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煜明

因本报见习记者 江庆龄
近日，未来科学大奖十周年庆典

在上海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中

文大学（以下简称港中大）校长、2016

年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得主卢

煜明出席活动，在“塑造未来生物学 -

生命科学专场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

介绍基于血液等体液中游离 DNA 的

分子诊断范式变革。

在活动期间，卢煜明围绕科研初

心、教育理念、产学研转化及粤港澳

大湾区协同发展等话题向媒体分享

了自己的思考与实践。

记者：你做无创产前检测技术花

了整整 22年，中间试过十几条“路”都

走不通，你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卢煜明：科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对我来说，科学的奥妙不在于最后的

答案，而在于寻求答案的过程。十几次

失败，其实也是必经的过程。我能够从

失败中学到新的东西。事实上，有些失

败还蕴藏着机会。比如用表观遗传手

段诊断胎儿的疾病，最初也是失败的

尝试，但在十多年后，却成为了可用于

诊断癌症的技术。

记者：你说过很多次在煮泡面、看

《哈利·波特》时得到灵感的故事，科研

是否也和你的日常生活有关？

卢煜明：没错，我的很多新想法都

源于生活。

目前，我们团队正在开发的新技

术 FRAGMA——— 一种基于片段组学

的甲基化分析方法，是我从一幅油画

上得到的灵感。这幅画上有一个火车

轨道，还有一些信号灯，信号灯能够控

制火车闸的起落。弯弯曲曲的火车轨

道在我眼前逐渐变成了 DNA 双链的

样子。我就想到，信号灯有没有可能是

癌症信号，火车闸下落的时候，就把

DNA切掉了。

顺着这个思路思考，就有了

FRAGMA。我通过分析血浆中游离

DNA 的片段化特征，进行无创产前检

测、肿瘤早期诊断。

其实人生中有很多机会，关键在

于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记者：你每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卢煜明：当我是全职科学家的时

候，科研占据了我一天中绝大多数的

时间。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很期

待去实验室，因为可以和同事探讨前

一晚的新想法，或者做实验验证。这就

好像在看一部很精彩的电视剧，每看

完一集，就会期待下一集。

从今年 1 月份开始，我任职港中

大校长，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学校管理

等工作上。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在港

中大工作了 28 年，是时候把这么多年

积累的经验反馈给学校，培养下一代

年轻学子了。

记者：担任港中大校长之后，对于

学校未来的发展，你设定了哪些目标？

卢煜明 ：国家对香港的发展定位

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发展科技

无疑非常重要。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在

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方面做了不少工

作，也希望能够将过去积累的一些经

验在港中大推广，针对性调整学校在

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整体架构。

记者：港中大在医学教育和科研

方面有哪些优势和特色？你计划会带

领学校在哪些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和

发展？

卢煜明 ：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医

学相辅相成，但人才培养模式不同，

需加强医学科学家的培养。我认为可

以通过特别训练计划和职业发展规

划，促进基础研究与临床医学的有效

协同。

香港有两家排名靠前的医学院，

港中大医学院是其中之一。尽管只有

四十多年历史，但通过前辈和同事们

的共同努力，港中大医学院的发展非

常好。除了教育和科研，我们也希望通

过港中大下属医院，让更多香港市民

能看得起病、享受更好的医疗资源。

记者：你曾经强调，培养学生时需

确保文理并重，你怎么看待当下对人

文学科的轻视？

卢煜明 ：其实很多时候艺术和科

学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应该只重视

理工科。正如我前面所说，我有的灵感

可能来源于电影、油画等艺术领域。

此外，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其他

学科的参与。我所从事的产前诊断领

域，除了技术，还涉及伦理、法律等知

识，我很早就开始与这些领域的从业

者合作，探讨如何用技术更好地服务

于社会发展需求，确保科技向善。

记者：香港基础科研的核心优势

有哪些？又面临哪些挑战？

卢煜明 ：香港人口比较少，但有

着浓厚的科创氛围。包括港中大在

内，有 5 所入选全球排名前 100 名的

大学，在基础研究方面独具优势。当

然，这也离不开香港特区政府在科

研、教育方面的投入。

目前，香港的成果转化仍有需要

提高的地方，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方面

作出一些贡献。我们需要更认真仔细

地考虑优先发展哪些领域，审慎投放

资源。

此外，当前的科学研究越来越

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撑，比如我所从

事的遗传领域。所以对香港来说，把

自身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相融合十

分重要。

记者：你如何评价大湾区在生命

科技领域的资源整合进展？香港应如

何定位，以最大化发挥自身优势？

卢煜明 ：大湾区有超过 8000万人

口，近年来基础研究发展非常快，同时

在科技的商业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

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大湾区城

市之间互相帮忙、合作，每个城市都可

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推动大湾区

整体科创系统的形成。

香港一直扮演着“超级联系人”的

角色，未来也可以继续发挥这方面的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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