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東莞報道）俗語

說「病從口入」，一個粵港科研團隊卻根據「病

從口看」的思路，研發了一個基於口腔檢查的AI

健康管理系統。團隊項目匯報人黨曉兵在台上生

動地介紹着項目的功能，吸引台下不少企業和投

資界的嘉賓舉起手機拍照。這是在東莞舉行的粵

港澳院士專家創新創業成果對接會的一幕。對接

會是2021粵港澳院士峰會配套活動。 在粵港澳

院士指導下，年輕的科創團隊正積極在粵港澳大

灣區尋找對接落地的機會，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

的博士黨曉兵也是其中一員。

前三季度廣東芯片產業增長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東莞報道）
2021粵港澳院士峰會暨松山湖科學會議全體
大會1日在東莞松山湖舉行。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透過視像致辭表示，香港特區
在國家「十四五」規劃及支持下，會以全新
思維，全力全速發展創科，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過去4年，特區政府投放了超過1,300億
港元推動創科的發展，用於發展基建、推動
科研、培養人才、支援業界等，取得理想的
成效。她指出，香港將會保持良好的勢頭，
銳意建立更完整的創科生態圈。
林鄭月娥還透露，香港科技園公司會在深

圳成立大灣區創科飛躍學院和大灣區創科快
線，以分別培育人才和初創（企業），並在
香港大學的大灣區分校建立孵化的中心網絡
等。她有信心香港未來的創科發展會成就香
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與大灣區的發展
相輔相成，貢獻國家所需。
林鄭月娥指出，過去一段時間，疫情無阻

兩院院士來港全程支持的慷慨和熱情。今年4
月，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在香港正式成
立，院士聯盟凝聚大灣區內兩院院士的力
量，致力探討與大灣區科技創新發展相關的
政策，並協同大灣區內的相關部門和業界，

推動科創合作與發展。她稱：「相信粵港澳
大灣區院士聯盟和廣東院士聯合會今後在推
動大灣區內的創新要素流動及人才圍聚方
面，一定會有更多、更廣的合作。」

梁振英：灣區有人才吸引力和凝聚力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也透過視像致
辭。他表示，眾多院士專家匯集於粵港澳
院士峰會，說明大灣區有着一流的人才吸
引力和凝聚力，充分說明了在大灣區建設
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和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的決策正確性。他指出，香港、澳門以人
才、創科為驅動力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是建成粵港澳三地協同高質量發展、建設
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
的重要舉措之一。
梁振英認為，由廣東院士聯合會牽頭主辦
的粵港澳院士峰會在院士專家中形成了廣泛
的影響，為海內外院士走進大灣區、認識大
灣區、建設大灣區搭建了平台，必將有利於
進一步深化粵港澳及海外院士專家的合作交
流，推動粵港澳科技創新融合發展，為建設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國際一流灣區貢獻科創
力量。

林鄭月娥：
香港將以全新思維發展創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東莞報
道）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芯片產業最大的
消費應用市場，大灣區的市場優勢如何轉
化為創新優勢？1日，2021粵港澳院士峰會

暨松山湖科學會議全體大會在東莞松山湖
舉行。此屆峰會以「數智驅動、芯創未
來」為主題，粵港澳院士學者共同探討大
灣區芯片產業發展。香港文匯報記者會上
獲悉，目前大灣區半導體產業鏈效應初
顯，今年前三季度，廣東省半導體及集成
電路產業集群總營收達到了1,406億元人民
幣，同比增長三成。

創建集成電路產業「四樑八柱」
作為大灣區高端論壇，此屆院士峰會共吸引

了46名院士參會。廣東省副省長王曦亦是一名
中科院院士，是我國著名的半導體材料學專
家。作為一名「專家型官員」，王曦在致辭中
客觀地表示，儘管廣東在集成電路設計方面排
在全國前列，但產業發展起步比較晚，在製造
能力、封測、裝備材料等領域依然相對落後。
為此，他坦承，希望這次以「芯片」為主題的院

士峰會，能為廣東「強芯」工程提供支撐，希望
院士、專家能深入交流，開展前沿技術研究和
關鍵技術攻關。
王曦對在場院士學者表示，廣東正在大力

實施「強芯」工程，要創建集成電路產業
「四樑八柱」，包括在大學、基金、園區、
研發平台等方面搭建四樑；「八柱」則是集
成電路的細分領域，設計、封裝、材料、製
造等。他表示，廣東將努力打造成中國集成
電路的第三極。

第三代半導體窗口期正在到來
中國工程院院士、鋼鐵研究總院教授級高

工干勇表示，先進半導體是實現產業基礎高
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的重要保證，也是數字
經濟發展、搶佔未來制高點的基本保證。干
勇以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為例稱，半導體是新
能源汽車動力系統的心臟，而功率半導體芯

