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國際遺傳工程機器競賽(iGEM)

國際大賽
首奪金獎

學生以基因改造大腸桿菌解決重金屬汚染問題，
研究成果於國際基因工程比賽發表並獲得金獎。

學生向評判團展示研究成果及解釋重金屬吸收裝置B-CAD的運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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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水池內的銅水能穿過透析管

進入大腸桿

菌所在的

水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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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奇妙而神秘，科學家多年來孜孜不倦地探尋，期望

掌握當中原理，進而「二次」設計與創造，基因工程便是其中

的焦點領域；藉着推廣培育，香港中學生亦能發揮所長，成為小小

的「生命工程師」。來自5所中學三十多名學生組成的HKJSS團隊，

成功改造大腸桿菌的基因將之變成「吸銅機器」，為解決食水重金

屬污染問題帶來創新視角。他們上月初於全球最大型的國際基

因工程生物機械競賽（iGEM）中，為香港首度奪得中學

組金獎。香港文匯報邀請多名學生代表及領隊老師

分享得獎項目，並透過他們的體驗，就本港生

物科技教育作出反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奧妙生命魔法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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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的iGEM於美國波士頓舉
行，共有來自四十多個國家

及地區逾350支隊伍參加中學
及大學組賽事。由仁愛堂田家
炳中學、滙基書院（東九
龍）、五旬節中學、保良局何
蔭棠中學及德蘭中學學生組
成的HKJSS聯校隊伍，憑
着以基因工程修改大腸
桿菌，大大增加其吸取
重金屬的能力，成為首
批於中學組奪金的香港
隊伍。
水乃生命之源，乾淨
食水對人類來說無比重
要。仁愛堂田家炳中五生龔錦
芊及五旬節中學中五生楊子權介紹
說，整個項目源起於2015年的「鉛水」事件，引發市民對食水安全的
關注。隊伍認為當中科學問題大有探討空間，「我們做了問卷調查，訪
問不少市民、農夫，甚至金魚街商販，得知他們對水的關注度甚低，也
不會特意處理水中的重金屬。」
何蔭棠中學中五生葉詩敏，頭頭是道地說明大腸桿菌的特質，「大腸

桿菌與生俱來就有吸金屬能力，但細胞機制會自動平衡體內重金屬含
量，故會將吸收過多的重金屬排出身體。」
在芸芸重金屬中，銅於水中的含量相對易檢測，加上香港養魚業普遍
面對較大的銅污染挑戰，團隊遂選取銅作實驗，並期望成果可為解決其
他重金屬污染問題帶來啟示。

改細胞技術 增吸銅能力

東九龍滙基書院中五生陳絲嵐提到，在細胞層面，大腸桿菌擁有
CusF的蛋白，負責將銅排出體外，而另一種名為MT的金屬硫蛋白，
則具有吸取重金屬的能力。所以團隊便基於基因工程技術，分別構思
兩種策略，「首先是『刪除』，即將生產CusF運輸蛋白之基因敲
除，讓銅留在細菌體內；第二招則是加強吸銅能力，我們將能製造
MT蛋白的DNA序列放進大腸桿菌體內，希望提升吸攝效果。」
團隊翻查海量資料，最終選定了包括CusF在內數種有可能控

制銅排出機制的基因，並從日本的大學研究所訂購改造後的大
腸桿菌；另一邊廂，隊伍設計了幾款有可能產生MT蛋白的
DNA序列，讓生物科技公司以化學方式合成DNA實體，
隊伍隨後以「熱震」方法注入大腸桿菌進行改造。
成員分別將兩種基因改造大腸桿菌，放進不同濃度的

銅離子溶液，葉詩敏說：「我們利用色譜儀，每兩個
小時量度一次溶液的穿透度，從而判斷吸銅效果如
何。」
經過多番測試，團隊確認敲除CusF基因能讓

銅停留在桿菌內，經2小時及4小時後，溶液
中銅離子濃度分別減少約18%及27%，效
能較沒基因改造的桿菌高一倍；至於修
改MT蛋白基因亦能增加桿菌吸銅能
力，16小時後溶液中銅離子濃度減
少31%，下降幅度亦較一般桿菌
的14%多逾一倍。
團隊又以3D打印技術，製造
了名為「B-CAD」的濾水裝
置；只要將裝有大腸桿菌的
透析管放進帶重金屬的水
中，水中的銅離子由於較細
小，能穿入透析管並被大腸
桿菌吸收，達到淨化效果。
團隊亦根據農夫的回饋，增
加控制水流的裝置，並簡
化機器使用程序。

繁殖成本低 電解變回銅

葉詩敏指，市面有活性碳
等濾水材料，但濾芯需要定期
更換，「而大腸桿菌可以自己
繁殖，使用成本更低；加上細菌
『吸飽』了銅後，只需要用火燒
毀就會成為容易處理的固體，電解
後甚至可以變回為銅，相信做法可以
更加環保。」

吸 銅 濾 水

iGEM金獎含金量極大，但閃閃生輝的獎
座背後，學生花了不少工夫：他們需要在短時間內打
好知識基礎，包括掌握基因工程概念、尋找並分辨資訊真
偽等⋯⋯從問卷調查、網頁製作、撰寫報告、上台匯報等等，
都需要一手包辦。對這些首次到外國參賽的學生來說，會場的經
歷和收穫，更是讓他們畢生難忘。
陳絲嵐表示，縱然知道生物科技應用廣泛，但一直只是專注自己的

報告，對相關技術的應用只有模糊概念，「去到會場看到世界各地的團
隊，發現原來實際應用比想像的更廣泛，其中一所來自大灣區的中學，
看見他們用蜘蛛絲做衣服，真的非常驚訝，原來合成生物學的力量可以這
麼大！」

各隊參賽者需要陸續上台，向評判展示研究成果；其後則有匯報
環節，各隊成員所屬攤位向在場人士及評判現場講解。詩敏憶述一
段趣事，「其間一位評判來到我們攤位，說想多了解我們對MT
蛋白的理解；當他問到一些化學題目時，我們都在齊聲背誦
元素周期表，看得他莫名其妙！」

她笑言，評判的臉本來是一臉正經，「真沒
想到我們能夠像普通朋友一樣輕鬆地聊

天！」

首到外國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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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制度將公開試成績奉為圭臬，其他有
機會影響成績的活動都可能被視為「不務正
業」。劉博坦言，縱使在 iGEM中獲得金獎，
「文憑試不會因而『高一個grade』，也不會增加
大學錄取機會」，對學生積極性削弱不少。
「港生唸理科的第一個想法，都是入讀醫療

科。每年能夠全情投入科研的，也不知道有沒有
一兩個」，劉博指：「香港的大學研究人員多來
自內地、海外，縱使港人研究院畢業後，也很少
留在科學界。」他又以今次 iGEM奪金項目為
例，很多成員因要準備文憑試，沒有空間進一步
深化研究，「若能繼續下去，我們希望將能生產
MT蛋白基因及已剷除CusF蛋白基因的大腸桿菌
合併，進一步加強吸銅功能。」對於中斷一個富
有發展潛力的項目，他直言感到可惜。

石劍鋒則提到，其他地方參加 iGEM的高中
生，部分會結合正規課程，例如作品可作為IB課
程論文題目，「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少人已獲得
大學錄取，因為大學為科技尖子制定保送政策，
讓他們高中時期就可以無憂地投身科研。」
他表示，參加iGEM的學生成績都不俗，但因

香港科研環境並不理想，有潛質學生未必留港，
過往便有成員選擇到華盛頓大學、慕尼黑大學升
學，對香港來說確是種損失。
石劍鋒又說，國際知名的生物科技公司Gink-

go Bioworks，就是脫胎自早年iGEM的參賽隊伍
及其當時作品，強調社會科研發展需要看到十年
後的長遠眼光，「香港不能只光推STEM，更重
要是建立升學、就業、創業的完整體系，以培養
本地的科研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有人說互聯網世紀已經結束，而
生物科技世紀正在開始；然而在生物
科技方面，香港的教育其實非常落
後」，HKJSS領隊教師之一、仁愛
堂田家炳中學生物科科主任劉博說，
縱使香港學界近年發展STEM（科
學、科技、工程及數學），但卻一窩
蜂集中在機械人及編程方面，其他學
科往往受忽視，情況令人感慨。
劉博認為，現時中小學的STEM

教育，資源有向資訊科技傾斜的趨
勢，例如今年財政預算提出的「中學
IT創新實驗室」，每校可獲100萬元
資助，「但基本上純粹用來做IT，物
理、化學或生物等，卻從沒獲得相應
的資源。」
另一名領隊教師、滙基書院（東九

龍）生物科科主任石劍鋒亦指，教育
界認同特區政府近年於STEM的重
視，但普遍認為政策成效不明顯，
「既然STEM已推行了好幾年，政
府應該選取表現較突出的範疇，更集
中及有系統地推廣策劃，爭取更佳效
果。」
「說起STEM只聯想到機械人、編

程，但我們很少聽見，其實用生物科技
亦可以解決氣候問題」，石劍鋒說，礙
於政府推廣不足，較前沿科學資訊難以
普及，「縱使是前線STEM教師，如
果不是生物專科出身，也不一定知道基
因可以用作合成，更不會知道科技發達
的今天，其實一般學校都可以負擔得起
DNA實驗的工具費用。」可見只要善
加利用資源，生物科技教育其實大有可
為。
分別帶隊參加iGEM四年及兩年的

石劍鋒和劉博，近年一直到多個場合
推廣生物科技教育，並從中聯繫協
調，有份參與iGEM的香港中學，由
2016年只有1所增至今年10所。劉博
提到，雖然當局於生物教育資源未見
積極，但民間及學界卻相當支持，今
次聯隊赴美參賽便獲田家炳基金會及
各校補貼，「很多老師沒想過有
iGEM這樣的比賽，但我們的經驗正
好告訴他們，生物教育其實也能這樣
做。」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成員還要考試 研究被迫中斷

