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1111月月1010日日（（星期五星期五））香  港  新  聞A13 ■責任編輯：李暢熹

港大「超級番茄」抗衰「升呢」
增抗氧化對人體助益大 研究成果國際期刊發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瑪麗醫院昨日
公佈，一款加熱冷卻裝置被驗出含奇美拉分
支桿菌。院方查閱病人記錄後發現有兩名病
人的樣本受影響，他們現正穩定康復。瑪麗
醫院表示，已即時停用該款裝置，並按生產
商建議加強清洗及通知生產商更換零件與喉
管。美國數據顯示，裝置若受奇美拉分支桿
菌污染，使用時有機會透過空氣或儀器的排
風口散播桿菌，病人受感染的風險估計約為
千分之一。若病人感染該桿菌，一般會在數
個月內發病，醫生會處方抗生素治療受感染
的病人。
瑪麗醫院發言人指，該院最近在例行檢

驗時，發現一款用於心胸外科手術的加熱
冷卻裝置，在一個水樣本中驗出奇美拉分
支桿菌。
院方發現後已即時停用該款裝置，並會

改用另一生產商的裝置，心胸外科服務未
有受到影響。
院方亦已根據既定臨床程序，定期監察

曾經使用有關加熱冷卻裝置病人的情況。
瑪麗醫院已將個案通知醫管局總辦事處

及衛生防護中心，並會繼續與衛生防護中
心緊密留意有關情況。
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去年曾作出警

示，指該款裝置可能受到奇美拉分支桿菌
污染，使用時有機會透過空氣或儀器的排
風口散播桿菌，病人受感染的風險估計約
為千分之一。
醫管局去年11月收到有關警示後，已通

知伊利沙伯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及瑪麗
醫院3間有提供心胸外科手術服務的公立醫
院，採取連串防感染措施，包括按照儀器
生產商的建議清洗及消毒儀器，及向接受
有關的開胸手術病人解釋風險等。

伊院威院未有用該裝置
現時伊利沙伯醫院與威爾斯親王醫院未有

使用該款裝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同一星空下，人人
平等，全失明人士亦能欣賞美麗的星空。即使眼前漆
黑一片，但他們手執凸字星空圖、聽着星座神話故
事，便能以心觀星。盲人觀星傷健營創辦人莫儉榮
（Kim）堅守信念，盼透過觀星活動刺激盲人突破自
己，並達至傷健共融，「不可以因為失明而不感受及
看相關事物。」逾2,000名殘障人士、少數族裔及健
全人士明日將聚集起來，一同觀星及看日出。
觀星營是由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協

辦的大型傷健共融戶外活動，今年踏入第八年，明日
起一連兩天在上水東華三院草壟營地舉行，吸引來自
70多家機構、共2,200名傷健人士參與，當中約25%
為殘障人士，以宣揚傷健共融及平等參與的訊息。

邀殘疾家長攜健全子女出席
莫儉榮表示，今年大會打破以往男女分營的慣例，

邀請殘疾家長攜同健全的子女出席，同享家庭樂。
觀星營早前曾被攻擊，認為盲人觀星純屬噱頭。自

13歲起失明的Kim表示，連不少盲人也不信自己有
能力觀星，「有個看字便不想參與，要走出來告訴他
們要感受（事物）。」
他憶述自己曾抱着相同想法，中學時獲朋友帶他看

默劇，誤以為朋友戲弄自己。朋友卻對他說：「You
have to sense it（你要去感受）。」
他悟出天地很大，不要過早關上門及自我封閉的道

理，亦埋下了日後觀星營的種子。如今不僅觀星及看
戲，Kim還是英超球迷，經常以手機直播賽事，接上
大喇叭，聽着踢球的「呯呯聲」，猶如親歷其境。
Kim見證觀星營的成長，由從美國訂購凸字星空

