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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周年校慶專題 科研篇

尋求新方向，「近年有人開始

留意到幹細胞，特別是來自胚

胎的幹細胞，基本上未正式分

化為成人細胞，你將它放到不

同的生長環境，它就會長出不

同的成人組織，例如頭髮、

肝、腎、心臟細胞等等，那麼放在受

損的神經、肌肉、骨骼之上，會否再

生成為該部分的細胞，修復受損的部

分？這正是我們研究的方向。」聽起

來就很簡單，但要真正令幹細胞再

生，最少需要三方面的技術，「一是

激發因子（inducing factor），例如

因子 A加上因子 B會出現結構 C，需

要反覆來驗證，這方面我們團隊已進

行了極多的基礎研究；二是要有合適

的環境，例如加入膠原來令幹細胞發

育及分生；三是改變基因，令幹細胞

能成功向特定方向分化。」

選擇歐洲首屈一指的瑞典卡羅琳醫學

院作為合作夥伴，陳教授指出是希望

兩間機構能取長補短，「他們在神經

再生方面的研究很出色，結合我們在

肌肉及軟骨等方面的發現，希望能有

更多突破。以往受制於資助金額，每

次只可以專注神經、肌肉、骨骼其中

一方面的研究，但三者其實互有關

連，以五十肩為例，神經會影響肌肉

活動，又會有軟骨退化的情況出現，

幸好 InnoHK能提供足夠資助，令我

人體肌肉骨骼創傷，需要長時間始全

面康復，運動員往往因傷患而無法作

賽，長者更因新陳代謝速度變慢，令

復元更似遙遙無期。陳活彜教授（82

聯合生化 / 84研究院生化 / 87研究院

基本醫學哲學博士）的生物醫學團隊

研究以幹細胞修復創傷組織，去年 3

月取得 InnoHK撥款，與容樹恒教授

成立神經肌肉骨骼再生醫學中心，讓

受傷組織重生。

作為最遲加入 InnoHK平台的中大團

隊，陳活彜說現在要分秒必爭，「我

們有部分同事的研究項目，與位於科

學園的劉鳴煒復修醫學中心合作，碰

巧知悉他們有機會在今年年底停用，

我們覺得既然有現成實驗室，當然不

好錯過，於是由校長出面，與科學園

及政府官員商討，結果成功接手這間

實驗室，爭取時間盡快開展研究項

目。」

他指出有關神經、肌肉、骨骼的損傷

研究，全世界也在做，要創新就需要

們可以整全地將三者結合來研究。」

本地科研氣氛轉趨良好

十多年前，大眾對生物醫學認識不

多，陳活彜認為全賴政府鼓勵科研，

才令整體科研氣氛出現變化，「整體

資源及宣傳教育有所提升，自然吸引

優秀人才從事生物科學及生物醫學行

業，令行業水平提高；學生也因看得

見未來出路，有志在生物醫學方面發

展的，紛紛報讀，不論學生人數及質

素也有所提升，這是我們樂見的。香

港作為商業城市，也不能缺乏科學，

希望政府繼續優化資源分配，令我們

可以組成更大的科研團隊，從事更多

不同類型的研究；最重要是加強中學

生的 STEM教育，及早發掘對科學的

興趣，才可不斷培養科研人才。」

多年來一直在中大從事研究工作，陳

教授認為中大的優勢相當明顯，「中

大在全球擁有不俗的排名，吸引到世

界各地知名科學家及人才，到中大

進行交流及研究，與國際學術界合作

無間，人才匯聚令中大不停進步，對

於科研來說是好事。加上中大祟尚自

由，容讓你在不同方向進行研究，近

年更將生物醫學定為五大重點研究領

域之一，只要繼續保持此開放環境與

國內外無間斷合作，未來科研成就相

信會更上一層樓。」

以幹細胞助身體組織再生

陳活彜為神經肌肉
骨骼開發整全方案

▲  陳活彜教授的研究團隊既有基礎研究員，也有
臨床醫生，因此由幹細胞的生理基礎到如何應
用於人體，均有不同的專家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