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菊方教授表示賀菊方教授表示，，目前的研究項目有助開發治療腦部疾病藥物目前的研究項目有助開發治療腦部疾病藥物，，包括認知障礙症包括認知障礙症、、弱視弱視、、抑鬱症等疾病抑鬱症等疾病。。

特約專輯

A7 星期三 2023-11-15

▲▲倪萌教授的氫能和燃料電池研究項目可用於零碳交通倪萌教授的氫能和燃料電池研究項目可用於零碳交通，，促進可持續潔淨能源發電促進可持續潔淨能源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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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教授獲冠名研資局高級研究學者兩教授獲冠名研資局高級研究學者

城大賀菊方教授的獲獎研究項目名為「 內側前額葉皮層通過內側

顳葉促進聽覺皮層的學習和記憶 」。研究發現前額葉皮層的前扣帶

皮層可直接投射到聽覺皮層，可能是整合和調節全腦活動的認知中

樞。賀教授解釋：「 此項目可用於擴展人類對學習和記憶的理解，

並為開發腦部疾病的潛在藥物提供指導性知識。目前團隊正在探究

前額葉皮層，如何直接或通過內側顳葉間接調控聽覺皮層，以及促

進行為學實驗中的聯想學習。 」

另一項獲獎研究項目由理大倪萌教授領導，名為「 質子陶瓷燃料

電池用於清潔發電：從新的陰極材料到新的電堆設計 」。倪教授分

享：「 我們早於十多年前已開始研究，目的是促進可持續潔淨能源

發電。團隊在研究過程中發現，質子陶瓷燃料電池高效率和低排

放，具有代替傳統火力發電裝置的潛力。但該燃料電池仍存在不穩

定性，其性能受限於陰極的較高能量損失，以及電堆中反應物分佈

的高度不均勻，於是需要研發新型的陰極材料，從而提高電池性

能。」

研究成果落地 實現應用目標

倪教授的研究涉及跨學科領域，研究項目結合了工程科學、化

學、物理和材料科學等知識。他續指：「 因傳統的試錯方法較為耗

時及昂貴，同時難以尋找最優的材料，所以研究團隊擬採用AI人工

智能技術，輔助開發高性能的陰極材料，以加快材料篩選過程。」

倪教授表示研資局的獎項具備公信力和聲譽卓著，「 獲得該獎項

我感到興奮和榮幸。獎項同時提供資金，可用作研究經費，以及招

攬更多優秀的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員。此外，受惠於計劃提供

為期五年的教學支援（如聘任代課講師），讓我可以全神貫注地進

行研究。 」賀教授也認同：「 非常榮幸獲得研資局頒發的獎項，給

予我莫大的鼓舞。計劃提供的充足支援，有助我進行下一步研

究。 」他計劃將所獲資金用作聘請及培育學生或博士後研究生，日

後亦會加強與不同醫療機構合作，促進達成研究目標。

兩位得獎學者不約而同期望，能盡快將研究成果轉化成產品，並

在巿場上實際推出。賀教授表示，目前研究的項目有助開發治療腦

部疾病藥物，包括認知障礙症、弱視、抑鬱症等疾病。他表示團隊

現正與醫療機構合作進行臨床試驗，希望於五年計劃期內能推出可

治療相關腦部疾病的藥物。

倪教授表示，其項目研究的氫能和燃料電池可以用於零碳交通，

發展氫能卡車、氫能巴士、甚至氫能船舶和飛機等。另外，氫能燃

料電池也可用於儲能，有助實現碳中和，減緩溫室效應及提高空氣

質素。倪教授提及，政府上月發表的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指出，未來

計劃試驗更多新能源車輛，包括電動公共小巴、電動重型貨車、電

動旅遊巴、氫能雙層巴士和氫能洗街車。他寄望項目的研究成果可

以真正落地，造福本地社會。

推動科研發展 鼓勵年輕新晉

談及本地科研發展，賀教授認為相較內地，香港研究氛圍更加濃

厚，不少教授及學者在各個領域進行全球領先的科研項目。此外，

大學為教授提供充足的空間及自由度，鼓勵學者進行研究工作。他

亦提及近年政府和各大專院校推出不少研究資助計劃，有助推動研

究項目落地應用，並看好香港未來的研究領域發展。

倪教授大讚近年香港研究氣氛逐漸熾熱，院校積極提供先進的研

究設備，政府對於科研的投入也全方位不斷增加，有助推動政府、

業界、大學等不同界別合作。同時，他也感謝研資局對研究的長期

支持，「 高級研究學者計劃 」提供的研究資助，對於其達成研究目

標，推動清潔能源技術的發展非常重要。

政府積極推動科研發展，需要有相關的研究人才配合。倪教授十

分歡迎對科學研究有興趣的年輕人投身科研工作。他寄語年輕一代

的科研人員，需要保持開放心態，並勇於嘗試新想法，切忌害怕失

敗。研究的工作可能需要經歷無數失敗，在過程中花費大量時間，

只要堅持下去，定能取得好的成就。賀教授也表示，從事科研工作

需要堅持不懈，懂得享受研究的過程，並保持熱愛心態，才能體會

當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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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教授指出，大學積極提供先進研究設備，鼓勵科研人員進行研究工作。

▲▲倪教授表示歡迎對科學研究有興趣的年輕人投身科研工作倪教授表示歡迎對科學研究有興趣的年輕人投身科研工作，，寄語他們保寄語他們保
持開放心態持開放心態，，勇於嘗試新想法勇於嘗試新想法。。

▲賀教授認為，近年政府和各大專院校推出不少研究資助計劃，有助推
動研究項目落地應用。

▲賀教授（左）獲頒「研資局高級研究學者」名銜。右為教育局局長蔡若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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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資局研究學者計劃詳情：

為學者提供持續支援

「 研資局高級研究學者計劃 」及「 研資局研究學者計劃 」旨在

為教資會資助大學卓越非凡的學者提供持續支援，令他們可以專

注於研究及發展工作，並為香港培育和培訓下一代本地研究人

才。兩項計劃每年分別各頒發10個獎項予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

每名獲獎學者的所屬大學分別獲發放約780

萬或520萬元經費，為期60個月。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的研究資助局（研資局）於

2019年推出「高級研究學者計劃」及「研究學者計
劃」，分別為正、副教授級學者提供教學及行政職務方

面的持續支援，讓得獎教授可專注研究及發展工作，並

指導及培訓研究生和年輕研究人員成長為研究界新晉。

本屆獲得「研資局高級研究學者」名銜的香港城市大學

神經科學系主任賀菊方教授，以及香港理工大學建設及

環境學院副院長兼建築及房地產學系倪萌教授，分別就

腦部疾病及環境能源方面進行重大研究，旨在為人類的

未來生活帶來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