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玉如
是 首 名 獲 得

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
就獎的港產科學家，一直

從事神經科學研究。自1993
年由美國返港加入香港科技大

學以來，主力研究神經細胞之間
的溝通方式，並在該領域屢有突破

， 「神經細胞之間進行溝通的地方，
叫 『突觸』，可以隨着外來的刺激而被改變
，神經細胞互相溝通時，會令 『突觸』出現
變化。我們經過研究後，發現有方法可以改

變神經細胞之間的溝通情況。」

奇妙的小分子化合物
循着這些研究基礎，葉玉如及其研究團隊

發現抑制神經細胞溝通機制，和腦退化症中最
常見的阿爾茲海默症有關係， 「我們以小老鼠
做測試，發現有腦退化跡象的小老鼠中，都異
常抑制腦神經細胞之間的溝通，懷疑因此令牠
的記憶受損。研究團隊在中藥中找到一些小分
子的化合物，可以抑制阻礙腦神經細胞之間的
溝通的訊號通路，達到 『負負得正』的效果。
」她指出，這個發現令人類開闢了新的方法研
發對抗腦退化症的藥物。

葉玉如表示，今年研究團隊發布新的
研究成果， 「我們發現，每個人體內都有
一種蛋白IR33，在腦內起着和炎症有關的

作用。它在腦神經細胞的信息傳遞有
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說，團

隊利用小老鼠進行
模擬腦退化症的實
驗，以輕微電擊等方
式，了解蛋白IR33

對腦退化症的影響，研究發現，當小老鼠的記憶
和神經細胞同時轉差，並出現腦退化症重要特徵
「蛋白斑」，蛋白IR33亦隨之降低。

「當我們將小老鼠放入電擊箱的時候，出現
腦退化症重要特徵的老鼠，因沒有觸碰牆身被電
擊的記憶而隨處走動，記憶功能正常的小老鼠卻
因有被電擊的記憶而不動。我們當時假設蛋白
IR33降低後，令它無法做到平時的工作，令小老
鼠記性轉差。後來我們將這個蛋白打進老鼠肚內
，結果小老鼠的異常蛋白斑在兩日內大幅減少，
神經細胞之間的溝通能力逐漸恢復，在七日至十
日內，牠的記性亦逐漸恢復，而 『突觸』傳遞神
經信息的功能亦因打了蛋白恢復。」她從中得到
結論，蛋白IR33有恢復老鼠涉及記憶方面的功效
，包括各種神經細胞的溝通、蛋白斑降低等。

不少市民自薦協助研究
問到有關成果（藥物）何時可以推出市面，

葉玉如強調， 「由發現到市場應用，受不同因素
影響，需要很長時間，例如小分子化合物和蛋白
IR33，在動物實驗都是呈非常正面的反應，但如
果想做成藥物，需要滿足臨床前測試條件，例如
藥物是否安全？注射後是否穩定？會否改變？會
否被分解？或者反應會否未能傳達到腦部？通過
全部測試後，才能進入正式的臨床測試。臨床測
試亦分三期，第一期聚焦安全問題，第二、三期
才講效用，全部通過才可考慮註冊。」
她說，藥廠很多時做藥物研發，都
是在臨床測試期間放棄生
產，一般都是失敗多於成
功，出現問題就不能推出

市面。她
強調，如有病人
使用後出現問題，就
絕不能繼續使用，必須
符合嚴格的要求。

返港前曾任職美國一間藥廠
的葉玉如表示，其研究結果一公布，
隨即吸引不少市民查詢，打電話的，發電
郵的都有，都希望盡快將藥物推出市面，
甚至主動自薦成為 「白老鼠」協助研究。 「
目前相關研究成果已轉移至科技大學成立的
一間公司繼續發展，我向該公司指明臨床測
試香港必須是其中一個中心，希望有助香港科
研行業的發展。」她期望兩年左右可進入臨床
階段，預計第一期需要二十至三十名病患者臨
床測試，她期望盡快將成果作廣泛應用。

34年後全球患者一億 中藥研治獲突破

葉玉如：腦退化症有得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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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玉如簡歷

研究領域：
分子神經科學家。加入科大後，一
直從事神經細胞溝通機制的研究

科大簡歷：
1993年出任科大助理教授，1998年
晉升為教授，2005年獲擢升為講座
教授，2011年起出任理學院院長
，2016年11月升任副校長

學術榮譽：
中國科學院院士、美
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
士、世界科學院院
士、港科院創院院
士。歐萊雅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 「世
界傑出女科學家成
就獎」 ，法國政府