2. 大腸桿菌不斷

將銅吸收到體

內，直至飽和為

止，減低水內的

銅含量。

■■B-CADB-CAD

濾水裝置濾水裝置

1A. 先將大腸桿菌內的CusF蛋白敲

除，令銅留在細菌體內。

■■HKJSSHKJSS團隊憑團隊憑「「吸銅機器吸銅機器」」奪得奪得iGEMiGEM金獎金獎。。左起︰左起︰

龔錦芊龔錦芊、、葉詩敏葉詩敏、、陳絲嵐陳絲嵐、、楊子權楊子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石劍鋒石劍鋒（（左左））與劉博與劉博（（右右））認為香港科研環境並不理想認為香港科研環境並不理想，，令令

科研人才外流科研人才外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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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奇妙而神秘，科學家多年來孜孜不倦地探尋，期望

掌握當中原理，進而「二次」設計與創造，基因工程便是其中

的焦點領域；藉着推廣培育，香港中學生亦能發揮所長，成為小小

的「生命工程師」。來自5所中學三十多名學生組成的HKJSS團隊，

成功改造大腸桿菌的基因將之變成「吸銅機器」，為解決食水重金

屬污染問題帶來創新視角。他們上月初於全球最大型的國際基

因工程生物機械競賽（iGEM）中，為香港首度奪得中學

組金獎。香港文匯報邀請多名學生代表及領隊老師

分享得獎項目，並透過他們的體驗，就本港生

物科技教育作出反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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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的iGEM於美國波士頓舉
行，共有來自四十多個國家

及地區逾350支隊伍參加中學
及大學組賽事。由仁愛堂田家
炳中學、滙基書院（東九
龍）、五旬節中學、保良局何
蔭棠中學及德蘭中學學生組
成的HKJSS聯校隊伍，憑
着以基因工程修改大腸
桿菌，大大增加其吸取
重金屬的能力，成為首
批於中學組奪金的香港
隊伍。
水乃生命之源，乾淨
食水對人類來說無比重
要。仁愛堂田家炳中五生龔錦
芊及五旬節中學中五生楊子權介紹
說，整個項目源起於2015年的「鉛水」事件，引發市民對食水安全的
關注。隊伍認為當中科學問題大有探討空間，「我們做了問卷調查，訪
問不少市民、農夫，甚至金魚街商販，得知他們對水的關注度甚低，也
不會特意處理水中的重金屬。」
何蔭棠中學中五生葉詩敏，頭頭是道地說明大腸桿菌的特質，「大腸

桿菌與生俱來就有吸金屬能力，但細胞機制會自動平衡體內重金屬含
量，故會將吸收過多的重金屬排出身體。」
在芸芸重金屬中，銅於水中的含量相對易檢測，加上香港養魚業普遍

面對較大的銅污染挑戰，團隊遂選取銅作實驗，並期望成果可為解決其
他重金屬污染問題帶來啟示。

改細胞技術 增吸銅能力

東九龍滙基書院中五生陳絲嵐提到，在細胞層面，大腸桿菌擁有
CusF的蛋白，負責將銅排出體外，而另一種名為MT的金屬硫蛋白，
則具有吸取重金屬的能力。所以團隊便基於基因工程技術，分別構思
兩種策略，「首先是『刪除』，即將生產CusF運輸蛋白之基因敲
除，讓銅留在細菌體內；第二招則是加強吸銅能力，我們將能製造
MT蛋白的DNA序列放進大腸桿菌體內，希望提升吸攝效果。」
團隊翻查海量資料，最終選定了包括CusF在內數種有可能控

制銅排出機制的基因，並從日本的大學研究所訂購改造後的大
腸桿菌；另一邊廂，隊伍設計了幾款有可能產生MT蛋白的
DNA序列，讓生物科技公司以化學方式合成DNA實體，
隊伍隨後以「熱震」方法注入大腸桿菌進行改造。
成員分別將兩種基因改造大腸桿菌，放進不同濃度的

銅離子溶液，葉詩敏說：「我們利用色譜儀，每兩個
小時量度一次溶液的穿透度，從而判斷吸銅效果如
何。」
經過多番測試，團隊確認敲除CusF基因能讓

銅停留在桿菌內，經2小時及4小時後，溶液
中銅離子濃度分別減少約18%及27%，效
能較沒基因改造的桿菌高一倍；至於修
改MT蛋白基因亦能增加桿菌吸銅能
力，16小時後溶液中銅離子濃度減
少31%，下降幅度亦較一般桿菌
的14%多逾一倍。
團隊又以3D打印技術，製造

了名為「B-CAD」的濾水裝
置；只要將裝有大腸桿菌的
透析管放進帶重金屬的水
中，水中的銅離子由於較細
小，能穿入透析管並被大腸
桿菌吸收，達到淨化效果。
團隊亦根據農夫的回饋，增
加控制水流的裝置，並簡
化機器使用程序。

繁殖成本低 電解變回銅

葉詩敏指，市面有活性碳
等濾水材料，但濾芯需要定期
更換，「而大腸桿菌可以自己
繁殖，使用成本更低；加上細菌
『吸飽』了銅後，只需要用火燒
毀就會成為容易處理的固體，電解
後甚至可以變回為銅，相信做法可以
更加環保。」

吸 銅 濾 水

iGEM金獎含金量極大，但閃閃生輝的獎
座背後，學生花了不少工夫：他們需要在短時間內打
好知識基礎，包括掌握基因工程概念、尋找並分辨資訊真
偽等⋯⋯從問卷調查、網頁製作、撰寫報告、上台匯報等等，
都需要一手包辦。對這些首次到外國參賽的學生來說，會場的經
歷和收穫，更是讓他們畢生難忘。
陳絲嵐表示，縱然知道生物科技應用廣泛，但一直只是專注自己的

報告，對相關技術的應用只有模糊概念，「去到會場看到世界各地的團
隊，發現原來實際應用比想像的更廣泛，其中一所來自大灣區的中學，
看見他們用蜘蛛絲做衣服，真的非常驚訝，原來合成生物學的力量可以這
麼大！」

各隊參賽者需要陸續上台，向評判展示研究成果；其後則有匯報
環節，各隊成員所屬攤位向在場人士及評判現場講解。詩敏憶述一
段趣事，「其間一位評判來到我們攤位，說想多了解我們對MT
蛋白的理解；當他問到一些化學題目時，我們都在齊聲背誦
元素周期表，看得他莫名其妙！」

她笑言，評判的臉本來是一臉正經，「真沒
想到我們能夠像普通朋友一樣輕鬆地聊

天！」

首到外國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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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制度將公開試成績奉為圭臬，其他有
機會影響成績的活動都可能被視為「不務正
業」。劉博坦言，縱使在 iGEM中獲得金獎，
「文憑試不會因而『高一個grade』，也不會增加
大學錄取機會」，對學生積極性削弱不少。
「港生唸理科的第一個想法，都是入讀醫療

科。每年能夠全情投入科研的，也不知道有沒有
一兩個」，劉博指：「香港的大學研究人員多來
自內地、海外，縱使港人研究院畢業後，也很少
留在科學界。」他又以今次 iGEM奪金項目為
例，很多成員因要準備文憑試，沒有空間進一步
深化研究，「若能繼續下去，我們希望將能生產
MT蛋白基因及已剷除CusF蛋白基因的大腸桿菌
合併，進一步加強吸銅功能。」對於中斷一個富
有發展潛力的項目，他直言感到可惜。

石劍鋒則提到，其他地方參加 iGEM的高中
生，部分會結合正規課程，例如作品可作為IB課
程論文題目，「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少人已獲得
大學錄取，因為大學為科技尖子制定保送政策，
讓他們高中時期就可以無憂地投身科研。」
他表示，參加iGEM的學生成績都不俗，但因

香港科研環境並不理想，有潛質學生未必留港，
過往便有成員選擇到華盛頓大學、慕尼黑大學升
學，對香港來說確是種損失。
石劍鋒又說，國際知名的生物科技公司Gink-

go Bioworks，就是脫胎自早年iGEM的參賽隊伍
及其當時作品，強調社會科研發展需要看到十年
後的長遠眼光，「香港不能只光推STEM，更重
要是建立升學、就業、創業的完整體系，以培養
本地的科研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有人說互聯網世紀已經結束，而
生物科技世紀正在開始；然而在生物
科技方面，香港的教育其實非常落
後」，HKJSS領隊教師之一、仁愛
堂田家炳中學生物科科主任劉博說，
縱使香港學界近年發展STEM（科
學、科技、工程及數學），但卻一窩
蜂集中在機械人及編程方面，其他學
科往往受忽視，情況令人感慨。
劉博認為，現時中小學的STEM

教育，資源有向資訊科技傾斜的趨
勢，例如今年財政預算提出的「中學
IT創新實驗室」，每校可獲100萬元
資助，「但基本上純粹用來做IT，物
理、化學或生物等，卻從沒獲得相應
的資源。」
另一名領隊教師、滙基書院（東九

龍）生物科科主任石劍鋒亦指，教育
界認同特區政府近年於STEM的重
視，但普遍認為政策成效不明顯，
「既然STEM已推行了好幾年，政
府應該選取表現較突出的範疇，更集
中及有系統地推廣策劃，爭取更佳效
果。」
「說起STEM只聯想到機械人、編

程，但我們很少聽見，其實用生物科技
亦可以解決氣候問題」，石劍鋒說，礙
於政府推廣不足，較前沿科學資訊難以
普及，「縱使是前線STEM教師，如
果不是生物專科出身，也不一定知道基
因可以用作合成，更不會知道科技發達
的今天，其實一般學校都可以負擔得起
DNA實驗的工具費用。」可見只要善
加利用資源，生物科技教育其實大有可
為。
分別帶隊參加iGEM四年及兩年的

