做足準備。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高等教育）高怡慧

昨亦在該局網頁專欄《局中人語》撰文，解釋
政府注資10億元的「一帶一路」獎學金安排，
每年會以3%至4%的基金投資回報即約3,000
萬元至4,000萬元用於獎學金，當局也會積極
考慮社會意見，研究讓獎學金作「雙向」資
助，即同時供港生到「一帶一路」升大學之
用。
她又重申，政府近年已推出了一系列措施，進

一步增加對本地年輕人高等教育的資助，包括設
有獎學金資助港生留港及赴海外名校升學，上學
年兩者分別涉款1.7億元及6,000萬元，相信學生
可從不同升學途徑找到合適出路，

潔心林炳炎中學早前舉行全方位學
習周，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環境和社區
資源，推出不同創意及探訪服務活
動，助學生增進學科知識，同時做好
品格培育、生涯規劃等，開闊學習空
間。該校也同時強化課外活動，增加
同學展示才能的機會，帶領同學建立

積極人生。
是次全方位學習周活動內容豐富，包括有加入電子學習

元素的「數學遊蹤」、到歷史博物館深化文史知識、探訪
「寶血兒童村」啟迪心靈及反思人生等。另校方也安排學
生參與「平等、共融」體驗活動、「提升學習動機」講
座、「中華文化藝術」戲劇工作坊，並為高中學生推出
「職業潛能評估」工作坊及「職極人生計劃」，讓他們走
出課堂，探訪不同行業，藉以了解自我，積極規劃人生。
此外，該校又讓全級中三及中四學生一同出外參與義工
服務，發揮愛心。不少學生於過程中表現積極投入，樂在
其中，並能在活動後作反思學習。例如其中的長洲義工服
務之旅，學生可學習製作平安包及認識長洲歷史文化。而
在探訪老人院及獨居長者時，有學生透過校內組織活動籌
募經費，預先製作有心思的手工藝及禮物包送贈長者，發
揮了敬老助人精神。 ■記者 高鈺

「一帶一路」交流團接受機構報名 潔心林炳炎中學 全方位「品人生」

校園放大鏡校園放大鏡

歐陽灝宇致力進行關於超分子化學（supramolecular
chemistry）及分子識別（molecular recognition）研

究。他解釋指：「人體內即使一個簡單細胞，裡面其實是
由很多不同分子組合，成為一個『網絡』才能發揮功用，
是個非常複雜的生物環境。」他其中一個研究方向，是要
設計出能夠有效及高選擇性地識別出有機小分子的新型分
子識別系統，簡言之就是要在錯綜複雜的細胞環境之中，
找出特定小分子進行觀察和研究。

識別「兒茶酚胺」如認人
所謂超分子化學，就是研究分子與分子間的關係及如何
互相影響，「以一個藥物分子為例，它必須跟身體內的細
胞或蛋白質彼此交互作用，才可顯現藥性。」目前歐陽灝
宇正積極識別出「兒茶酚胺（Catecholamine）」這種小分
子，「它是其中一種用以傳送神經訊號的物質，對於人體
非常重要，然而目前為止未有方法可以有效地把他們識別
出來。」他形容識別小分子有如認人，特徵愈少愈難辨
認，體積比納米還要小一級的小分子（10-10米），可想而
知特徵很少，故非常有挑戰性。
他補充指，假如將「兒茶酚胺」放入有機溶液中，要把

它認出來未必太困難，但假如要在水裡面作識別，並要在
細胞芸芸分子中把指定分子找出，那就非常困難，而人體
基本是由水構成，有關問顯是故必須克服。
他續指，識別系統另一難處是如何將指定小分子標示出
來，其中一方向是設計出針對「兒茶酚胺」的螢光探針，
讓它們變得一目了然。

小分子角色 助解疾病變化
歐陽灝宇表示，「兒茶酚胺」與柏金遜症等多種神經疾
病有關，但當中機理仍存在不少疑問。假如成功研發出識
別系統，將能協助科學家研究各種小分子在生物系統中作
扮演的角色，包括了解該小分子正常時的作用，及在發病
時會否產生任何變化，對研究相關疾病大有幫助。

研環狀分子 啟發物質結構應用
歐陽灝宇的另一個研究方向，是探索複雜環狀分子的裝
配策略；這些分子環狀結構，與分子記憶體、微型物質穿
透，以新興有機材料的研究息息相關，「大家可以想像成
一根鐵支和一條鐵鏈之間的關係，雖然它們都是鐵造，但
鐵鏈的形態是由多個鐵圈環環相扣，既不失鐵的硬度，同
時擁有鐵支所欠缺的靈活性。」
同一道理，利用環狀分子的不同裝配策略，對改變物質

結構及應用亦可望帶來突破。
不過他坦言分子實在太小，要將他們扣在一起並不容
易，目前為止最多能做到7組扣圈，仍需找尋突破口，例
如設計出可以讓分子自行扣在一起的結構方法，有關研究
將對研發新物料，尤其與藥物釋控有關的醫學物料，有着
重要的啓示。

