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D打印左心耳技術流程

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與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合作，去
年將3D打印技術應用於四宗複雜心臟手術，透過超聲波造影收集的數據
，3D打印出高仿真的心臟矽膠模型。其中三宗 「左心耳封堵術」 使用該
技術，術前打印出病人的3D左心耳，供主刀醫生操練，施手術時 「一
TAKE過」 （一舉成功）將封堵器放置最佳位置，完全封堵左心耳，降低
出現併發症的風險。醫生預期未來可用此技術為病人度身訂做可放置入
身體的醫療儀器。

大公報實習記者 曾美玲

科大研纖維網防泥石流 成本減半

中大港大聯手降併發風險

3D打印心臟助規劃手術

港學者14項目獲教育部科研獎
【大公報訊】記者唐曉明報道： 「國家

教育部2015年度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
獎香港頒獎典禮」昨日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行
，香港高校學者共有14個項目獲獎，兩項更
是由香港學者帶領下完成，有12項與內地合
作而獲獎。回應近期城大塌天花事件，城大
校長郭位在致辭時表示，並無十全十美的事
情，應該以此為警惕，在出事前找到事情的
根本，這才是科研的精神。

「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科學
技術）」是國家教育部設立的科技專項獎，
對象為全國的高等院校，授予在科學發現技
術發明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專利技術實施等
方面，有突出貢獻的個人和組織。

出席典禮嘉賓包括中聯辦教科部部長李
魯、教育局副秘書長盧世雄、城大校長郭位
、副校長呂堅、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李行偉
、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黃偉國、香港中文大
學協理副校長王淑英、香港理工大學協理副
校長黃國賢等。

李魯讚港院校成就傑出
香港高校的學者今屆共有14個項目獲獎

，其中兩項由香港學者帶領下完成，12項則
與內地高校研究團隊合作。兩個由香港學者
帶領的獲獎項目，分別是中大生命科學學系

教授王保強帶領的 「新型高效光催化劑在毒
性有機物降解的應用及其機理研究」，及由
城大生物醫學系主任楊夢甦帶領的 「基於微
流控芯片技術的細胞通信研究及生物分子檢
測平台」。（見附表）

李魯在致辭時表示，最近美國一份科研
報告評價中國的科技創新水平，提到中國已
經成為世界上排行第二的研發大國，又稱中
國經過30年的經濟發展，大大提高了科技的
創新能力，更預測在2022年中國的研發力有
望超過美國。李魯表示，中國在航天、航空
等技術已達世界級專業水平，超歐趕美，將
是中國科學家要去實踐的中國夢。

李魯讚揚香港院校在科研上不時取得傑
出成就，例如香港大學發現H5N1禽流感導

致急性肺部損傷之機制及新治療方法，及香
港理工大學研發的 「光纖光柵監測技術」於
全國高鐵使用等，都顯示出香港貢獻良多。

郭位：科研令世界更美好
城大校長郭位致辭時，主動談及城大科

研出色但仍發生天花倒塌意外，雖然香港科
研做得出色，但實際上並無十全十美的事情
，應該以此為警惕。他形容，正如醫生都會
生病，但是生病不重要，最重要應該是治療
和預防， 「工程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是更應
該在出事前找到事情的根本，這個才是科研
的精神，世界亦是因此而進步。」他直言，
科研專家可在研發上多下工夫，為世界帶來
更大的進步，令世界更美好。

港學者帶領下的獲獎項目
項目名稱

基於微流控芯片技術的細胞
通信研究及生物分子檢測平
台

新型高效光催化劑在毒性有
機物降解的應用及其機理研
究

*為香港院校學者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部

主要完成人
楊夢甦*，趙建龍，姚新生，
李卓榮，楊軍，徐濤，岳婉
清

王保強*，安太成，李桂英，
張麗莎

主要完成單位

香港城市大學，中科院上海
微系統所，暨南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科學院
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東華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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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香港
山多人口稠密，加上極端天氣愈見頻密，
發生泥石流等風險與日俱增。由香港科技
大學率領的一班學者，去年獲研究資助局
撥款3325萬元進行 「香港泥石流流動機理及
風險控制」研究，並得到中國科學院資助
於雲南興建全球首個長達120米的測試設施
，測試和開發阻擋泥石流的多層柔性防護
網，期望四至五年內將新型防護網推出市
場，預計成本可大降一半。