石劍鋒和劉博，近年一直到多個場合
推廣生物科技教育，並從中聯繫協
調，有份參與iGEM的香港中學，由
2016年只有1所增至今年10所。劉博
提到，雖然當局於生物教育資源未見
積極，但民間及學界卻相當支持，今
次聯隊赴美參賽便獲田家炳基金會及
各校補貼，「很多老師沒想過有
iGEM這樣的比賽，但我們的經驗正
好告訴他們，生物教育其實也能這樣
做。」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成員還要考試 研究被迫中斷

2. 大腸桿菌不斷

將銅吸收到體

內，直至飽和為

止，減低水內的

銅含量。

■■B-CADB-CAD

濾水裝置濾水裝置

1A. 先將大腸桿菌內的CusF蛋白敲

除，令銅留在細菌體內。

■■HKJSSHKJSS團隊憑團隊憑「「吸銅機器吸銅機器」」奪得奪得iGEMiGEM金獎金獎。。左起︰左起︰

龔錦芊龔錦芊、、葉詩敏葉詩敏、、陳絲嵐陳絲嵐、、楊子權楊子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石劍鋒石劍鋒（（左左））與劉博與劉博（（右右））認為香港科研環境並不理想認為香港科研環境並不理想，，令令

科研人才外流科研人才外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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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水池內的銅水能穿過透析管

進入大腸桿

菌所在的

水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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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奇妙而神秘，科學家多年來孜孜不倦地探尋，期望

掌握當中原理，進而「二次」設計與創造，基因工程便是其中

的焦點領域；藉着推廣培育，香港中學生亦能發揮所長，成為小小

的「生命工程師」。來自5所中學三十多名學生組成的HKJSS團隊，

成功改造大腸桿菌的基因將之變成「吸銅機器」，為解決食水重金

屬污染問題帶來創新視角。他們上月初於全球最大型的國際基

因工程生物機械競賽（iGEM）中，為香港首度奪得中學

組金獎。香港文匯報邀請多名學生代表及領隊老師

分享得獎項目，並透過他們的體驗，就本港生

物科技教育作出反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奧妙生命魔法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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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的iGEM於美國波士頓舉
行，共有來自四十多個國家

及地區逾350支隊伍參加中學
及大學組賽事。由仁愛堂田家
炳中學、滙基書院（東九
龍）、五旬節中學、保良局何
蔭棠中學及德蘭中學學生組
成的HKJSS聯校隊伍，憑
着以基因工程修改大腸
桿菌，大大增加其吸取
重金屬的能力，成為首
批於中學組奪金的香港
隊伍。
水乃生命之源，乾淨
食水對人類來說無比重
要。仁愛堂田家炳中五生龔錦
芊及五旬節中學中五生楊子權介紹
說，整個項目源起於2015年的「鉛水」事件，引發市民對食水安全的
關注。隊伍認為當中科學問題大有探討空間，「我們做了問卷調查，訪
問不少市民、農夫，甚至金魚街商販，得知他們對水的關注度甚低，也
不會特意處理水中的重金屬。」
何蔭棠中學中五生葉詩敏，頭頭是道地說明大腸桿菌的特質，「大腸

桿菌與生俱來就有吸金屬能力，但細胞機制會自動平衡體內重金屬含
量，故會將吸收過多的重金屬排出身體。」
在芸芸重金屬中，銅於水中的含量相對易檢測，加上香港養魚業普遍

面對較大的銅污染挑戰，團隊遂選取銅作實驗，並期望成果可為解決其
他重金屬污染問題帶來啟示。

改細胞技術 增吸銅能力

東九龍滙基書院中五生陳絲嵐提到，在細胞層面，大腸桿菌擁有
CusF的蛋白，負責將銅排出體外，而另一種名為MT的金屬硫蛋白，
則具有吸取重金屬的能力。所以團隊便基於基因工程技術，分別構思
兩種策略，「首先是『刪除』，即將生產CusF運輸蛋白之基因敲
除，讓銅留在細菌體內；第二招則是加強吸銅能力，我們將能製造
MT蛋白的DNA序列放進大腸桿菌體內，希望提升吸攝效果。」
團隊翻查海量資料，最終選定了包括CusF在內數種有可能控

制銅排出機制的基因，並從日本的大學研究所訂購改造後的大
腸桿菌；另一邊廂，隊伍設計了幾款有可能產生MT蛋白的
DNA序列，讓生物科技公司以化學方式合成DNA實體，
隊伍隨後以「熱震」方法注入大腸桿菌進行改造。
成員分別將兩種基因改造大腸桿菌，放進不同濃度的

銅離子溶液，葉詩敏說：「我們利用色譜儀，每兩個
小時量度一次溶液的穿透度，從而判斷吸銅效果如
何。」
經過多番測試，團隊確認敲除CusF基因能讓

銅停留在桿菌內，經2小時及4小時後，溶液
中銅離子濃度分別減少約18%及27%，效
能較沒基因改造的桿菌高一倍；至於修
改MT蛋白基因亦能增加桿菌吸銅能
力，16小時後溶液中銅離子濃度減
少31%，下降幅度亦較一般桿菌
的14%多逾一倍。
團隊又以3D打印技術，製造

了名為「B-CAD」的濾水裝
置；只要將裝有大腸桿菌的
透析管放進帶重金屬的水
中，水中的銅離子由於較細
小，能穿入透析管並被大腸
桿菌吸收，達到淨化效果。
團隊亦根據農夫的回饋，增
加控制水流的裝置，並簡
化機器使用程序。

繁殖成本低 電解變回銅

葉詩敏指，市面有活性碳
等濾水材料，但濾芯需要定期
更換，「而大腸桿菌可以自己
繁殖，使用成本更低；加上細菌
『吸飽』了銅後，只需要用火燒
毀就會成為容易處理的固體，電解
後甚至可以變回為銅，相信做法可以
更加環保。」

吸 銅 濾 水

iGEM金獎含金量極大，但閃閃生輝的獎
座背後，學生花了不少工夫：他們需要在短時間內打
好知識基礎，包括掌握基因工程概念、尋找並分辨資訊真
偽等⋯⋯從問卷調查、網頁製作、撰寫報告、上台匯報等等，
都需要一手包辦。對這些首次到外國參賽的學生來說，會場的經
歷和收穫，更是讓他們畢生難忘。
陳絲嵐表示，縱然知道生物科技應用廣泛，但一直只是專注自己的

報告，對相關技術的應用只有模糊概念，「去到會場看到世界各地的團
隊，發現原來實際應用比想像的更廣泛，其中一所來自大灣區的中學，
看見他們用蜘蛛絲做衣服，真的非常驚訝，原來合成生物學的力量可以這
麼大！」

各隊參賽者需要陸續上台，向評判展示研究成果；其後則有匯報
環節，各隊成員所屬攤位向在場人士及評判現場講解。詩敏憶述一
段趣事，「其間一位評判來到我們攤位，說想多了解我們對MT
蛋白的理解；當他問到一些化學題目時，我們都在齊聲背誦
元素周期表，看得他莫名其妙！」

她笑言，評判的臉本來是一臉正經，「真沒
想到我們能夠像普通朋友一樣輕鬆地聊

天！」

首到外國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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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制度將公開試成績奉為圭臬，其他有
機會影響成績的活動都可能被視為「不務正
業」。劉博坦言，縱使在 iGEM中獲得金獎，
「文憑試不會因而『高一個grade』，也不會增加
大學錄取機會」，對學生積極性削弱不少。
「港生唸理科的第一個想法，都是入讀醫療

科。每年能夠全情投入科研的，也不知道有沒有
一兩個」，劉博指：「香港的大學研究人員多來
自內地、海外，縱使港人研究院畢業後，也很少
留在科學界。」他又以今次 iGEM奪金項目為
例，很多成員因要準備文憑試，沒有空間進一步
深化研究，「若能繼續下去，我們希望將能生產
MT蛋白基因及已剷除CusF蛋白基因的大腸桿菌
合併，進一步加強吸銅功能。」對於中斷一個富
有發展潛力的項目，他直言感到可惜。

石劍鋒則提到，其他地方參加 iGEM的高中
生，部分會結合正規課程，例如作品可作為IB課
程論文題目，「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少人已獲得
大學錄取，因為大學為科技尖子制定保送政策，
讓他們高中時期就可以無憂地投身科研。」
他表示，參加iGEM的學生成績都不俗，但因

香港科研環境並不理想，有潛質學生未必留港，
過往便有成員選擇到華盛頓大學、慕尼黑大學升
學，對香港來說確是種損失。
石劍鋒又說，國際知名的生物科技公司Gink-

go Bioworks，就是脫胎自早年iGEM的參賽隊伍
及其當時作品，強調社會科研發展需要看到十年
後的長遠眼光，「香港不能只光推STEM，更重
要是建立升學、就業、創業的完整體系，以培養
本地的科研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有人說互聯網世紀已經結束，而
生物科技世紀正在開始；然而在生物
科技方面，香港的教育其實非常落
後」，HKJSS領隊教師之一、仁愛
堂田家炳中學生物科科主任劉博說，
縱使香港學界近年發展STEM（科
學、科技、工程及數學），但卻一窩
蜂集中在機械人及編程方面，其他學
科往往受忽視，情況令人感慨。
劉博認為，現時中小學的STEM

教育，資源有向資訊科技傾斜的趨
勢，例如今年財政預算提出的「中學
IT創新實驗室」，每校可獲100萬元
資助，「但基本上純粹用來做IT，物
理、化學或生物等，卻從沒獲得相應
的資源。」
另一名領隊教師、滙基書院（東九

