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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中大林漢明團隊助力國家保糧食安全

破解大豆基因協助農民增收
【香港商報訊】

特約記者呂少群、
記者莊海源報道：
民以食為天，中外
皆然。據聯合國估

計，世界人口將由現時70餘億增至2050年的93
億，為此全球農作物必須相應提高產量才能應付
人類對糧食的需求，期間還要面對越趨頻繁的極
端天氣變化導致糧食失收等挑戰。香港中文大學
「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 主任林漢明教

授帶領探索農作物增產之餘，特別重視人與土地
相依共存的關係。他亦鼓勵青少年到內地鄉村去
接觸腳下土地、桌上作物和眼前農民，要讓 「科
研為民」 的基因和工作傳承下去。

中國以農立國。 「從事農業研究是相當有意義和重
要的。」林漢明指出，國家每一個五年計劃，每年都
會談到農業，國務院也有專門文件講農業發展。

所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靠天吃飯是普遍中
國農民的生活習慣，但這也局限了農作物的生產與收
成。地處大西北黃土高原的甘肅，農地多，可惜礙於
乾旱等因素，作物產量低，農民收入較少。

培育耐鹽抗旱新品種
而原是大豆故鄉的中國，二戰前供應全球九成的出

口大豆，如今竟成為全球最大的大豆進口國。大豆被
引進美國後，變成美國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如今，
大豆市場由巴西和美國主導，中國進口的大豆甚至超
過其需求的三分之二，長遠將有機會影響國家糧食安
全。

有見及此，實驗室聯同內地科研和農業單位合作，
利用中國大豆資源，結合嶄新科技和傳統智慧，藉以
提高大豆科研水平及生產競爭力，使大豆能重回中
國。

林漢明是中大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多年來帶領實驗
室團隊破解31種大豆的基因序列，建立高質量野生大
豆參照基因組，成功獲得大豆耐鹽基因等，並培育出
抗旱、耐鹽的新大豆品種。近年，他們與甘肅農科院
合作培育 「隴黃」1、2、3號，無償交予農民使用，
種植在酒泉至慶陽一帶，橫跨 2000 公里的黃土高原

上，累計超過 36 萬
畝，增加農民收入，
也改善環境土質。

鼓勵甘肅農民
種植提高收入

耕耘有成，糧食有
價。林漢明透露，有
本港大型醬料企業計
劃花 5 年時間，在西
北一帶物色 5 萬畝地
廣種 「隴黃」耐逆大豆，既可開拓豆製品市場，也可
協助農民提高收入。因此，他決定繼續朝西北進發，
讓 「大豆回家」行動走得更遠，讓農民受惠更多。

「消除貧窮」、 「消除飢餓」是聯合國17項可持續
目標的2項，林漢明的目光除了望向內地，也投向非
洲，既為各地農民培植能夠適應惡劣環境的大豆品
種，也為化解全球糧食危機出一分力。

國際科研界樂與實驗室合作
「未來大豆的潛力在非洲。」林漢明曾三訪南

非，與當地科學家合作，找到 20 公頃旱地去試種大
豆和其他作物，期望用5年時間發展適合當地土壤的
耐逆大豆品種，讓當地的朋友明白種植大豆不僅可
以改善土壤，更可改善經濟環境，從而有助消除貧

窮問題。
《自然遺傳》、《自然通訊》等國際學報相繼刊出

林漢明團隊在大豆基因組研究的創新研究成果，引起
廣泛關注，國際學術界都對中大學者刮目相看，紛紛
提出與實驗室合作，開展了不少項目。林漢明深受鼓
舞，遂在實驗室建立起數據分享平台，讓全球科學家
能協力促進大豆相關研究。

「香港科研可以靈活及接軌國際，美國、歐洲、韓
國、日本、印度、阿根廷、南非等學者都主動來交流合
作。」林漢明表示，香港有優勢和條件成為國際科研中
心，大學作為國際科研的民間組織亦獲得政府支持。
他自稱一個科學探子，對於社會上說香港經濟轉型講
了20多年也未見顯著成果，他認為下一步應該是向社
會和青年人講述發展科研的意義、效果和前景，政府
也要思考政策可以如何協助新一代發展科技事業。

帶港生回內地體驗拓闊視野
林漢明也特別注重本港青少年科研基因的培養。幾

年前，他開始帶領一批學生到甘肅作大豆種植調研之
旅，讓中學生踏足黃土高原，實地領略粒粒皆辛苦的
農耕生活，回港後在校園和電台分享他們的感受。他
又帶領中學教師到新會去看建在11公頃土地上的食品
公司，了解科研技術如何能為食品企業增值。

