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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學科跨領域廣泛應用
超精密加工技術是一個多學科跨領域的系統工程，

在光電子學和機電一體化、光學、通訊、生物醫學工
程等有廣泛應用，例如注塑模具、汽車顯示屏、擴增
實境式(AR)、虛擬實境式(VR)顯示器的鏡片等。近
日，該實驗室、理大眼科視光學院和視覺科技有限公
司(Vis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共同研發
了納米結構光學離焦近視防控鏡片(NDIS)。超精密加
工技術對該項目的成功，起不可或缺的作用。

該實驗室擁有拋光磨頭、導光板、兼容多類型光盤

的透鏡等 20 多項專利，還首創超精密多射流拋光技
術，研發連注連軋的軋輥機，研製液晶面板輥筒型模
具和超精密加工機床等。多年來，實驗室團隊在日內
瓦國際發明展、中國光學工程學會創新技術獎等評比
中屢獲殊榮，在國家教育部高等教育科研優秀成果獎
連續3年獲大獎。張志輝和杜雪雙雙獲得2019年度廣
東省科學技術獎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為中外企業提供技術支援
自2009年以來，實驗室團隊為逾百間模具、光學和

電子業的中外企業提供技術支援和顧問服務，協助完
成多個項目，開發各種非球面及自由曲面光學透鏡，
令相關成像及照明光電子產品的質量升級，如擴增/
虛擬實境式顯示系統、汽車平視顯視系統、視光學的

漸進式鏡片、3D成像系統、紅外線探測系統、醫療照
明產品、室內外照明、led路燈、汽車照明及太陽能系
統等等。

精益求精，互補優勢。多年來，該實驗室積極開展
一系統對外合作項目，例如與歐盟合作研究 「非球面
和自由曲面測量的參考算法」、研發 「多功能結構表
面的高精度加工鏈」，與德國公司合作開發下一代超
聲波輔助加工技術。又分別與廣東工業大學和深圳大
學開展 「微納米數控裝備及加工技術研發」、 「研發
用於超精密滾筒軋製先進光學產品之製造設備及工藝
技術」。開展中的合作項目達15項。

冀成為研創人才培養基地
幾年來，該實驗室培養了 30 多名碩士和博士研究

生，多名畢業生成為高校教授，包括復旦大學、上海
交通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西安交通大學、
天津大學、南京理工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深圳
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等，有的在香港科學園創業開
設初創科技公司，也有的成了企業工程師或實驗室研
究骨幹。目前在讀研究生超過20人。該實驗室的定位
是成為世界一流的超精密加工創新人才的培養基地，
用張志輝的話就是不以產品高質量為追求，但以優質
產品高產為目標。張志輝透露，除了在深圳設有分
室，還在深圳和廣州有項目，正計劃擴大規模。

宜善用河套區發展產業鏈
談到香港要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實驗室主任張志輝

表示香港有條件也有人才，目前最欠缺的是產業鏈。
沒有產業鏈則難有長足和長遠發展。他認為，深港河
套區可以有大作為， 「在大灣區不要只是單打獨鬥，
香港要善用資訊流通優勢，做好設計、分析和決策角
色，同時協調好生產商、供應鏈，尤其要找到關鍵技
術的合作夥伴。」

特區政府幾年來投放逾千億資源發展創科，張志輝
承認數量不少，但補充內地投入也很多，動輒上億元
的項目為數不少， 「香港有人才，內地發展快，雙方
應更多努力多協作，互補優勢，香港尤其應該推動更
多國際性參與和合作，加速產品優質化，也帶動本身
的再工業化。」

( 「港創科 創科港」 由本報和京港學術交流中心
合作推出)

科技部批准設國家重點實驗室

理大超精密加工技術成製造利器

【香港商報訊】特約記者呂少
群、記者莊海源報道：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這器，除了是
工具，還應包括製造工具的設備
和模具，只是這些 「利器」 的作
用常常不為人知。獲國家科技部
批准在香港理工大學設立的 「超
精密加工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
(該實驗室)正是研究這些 「利器」
的科研機構之一。該實驗室除了
在理大的本部外，在香港科學園
和深圳都設有分室，在張志輝和
杜雪教授帶領下，近年開始與德
國和歐盟展開合作項目，還計劃
在大灣區設立研發基地。

張志輝教授(左)介紹實驗室部分精心傑作。

實驗室人員操作精密設備以研製不同規格的產品。

精心拋光的鏡片， 「沒有最好，只
有更好」 ，致力追求更理想效果。

實驗室鑽研不同曲面的加工效果，為產品
增值。

成功路上無難事，只是簡單地堅持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中國國家自然科
學基金公布2021年度 「優秀青年科學家基金項目」結
果，在港澳區25個名額中，香港大學（港大）有9個
項目獲選，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有5個項目獲選。
獲選的學者每人獲人民幣160萬元(約192萬港元)資助
金額，直接 「過河」在香港作研究經費，資助期限3
年。

據了解， 「優秀青年科學家基金項目」自2019年起
開放給香港及澳門年輕學者申請，男性未滿38周歲和
女性未滿40周歲的年輕科學家均可申請，旨在支持在
基礎研究方面取得優秀成績的青年學者，在其自選的
研究方向上進一步開展創新研究，以培養一批有望進
入世界科技前沿的優秀學術人才。

支持青年學者展創新研究
2021年度 「優秀青年科學家基金項目」（港澳）獲

選的9位港大學者分別為李嘉誠醫學院微生物學系助

理教授朱軒，研究項目為冠狀病毒。理學院物理系副
教授李曉菁，研究項目為放射性核束物理。理學院物
理系助理教授戴麗心，研究項目為天體物理及天文。
理學院化學系助理教授劉俊治，研究項目為精準合成
含有非六元環拓撲結構的納米石墨烯分子。理學院生
物科學學院助理教授鄭超固，研究項目為發育神經生
物學。理學院生物科學學院助理教授 Louise Amy
Ashton，研究項目為昆蟲對熱帶雨林環境變化的反
應。工程學院計算機科學系副教授黃志毅，研究項目
為不確定信息下的優化問題。工程學院電機電子工程
系助理教授王中銳，研究項目為憶阻器。工程學院電
機電子工程系助理教授李燦，研究項目為神經形態芯
片。

獲選的5位中大學者分別為地球系統科學課程助理
教授陳衍佐，研究項目為海洋轉換斷層地震及慢滑移
事件。物理學系副教授路新慧，研究項目為光伏材料
微觀結構的X射線散射研究。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副教授任偉，研究項目為激光光譜流場診斷。經濟學
系助理教授何暐，研究項目為博弈論與機制設計。內

科 及 藥 物 治 療 學 系 助 理 教 授 高 浩 ， 研 究 項 目 為
GLP-1R激動劑延緩衰老以及無創伴隨診斷的研究。

港14學者獲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家基金資助

港大(左圖)與中大合共14位年輕科學家獲2021年度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家基金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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