電子產品體積愈
出愈小，效能愈出
愈強，但隨着半導
體晶體管的尺寸迎

來物理極限，未來恐面臨樽頸。香港大學化學系系
主任陳冠華與其團隊，透過電腦模擬化學材料中原
子的運作，研究量子力學中薛丁格方程式
（Schrö dinger equation）的數值解法，為發現新
物料和新的電子計算系統帶來突破。有關成果備受
肯定，讓他獲得本年度裘槎「優秀科研者獎」。
陳冠華解釋，理論上半導體晶體管尺寸愈小，

電子運算速度便愈快，大概為晶體管每細小一半
計算速度就提高一倍的程度；隨着科技發展，目
前市面所見最小的晶體管已小至14納米，實驗室
更可以造到7納米。
不過他指，由於原子跟原子之間大約只得0.1
納米距離，如果製作的晶體管小於7納米，裡面
的原子將難以控制，簡言之目前的技術已經接近
物理極限，不出10年將會面臨樽頸，為此有必要
設計全新物料，讓電腦發展得以延續。

軟件模擬 免重本實際打造
他指，現代電子器件更多是透過電腦軟件設
計，然而在設計新物料的前提下，現有電腦軟件
設計已經不再適用，所以要讓器件設計有突破，
必先從電腦模擬軟件着手。他與團隊遂針對量子
力學中著名的薛丁格方程式進行解構，致力開發
出新一代電腦模擬軟件，為發現新物料和研發新

電子計算系統帶來突破，有能力把方程式應用於
數十納米級系統，極大的拓展了量子力學計算方
法的應用範圍。
這計算上的突破，有助實現對新興納米電子器

件及新興電子材料的計算模擬與探索，讓科學家
在此基礎上，尋找新物料及設計新運作系統。
陳冠華進一步解釋電腦模擬的好處，「如果建
廠實際去造7納米小的晶體管，投資少說數十億
美金；電腦模擬花費不了多少，亦能嘗試各種不
同可能性。」對於未來發展，陳冠華認為晶體管
未必再往小發展，而是轉為利用不同新物料繼續
發展，創造更多可能。
解構上述方程式後原則上足以解決問題，但仍
有技術問題需要處理。「即使利用號稱運算速度
全球最快的超級電腦『天河二號』運算，都需要
足足兩個星期才能算出一種可能性」，而且有關
運算過程非常複雜，穩定性仍有不足。未來將着
力進一步優化軟件，加強可靠度及運算速度，目
標從幾周縮短至數小時完成。

模擬運算析新太陽能電池
團隊另一個研究方向是研發新一代太陽能電
池，他指目前常用的太陽能電池物料矽，對環境
產生很多污染。陳教授團隊首次從量子力學計算
出發，直接模擬太陽能電池的光電過程。團隊透
過模擬計算，深入了解太陽能轉化電能的機制，
有助在矽以外探索新物料，開發下一代太陽能電
池。 ■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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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華助電腦加速 研「幻境」尋新物料

陳冠華加入港大逾廿
年，見證香港大學科研
的飛躍。他坦言，香港
的學術研究雖位處世界
前列，卻礙於沒有相關

工業支持，只靠政府資金恐獨力難
支。

他又指，其參與研發的新電子物料及
計算系統項目，獲教資會「卓越學科領
域」批出前後8年1.5億元的資助，並涉
及香港多所大學合作，為爭取更大突破
及避免多年努力白費，正積極與內地協
商合作，期望能讓研究持續。

陳冠華指，有關新電子物料及計算系
統研發項目資助期已過6年，相比於同
一範疇競爭的美國科研團隊，對方同樣
包括跨院校跨學科的學者，且跟當地大
型電子企業合作，香港資助金額遠遠不
夠，而且因香港欠缺相關企業，完全依
賴政府支持也不實際。

他認為，近年珠三角的電子設計工業
發展很大，投資很多，因此在香港從事
有關研究亦有優勢，他希望藉是次獲獎
暫時放下教學及行政工作，專注研究及
跟內地尋求更多合作，讓團隊得以持續
發展，研究之餘也能讓學生參與，為香
港培養科研人才。

■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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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心林潔心林
炳 炎 中炳 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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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全方位學
習周習周，，長長
洲義工服洲義工服
務務。。
學校供圖學校供圖

■歐陽灝宇目標5年內設計出可有效及準確辨認指定小分子的識
別系統，協助科學家觀察它們的作用及發病時的變化，有助人類
更加認識柏金遜症等疾病。 劉國權攝

■■陳冠華透過研究薛丁格方程式的數值解法陳冠華透過研究薛丁格方程式的數值解法，，為為
發現新物料和研究新系統帶來突破發現新物料和研究新系統帶來突破，，成果得到肯成果得到肯
定定，，榮獲本年裘槎優秀科研者獎榮獲本年裘槎優秀科研者獎。。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歐陽灝宇獲頒「裘槎前瞻科研大獎2016」。 港大供圖

■陳冠華獲頒「裘槎優秀科研者獎2016」。 港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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