龍）生物科科主任石劍鋒亦指，教育
界認同特區政府近年於STEM的重
視，但普遍認為政策成效不明顯，
「既然STEM已推行了好幾年，政
府應該選取表現較突出的範疇，更集
中及有系統地推廣策劃，爭取更佳效
果。」
「說起STEM只聯想到機械人、編

程，但我們很少聽見，其實用生物科技
亦可以解決氣候問題」，石劍鋒說，礙
於政府推廣不足，較前沿科學資訊難以
普及，「縱使是前線STEM教師，如
果不是生物專科出身，也不一定知道基
因可以用作合成，更不會知道科技發達
的今天，其實一般學校都可以負擔得起
DNA實驗的工具費用。」可見只要善
加利用資源，生物科技教育其實大有可
為。
分別帶隊參加iGEM四年及兩年的

石劍鋒和劉博，近年一直到多個場合
推廣生物科技教育，並從中聯繫協
調，有份參與iGEM的香港中學，由
2016年只有1所增至今年10所。劉博
提到，雖然當局於生物教育資源未見
積極，但民間及學界卻相當支持，今
次聯隊赴美參賽便獲田家炳基金會及
各校補貼，「很多老師沒想過有
iGEM這樣的比賽，但我們的經驗正
好告訴他們，生物教育其實也能這樣
做。」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成員還要考試 研究被迫中斷

2. 大腸桿菌不斷

將銅吸收到體

內，直至飽和為

止，減低水內的

銅含量。

■■B-CADB-CAD

濾水裝置濾水裝置

1A. 先將大腸桿菌內的CusF蛋白敲

除，令銅留在細菌體內。

■■HKJSSHKJSS團隊憑團隊憑「「吸銅機器吸銅機器」」奪得奪得iGEMiGEM金獎金獎。。左起︰左起︰

龔錦芊龔錦芊、、葉詩敏葉詩敏、、陳絲嵐陳絲嵐、、楊子權楊子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石劍鋒石劍鋒（（左左））與劉博與劉博（（右右））認為香港科研環境並不理想認為香港科研環境並不理想，，令令

科研人才外流科研人才外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新聞A9 ■責任編輯：勞詠華

心橋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突如其來，山河飲
泣、滿目瘡痍，一幕幕仍在我腦海中反覆回蕩。當
年6月，國家發出了工程類專業人員可到四川參與
志願服務的號召，我與家人商量後，以志願者身份
赴四川省漢源縣參加抗震救災。

因曾偶然在雜誌上見過香港無止橋慈善基金會做
的項目，我試着通過E–mail和香港方面聯繫，希
望他們能夠關注災區的恢復重建。儘管並沒抱什麼
大希望，但三天後，我突然接到一個852開頭的電
話，自我介紹是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我不敢相信自
己聽到的，「真的嗎？」「怎麼那麼快？」經過多
次的交流和實地調研，2008年12月，基金會為漢
源縣馬烈鄉（彝族居住地）和後域鄉各建了一座無
止橋。

建橋過程中，香港方面派了10名義工，他們冒
着餘震的危險，白天建橋，晚上對災區人民開展心
理輔導。沒有雨鞋，就赤腳下水；床不夠，就打地
鋪睡帳篷；菜品匱乏，就用辣椒醬拌麵條；山裡的
冬天特別陰冷，二十餘天都沒辦法洗澡。雖然每天
都灰頭土臉，但大家都不曾抱怨。義工阿Song由

剛來時的白白胖胖變得黑黑瘦瘦，但他卻很開
心地說，「很慶幸自己能夠用雙手為

災區付出一點點

綿力，很感動能夠通過建橋活動體現人間真情。」
幸福無止，心橋相連。馬烈鄉無止橋，被老百姓

稱為「幸福無止橋」。竣工那天，村民為了慶祝從
此可以不用淌着冰冷的河水過河，放鞭炮、送錦
旗、燃篝火，我們每天朝夕相處，感情已超越一般
的朋友，彝家人將我們圍成一圈，端起酒碗，「遠
方的貴賓四方的朋友，我們不常聚難有相見
時……」用最樸實的祝酒歌表達感激之情。義工阿
Long事後說，「雖然沒有酬勞，也沒有特別的嘉許
讚揚，但我們收穫了其他事物無法取代的東西。村
民的熱烈歡迎及殷勤質樸，孩子們熱切期待的心情
及欣欣笑容，與志願者及村民間純真的友誼，縱然
彼此未必有機會再見，但這條無止橋永遠聯繫着眾
人的心。」這座橋，不僅連通了河流兩岸，聚集了
天南海北的我們，更像一座「心橋」，一頭是香
港，一頭是災區，將香港同胞和災區人民緊緊連接
在一起。

時光荏苒，白駒過隙，轉眼十多年過去了。今年
7月，我有幸來港工作，幾經周折打探到了香港朋
友的聯繫方式。我們立馬建了一個網絡群，取名
「緣聚&香港」，興奮地回憶着當年的一幕幕，彷
彿又回到了那個深山裡的小村莊。十餘年間，他們
發揚「獅子山下」香港人精神，很多成了工程、醫
療行業的專業人士。

散若滿天星，聚是一團火。我們約在一個周二的
晚上，十年未見，再見如故，家人般訴說着各自的
工作和生活。我自豪地介紹了內地的科技創新、城
市建設，分享了高鐵、掃碼支付帶來的便利，更希

望他們再到汶川去看一看。十一年了，災區浴火重
生，曾經的廢墟，現已高樓林立、滿山蔥鬱。
「啊！咁樣咩？！」他們既驚歎內地的高速發展，
又驚奇香港居然甚少報道。我邀請他們應該多到內
地走一走，看一看，從多角度了解內地的發展、多
層次感受內地的變化。他們也用一頓一挫的「港
普」加着比畫向我介紹如何學習粵語、如何更快融
入香港的生活等等。

有那麼一瞬間，話題有些冷場，彼此都心照不
宣，我們都繞不開香港的現狀。我能感覺得到，相
聚時他們想迴避，也想向我解釋。香港市民希望有
便捷的出行環境和安全的生活環境，希望享受繁榮
穩定的生活，但眼前這些都變成了奢望，法治、人
權、自由更是遙不可及。面對面的抗拒解決不了問
題，心與心的溝通才能拉近距離。我們站在普通市
民的立場，敞開心扉，從不同的視角討論當前的香
港、討論年輕人的焦慮，理性分析各方應急處置的
短板和不足，既相互答疑解惑，也探尋未來的方向
和出路。夜，越來越深，但道理越辯越明，有暴力
就會有衝突。香港的繁榮穩定，事關750萬香港市
民的福祉，事關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路，就在腳
下，只要每個人都向暴力說「不」，曙光就在眼
前。

剛剛辭世的大紫荊勳賢鍾逸傑爵士從無止橋基金
成立之初就一直擔任基金會榮譽主席，並身體力行
與義工和村民同勞動，同吃住。他在基金成立之初
說，「修橋的意義並不在於完成橋的本身，不管那
條橋橫跨的河流何等細小，或是多麼浩瀚，我們旨

在修築切合他們需要的橋樑，同時緊扣人與人之間
的聯繫，共築心靈之橋。」這就是香港與內地一脈
相承、血濃於水感情的真摯表現！

我們因無止橋相遇、相識、相知，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和友誼，在當下這個特殊時刻再度相聚，是一
種難能可貴的緣分。我們願共同擔當內地和香港
「心靈之橋」的「架橋人」，以夢為馬，不負韶
華，把正能量的故事分享給身邊的你我他。

多一分溝通，就少一分隔閡；多一分理解，就少
一分衝突！港珠澳大橋連通了改革前沿珠海和「一
國兩制」的香港、澳門，願兩地年輕人共建更多的
「心橋」，「心橋」解「心結」，真誠溝通、修補
裂縫、包容不同，共守東方之珠，共創香港美
好未來！

行財部 秦豹

■馬烈鄉無止橋。 無止橋慈善基金會圖片

改菌「勁吸金」港生揚威國際
改造桿菌基因濾重金屬 iGEM首見港中學隊伍奪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年輕一代具備驚人的科研潛能，以創意研究項目揚威國際。由本港5所中學

學生組成的聯校隊伍「Hong Kong JSS」，透過研究對大腸桿菌進行基因改造，增加其吸收重金屬的能力並首創

出低成本的細菌過濾器「B-CAD」，本月成功於全球最大型的合成生物科學國際比賽「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

競賽（iGEM）2019」奪得金獎殊榮，更是iGEM歷史中首次有香港中學隊伍奪金，為港爭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要成功推動創科發展，人
才至為重要。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昨日發表一篇題為
「以體驗及實踐方式培育本地創科人才」的網誌，指隨着兩
個世界級「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於明年上半年正式
啟動，及位於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他日落成後，預
期能為香港創科產業額外創造逾5萬個新增職位。
他表示，參考美國每一個高科技職位增長可帶動4.3個其
他職位的乘數效應計算，有信心未來香港的創科人才庫、職
位與機會將會大幅增加，為年輕人帶來更多希望。

楊偉雄：人才跟着機會走

楊偉雄指出，產業主導與共同投入的落地型在職培訓是特
區政府培育創科人才的重點，創科時代所需要的是跨學科、
跨界別、能靈活融合不同技能的人才，「有別於一般傳統課
堂形式的培訓，更有效的創科人才培訓是透過在工作中，以
『落地』的體驗及實踐方式進行。」
他強調，創科人才培育，更重要的是為人才提供看得見和

觸得到的前景及機會，因為人才是跟着機會走的。
去年6月以先導計劃形式推出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協助科學園和數碼港兩個園區7個特定科技範疇的逾600間
創科公司輸入科技專才，至今共批出296個配額。
楊偉雄表示，在已發出的入境簽證中，40%是博士學歷，

