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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特約記者呂
少群、記者莊海源報道： 「顯
示科技 Display Technology 是
一個非常大的產業。我們生活
上的一切都與顯示科技息息相

關。」 香港科技大學先進顯示與光電子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
任郭海成教授說。這位從事顯示科技研究超過四分一世紀的科
學家，在這個領域經歷了創新、創業的不同階段。他創立了科
大顯示技術研究中心，更帶領實驗室團隊以科大領先國際的顯
示技術研究水平結合國際一流的設備，通過研發，有力支持國
家 「十二五」 規劃以來的顯示產業發展，並見證內地顯示產業
從跟跑進步至領跑。

科大先進顯示科技提高視覺享受
領先國際水平有力支持國家相關產業發展進步

美國國家發明院院士(NAI)、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會士、國際信息顯示學會(SID)會士、美國光學
學會(OSA)會士，一個個顯赫的學術榮銜，見證郭海
成教授的成就。最令他自豪的是獲得 SID 頒發 2019
年 Jan Rajchman 大獎，表揚他在平板顯示器(FPD)方
面的傑出貢獻。這個大獎也是繼被譽為 「OLED 之
父」的鄧青雲後，實驗室團隊又一名成員獲得的至
高殊榮。

提升液晶顯示反應時間500倍
郭海成的成就包括研發硅晶顯示技術、反射式技術

及光配向技術，即使用光來為液晶創造排序性質。他
帶領團隊在顯示技術的多個環節作出了一定改善，更
將液晶顯示屏的反應時間，由 10 毫秒變成數 10 微
秒，足足縮短了約500倍。他研發的可塗布偏光板技
術，有望為捲軸顯示器帶來革命性的改變。

另一方面，內地顯示業的改變同樣驚人。郭海成介
紹說，13年前，內地進口最大的是集成電路IC，其後
陸續引入發光二極管 LED以至液晶顯示 LCD等。回
望過去10年，顯示屏從 「十二五」規劃期間內地進口
的四大商品之一，躍居至產量佔有率世界第一，京東
方、TCL、華星、深天馬等赫赫有名的品牌，更形成
了珠三角、成渝鄂、京津塘和長三角的產業帶。2020
年，國際顯示產業大會在中國召開，業界的普遍共識
是激光電視將成為發展焦點。

概括而論，顯示產業涉及的主要是手機、平板電
腦、筆記型電腦以至電視顯示屏即高清電視，近年顯
示面板更擴展至穿戴、車載，還有櫥窗顯示、醫療顯
示等。應用在智能設備上的屏幕，不論是 LCD 還是
OLED，都需要驅動芯片，而芯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
了屏幕最終的顯示效果和壽命。可以說，顯示屏的需
求有多大，它的市場潛力和產值就有多大。

FLCD像素更高成本省3成
科大重點實驗室致力於薄膜晶體管、第三代有機發

光二極管（OLED），LCD 技術、視頻信息處理和線
路設計，以及有關柔性顯示、高分辨率的硅基發光二
極管微顯示及納米光學等前沿研究。科大在 「十二
五」規劃時與中山大學合作，協力發展內地顯示產
業。

2018年，郭海成團隊研發出 「有源驅動鐵電液晶顯
示器（FLCD）」技術，其像素密度可達2500 ppi（每
英寸像素），較一般常見顯示器的700 ppi增加了逾
兩倍。新技術能減少電力損耗，製造成本可減少高達
3成。FLCD技術在美國洛杉磯舉行的國際信息顯示學
會創新比賽中，取得最佳展品獎。FLCD適合應用於
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手提電腦以至大屏幕電視，並
能有效延長便攜裝置的電池使用時間。新技術解像度
及色彩飽和度高，亦適合應用在虛擬實境（VR）設
備。

AMOLED產值增至數百億美元
在郭海成帶領下，實驗室積極研發低功耗的 「綠色

顯示 」， 即有源矩陣有機發光二極管顯示（AMO-
LED）及以電子紙為基礎的液晶顯示，成果已經應用
於市場。據業界指出，全球AMOLED市場規模預計
將從 2020 年的 207 億美元增加到 2023 年的 320 億美
元，應用AMOLED的市場以智能手機為首，智能手
表次之，兩者總出貨量在2025年將達2700萬支。

發明全球首款「電化學仿生眼」
2020 年，科大領導的國際團隊，研發出全球首款

「電化學仿生眼」3D人造眼，其突破之處在於3D立
體人造視網膜，上面裝有大量納米線感光器，模擬人
類視網膜中的感光細胞。團隊以液態金屬線模擬人類
眼球後的神經線，於實驗中將納米線感光器連接到人
造半球形視網膜後面一束束的金屬線上，成功複製了
視覺信號的傳輸，將電化眼所看到的影像投射到電腦
屏幕上。這個電化眼的功能比現時的義眼優勝，未來
還可提供比人眼更清晰的視力，包括紅外線夜視等功
能。這無疑是視障患者、失明人士的福音。

