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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金屬材料中心所屬的城大工學院，研究實力高踞
大灣區第一，是連續5年獲得的美國專利數量冠全港
院校，去年專利收入為400萬美元。

領導城大納米和新材料研究和應用的呂堅教授，
負責多個領域工作：城大國家貴金屬材料研究中心
香港分中心主任、城大 Z 中國科學院納米材料與力
學聯合實驗室主任。每星期，他都要穿梭校內三個
實驗室進行指導工作，還得與深圳實驗基地密切聯
繫。

所謂貴金屬，包括黃金與白銀、白金(鉑)等，不止
廣泛應用於首飾、鐘表，更是手機、電腦、汽車、化
工催化以至航天器必備成分。

倍升飾金硬度前景被看好
坊間所指的黃金，即所謂K金，是量度黃金純度的

指標，通常分為24份，18K金佔24分之18，即3/4為

純金，餘下1/4則混合其他金屬。城大貴金屬材料中
心研製的24K金，硬度提高三至五倍。有別於打造硬
金首飾常用電鍍而造成污染，該中心運用力學和物理
學原理，新技術不涉物質電化學加工，完全符合環保
原則。

這個涉款千多萬元的研究項目，獲得政府創新科技
署資助，一家本地大珠寶商更斥資 1000 萬元港幣支
持，反映看好市場前景。該珠寶商在內地飾金銷售的
每年營業額高達幾百億元人民幣。

首創陶瓷4D打印可用於手機產品
所謂科技以人為本，城大貴金屬材料中心研發的超

納鎂合金，可用作生物降解植入物料，製成塗層加到
膝蓋等人工關節，可延長使用壽命兼減低患者排斥風
險，新材料既可用於生物醫療，亦適合製造亮面而耐
磨的手機外殼，在汽車、飛機、高鐵等範疇也有可

為。
相對於3D打印只能一個圖紙對應一個結構，呂堅

帶領團隊世界首創的陶瓷4D打印，運用相對簡單的
圖紙設計，就可衍生一系列形狀相似又連續可變的結
構，該技術可以製造貴金屬催化劑的陶瓷基體結構，
大幅增加催化劑的效率和壽命。新技術有望應用於太
空探索、航空發動機製造和手機產品，已試行於石碑
等文物修復上。生物打印機打印的人造血管等器官軟
體材料，未來更可是醫生做手術前下刀的關鍵參照，
也可免二次開刀之苦。

科研結合應用鼓勵學生創業
實踐出真知，創新在嘗試。呂堅帶領城大團隊不斷

發掘貴金屬應用潛力，例如研製超高精準納米貴金屬
探針，利用SERS(表面增強拉曼光譜)幾分鐘就可鑒定
真假化妝品、測出肉製品成分、抗生素和心血管病等

等，又與廣州醫療檢測機構進行一項新冠病毒快速測
試合作研究。

「一個沒為病人看過病的醫生，一個沒做過工程的
工學院畢業生，如何說得上成功呢？」呂堅問。他說
城大校方鼓勵學生、校友使用城大專利並使之產業
化， 「創業啟動時給予資助，產業化成功了可以分
成。」他指出大學專利是社會共同財富，建議特區政
府主導和推動，讓創新產業成為香港社會的常態，這
也是創科的動力所在。

呂堅透露，當選深圳改革開放40年40人物的城大
博士畢業生黃源浩，5年間把初創企業 「奧比中光」
變成獨角獸，還全額向深圳市政府交回所支持的幾千
萬元資金。他相信這家少有的互聯網時代硬件公司將
成就另一個產業佳話。
( 「港創科 創科港」 由本報和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合

作推出)

呂堅：港府應推動大學專利產業化
讓貴金屬 「落地」 惠澤千家

【香港商報訊】特約記者呂少群、
記者文毅報道： 香港城市大學國家
貴金屬材料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
中心成立5年來，先後在《自然》等
國際頂尖期刊發表多篇開創性論文，
研製出比超強鎂合金強度高10倍的
超納鎂合金、廉價而可大規模工業化
生產的高性能合金催化劑，向 「頂
天(太空)立地(民生)」 的目標邁進，
也把綠色、節能、大眾化的理念加以
落實。

呂堅指大學專利是社會共同財富，建議政府推動創新產業成為本港常態。
呂堅帶領團隊首創的陶瓷4D打印，可衍生一系列形狀

相似又連續可變的結構，大幅增加催化劑效率和壽命。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香港城市大學由
兩名學者領導的2個研究團隊，分別研發出恍如人類
皮膚的新型觸覺傳感技術，以及令機械手靈巧如人
手，能夠拿線穿針，甚至抓住豆腐而不捏碎兩項技
術，可用於重建人類的觸覺系統，例如為皮膚受損者

及截肢者重
拾觸覺，亦
可透過檢測
微弱的動脈
脈搏，協助監測人體健康狀況。

由城大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副教授申亞京博士領
導，與香港大學合作的研究成果，可媲美人類皮
膚的新型柔性觸覺傳感器。研究結果刊登於學術
期刊《科學．機器人學》，題為 「具有外力自解
耦觸感超分辨率的柔性磁化皮膚」。有關研究將
促進智能假肢及人機互動等範疇的應用發展。

此傳感器設置於仿照人類多層皮膚的結構內，
其最大特點是具解耦的能力，即將外力自動區分
為兩類不同力量，並準確量度該兩種力度，以分
析或控制物體的靜止或運動狀態。傳感器的觸感
「超分辨率」可精確判斷外來刺激的位置。
研究團隊將傳感器安裝在機械手上進行實驗，

機械手在有外力嘗試干預的情況下，仍能非常穩
定地抓緊易碎物件如雞蛋，並在遠程操控下拿線
穿針。申亞京說： 「我們的傳感器可應用於自行
適應抓取、靈巧操作、識別質感、智能假肢及人
機互動等方面。」

有望讓截肢者重拾觸覺
另一項研究成果由城大機械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楊征

保博士共同領導。研究團隊在人類皮膚精巧結構的啟
發下，研發出高度敏感的觸覺傳感器陣列，有望讓皮
膚受損者及截肢者重拾觸覺，並可應用於監測人體健
康狀況上。

團隊研發的雙層壓電效應觸覺傳感器陣列由兩層保
護層、單層隔離層及兩層壓電感知層組成。他們也發
明了 「行+列」電極排列模式，可大量減省成本。楊
征保說： 「我們的系統能即時感應及判斷外界的刺激
如扭曲、拉緊及按壓等，反應速度極快，短至 10 毫
秒，比人體皮膚的反應還要快！」

成功抓住豆腐而不捏碎
此觸覺傳感器非常精巧，能夠成功將豆腐抓住而不

捏碎，這技術有巨大潛力應用於人機互動界面上，可
促進智能假肢、機械手，及處理柔軟和易碎產品器材
的發展。

團 隊 的 研 究 結 果 刊 登 於 學 術 期 刊 《 先 進 科
學》，題為 「仿照人類皮膚、以無訊號串擾的行+列
電極排列模式區分不同時空刺激的觸覺傳感器陣
列」。

城大團隊研新型觸覺傳感技術

一善心頭起，萬千福報來

申亞京博士團隊研發出可媲美人類皮膚的新型柔性觸覺傳感器。

楊征保博士團隊將觸覺傳感器安裝在機械
手上，能夠成功抓住豆腐而不捏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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