30%是碩士學歷；主要來自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和材料科學
等全球最炙手可熱的科技範疇。
他引述一家以區塊鏈技術開發嶄新建築方案的初創公司表
示，計劃令他成功從海外聘請到一位同時擁有電子和土木工
程，及計算機科學背景的區塊鏈專才，為公司的科研及業務
發展帶來突破。
另一家發展人工智能教育平台的初創公司表示，按計劃要

求同時增聘了一名大學實習生負責數據整理工作，因而了解
到本港學生在新科技範疇的表現非常出色。該名大學生亦表
示，透過是次實習機會，讓他更有信心投身創科行列。楊偉
雄指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將擴展至所有在港從事13個
科技範疇研發的公司。
楊偉雄續說，特區政府的「研究員計劃」去年也資助了逾

700名本地學士及碩士研究生，涵蓋的研究範疇亦愈來愈
廣，包括生物科技、納米科技及材料科學、先進製造等。
另外，「博士專才庫」自去年8月推出以來，亦已資助了
逾700名博士畢業生，「隨着兩個計劃的資助範圍將於明年
初擴大至全港所有進行科研的公司，將更進一步帶動本地創
科人才的培育與發展。」
至於去年推出的「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截至上月

底已有311個公開課程，涵蓋人工智能、大數據、金融科
技、物聯網等不同科技範疇，並已批出資助供逾1,700名在
職人士接受培訓。

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羅列
不少扶貧措施，當中包括改
善現行綜援計劃及調升在職
家庭津貼金額。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羅致光於昨日發表的

網誌上指出，由於領取綜援的人數逐年有輕微
下降，加上過往幾年的住戶收入升幅高於通
脹，結果使綜援可令住戶脫離貧窮線的的效果
由2014年的3%降至2017年的2.5%，可以預期
今年稍後公佈的2018年貧窮情況數字會進一步
下降，因此有改善綜援制度的必要。不過，他
同時指出，自置物業比例高低亦是社會穩定的
因素之一，因此施政報告就如何協助港人自置
物業的措施有不少着墨。
羅致光指出，歷年來坊間就綜援制度的改善
存在不少意見，討論得最久的是有關多項補助
金和特別津貼，其中有關「眼鏡錢」的問題更
討論了長達20年，政府於今次檢討便建議將多
項補助金和特別津貼擴展至合資格非長者健全
受助人。
另一項立法會和坊間都較多討論的，是綜援
的租金津貼上限，而基於實際租金超出租金津
貼上限的現象，關愛基金便於2011年設立了
「為租住私人樓宇而租金高於綜援計劃下租金
津貼最高金額的綜援住戶提供津貼」的項目；
羅致光指出，政府經檢討後，更於施政報告建
議將綜援的租金津貼上限，按合資格住戶人數
增加約3%至27%不等。

指低資令綜援戶工作動力減

而為了鼓勵綜援人士就業，現時他們若有工
作收入，首800元將會豁免計算，之後的3,400
元收入則有一半可以豁免計算；即月入4,200元
便可達到最高豁免計算入息的上限2,500元。但
羅致光指出，自從2011年實施法定最低工資
後，不少低薪工種的薪酬已明顯上升，例如最

低薪的清潔工可能每月收入由當時約4,500元收
入增至如今約7,100元。
因此，一位領取綜援者就算只領取法定最低

工資，只要每月工作約112小時，便已經達到
豁免計算入息上限，再做多些工作都不會有額
外收入。羅致光指出，部分綜援受助人可能會
因此而減低工作的動力，因此施政報告決定將
關愛基金的「提高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
殘疾受助人的豁免計算入息上限試驗計劃」項
目恒常化，讓最高可獲豁免入息上限提高至
4,000元以加強鼓勵就業的效果。
除了社會福利政策外，羅致光指自2008年金

融海嘯，各已發展經濟體實行超低利率及量化
寬鬆金融政策，導致資產通脹，有產者愈富，
無產者愈貧，令財富不均現象於全球呈現惡
化，亦是近年導致各地社會不穩定的重要潛在
因素之一。
他指出，香港的自置物業比例只有51%，在

有資料可作比較的51個地區中，排行倒數第
二；而不少研究均指出自置物業比例高低亦是
社會穩定的因素之一，因此今年施政報告就如
何協助港人自置物業的措施有不少着墨。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脫貧效果續減 綜援制須改善創科料增5萬職 乘數效應助港生

■Hong Kong JSS聯校隊伍於iGEM比賽場地合照。 受訪者供圖

今
年度的iGEM在11月初於美國波士頓
舉行，共有來自四十多個國家與地區

逾300支隊伍參賽，分有研究院、本科生及
高中三個組別，吸引世界各地知名大學及中
學參加。競賽重視以基因工程及合成生物學
方法，解決本地社會問題，除了項目的科學
質素外，評審亦會要求參加者以工程及數學
模型概念去製造產品，及從人文角度進行社
會大眾的推廣及教育工作。

赴美參賽證研究達世界級

香港於 2016 年首次有中學隊伍參加
iGEM，而今年由仁愛堂田家炳中學、滙基
書院（東九龍）、五旬節中學、保良局何蔭
棠中學及德蘭中學5校三十多名學生組成的

「Hong Kong JSS」聯校隊伍，於田家炳基
金資助部分費用下，以基因改造大腸桿菌過
濾水中重金屬的項目赴美參賽。
其網頁報告、現場台上演講、海報展覽及
答問環節表現，成功獲評審小組頒最高級別
的金獎，說明研究水平達到世界級。

低成本降魚菜共生重金屬

港生們因應香港地少人多，「魚菜共生」
耕種方法近年日受歡迎的情況，發現「魚菜
共生」經常出現重金屬累積超標的問題。研
究隊伍遂決定對大腸桿菌進行基因改造，以
將其變成能吸附重金屬的生物，他們讓大腸
桿菌的金屬硫蛋白（metallothionein）過度
表達，及將排走重金屬的運輸蛋白（cusF）

基因敲除，從而成功大幅增加大腸桿菌吸收
重金屬的能力。基於有關成果，隊伍更製造
了一個首創的細菌過濾器「B-CAD」，並於
實驗證明「B-CAD」能以低成本去降低魚菜
共生系統中，水裡面的重金屬水平。
隊員之一的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學生余安怡
表示，參加iGEM的經驗讓她學會很多關於基
因工程和科學研究的知識，從中獲益良多；而
赴美參賽交流，見識到世界各地年輕一代的科
研實力，認識到個人的渺小但亦能走出香港放
眼世界，更有推動力讓自己進步。
該校帶隊老師、生物科科主任劉博則提
到，香港過去被指過度注重考試操練及背
誦，於培訓學生科學探究能力及科學素養
（Science literacy）方面較為落後，他認

為，iGEM賽事可讓學生體驗真正科學家在
研究中運用跨學科的知識及能力的過程，是
非常難得的經驗，而同學在參賽後對科學的

興趣及能力有明顯提升，可見活動有助學生
發揮所長，及激勵他們追求更高的層次，收
穫甚豐。

下次攪珠日期：11月12日(星期二)

11月10日(第19/124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837,950 （0.5注中）

三獎：$104,280 （47注中）

多寶：$8,918,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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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橋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突如其來，山河飲
泣、滿目瘡痍，一幕幕仍在我腦海中反覆回蕩。當
年6月，國家發出了工程類專業人員可到四川參與
志願服務的號召，我與家人商量後，以志願者身份
赴四川省漢源縣參加抗震救災。

因曾偶然在雜誌上見過香港無止橋慈善基金會做
的項目，我試着通過E–mail和香港方面聯繫，希
望他們能夠關注災區的恢復重建。儘管並沒抱什麼
大希望，但三天後，我突然接到一個852開頭的電
話，自我介紹是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我不敢相信自
己聽到的，「真的嗎？」「怎麼那麼快？」經過多
次的交流和實地調研，2008年12月，基金會為漢
源縣馬烈鄉（彝族居住地）和後域鄉各建了一座無
止橋。

建橋過程中，香港方面派了10名義工，他們冒
着餘震的危險，白天建橋，晚上對災區人民開展心
理輔導。沒有雨鞋，就赤腳下水；床不夠，就打地
鋪睡帳篷；菜品匱乏，就用辣椒醬拌麵條；山裡的
冬天特別陰冷，二十餘天都沒辦法洗澡。雖然每天
都灰頭土臉，但大家都不曾抱怨。義工阿Song由

剛來時的白白胖胖變得黑黑瘦瘦，但他卻很開
心地說，「很慶幸自己能夠用雙手為

災區付出一點點

綿力，很感動能夠通過建橋活動體現人間真情。」
幸福無止，心橋相連。馬烈鄉無止橋，被老百姓

稱為「幸福無止橋」。竣工那天，村民為了慶祝從
此可以不用淌着冰冷的河水過河，放鞭炮、送錦
旗、燃篝火，我們每天朝夕相處，感情已超越一般
的朋友，彝家人將我們圍成一圈，端起酒碗，「遠
方的貴賓四方的朋友，我們不常聚難有相見
時……」用最樸實的祝酒歌表達感激之情。義工阿
Long事後說，「雖然沒有酬勞，也沒有特別的嘉許
讚揚，但我們收穫了其他事物無法取代的東西。村
民的熱烈歡迎及殷勤質樸，孩子們熱切期待的心情
及欣欣笑容，與志願者及村民間純真的友誼，縱然
彼此未必有機會再見，但這條無止橋永遠聯繫着眾
人的心。」這座橋，不僅連通了河流兩岸，聚集了
天南海北的我們，更像一座「心橋」，一頭是香
港，一頭是災區，將香港同胞和災區人民緊緊連接
在一起。