不過，從成果到產業化，郭海成感慨， 「在美國能
說故事推介科研夢想，在內地懂得用PPT推介演說科
研計劃就可以吸引基金公司或社會投資支持」，遺憾
的是，香港對顯示器的市場需求似乎不大，沒有足夠

資源支持產業化，也難以找到投資。他認為，雖然特
區政府推出不少措施推動創科發展，但產業化資源不
足的問題有待解決。
( 「港創科 創科港」 由本報和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合

作推出)

郭海成教授與半導體器件測試探針台。

國家科技部部長王志剛（右一）考察科大先進顯示與光電子技術國家重
點實驗室。

多腔聯動星型式真空蒸鍍儀。

配向膜塗布機。

【香港商報訊】浪琴表香港國際賽事在 「賽馬防護泡」
下於昨日在沙田馬場舉行，四項草地國際一級賽同日上
演，途程由1200米至2400米，總獎金高達一億港元。

距「精英大師」連勝紀錄僅一場
在四場國際一級賽事中，焦點之一是香港馬王 「金

鎗六十」代表中國香港出戰國際一級賽浪琴表香港一
哩錦標（1600米──總獎金2600萬港元），這匹佳駟
在騎師何澤堯策騎下，以一又四分三個馬位之先，輕
鬆擊敗亞軍 「幸福笑容」，勇奪桂冠，為國為港爭
光。星級賽駒 「金鎗六十」除了因為戰績彪炳，還有
其華人鐵三角組合，分別是馬主陳家樑、練馬師呂健
威，以及騎師何澤堯受到關注。

浪琴表香港一哩錦標吸引11匹來自日本、愛爾蘭與
香港的代表參與角逐，賽前大熱門 「金鎗六十」排在
第二檔，出閘後沿途留居後列位置，轉彎入直路時，
何澤堯把坐騎移出外疊，催策下發力上前，在200米
處已率先透出，而且愈跑愈有，最終拋離亞軍 「幸福
笑容」（香港代表）接近兩個馬位，日本代表 「戰舞
者」與 「后土」則分別跑入第三和第四位。

6歲的 「金鎗六十」自2019年3月起，在港出賽20
次，取得19捷佳績，最近16場更是連捷。這是香港
賽馬自1971年職業化以來，首匹取得19場冠軍的賽

駒，締創歷史。此外， 「金鎗六十」現時只須再贏一
仗，便可追平香港傳奇賽駒 「精英大師」的17場連勝
紀錄。（3 匹曾勝 18 場冠軍的賽駒分別是 「美麗傳
承」、 「精英大師」與 「永勝」。）

「金鎗六十」成功衛冕浪琴表香港一哩錦標，贏得
頭馬獎金1482萬港元，累積獎金高達逾9545萬港元，
成為香港歷來累積總獎金第二多的佳駟，僅次於 「美
麗傳承」(約1.06億港元)。

騎師何澤堯表示： 「賽前擔心排在二檔，但賽事早
段牠放鬆競跑，最終望空並交出強勁衝刺，結果輕鬆
勝出。我很感謝幕後團隊的每一位成員，因為沒有他
們的付出，也不會取得這項成就。」

現年31歲的何澤堯（Vincent），是香港現時成績最佳
的華人騎師，今季至今取得20場冠軍，居騎師排行榜第
四位。在港策騎11年，累積勝出超過410場頭馬。

練馬師呂健威在賽後讚揚 「金鎗六十」是一匹真正
的冠軍級賽駒， 「我和何澤堯在賽前也有擔心檔位問

題，但最終順利勝出，我很感謝馬房團隊的默默付
出。 『金鎗六十』的下一個目標是明年 1 月的董事
盃，至於會否遠征海外，主要視乎疫情的發展」。

練馬師呂健威（Francis）在1996/1997年度馬季獲發
練馬師牌照，在從練的 25 年練馬生涯中，贏得超過
760場冠軍。

浪琴表香港瓶的冠軍由日本代表 「耀滿瓶」奪冠，
浪琴表香港短途錦標則由香港代表 「顯心星」奪冠，
至於總獎金最高的浪琴表香港盃，冠軍得主是日本代
表 「唯獨愛你」。

墮馬意外致4騎師傷
此外，第五場香港短途錦標1200米發生墮馬意外，

希威森主策 「君達星」，於轉彎前失蹄落馬，緊隨其
後，由潘頓操刀的 「錶之未來」、田泰安主策 「肥仔
叻叻」及日本騎師福永祐一策騎的 「妙發靈機」收掣
不及，3位騎師亦一同墮馬。

「金鎗六十」 再贏頭馬創19冠歷史

「金鎗六十」 成功衛冕浪琴表香港一哩錦標。
記者 陳志誠攝

人活一輩子，人品做底子

2021年12月14日 星期二

S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