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場主導惠民 創科找準定位
民記領導訪博覽 倡尋利港項目推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翔）民建聯元老譚耀宗、葉
國謙與主席李慧琼、副主席
周浩鼎，及青年民建聯主席
顏汶羽，昨日一起參觀灣仔
會 展 舉 行 的 「 創 科 博 覽
2016」。他們均對國家科技
成就印象深刻，認為應在香
港推動博覽會展示醫療技
術、智慧城市與港珠澳大橋
建設等創新科技，改善市民
生活。李慧琼與周浩鼎均譴
責偏激議員為反而反、阻撓
香港科技發展，但同時認為
推動創科不能盲目上馬，需
找到適合香港的項目，以市
場為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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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新老領導層昨日下午一起亮相創科博覽
會，吸引不少觀展市民的關注。李慧琼成為展

場焦點，不少熱情市民上前打招呼，要求合照。主
辦博覽會的團結基金總幹事鄭李錦芬親自帶隊，介
紹展覽會所展示的國家和香港的尖端科技。

李慧琼：微創手術迎老齡化
李慧琼於參觀後譴責偏激議員為反而反，無理阻
撓政府推動創新科技，令創科局成立延後3年，
「若再不提升本港創新科技，香港豈不是永遠落
後？」李慧琼指，香港作為國家一部分，希望香港
創科能由國家創科潮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角色。

她對博覽會上的微創手術機器人很有感受，說香
港進入老齡化時代，我們每個人都難免生病，也許
會需要做手術，若香港能推廣微創機器人手術，便
可大幅減少市民的手術痛苦，加速康復。她續說，
香港科技應用方面已落後深圳與周邊城市，應加速
推廣智慧城市的建設，以科技成就改善市民生活，
「例如民建聯便曾在立法會建議政府於每個（港
鐵）站台設立電子屏，準確預告下班車到站時
間。」
李慧琼對國家科技成就印象最深刻的，包括太

空返回艙都專門運來香港給市民參觀，她認為這
證明國家對香港的重視，「有剛才與我打招呼的
屯門街坊表示，上午看了還不夠，中午吃完飯，
下午又來看，尤其對介紹國家科技進步的短片百
看不厭。」

周浩鼎：港珠澳橋創造就業
昨日並非假期，但有很多學生來看展覽令她很意

外。主辦單位表示，本周六的創科博覽親子日，網
上登記已經滿了，周四、五的展覽尚餘少量門票。

看來很多市民、尤其年輕人很關心國家的科技成
就，李慧琼希望主辦單位能延長這個科技展，讓更
多市民了解國家的進步。
周浩鼎亦指出，推動香港創科不容再拖，但需要

謹慎立項、全面配套，以市場機制運作，形成適合
香港的創科產業。他對博覽會中展示港珠澳大橋的
尖端技術很感興趣。作為離島區議員，他希望港珠
澳大橋早日開通，便利港珠澳三地居民來往，且帶
動大嶼山成為新的交通樞紐、創造大量工作機遇，
對本港經濟和市民就業均有幫助。

顏汶羽盼九東智慧城市速推
顏汶羽認為博覽會給香港青年提供了一個很好的

機會，可以看到國家在不同領域的科技進步。他對
博覽會展示、由深圳民企自行研發的先進警用直昇
機最感興趣。他認為特區政府應積極借鑒深圳經
驗，推動本港應用科技的發展，將科技成果應用到
市民的生活當中。例如政府提出在九龍東作為建設
智慧城市的試點，他希望相關措施能夠盡快落實，
因這是九龍東市民的普遍期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岑志剛）一
連八天舉行的創科博覽日前以「香港科創齊步
向前」為題，邀請本港醫學、化學、電子工程
界精英分享各領域最新發展。其中中大校長沈
祖堯、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裴偉士、香
港科技大學理學院院長葉玉如以生物醫藥為主
題作分享。沈祖堯講述現代科技用「糞便」治
病的新奇方法；並透露自己在科學家、醫生及
校長三重角色中，更喜歡醫生及科學家的身
份，「醫生可直接照顧到病人的健康，科學家
則『撞板多過成功』，更具挑戰性，這兩種身
份對我而言更具意義。」
沈祖堯說：「科學的奇妙之處在於，它並
不一定永遠都正確。」他指出，人體內細菌
及微生物的數目遠超過細胞數量10倍，以往
有醫生發現體內細菌及微生物對植入體內不
同位置的支架有損毀作用。醫學界亦曾認
為，細菌只會損害人體健康，對人毫無益
處。
直至有國外年輕科學家以自己身體做實
驗，證明胃病與細菌之間的關係，科學界才
慢慢發現，原來有些細菌已經變成人體的一
部分，並起到保護身體的作用。沈祖堯指
出，現時的研究更深入到將健康人體的糞便
進行過濾，接入病人的胃中，利用糞便中對
人體有益的細菌為有需要的病人治療。

科研撞板多 不必怕失敗
他並分享感受說，科學的研究往往需要好
的科研團隊，而好的醫生亦並不單單是治
病，更會關注疾病背後的原理及致力提供更
好的治療方案。
沈祖堯又說，在科學家、醫生、校長三種
角色中，自己最喜歡做醫生及科學家的角

色，認為醫
生可以直接
照顧到病人
的健康，而
科研工作則
「撞板多過
成功，更具
挑戰性。」
他勉勵年輕
人：「失敗
是重要的里
程碑，不要
怕失敗，要
從中汲取有用的東西，繼續向前。」
葉玉如則主要講解阿爾茨海默病（腦退化