時光荏苒，白駒過隙，轉眼十多年過去了。今年
7月，我有幸來港工作，幾經周折打探到了香港朋
友的聯繫方式。我們立馬建了一個網絡群，取名
「緣聚&香港」，興奮地回憶着當年的一幕幕，彷
彿又回到了那個深山裡的小村莊。十餘年間，他們
發揚「獅子山下」香港人精神，很多成了工程、醫
療行業的專業人士。

散若滿天星，聚是一團火。我們約在一個周二的
晚上，十年未見，再見如故，家人般訴說着各自的
工作和生活。我自豪地介紹了內地的科技創新、城
市建設，分享了高鐵、掃碼支付帶來的便利，更希

望他們再到汶川去看一看。十一年了，災區浴火重
生，曾經的廢墟，現已高樓林立、滿山蔥鬱。
「啊！咁樣咩？！」他們既驚歎內地的高速發展，
又驚奇香港居然甚少報道。我邀請他們應該多到內
地走一走，看一看，從多角度了解內地的發展、多
層次感受內地的變化。他們也用一頓一挫的「港
普」加着比畫向我介紹如何學習粵語、如何更快融
入香港的生活等等。

有那麼一瞬間，話題有些冷場，彼此都心照不
宣，我們都繞不開香港的現狀。我能感覺得到，相
聚時他們想迴避，也想向我解釋。香港市民希望有
便捷的出行環境和安全的生活環境，希望享受繁榮
穩定的生活，但眼前這些都變成了奢望，法治、人
權、自由更是遙不可及。面對面的抗拒解決不了問
題，心與心的溝通才能拉近距離。我們站在普通市
民的立場，敞開心扉，從不同的視角討論當前的香
港、討論年輕人的焦慮，理性分析各方應急處置的
短板和不足，既相互答疑解惑，也探尋未來的方向
和出路。夜，越來越深，但道理越辯越明，有暴力
就會有衝突。香港的繁榮穩定，事關750萬香港市
民的福祉，事關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路，就在腳
下，只要每個人都向暴力說「不」，曙光就在眼
前。

剛剛辭世的大紫荊勳賢鍾逸傑爵士從無止橋基金
成立之初就一直擔任基金會榮譽主席，並身體力行
與義工和村民同勞動，同吃住。他在基金成立之初
說，「修橋的意義並不在於完成橋的本身，不管那
條橋橫跨的河流何等細小，或是多麼浩瀚，我們旨

在修築切合他們需要的橋樑，同時緊扣人與人之間
的聯繫，共築心靈之橋。」這就是香港與內地一脈
相承、血濃於水感情的真摯表現！

我們因無止橋相遇、相識、相知，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和友誼，在當下這個特殊時刻再度相聚，是一
種難能可貴的緣分。我們願共同擔當內地和香港
「心靈之橋」的「架橋人」，以夢為馬，不負韶
華，把正能量的故事分享給身邊的你我他。

多一分溝通，就少一分隔閡；多一分理解，就少
一分衝突！港珠澳大橋連通了改革前沿珠海和「一
國兩制」的香港、澳門，願兩地年輕人共建更多的
「心橋」，「心橋」解「心結」，真誠溝通、修補
裂縫、包容不同，共守東方之珠，共創香港美
好未來！

行財部 秦豹

■馬烈鄉無止橋。 無止橋慈善基金會圖片

改菌「勁吸金」港生揚威國際
改造桿菌基因濾重金屬 iGEM首見港中學隊伍奪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年輕一代具備驚人的科研潛能，以創意研究項目揚威國際。由本港5所中學

學生組成的聯校隊伍「Hong Kong JSS」，透過研究對大腸桿菌進行基因改造，增加其吸收重金屬的能力並首創

出低成本的細菌過濾器「B-CAD」，本月成功於全球最大型的合成生物科學國際比賽「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

競賽（iGEM）2019」奪得金獎殊榮，更是iGEM歷史中首次有香港中學隊伍奪金，為港爭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要成功推動創科發展，人
才至為重要。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昨日發表一篇題為
「以體驗及實踐方式培育本地創科人才」的網誌，指隨着兩
個世界級「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於明年上半年正式
啟動，及位於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他日落成後，預
期能為香港創科產業額外創造逾5萬個新增職位。
他表示，參考美國每一個高科技職位增長可帶動4.3個其

他職位的乘數效應計算，有信心未來香港的創科人才庫、職
位與機會將會大幅增加，為年輕人帶來更多希望。

楊偉雄：人才跟着機會走

楊偉雄指出，產業主導與共同投入的落地型在職培訓是特
區政府培育創科人才的重點，創科時代所需要的是跨學科、
跨界別、能靈活融合不同技能的人才，「有別於一般傳統課
堂形式的培訓，更有效的創科人才培訓是透過在工作中，以
『落地』的體驗及實踐方式進行。」
他強調，創科人才培育，更重要的是為人才提供看得見和

觸得到的前景及機會，因為人才是跟着機會走的。
去年6月以先導計劃形式推出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協助科學園和數碼港兩個園區7個特定科技範疇的逾600間
創科公司輸入科技專才，至今共批出296個配額。
楊偉雄表示，在已發出的入境簽證中，40%是博士學歷，

30%是碩士學歷；主要來自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和材料科學
等全球最炙手可熱的科技範疇。
他引述一家以區塊鏈技術開發嶄新建築方案的初創公司表

示，計劃令他成功從海外聘請到一位同時擁有電子和土木工
程，及計算機科學背景的區塊鏈專才，為公司的科研及業務
發展帶來突破。
另一家發展人工智能教育平台的初創公司表示，按計劃要

求同時增聘了一名大學實習生負責數據整理工作，因而了解
到本港學生在新科技範疇的表現非常出色。該名大學生亦表
示，透過是次實習機會，讓他更有信心投身創科行列。楊偉
雄指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將擴展至所有在港從事13個
科技範疇研發的公司。
楊偉雄續說，特區政府的「研究員計劃」去年也資助了逾

700名本地學士及碩士研究生，涵蓋的研究範疇亦愈來愈
廣，包括生物科技、納米科技及材料科學、先進製造等。
另外，「博士專才庫」自去年8月推出以來，亦已資助了

逾700名博士畢業生，「隨着兩個計劃的資助範圍將於明年
初擴大至全港所有進行科研的公司，將更進一步帶動本地創
科人才的培育與發展。」
至於去年推出的「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截至上月

底已有311個公開課程，涵蓋人工智能、大數據、金融科
技、物聯網等不同科技範疇，並已批出資助供逾1,700名在
職人士接受培訓。

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羅列
不少扶貧措施，當中包括改
善現行綜援計劃及調升在職
家庭津貼金額。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羅致光於昨日發表的

網誌上指出，由於領取綜援的人數逐年有輕微
下降，加上過往幾年的住戶收入升幅高於通
脹，結果使綜援可令住戶脫離貧窮線的的效果
由2014年的3%降至2017年的2.5%，可以預期
今年稍後公佈的2018年貧窮情況數字會進一步
下降，因此有改善綜援制度的必要。不過，他
同時指出，自置物業比例高低亦是社會穩定的
因素之一，因此施政報告就如何協助港人自置
物業的措施有不少着墨。
羅致光指出，歷年來坊間就綜援制度的改善

存在不少意見，討論得最久的是有關多項補助
金和特別津貼，其中有關「眼鏡錢」的問題更
討論了長達20年，政府於今次檢討便建議將多
項補助金和特別津貼擴展至合資格非長者健全
受助人。
另一項立法會和坊間都較多討論的，是綜援

的租金津貼上限，而基於實際租金超出租金津
貼上限的現象，關愛基金便於2011年設立了
「為租住私人樓宇而租金高於綜援計劃下租金
津貼最高金額的綜援住戶提供津貼」的項目；
羅致光指出，政府經檢討後，更於施政報告建
議將綜援的租金津貼上限，按合資格住戶人數
增加約3%至27%不等。

指低資令綜援戶工作動力減

而為了鼓勵綜援人士就業，現時他們若有工
作收入，首800元將會豁免計算，之後的3,400
元收入則有一半可以豁免計算；即月入4,200元
便可達到最高豁免計算入息的上限2,500元。但
羅致光指出，自從2011年實施法定最低工資
後，不少低薪工種的薪酬已明顯上升，例如最

低薪的清潔工可能每月收入由當時約4,500元收
入增至如今約7,100元。
因此，一位領取綜援者就算只領取法定最低

工資，只要每月工作約112小時，便已經達到
豁免計算入息上限，再做多些工作都不會有額
外收入。羅致光指出，部分綜援受助人可能會
因此而減低工作的動力，因此施政報告決定將
關愛基金的「提高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
殘疾受助人的豁免計算入息上限試驗計劃」項
目恒常化，讓最高可獲豁免入息上限提高至
4,000元以加強鼓勵就業的效果。
除了社會福利政策外，羅致光指自2008年金

融海嘯，各已發展經濟體實行超低利率及量化
寬鬆金融政策，導致資產通脹，有產者愈富，
無產者愈貧，令財富不均現象於全球呈現惡
化，亦是近年導致各地社會不穩定的重要潛在
因素之一。
他指出，香港的自置物業比例只有51%，在

有資料可作比較的51個地區中，排行倒數第
二；而不少研究均指出自置物業比例高低亦是
社會穩定的因素之一，因此今年施政報告就如
何協助港人自置物業的措施有不少着墨。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脫貧效果續減 綜援制須改善創科料增5萬職 乘數效應助港生

■Hong Kong JSS聯校隊伍於iGEM比賽場地合照。 受訪者供圖

今
年度的iGEM在11月初於美國波士頓
舉行，共有來自四十多個國家與地區

逾300支隊伍參賽，分有研究院、本科生及
高中三個組別，吸引世界各地知名大學及中
學參加。競賽重視以基因工程及合成生物學
方法，解決本地社會問題，除了項目的科學
質素外，評審亦會要求參加者以工程及數學
模型概念去製造產品，及從人文角度進行社
會大眾的推廣及教育工作。