圖，到本地3D立體打印星圖，一步步建立導賞員團
隊。
他坦言，近年社會上共融文化趨向普及，希望觀星

營能起共融、互助及關愛的傳承作用，營內聚集不同
群體，亦可互相包容。
他舉例說，以往曾編排盲人在流動洗手間旁，人流

出出入入令盲人難眠。結果，聾人團體主動請纓，安
排在洗手間附近，「包容不是忍，而是善用大家的局
限，整個社會互相為對方着想。」
從事攝影工作的溫錦輝自幼患上小兒麻痹症，須以

輪椅代步。
他表示，一直很想拍攝星空，礙於難以攜帶及控制

沉重的腳架，苦無機會。
連續4年參加觀星營的他說，有一年他獨自報名，

沒有帶相機，只隨身攜帶記憶卡。就在星空最美的一
刻，一名健全的義工竟願意把相機借予他，令他深受
感動。
他笑說，二人此後結交成朋友，「他教我拍風景；

我教他拍人像。」

觀星營傷健共融
勉盲人突破自己

■莫儉榮（中）創辦盲人觀星傷健營，盼透過觀星活
動刺激盲人突破自己。右一為溫錦輝。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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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生物科學學院副教授王明福
表示，團隊從可食用作物芥菜

（印第安芥）中提取合成酶蛋白
HMGS 的基因，透過基因修飾將
HMGS蛋白內的第三百五十九位氨基
酸，由絲氨酸轉為丙氨酸。
團隊發現該項基因改變將大大提升

合成酶蛋白HMGS的活性約10倍，
從而提升植物中各項有益成分的含
量。
團隊將改變後的HMGS基因製成

「高效植物雙元表達載體」，讓載體
與農桿菌混合後，將剪碎的番茄葉片
放入載體中培養，讓載體侵染番茄葉
片，再利用番茄葉片新生長出來的癒
傷組織中發生基因突變的部分，培養
出轉基因「超級番茄」株。

基因突變可穩定遺傳
團隊在「超級番茄」株的第二三代

果實中，仍可檢測到維他命E、胡蘿

蔔素、番茄紅素、角鯊烯含量及植物
甾醇等對人體有益成分的含量，分別
有94%至494%增幅，證明「超級番
茄」株的基因突變可穩定遺傳。

增番茄價值 農民收入增
參與研究的港大生物科學學院研究

員廖攀指出，轉基因「超級番茄」株
所得的番茄果實大小、外形與普通番
茄果實無異，但對人體有益成分的比
例大大提升，未來有望透過該項技術
提升番茄中營養成分含量，從而提升
番茄價值，農民收入亦可增加。

何時面世 待轉基因接受增
他續說，坊間對轉基因食物有不同

說法，「超級番茄」何時能於市面銷
售，仍要看市民對轉基因食品的接受
程度。
港大生物科學學院教授蔡美蓮指

出，並非每個物種都能轉基因成功，

因芥菜生長周期短及可食用，因此選
擇從芥菜中提取相關基因作基因修飾
以快速檢測基因改變後的效果。
她續說，番茄基因轉化技術相對成

熟，故選擇將改變後的基因首先應用
於番茄而獲得「超級番茄」，團隊未
來亦會研究將相關基因改變應用於其
他植物或蔬菜上的可行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香港

大學生物科學學院與法國科學研究中

心合作8年，透過遺傳工程改變番茄體

內合成酶蛋白HMGS的氨基酸組成，

增強酶活性約10倍以獲得「超級番

茄」，可大幅提升每克番茄果實中

494%維他命E含量、169%β-胡蘿蔔

素含量、111%番茄紅素含量、210%

角鯊烯含量及94%植物甾醇含量，上

述成分均對人體健康有益，也可用於

化妝品生產，起到抗氧化、保濕等作

用，當中前3項成分更屬具高氧化特性

的天然產物，長期食用可延緩衰老。

相關研究的成果已於國際期刊《Plant

Biotechnology Journal》發表。

■左起：王明福、蔡美蓮、廖攀。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