市面防護網每米2.5萬元
負責研究的科大協理副校長（研發及

研究生教育），並身兼土木及環境工程學
系講座教授的吳宏偉指出，2008年6月香港

發生特大暴雨誘發多處山泥傾瀉，雨水主
要落在大嶼山，導致北大嶼公路被泥石流
堵塞16小時，若當時特大暴雨集中於港島，
估計會發生逾200宗嚴重、導致傷亡的泥石
流，本港不少樓宇、學校鄰近山坡，因此
必須加強防護措施。

吳宏偉表示，目前本港防範泥石流主
要有兩個方法，包括永久性鋼筋混凝土擋
牆加緩衝物料，另一種是單層柔性防護網
，但有施工不便，無法處理大型泥石流的
問題，而且價格較貴。據了解，混凝土擋
土牆每米成本約五萬元，柔性防護網每米
則2.5萬港元，團隊計劃設計出多層柔軟防
護網，以纖維等較輕的物料取代現時由外
國引入的專利材料，屆時價格將可大降一

半。
本港將進入雨季，吳宏偉稱全港的天

然山坡數量無法統計，政府會根據山坡斜
度、泥土鬆散度、與民居的距離決定優先
處理護土工程的先後。他希望能協助處理
山泥傾瀉等問題，而其團隊研究的防護網
在山坡設立多層，發生泥石流時，可在山
腰開始攔住，有效減低泥石流的衝擊力，
減輕人命損失。

中科院資助建測試設施
是項研究為研資局2015至16年度五個獲

選主題研究計劃之一，並獲中國科學院水
利部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投放約1200
萬港元，連同科大及香港工程師協會等資

助，將在雲南昆明東川興建全球首個長達
120米的測試設施，以測試防護網阻擋泥石
流的能力。

吳宏偉表示，預計測試場明年底落成
，屆時大型的泥石流試驗槽以及新型的多
尺度泥石流數值模型，將模擬泥石流，調
查其流動機理及對防護網的衝擊，亦會利
用無人機拍攝的高解像度照片，構建嶄新
的三維地形測量系統，以研究泥石流的流
動機理及其對防護網的衝擊。他補充，一
次實地測試大約成本需要50萬元。新技術將
可應用於香港，以至世界各地受山泥傾瀉
威脅的地方。研究中有關提升對顆粒流動
機理認知的部分，亦能有助減輕雪崩、海
底滑坡以及礦山滑坡帶來的風險。

▲吳宏偉表示，團隊目前以五米高的機器
模擬泥石流，研究流動機理

大公報記者劉家莉攝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主任楊夢
甦帶領研發的 「基於微流控芯片技術的
細胞通信研究及生物分子檢測平台」，
新技術可更方便檢測病人的癌細胞及腫
瘤情況，獲得2015年度國家教育部高等學
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科學技術）。

楊夢甦一直從事有關研究，從2000年
開始已申請了十幾個專利。

楊夢甦說，過去都是用超聲波等傳
統方法進行癌細胞及腫瘤檢測，如果需
要抽血檢驗就要大量血液才能進行，而
且精確度不高，新技術能夠利用病人的

口水或極少量的血液，放進生物晶片上
利用儀器分析，檢查病人體內有否癌細
胞或腫瘤情況，亦大大提高檢驗的準確
度。

他認為，這項研究有利於病人的早
期進行癌細胞及腫瘤的檢查以及跟進情
況，亦有助針對化療藥物的研究，目前
癌細胞檢測技術已經開始臨床應用，但
腫瘤檢驗技術仍未成熟，期望盡快使用
在臨床應用方面，短期內可在香港廣泛
應用，再推廣至內地，最終讓全世界的
人受惠。