赴美參賽證研究達世界級

香港於 2016 年首次有中學隊伍參加
iGEM，而今年由仁愛堂田家炳中學、滙基
書院（東九龍）、五旬節中學、保良局何蔭
棠中學及德蘭中學5校三十多名學生組成的

「Hong Kong JSS」聯校隊伍，於田家炳基
金資助部分費用下，以基因改造大腸桿菌過
濾水中重金屬的項目赴美參賽。
其網頁報告、現場台上演講、海報展覽及
答問環節表現，成功獲評審小組頒最高級別
的金獎，說明研究水平達到世界級。

低成本降魚菜共生重金屬

港生們因應香港地少人多，「魚菜共生」
耕種方法近年日受歡迎的情況，發現「魚菜
共生」經常出現重金屬累積超標的問題。研
究隊伍遂決定對大腸桿菌進行基因改造，以
將其變成能吸附重金屬的生物，他們讓大腸
桿菌的金屬硫蛋白（metallothionein）過度
表達，及將排走重金屬的運輸蛋白（cusF）

基因敲除，從而成功大幅增加大腸桿菌吸收
重金屬的能力。基於有關成果，隊伍更製造
了一個首創的細菌過濾器「B-CAD」，並於
實驗證明「B-CAD」能以低成本去降低魚菜
共生系統中，水裡面的重金屬水平。
隊員之一的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學生余安怡

表示，參加iGEM的經驗讓她學會很多關於基
因工程和科學研究的知識，從中獲益良多；而
赴美參賽交流，見識到世界各地年輕一代的科
研實力，認識到個人的渺小但亦能走出香港放
眼世界，更有推動力讓自己進步。
該校帶隊老師、生物科科主任劉博則提
到，香港過去被指過度注重考試操練及背
誦，於培訓學生科學探究能力及科學素養
（Science literacy）方面較為落後，他認

為，iGEM賽事可讓學生體驗真正科學家在
研究中運用跨學科的知識及能力的過程，是
非常難得的經驗，而同學在參賽後對科學的

興趣及能力有明顯提升，可見活動有助學生
發揮所長，及激勵他們追求更高的層次，收
穫甚豐。

下次攪珠日期：11月12日(星期二)

11月10日(第19/124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837,950 （0.5注中）

三獎：$104,280 （47注中）

多寶：$8,918,975

香港新聞A9 ■責任編輯：勞詠華

心橋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突如其來，山河飲
泣、滿目瘡痍，一幕幕仍在我腦海中反覆回蕩。當
年6月，國家發出了工程類專業人員可到四川參與
志願服務的號召，我與家人商量後，以志願者身份
赴四川省漢源縣參加抗震救災。

因曾偶然在雜誌上見過香港無止橋慈善基金會做
的項目，我試着通過E–mail和香港方面聯繫，希
望他們能夠關注災區的恢復重建。儘管並沒抱什麼
大希望，但三天後，我突然接到一個852開頭的電
話，自我介紹是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我不敢相信自
己聽到的，「真的嗎？」「怎麼那麼快？」經過多
次的交流和實地調研，2008年12月，基金會為漢
源縣馬烈鄉（彝族居住地）和後域鄉各建了一座無
止橋。

建橋過程中，香港方面派了10名義工，他們冒
着餘震的危險，白天建橋，晚上對災區人民開展心
理輔導。沒有雨鞋，就赤腳下水；床不夠，就打地
鋪睡帳篷；菜品匱乏，就用辣椒醬拌麵條；山裡的
冬天特別陰冷，二十餘天都沒辦法洗澡。雖然每天
都灰頭土臉，但大家都不曾抱怨。義工阿Song由

剛來時的白白胖胖變得黑黑瘦瘦，但他卻很開
心地說，「很慶幸自己能夠用雙手為

災區付出一點點

綿力，很感動能夠通過建橋活動體現人間真情。」
幸福無止，心橋相連。馬烈鄉無止橋，被老百姓

稱為「幸福無止橋」。竣工那天，村民為了慶祝從
此可以不用淌着冰冷的河水過河，放鞭炮、送錦
旗、燃篝火，我們每天朝夕相處，感情已超越一般
的朋友，彝家人將我們圍成一圈，端起酒碗，「遠
方的貴賓四方的朋友，我們不常聚難有相見
時……」用最樸實的祝酒歌表達感激之情。義工阿
Long事後說，「雖然沒有酬勞，也沒有特別的嘉許
讚揚，但我們收穫了其他事物無法取代的東西。村
民的熱烈歡迎及殷勤質樸，孩子們熱切期待的心情
及欣欣笑容，與志願者及村民間純真的友誼，縱然
彼此未必有機會再見，但這條無止橋永遠聯繫着眾
人的心。」這座橋，不僅連通了河流兩岸，聚集了
天南海北的我們，更像一座「心橋」，一頭是香
港，一頭是災區，將香港同胞和災區人民緊緊連接
在一起。

時光荏苒，白駒過隙，轉眼十多年過去了。今年
7月，我有幸來港工作，幾經周折打探到了香港朋
友的聯繫方式。我們立馬建了一個網絡群，取名
「緣聚&香港」，興奮地回憶着當年的一幕幕，彷
彿又回到了那個深山裡的小村莊。十餘年間，他們
發揚「獅子山下」香港人精神，很多成了工程、醫
療行業的專業人士。

散若滿天星，聚是一團火。我們約在一個周二的
晚上，十年未見，再見如故，家人般訴說着各自的
工作和生活。我自豪地介紹了內地的科技創新、城
市建設，分享了高鐵、掃碼支付帶來的便利，更希

望他們再到汶川去看一看。十一年了，災區浴火重
生，曾經的廢墟，現已高樓林立、滿山蔥鬱。
「啊！咁樣咩？！」他們既驚歎內地的高速發展，
又驚奇香港居然甚少報道。我邀請他們應該多到內
地走一走，看一看，從多角度了解內地的發展、多
層次感受內地的變化。他們也用一頓一挫的「港
普」加着比畫向我介紹如何學習粵語、如何更快融
入香港的生活等等。

有那麼一瞬間，話題有些冷場，彼此都心照不
宣，我們都繞不開香港的現狀。我能感覺得到，相
聚時他們想迴避，也想向我解釋。香港市民希望有
便捷的出行環境和安全的生活環境，希望享受繁榮
穩定的生活，但眼前這些都變成了奢望，法治、人
權、自由更是遙不可及。面對面的抗拒解決不了問
題，心與心的溝通才能拉近距離。我們站在普通市
民的立場，敞開心扉，從不同的視角討論當前的香
港、討論年輕人的焦慮，理性分析各方應急處置的
短板和不足，既相互答疑解惑，也探尋未來的方向
和出路。夜，越來越深，但道理越辯越明，有暴力
就會有衝突。香港的繁榮穩定，事關750萬香港市
民的福祉，事關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路，就在腳
下，只要每個人都向暴力說「不」，曙光就在眼
前。

剛剛辭世的大紫荊勳賢鍾逸傑爵士從無止橋基金
成立之初就一直擔任基金會榮譽主席，並身體力行
與義工和村民同勞動，同吃住。他在基金成立之初
說，「修橋的意義並不在於完成橋的本身，不管那
條橋橫跨的河流何等細小，或是多麼浩瀚，我們旨

在修築切合他們需要的橋樑，同時緊扣人與人之間
的聯繫，共築心靈之橋。」這就是香港與內地一脈
相承、血濃於水感情的真摯表現！

我們因無止橋相遇、相識、相知，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和友誼，在當下這個特殊時刻再度相聚，是一
種難能可貴的緣分。我們願共同擔當內地和香港
「心靈之橋」的「架橋人」，以夢為馬，不負韶
華，把正能量的故事分享給身邊的你我他。

多一分溝通，就少一分隔閡；多一分理解，就少
一分衝突！港珠澳大橋連通了改革前沿珠海和「一
國兩制」的香港、澳門，願兩地年輕人共建更多的
「心橋」，「心橋」解「心結」，真誠溝通、修補
裂縫、包容不同，共守東方之珠，共創香港美
好未來！

行財部 秦豹

■馬烈鄉無止橋。 無止橋慈善基金會圖片

改菌「勁吸金」港生揚威國際
改造桿菌基因濾重金屬 iGEM首見港中學隊伍奪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年輕一代具備驚人的科研潛能，以創意研究項目揚威國際。由本港5所中學

學生組成的聯校隊伍「Hong Kong JSS」，透過研究對大腸桿菌進行基因改造，增加其吸收重金屬的能力並首創

出低成本的細菌過濾器「B-CAD」，本月成功於全球最大型的合成生物科學國際比賽「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

競賽（iGEM）2019」奪得金獎殊榮，更是iGEM歷史中首次有香港中學隊伍奪金，為港爭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要成功推動創科發展，人
才至為重要。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昨日發表一篇題為
「以體驗及實踐方式培育本地創科人才」的網誌，指隨着兩
個世界級「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於明年上半年正式
啟動，及位於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他日落成後，預
期能為香港創科產業額外創造逾5萬個新增職位。
他表示，參考美國每一個高科技職位增長可帶動4.3個其
他職位的乘數效應計算，有信心未來香港的創科人才庫、職
位與機會將會大幅增加，為年輕人帶來更多希望。

楊偉雄：人才跟着機會走

楊偉雄指出，產業主導與共同投入的落地型在職培訓是特
區政府培育創科人才的重點，創科時代所需要的是跨學科、
跨界別、能靈活融合不同技能的人才，「有別於一般傳統課
堂形式的培訓，更有效的創科人才培訓是透過在工作中，以
『落地』的體驗及實踐方式進行。」
他強調，創科人才培育，更重要的是為人才提供看得見和

