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經科學另闢新徑 回港發展科研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晨興生命科學教授兼香港

神經退行性疾病中心（HKCeND）主任葉玉如教
授，自1983年在哈佛大學獲得藥理學博士學位，
已專注神經生物領域近 40 年，其突破性研究成
果對於神經系統的發育和功能提供了深入的理
解，並為神經退行性疾病（如阿爾茲海默症）的
治療開闢了新途徑。香港神經退行性疾病中心鑽
研神經退化過程中的分子標誌物和發病機制，並
研發了一套早期診斷的方法，使患者在症狀出現
前5–10年，有機會得知是否患病，為腦部疾病
和神經系統疾病的治療提供了新視角。

葉教授作為一位傑出的生物神經科學家，
1993 年毅然回港到香港科技大學發展自己的事
業。現任該校校長的葉教授並不滿足於在實驗室
裏取得的成就，她致力於推動科學研究和教育的
發展，重視學生的培養和發展，強調跨學科的合
作和國際交流，激勵年輕一代的科學家勇於追求
新的知識和突破。葉教授稱，「 現時政府推出多
項創新科技發展的利好政策，再加上InnoHK推動
香港成為環球科研合作中心，為本港科研提供多
個與國際頂尖科研團隊合作的機會，相信只要學
生能找到其興趣所在，一定能夠得到相應的支持
和發展機會。」

營造積極科研環境 揭示女性科學力量
葉教授在科學領域的成就鼓舞了無數年輕女

性，談到女性榜樣和力量，葉教授表示她以意大
利科學家Rita Levi-Montalcini為目標，不斷勇往
直前地探索和深入研究。「Rita Levi-Montalcini
的研究成果極具創新性和影響力，開拓了神經營
養因子領域的新境地。她對科學研究充滿熱情和
渴望，即使沒有良好的科研環境，也在家中設立
實驗室進行研究。她在77歲時獲得諾貝爾獎，直
到103歲去世前仍全身心地投入科學研究，並致
力於培育科研人才。 」此外，葉教授也希望有更
多的政策和措施能夠支持年輕的女科學家，以免
出現人才流失的情況。「 我們應該為年輕的女性
科學家營造一個積極的科研環境，包括提供靈活
的工作安排、育兒支持及家庭照顧服務等，以幫
助她們平衡工作和家庭責任，堅持並實現自己的
科學夢想。」
提及未來的願景，葉教授稱希望進一步完善阿

爾茨海默症的檢測方法，並進行大規模的普及化
篩查，以早期檢測方式來實現疾病早期干預治
療，減緩病情惡化，造福社會和市民。同時，葉
教授亦期待未來有更多的新一代愛上並從事科學
研究，「 希望年輕的新一代學生能夠探索自己的
興趣所在，相信自己有機會成為一名出色的科學
家，並在科研的路上持之以恆地走下去。 」此
外，葉教授對 InnoHK 研發平台給予肯定，
「 InnoHK的推出對科研工作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大力推進本地大學和海外科研機構合作，如我們
早期的診斷項目就是通過InnoHK這個平台，得以

與海外優秀的科學家及其團隊合作。另外，
InnoHK亦能吸引海外頂尖的科學家主動來港合
作，加快藥物研發速度，對香港創科生態圈的發
展起到重要作用。 」

預防心腦血管疾病 減緩病情惡化速度
心血管疾病是全球人類主要死亡原因之一，每

年奪走超過一千七百萬人的生命。儘管近年來治
療方法取得了顯著進展，但當前仍缺少能夠有效
和廣泛應用於防治這類疾病的方法。香港心腦血
管健康工程研究中心總監、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
學工程系陳葦恩教授致力於分子成像技術的研
究，研發心腦血管健康工程技術，有助早期監
測、早期診斷和早期干預相關疾病的突破性系
統。陳教授强調，早期的預防和檢測對於阿爾茲
海默症患者至關重要。「 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日
益嚴重，迫切需要研發一種更實用的阿爾茲海默
症檢測方法，以幫助更多的患者。阿爾茲海默症
不僅對患者本身有影響，對他們的家人也帶來負
擔，早期檢測可以起到預防疾病或減緩病情惡化
的效果，這也是我從事科研的動力所在。 」

InnoHK助力科研發展 培育年輕創科人才
陳教授堅信科學研究具有深遠的影響力，並認

為 InnoHK 為香港及海內外的優秀科研團隊搭建
了一座溝通的橋樑。「 InnoHK 作為一個跨學科
合作的平台，為科研工作者帶來無限的可能性。

透過 InnoHK，科研團隊可以與來自不同背景和
領域的專家共同合作，推動研究成果的轉化和實
際應用，開展更具創新性和卓越性的研究項目。
同時，InnoHK也致力於培育和支持年輕科學家的
成長，有助於他們的專業發展及激發他們的創造
力和創新思維。」
除了在心腦血管及阿爾茲海默症相關研究方面

的貢獻，陳教授亦在香港城市大學擔任教學工
作。她認為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特的個體，擁有自
身的長處和能力，無論性別，只要用心付出時間
和精力，在科學領域內均擁有無限的可能性。她
鼓勵學生找到自己想要追求的方向並為其付出時
間，耐性和精力。「 給予學生信心是非常重要
的，當你相信他們能夠做好一件事情時，他們通
常會表現得更出色。同樣地，當你相信自己能夠
達成某個目標時，你就會有更大的動力去實現
它。只要你相信自己能夠成功，你就有機會實現
它。」
此外，陳教授表示從事科研工作需要堅定的意

志，儘管會經歷失敗，但正是這些失敗的經驗讓
最終的成果顯得難能可貴。「 每名科研人員都會
遭遇不同的問題和挑戰，尤其是在研究剛開始的
時候，常常會遇到實驗失敗或長時間無法得到預
期結果的情況，然而這些看似失敗的案例實際上
給我很多寶貴的經驗，當你面臨不成功的情況時
會更加努力地檢查數據，為下一個研究提供更多
線索。每個階段的成果都鼓勵著我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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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晨興生命科學教授兼香港神經
退行性疾病中心（HKCeND）主任葉玉如教授

▲香港心腦血管健康工程研究中心（COCHE）總監、
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陳葦恩教授

▲葉玉如教授重視學生的培養和發展，激勵年輕一代
的科學家勇於追求新的知識和突破。

▲陳葦恩教授鼓勵學生找到自己的興趣和方向，相信
每個人在科學領域均擁有無限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