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納米物料及其發現過程
可被生物降解的液體納

米物料，是由組成稱蛋白質
的月太(peptide)所構成。在開放
性傷口上注入納米物料後，

月太會自行聚合成納米大小的
保護性凝膠屏障，封閉傷口
並同時止血。傷口癒合後，
無毒性的凝膠會分解為細小
分子，可供身體細胞作修補

破損組織之用。這項革命性
發現，能在15秒內成功止
血。

2006年初，同一組科研
人員發現類似的物料，可為
失明的倉鼠恢復部分視力。
在該實驗中，具自行聚合能
力的月太是腦部視覺重新生長
的重要物料。實驗期間，研
究人員同時發現部分月太更有
止血作用，認為這種快速止
血的特性可應用於外科手
術，讓醫生在戰場般的惡劣
情況下進行手術時，也可控
制出血和清楚觀察傷口。

納米物料的應用
外科醫生缺乏有效又不

損害身體組織的止血方法，
目前使用的止血工具包括鉗
夾、加壓、燒灼、血管收縮
藥物及明膠海綿等。估計接
近一半的手術時間是用於控
制出血的情況。

香港大學及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的研究人員在最近的
倉鼠和老鼠實驗中，把含有
自行聚合能力的月太之透明液
體，注射在腦、肝臟、皮
膚、脊髓和小腸的傷口上。
結果發現，幾乎在所有情況

下，出血均立即停止。
研究人員相信藉 這項

重大的發現，將來的手術時
間有可能縮短一半，並預期
這納米物料在外科手術上可
發揮極大作用。它的主要優
點包括：
■ 在15秒內止血；
■ 為外科醫生提供快捷和
可靠的止血方法，讓他們清
楚觀察傷口和進行手術；
■ 有別於現時採用的止血
方法，納米物料可以在濕潤
的環境下使用；及
■ 不會刺激實驗動物的免
疫反應。

納米物料如何產生止血作用？
納米物料被注射在出血

的傷口時，當中的月太會自行
聚合，形成一種凝膠狀物
質，封閉傷口，又不會損害
周圍的細胞。即使清除多餘
的凝膠物質後，傷口仍可保
持閉合。這些凝膠物質最終
會降解為氨基酸，被周邊的
細胞吸收。

該物料的具體運作機
制，仍有待進一步了解，但
研究人員相信，與物料中的
月太跟周邊細胞的外基質產生

相互作用有關。
他們同時確定該物料並

非透過凝血作用止血，原因
是血液凝固通常需要最少90
秒才會開始，而傷口四周也
沒有發現血小板聚集，即血

液凝固的表現。
是項研究由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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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為讓市民了解香港的醫學研究發
展和學院成立120年來之卓越成就，將與香港公共圖書
館合辦「育醫造才百二載：探索醫學世界」公開講座，
以探索醫學的新領域，共同面對疾病的挑戰。12場公
開講座將於每月假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舉行。6
月份的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 2007年6 月2 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講者：
講題一) 黃德明教授 (香港大學生理學系教授)

講題二) 鄭傳忠博士 (香港大學解剖學系助理教授)

費用：憑票免費入場，每人限取兩張，先到先得

報名方法：
登入www.hku.hk/facmed/120years/registration.html 進行網上
登記。成功登記人士請帶同確認書，便可在講座開始前15分
鐘，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領取入場券。

公開講座
講題一) 從科學家的角度看應該怎樣保護心臟?
講題二) 從醫學基礎研究到保健產品

談老人痴呆症 :你我知多少?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解剖學系的研究人
員，聯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首次利用一種
可被生物降解的液體納米物料，成功為嚙齒
類動物的傷口於數秒內止血。是項革命性的
發現對醫學界有重大影響。

革命性研究發現納米物料數秒內止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