觸得到的前景及機會，因為人才是跟着機會走的。
去年6月以先導計劃形式推出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協助科學園和數碼港兩個園區7個特定科技範疇的逾600間
創科公司輸入科技專才，至今共批出296個配額。
楊偉雄表示，在已發出的入境簽證中，40%是博士學歷，

30%是碩士學歷；主要來自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和材料科學
等全球最炙手可熱的科技範疇。
他引述一家以區塊鏈技術開發嶄新建築方案的初創公司表

示，計劃令他成功從海外聘請到一位同時擁有電子和土木工
程，及計算機科學背景的區塊鏈專才，為公司的科研及業務
發展帶來突破。
另一家發展人工智能教育平台的初創公司表示，按計劃要

求同時增聘了一名大學實習生負責數據整理工作，因而了解
到本港學生在新科技範疇的表現非常出色。該名大學生亦表
示，透過是次實習機會，讓他更有信心投身創科行列。楊偉
雄指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將擴展至所有在港從事13個
科技範疇研發的公司。
楊偉雄續說，特區政府的「研究員計劃」去年也資助了逾

700名本地學士及碩士研究生，涵蓋的研究範疇亦愈來愈
廣，包括生物科技、納米科技及材料科學、先進製造等。
另外，「博士專才庫」自去年8月推出以來，亦已資助了

逾700名博士畢業生，「隨着兩個計劃的資助範圍將於明年
初擴大至全港所有進行科研的公司，將更進一步帶動本地創
科人才的培育與發展。」
至於去年推出的「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截至上月

底已有311個公開課程，涵蓋人工智能、大數據、金融科
技、物聯網等不同科技範疇，並已批出資助供逾1,700名在
職人士接受培訓。

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羅列
不少扶貧措施，當中包括改
善現行綜援計劃及調升在職
家庭津貼金額。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羅致光於昨日發表的

網誌上指出，由於領取綜援的人數逐年有輕微
下降，加上過往幾年的住戶收入升幅高於通
脹，結果使綜援可令住戶脫離貧窮線的的效果
由2014年的3%降至2017年的2.5%，可以預期
今年稍後公佈的2018年貧窮情況數字會進一步
下降，因此有改善綜援制度的必要。不過，他
同時指出，自置物業比例高低亦是社會穩定的
因素之一，因此施政報告就如何協助港人自置
物業的措施有不少着墨。
羅致光指出，歷年來坊間就綜援制度的改善

存在不少意見，討論得最久的是有關多項補助
金和特別津貼，其中有關「眼鏡錢」的問題更
討論了長達20年，政府於今次檢討便建議將多
項補助金和特別津貼擴展至合資格非長者健全
受助人。
另一項立法會和坊間都較多討論的，是綜援

的租金津貼上限，而基於實際租金超出租金津
貼上限的現象，關愛基金便於2011年設立了
「為租住私人樓宇而租金高於綜援計劃下租金
津貼最高金額的綜援住戶提供津貼」的項目；
羅致光指出，政府經檢討後，更於施政報告建
議將綜援的租金津貼上限，按合資格住戶人數
增加約3%至27%不等。

指低資令綜援戶工作動力減

而為了鼓勵綜援人士就業，現時他們若有工
作收入，首800元將會豁免計算，之後的3,400
元收入則有一半可以豁免計算；即月入4,200元
便可達到最高豁免計算入息的上限2,500元。但
羅致光指出，自從2011年實施法定最低工資
後，不少低薪工種的薪酬已明顯上升，例如最

低薪的清潔工可能每月收入由當時約4,500元收
入增至如今約7,100元。
因此，一位領取綜援者就算只領取法定最低

工資，只要每月工作約112小時，便已經達到
豁免計算入息上限，再做多些工作都不會有額
外收入。羅致光指出，部分綜援受助人可能會
因此而減低工作的動力，因此施政報告決定將
關愛基金的「提高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
殘疾受助人的豁免計算入息上限試驗計劃」項
目恒常化，讓最高可獲豁免入息上限提高至
4,000元以加強鼓勵就業的效果。
除了社會福利政策外，羅致光指自2008年金

融海嘯，各已發展經濟體實行超低利率及量化
寬鬆金融政策，導致資產通脹，有產者愈富，
無產者愈貧，令財富不均現象於全球呈現惡
化，亦是近年導致各地社會不穩定的重要潛在
因素之一。
他指出，香港的自置物業比例只有51%，在

有資料可作比較的51個地區中，排行倒數第
二；而不少研究均指出自置物業比例高低亦是
社會穩定的因素之一，因此今年施政報告就如
何協助港人自置物業的措施有不少着墨。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脫貧效果續減 綜援制須改善創科料增5萬職 乘數效應助港生

■Hong Kong JSS聯校隊伍於iGEM比賽場地合照。 受訪者供圖

今
年度的iGEM在11月初於美國波士頓
舉行，共有來自四十多個國家與地區

逾300支隊伍參賽，分有研究院、本科生及
高中三個組別，吸引世界各地知名大學及中
學參加。競賽重視以基因工程及合成生物學
方法，解決本地社會問題，除了項目的科學
質素外，評審亦會要求參加者以工程及數學
模型概念去製造產品，及從人文角度進行社
會大眾的推廣及教育工作。

赴美參賽證研究達世界級

香港於 2016 年首次有中學隊伍參加
iGEM，而今年由仁愛堂田家炳中學、滙基
書院（東九龍）、五旬節中學、保良局何蔭
棠中學及德蘭中學5校三十多名學生組成的

「Hong Kong JSS」聯校隊伍，於田家炳基
金資助部分費用下，以基因改造大腸桿菌過
濾水中重金屬的項目赴美參賽。
其網頁報告、現場台上演講、海報展覽及
答問環節表現，成功獲評審小組頒最高級別
的金獎，說明研究水平達到世界級。

低成本降魚菜共生重金屬

港生們因應香港地少人多，「魚菜共生」
耕種方法近年日受歡迎的情況，發現「魚菜
共生」經常出現重金屬累積超標的問題。研
究隊伍遂決定對大腸桿菌進行基因改造，以
將其變成能吸附重金屬的生物，他們讓大腸
桿菌的金屬硫蛋白（metallothionein）過度
表達，及將排走重金屬的運輸蛋白（cusF）

基因敲除，從而成功大幅增加大腸桿菌吸收
重金屬的能力。基於有關成果，隊伍更製造
了一個首創的細菌過濾器「B-CAD」，並於
實驗證明「B-CAD」能以低成本去降低魚菜
共生系統中，水裡面的重金屬水平。
隊員之一的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學生余安怡

表示，參加iGEM的經驗讓她學會很多關於基
因工程和科學研究的知識，從中獲益良多；而
赴美參賽交流，見識到世界各地年輕一代的科
研實力，認識到個人的渺小但亦能走出香港放
眼世界，更有推動力讓自己進步。
該校帶隊老師、生物科科主任劉博則提

到，香港過去被指過度注重考試操練及背
誦，於培訓學生科學探究能力及科學素養
（Science literacy）方面較為落後，他認

為，iGEM賽事可讓學生體驗真正科學家在
研究中運用跨學科的知識及能力的過程，是
非常難得的經驗，而同學在參賽後對科學的

興趣及能力有明顯提升，可見活動有助學生
發揮所長，及激勵他們追求更高的層次，收
穫甚豐。

下次攪珠日期：11月12日(星期二)

11月10日(第19/124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837,950 （0.5注中）

三獎：$104,280 （47注中）

多寶：$8,918,975

本校學生具備科研潛能，以創意研究項目揚威國際。更成為 iGEM 歷史
上首度有香港中學隊伍奪金，為港爭光。



iGEM 兩年計劃培育 人才iGEM
本校透過與大學合作、校內培訓、
STEAM研發、安排學生出席交流會
及於公開場合演說等，培養學生科
學素養並拓展其國際視野。
提升學生將來在科研
領域發展的潛力。

iGEM基因工程

夏令營(科大)

香港iGEM研討會(中大)
學屆iGEM分享會

校內基因工程實驗

STEAM

STEAM研發

iGEM美國交流團

中三

中四

中五



iGEM由比賽規模到內容深度皆是我在眾
多科學比賽中前所未見。研發過程令我親
身體會如何將看似不切實際的生物科技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而非紙上談兵。

於比賽中我觀摩到外國大學隊伍如何巧妙地
將生物科技融入醫療技術，以創新的方式
醫治疾病，啟發了我積極追求成為醫生
的夢想。

岑旻晉 (香港大學 內外全科醫學士)

巫巧茹 (理工大學 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

葉詩敏 (理工大學 護理學(榮譽)理學士)

平日課堂學生多數處於一個被動狀態接
受知識。而iGEM計畫則需要學生自己根據
課題查找資料，並理解當中內容。學生作為
主動學習的角色，這是中學生涯中難得且難
忘的經驗。

此外，在計劃中需要與其他學校學生合作，
可以有效訓練到我的溝通技巧，團隊精
神等，這些技巧都是畢生受用的。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經歷過不少次的失敗，
但辦法總比困難多，只要努力總能找到解決
方案。參與iGEM給我的最大得着是一個挑戰
自己的機會，令我踏出了自己的舒適圈。

另外，透過與本地及外國大學生交流，我體
會到科學能為社會帶來進步、造福人類。
這使我更有熱誠去學習科學知識，不再
止於應付考試。

啟發學生潛能,成就未來



薪火相傳 科研人才輩出
2018：基因改良大腸桿菌吸收水中重金屬

2019：設計 B-CAD 裝置,減少魚菜共生系統累
積的重金屬，提升食品安全。

2021： 以基因改良大腸桿菌產生漆氧化酶，預防
穀類食品受到黃麴霉素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