「我希望，每年能有一次帶上十來個香港中學生到
內地農村走走看看。」林漢明認為，香港學生普遍有
創意，適宜結合對家國鄉土的情意，擴展胸襟，看到
世界的大和香港的小，樹立更廣的視野，了解大灣區
發展的機遇，未來的路才會走得更遠更踏實。
（ 「港創科 創科港」 由本報和京港學術交流中心

合作推出）

▲▲林漢明教授林漢明教授（（右右））與內地育種家合作培育出耐逆大豆與內地育種家合作培育出耐逆大豆
品種品種 「「隴黃隴黃」」 11、、22、、33號號，，並在黃土高原推廣種植並在黃土高原推廣種植。。

林漢明教授帶領參與STEAM@soybean的中學生，2009年暑假在黃土高原實地考察大豆種植。

▲▲傳媒報道林漢明教授培育出大豆抗鹽新傳媒報道林漢明教授培育出大豆抗鹽新
品種的成果品種的成果。。

▲▲林漢明教授林漢明教授（（左一左一））介紹農業生物技術介紹農業生物技術
國家重點實驗室設於中大的溫室國家重點實驗室設於中大的溫室。。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沙田警區在萬聖
節前展開 「守苗行動」，打擊區內青少年被不法分子
利用參與販毒和濫藥的違法活動，行動中拘捕一名19
歲女子，搜出14.4萬元大麻和大麻製成的曲奇餅；另
外在火炭和大圍先後巡查兩個派對房間，拘捕和票控
共28人。

沙田警區特別職務隊根據線報及經深入調查後，
前日晚上7時在馬鞍山一帶展開反毒品行動。行動中
警員於錦泰苑商場外截查一輛可疑車輛，在女司機
身上檢獲約 89.1 克懷疑大麻，並在車內檢獲約 672.9
克懷疑大麻製成的曲奇餅、大麻油、吸食大麻工
具、手機和現金，毒品市值約14.4萬元，姓許(19歲)
女子涉嫌 「販運危險藥物」被捕，現正被扣留調
查。

逾20人涉違限聚令遭票控
此外，沙田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及沙田分區雜項調

查隊前晚展開反罪惡行動，突擊搜查區內多間派對房
間，發現一間位於火炭山尾街31至41號的派對房間
懷疑違規營業，拘捕姓何(26歲)男負責人涉嫌違反禁
業令，另外房間內8男14女(19至22歲)則涉嫌違反限
聚令遭票控。同晚警方巡查大圍成運路一派對房間涉
嫌違反防疫規例，房間內3男2女(25至39歲)涉嫌違
反限聚令。

警方重申，根據香港法例第 134 章《危險藥物條
例》， 「販運危險藥物」屬嚴重罪行，一經定罪，最
高可判處罰款500萬元及終身監禁，市民切勿以身試
法。

警方沙田掃毒19歲女子落網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警方早前調查洗

黑錢案期間，揭發一宗樓宇按揭騙案，一名八旬老婦
早前認識一名中年漢，被誘騙說出收藏樓契位置，騙
徒其後偷取位於大角咀物業樓契，再向財務公司申請
600萬元按揭貸款，警方在上周五其中一名騙徒到銀
行提款時人贓並獲，稍後再將另一涉案男子拘捕。

兩名被捕男子分別姓李(59歲)，姓楊(26歲)，均報稱
無業。兩人均涉嫌 「串謀詐騙」、 「行使偽造文書」
及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
財產」(俗稱洗黑錢)，其中姓楊男子已被落案起訴一
項 「串謀詐騙」罪，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警方財富情報及調查科署理總督察宋家煒表示，早
前調查一宗懷疑洗黑錢案件時，發現一名姓楊(26歲)
男子的銀行戶口有可疑金錢，他於上周四存入一張面

額約600萬元支票，稍後即致電銀行要求在翌日全數
提取現金。由於該筆金錢數量與他財政背景不符，警
方懷疑為犯罪得益，遂暗中追查該筆資金來源。

宋家煒指出，警方調查發現涉事的金錢為較早前一
宗樓宇按揭貸款，物業位於大角咀區，屬一名81歲老
婦持有。警員遂登門調查，老婦稱近日並無申請按
揭。警方經了解後相信老婦於本年中經朋友介紹，認
識一名姓李(59歲)男子，對方曾向她詢問家中存放重
要文件的位置，老婦事後亦不以為意，直至警方到來
調查時，方發現樓契不翼而飛，上周五(29日)派出警
員到銀行附近埋伏，待目標男子前往領取現金時當場
將他拘捕，並在其背囊中起回全數現金、一批涉案文
件和一張印有受害人姓名的假身份證，稍後再將另一
名涉案59歲男子拘捕。

2男涉盜老婦樓契貸600萬被捕

2021年11月2日 星期二

S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