「國家榮譽騎士勳章」

學術公職：
科大 「分子神經科學國家重

點實驗室」 創辦主任，美國神
經科學學會首位外籍理事會成
員，Journal of Neuroscience
資深編輯，政府創新及科技諮詢

委員會成員，香港科技園、香港應
用科技研究院及研究資助局董事局
成員

興趣之餘仍需考慮生活，過去香港鼓勵從商，理科
往往被標籤為 「無飯開」的科目之一。葉玉如指出，
科研可以帶動經濟，只要讓學生看到前景，自然吸引
他們報讀理科。

她說，成為科技園董事局成員後，對香港的
科研配套有更多的觀察。她認為香港的科研配
套已逐步建立，兩、三年前更趨於成熟。 「
現在政府除了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在科研上
亦增加投放資源，香港科學園又吸引了更
多初創公司在港發展及活動，同時吸引成
熟的公司到港，大學在這方面都支持及
作出配合，培養很多科研畢業生。整體
而言，香港科研的大環境發展良好，極

具活力。」她形容，現在是投身科研的最
好時機，未來五至十年更將是香港科研發展

好機會。
葉玉如強調，希望大眾明白，科研是帶動經

濟的重要元素，如果現在香港社會有能力在科研發
展做得更好，就好應該把握機會，最重要是各方面好好

合作，不可以自己閉門造車，要連結不同的機構合作。當社會
讓學生感受到有前景，自然會更有興趣投身科研工作。

香港特區政府去年成立創新及科
技局，又大力鼓勵香港科研發展。教
育局今年向每所小學撥款港幣十萬元
以推動科普教育（STEM），為香港
培訓本地科研人才。葉玉如認為香港
目前是發展科研的好時機，在推動科
普教育要由老師做起，再為學界提供
新技術，吸引青年踏足科研領域。

「始終學生都是由老師教，我們
為學生舉辦一日工作坊，其作用只是
影響一日，但中學老師卻是每天對着
學生，每天影響學生的知識和價值觀
，我認為社會應該多做一些老師的培
育工作。」葉玉如構思，可以在大學
安排一些暑期培訓課程，提供最新的
科研訓練和建議給中學老師，讓他們
可以追上現今的科研技術。

葉玉如認為，讓學界更早接觸新
技術，可以吸引學生投身科研工作。
「近年科研發展進步神速，我們科大

的實驗室每年都會派學生去外國不同
的實驗室學習，去年十一月美國開神
經科學年會中，我看到一項新技術，
利用儀器植入老鼠腦部，當老鼠進行
任何活動時，可以讀到牠的腦神經活
動。我們除了即時決定購買及安裝設
置，更想辦法縮短學習時間，例如派
學生到使用該儀器的院校，學習了三
個星期。大約兩星期前（今年六月初
）同學說已經可以使用。」

儀器公司也說葉玉如她們厲害，
因為其他實驗室通常需要一年時間了
解儀器運作，但葉的團隊只需半年便
可投入應用。葉玉如說， 「如果常常
用舊有技術，可以做的有限，很多科
學上的問題要用新技術才可解決，這
方面希望交給中學老師，在中學環境
向學生傳遞新的知識，會更加吸引到
學生踏入科研領域。」

腦退化症一直困擾人類，預計2050年全球腦退化症患者將達一億。在這
環境下，港科院創院女院士、頂尖腦神經科學女專家葉玉如積極研究治療方
法，近期她對治療腦退化症中最常見的阿爾茲海默症有突破性發現，有關新
藥可望兩年內進入臨床階段，她更表明其中一個臨床測試點必須是香港。

科普教育
從老師做起

社會鼓勵創科
理科生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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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有什麼對推廣科普有幫
助的方法，儘管話我知。」 「講自己
的研究是最興奮的事。」從與葉玉如
的訪談中，記者真切感受到，她非常
熱愛科研工作，談到她的科研成果更
停不下來，過去香港很少本地女性從
事科研工作，問到當初為何有此選擇
，她表示全因中學老師教導有方，令
她立志在科學領域做出成績。

葉玉如小學和中學都就讀於天主
教嘉諾撒聖瑪利書院，是羅范椒芬的
師妹，聖瑪利書院給予她很多重要的

童年回憶， 「中學時的科學老師教得
很好，令我非常喜歡科學，在大學時
期亦因而選讀化學和生物，其後對藥
物研發有興趣，再到外國讀化學，結
果慢慢就朝着科學方面發展。」

葉玉如每年很少放假。她笑言每
年學校假期都像被 「充公」， 「在科
大工作23年來，每年放假大約兩星期
。聖誕節會放一個星期陪伴回港的小
朋友，暑假亦會預留一個星期陪伴丈
夫。」

她說，科大為她提供了一個非常

好的科研環境，每日雖然都很忙碌，
但非常開心充實，因為知道可以做很
多她喜歡的科研工作。

談到本地女性較少從事科研工作
，葉玉如直言，香港的女教授偏少，
認為這和整個大環境有關。 「我的學
生曾經表示，投放大量時間和心機在
科研學習上，但在本港卻難以找到工
作，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問題。他們家
人亦可能覺得讀其他科目會較容易找
到工作，所以不是太願意子女修讀生
化學科。」

熱愛科研 愈忙愈開心

▲葉玉如期望治療腦退化症
的新藥兩年內進行臨床測試

◀葉玉如是首名獲得世
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
的港產科學家

▲葉玉如為香港
培養了不少優秀
的科研人才
受訪者提供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