生物晶片驗癌更準繩

◀楊夢甦（左三）教授與團
隊 大公報記者唐曉明攝

▲中聯辦教科部部長李魯致
辭 大公報記者唐曉明攝

第一步
病人經食道照超
聲波，醫生獲取

影像

▲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與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合作，去年將3D打印技術
應用於四宗複雜心臟手術。左起：張誠謙、李沛威、郭嘉威

大公報實習記者曾美玲攝

第二步
運用電腦軟件處
理影像，繪出左

心耳3D圖像 第三步
通過3D打印技術
製作模具

◀在3D打印左心耳模型上進行手術
操練 受訪者供視頻截圖

3D打印技術以往多用於工業上，中
大及港大團隊率先將其應用於複雜心臟手
術，將來會改用仿生材料PVA凝膠代替矽
膠，製作左心耳模型，令模型觸感與真人
心臟更相近，長遠希望3D打印技術可以
為心臟病患者訂製治療用的模件，植入人
體。

港大工程學院機械工程系助理教授郭
嘉威介紹，現時高仿真模型，主要材質是
矽膠，因矽膠多用於打印軟性物體。

郭嘉威表示，根據外國文獻顯示，若
採用PVA凝膠這種先進的仿生材料來製作
左心耳模型，可以令成品更逼真，團隊未
來將考慮以此替代矽膠。

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心臟
科助理教授李沛威指出，未來希望能利用
3D打印技術，根據病人的心臟結構，度
身定做出可植入人體的醫療儀器， 「就如
買衫，不僅有大中小碼，還可以選擇袖長
、膊寬」。他舉例，封堵器、血管支架、
人造心瓣等都是未來可能通過3D打印技
術製造出的直接植入人體的醫療儀器。

▲研究團隊指日後會用PVA凝膠代替矽
膠，圖為3D矽膠模型 受訪者供圖

研製治療模件
植入人體

張誠謙醫生，為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
物治療學系心臟科名譽臨床助理教授，他
去年為首例應用3D打印技術的 「左心耳封
堵術」手術主刀。張醫生介紹，手術裏78
歲的女病人患有糖尿病及高血壓，2013年
曾出血性中風。為減低病人再次中風的風
險，遂決定為其進行 「左心耳封堵術」，
從源頭封住血塊，防止其衝上大腦。

增術前操練放封堵器
張醫生說，術前為病人進行經食道超

聲波，發現其左心耳呈雙葉狀，這種結構
增加了封堵術的難度， 「封堵器過大，會
有移位風險；過小的話，封堵不完全，血
塊仍有可能衝出左心耳」。除了封堵器的
尺寸選擇，以怎麼樣的角度放置封堵器，
放置在雙葉的中央位置還是形狀較大的心
耳葉，醫護人員都必須進行相當周詳的術
前規劃。

張誠謙說，若沒有3D打印技術，醫生
只能通過超聲波影像進行度量、想像，並
且需在手術過程中不斷嘗試，找出最佳位
置放入封堵器，因導管須多次出入心臟，
不僅增加手術時間，理論上也有機會刺穿
心臟，增加手術失敗或出現併發症的風險
。張續指，團隊應用3D打印技術，塑造出
該病人高仿真的左心耳，醫生可以用此進
行多次的術前操練，確定好封堵器的大小

、放置位置及角度，在手術中 「一TAKE
過」放置封堵器，完全封堵左心耳，術後
跟進及評估皆顯示患者情況良好。

掃描影像至製成僅兩日
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心臟

科助理教授李沛威介紹，這種技術適用於
複雜的心臟手術，例如有血管混亂表現的
先天性心臟病或心瓣置換手術等。他續稱
，國外已有類似技術，利用電腦掃描或磁
力共振影像製作出3D高仿真模具，其團隊
此次選擇使用的超聲波影像在使用上更廣
泛，且避免了對病人不必要的輻射，也能
保證影像準確性，從為病人照超聲波，至
模型製成，一般需時兩日。

▲3D打印在醫療上的應用愈見普及，圖
為內地專家以3D打印製造出的骨科定位
片 大公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