症）的最新治療方案。她指出，該病是逐步
惡化的神經退化症，現時在小白鼠身上的實
驗顯示，注射一種叫做IL-33的蛋白可以令小
白鼠相關症狀好轉，並減低引致腦退化症的
Aβ蛋白斑（不好的蛋白斑）數量。

葉玉如：腦退化有治療希望
她解釋，小腦中的小膠質細胞具有吞噬

Aβ的功能，注入IL-33的小白鼠可以明顯觀
察到IL-33會驅動小膠質細胞向Aβ蛋白斑聚
集及遷移，並進一步吞噬，從而促進腦細胞
之間的溝通，增強記憶能力。
但她在互動環節中表示，現時相關研究仍處

於科研階段，從科研走向臨床並最終真正讓患
者受惠則仍需要一定時間，「實驗在小白鼠身
上已證實成功，也很有製藥前景，但仍有一系
列的系統工作要做，還需要時間。」
裴偉士則以「嚴重病毒性肺炎的新治療方

向」為題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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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物聯
網、智能家居、遠程醫療、更為舒
適的AR（擴增實境）和VR（虛擬
實境）高清體驗、大數據等都是當
代頂尖科技的焦點，而更快更有效
的5G流動通訊，正在為各相關範疇
提供重要的技術支援。昨日的「創
科博覽2016」便邀請了中國信息通
信研究院技術與標準研究所所長、
5G專家王志勤主講，分享流動通訊
的發展歷程，以及5G為經濟、商
業、生活等方面帶來的影響。
她於受訪時特別提到，香港具高

水平的通訊技術科研，認為港人可
多結合5G技術發展媒體、娛樂等創
意產業內容，讓更多市民能應用最
新科技。
王志勤於專家講座中分享指，於

1G至3G流動通訊技術發展時代，中
國一直未具競爭力，而4G技術中國
開始涉足，但都是「前期外國先搭個
架子後，我們添些技術進去」；至
5G時代中國則是從開始就參與設計
技術架構，現時正與其他國家一起尋
求國際統一標準，減少3G、4G還無
法擺脫的通訊障礙，同時降低成本。

發揮創意結合娛樂媒體
她以「信息隨心至，萬物觸手
及」一句話，來概括5G的願景，形
容未來5G投入使用後，可以幫助更

快發展物聯網、車聯網，市民可以
獲得更豐富的娛樂資訊，亦可以通
過數據分析提高車輛行駛安全等。
而針對近期熱門的AR、VR技術，
她指如能以5G提高數據傳輸速度，
便能完全避免AR、VR使用時用家
可能因畫面不流暢而產生暈眩感。
另外，她又指配合5G超高速穩定的
流動通訊，更可開拓遠程醫療的可
能性，這大大縮短了救護所需的時
間，提高病人被救回的機會，更全
面造福大眾。
在講座前，王志勤接受媒體採

訪，特別提到香港通訊技術的研
究。她表示，香港在芯片、高頻段
射頻器件等方面的研究水平較高，
內地不少4G研究都是基於香港的研
究成果再行發展。而未來5G的基礎
性高頻器件、技術方面，香港研究
機構和大學亦有力進行具質素的基
礎性研究。
即將到來的5G通訊時代會帶來許

多新的發展機遇，王志勤提到，除
大學科研人員外，港人亦可發揮創
意，多多投身創意產業，在內容方
面下工夫，讓5G與媒體、娛樂方面
有更多更好的結合。
智慧城市發展與城市化、信息化

密不可分，5G將為智慧城市建設提
供更好的技術支持。王志勤稱讚，
香港在智慧城市「關注弱勢群體的

城市公共服務」方面做得非常出
色，例如協助有視障人士享受政府
網上公共服務、為殘疾人和老年人
設立專門互聯網網站、為弱聽人士
以優惠價提供有移動通訊服務、為
殘障人士和長者提供電子銀行設備
和服務等。
她說：「各個城市想建設智慧城

市想達到的目標不同，信息化是邁
向信息社會的城市發展理念，各個
城市信息化內涵不同，因此，人文
參與非常重要。」

郭位：通訊安全危機大
工程可靠性專家、香港城市大學

校長郭位亦獲邀與王志勤一同主
講。他提到，在科技創新的同時質
量保證並保持多樣性同樣重要，而
隨着網絡發展的普及，通訊不安全
更是未來世界面臨的最大危機。

內地專家倡港把握5G機遇

■沈祖堯稱，醫生及科學家的身
份對自己更具意義。 岑志剛 攝 ■王志勤分享內地智慧城市、移動

通信進程及5G展望。

創科博覽「科普講堂」（今日起內容）

9月28日星期三

11：00-11：40

14：00-14：40

15：10-15：50

16：15-16：55

9月29日星期四

11：00-11：40

14：00-14：40

15：10-15：50

16：30-17：10

9月30日星期五

11：00-11：40

14：00-14：40

15：10-15：50

16：20-17：00

10月1日星期六

11：00-11：40

12：10-12：50

14：30-15：10

Pokémon Go的物理

持續創新的策略

空氣質量預報

二十一世紀交通管理的挑戰與對策

航空創新科技

實現太空夢

食品及藥物的創新

必飛越障椅

關節軟骨再生——可能嗎？

虛擬現實技術的力量

網絡情報分析：大數據年代

計劃天空——雲和大數據

全自動視網膜圖像分析及應用

視覺感測智能搬運機械人

物聯網科創機遇

資料來源：創科博覽2016 製表：陳文華

■民建聯領導層參觀珍貴太空返回艙。 莫雪芝 攝 ■導賞員向民建聯領導層介紹國家先進北斗導航系統。 莫雪芝 攝

■■民建聯領導參觀民建聯領導參觀「「創科博覽創科博覽」。」。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屯門居民李先生和太太主動與李慧
琼合照。 殷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