片是其核心元器件。干勇初步預計，第三代
半導體的窗口期正在到來。
中國科學院院士許寧生表示，粵港澳大灣

區芯片消費市場非常龐大，如何將市場優勢
轉化為創新優勢值得探索。許寧生指出，目
前國產芯片的發展，遇到了中高端光刻機製
造「卡脖子」技術難題。他指出，過去的芯
片產業中，對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的積累和
總量不足。「尤其是前階段，一些核心研發
領域基本處於『無人區』。」他表示，發展
集成電路「早下決心早受益」，要敢碰「無
人區」，敢攻關「卡脖子」問題，圍繞關鍵
材料、核心元器件、加工工具和裝備進一步
推動科技創新。
中科院院士、華南理工大學發光材料與器

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馬於光認為，芯片產
業的發展除了依靠政府引導外，還可通過市
場驗證、讓市場選擇發展，大灣區在基礎研

究方面可適當布局下一代或者更新一代的半
導體技術。

通過港澳引進晶片IP共享發展
至於香港可在大灣區芯片發展過程中發揮

哪些作用？有院士表示，香港可以在半導體
材料方面提供幫助。因為香港是一個比較開
放的城市，從外國招攬人才到香港較為方
便。該院士還認為，香港可為內地的精英人
才提供國際化訓練、海外深造機會。
深港澳科技聯盟顧問、深圳市先行示範

區灣區組專家張克科指出，儘管目前第三
代半導體有一些新的產線、新的工藝，但
芯片IP（「芯片IP」指芯片中具有獨立功
能的電路模塊的成熟設計）配套並不多。
他建議，可設計集成電路IP突破的產業路
徑圖，通過香港或澳門引進芯片IP共享發
展。

12月1日，2021粵港澳院士峰會暨松山湖科學會議全體大會在東莞松山湖舉行。院士峰會至今已成功舉辦六
屆，早在2016年院士峰會上舉行的院士團隊科技成果推介
對接會，開創了「院士帶頭」推介科技成果、向科技成果轉
化要有效益之「先河」。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目前院士
峰會共推動76家企事業單位與院士團隊開展合作，協助推動
21個院士團隊重大科技成果對接產業資源落地大灣區轉化。

西醫臨床監測+中醫舌診
「人類口腔內的微生物，可以揭示出一個人身體健康情況

的秘密。」黨曉兵博士說，口腔中的螺旋菌、噗林菌等可以
檢測出老年癡呆情況，而放線桿菌、奈瑟菌等可以檢測出糖
尿病情況，一些心血管疾病、炎症和胰腺癌等惡性腫瘤也能
通過相應的口腔微生物檢測出來。對此，其團隊研發出一個
「病從口看」的AI系統進行健康管理和疾病篩查。
「這個AI系統在篩查的時候還結合了西醫的臨床監測和中

醫的舌診。」黨曉兵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病從口看」項
目是由硬件和軟件兩套設施組成的系統，患者可以通過唾液
分析儀、多光譜影響分析儀和智能手錶等硬件進行檢測。這
些數據會經由其研發的AI雲計算平台進行綜合測算，推薦健
身方案和醫療門診方案。目前，該系統的AI算法已經開展了
對鼻咽癌篩查，以及對亞健康和中醫體質的篩查預判。

「政府給予團隊很大支持」
「我們團隊來自香港和內地，我們為這個項目的開發已經

忙碌了七八個月了。因為很看好大灣區的醫療器械發展條
件，所以我們一致決定在大灣區發展。」黨曉兵說，目前公
司已經在廣州南沙落地了。「不過由於兩地尚未恢復通關，
項目在研發過程中也有不少挑戰。比如我們無法再像以前一
樣，很方便就約在羅湖碰面去商量，所以只能通過視頻會議
等方式繼續研發。」黨曉兵感言，儘管有不少困難，到大灣
區內地城市發展是值得的。
「我們和香港合作夥伴聯合申請的研究項目，地方政府給

予了粵港科創團隊很大的支持。」黨曉兵表示，無論是東莞
創業氛圍，還是廣州的醫療政策，以及深圳的醫療器械註冊
開放的政策便利，都給這些年輕的科研創業者看到機遇。
「這裏創業效率非常高，市場很大，都是我們非常看好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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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粵港澳院士峰會暨松山湖科學會議全體大會1日在東莞松山湖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黨曉兵的「病從口看」項目路演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20212021粵港澳院士峰會暨松山湖粵港澳院士峰會暨松山湖
科學會議現場科學會議現場。。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畢業生黨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畢業生黨
曉兵帶來曉兵帶來「「病從口看病從口看」」項目項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攝

● 2021粵港澳院士峰會暨松山湖科學會議
現場展示的科技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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