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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創性產前診斷：從夢想到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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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整個基因圖譜，為產前診斷帶來突破。盧教授指出血漿

中的 DNA 是「寶庫」，不但對產前診斷有幫助，亦可應

用在癌症的診斷方面，對醫學界影響甚大。由煮麵到看電

影，盧教授的經歷都反映出他對研究的熱誠與專注。 

研究的競爭與爭議 

  在盧教授研究的過程中，亦面對著不同的競爭與爭議 

。盧教授笑指在他研究的過程中，一直有另一位研究者與

他在接近的時間發表相似的研究，令他明白到研究的競爭

甚大，要發表創新的成果必須要「快」。此外，無創性產

前診斷是目前最快被應用的生物科技，雖然能得到廣泛應

用，但同時面對不同的爭議，尤其是道德與應用方面的問

題。 

  無創性產前診斷的原意是希望產檢時能避免入侵性的傷

害，但是市場卻利用此技術，如不以專業醫生作檢查、不

用來檢查疾病，而用來檢測胎兒性別，甚至檢測胎兒父親 

。盧教授直言此技術到底是否適當被應用、是否應該控制

仍需要討論，但他亦指出研究與科學的突破必然會面對爭

議。 

鼓勵同學多元化學習 

   在問答環節中，盧教授在回應有志於研究的本科生如

何裝備自己時，授再次強調研究應為「興趣」，而非「工

作」。若把研究視為興趣，便在日常生活中也會思考，自

然而然地投入研究當中。盧教授亦鼓勵同學應學習多方面

的知識，不要過早太專注於某一方面的專業，因為研究時

往往需要跨領域的知識，如盧教授在研究時需要運用到機

器，故在醫學以外，亦需要物理的知識。盧教授的分享與

鼓勵都令參與講座的員生開拓眼界，獲益良多。 

  聯合書院有幸邀得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化學病理學系

系主任盧煜明教授擔任聯合書院六十周年院慶英國皇家學

會院士講座的主講嘉賓，與聯合書院的員生分享研究無創

性產前診斷的經歷，以及作為研究者的困難與喜悅，為有

志於研究的同學帶來鼓勵。 

從生活中獲得研究靈感 

   盧教授在講座中，多次表示他往往從日常生活中得到

研究的靈感，因為他視研究是一項嗜好，而非一份工作，

所以他無時無刻都能把生活的細節與研究結合，而盧教授

這習慣源於他的學習生涯。在講座開始時，盧教授先向同

學分享他學生時期的生活，他分享自己自中學時期已對生

物學十分有興趣，入讀劍橋大學後，了解到原來成功的科

學家都是從生活中得到啟發的。其後，盧教授到牛津大學

繼續修讀婦產科的課程，在開始診症期間，他恰好接觸到

只有五個病例的疾病，啟發了他撰寫研究文章，亦令他開

始關注到當時以抽羊水的方式檢查胎兒，會有百分之零點

五左右的機會導致產婦流產，從而激發盧教授構思無創性

產前診斷的研究。 

   為了找出無創性產前診斷的方法，盧教授要先驗證孕

婦體內存有屬於胎兒的細胞。盧教授在思考的過程中，因

一次與朋友用膳的聊天中得到啟發。在與朋友談及生兒育

女時，他忽發奇想：如果孕婦懷有的是男嬰，而在她體內

找到男性染色體，便可證明該染色體是屬於胎兒的。基於

這一次日常的對話，盧教授繼續研究，並再次發表研究文

章。在醫科實習後，盧教授選擇回到牛津大學繼續進行博

士研究，但過程一直不順利，直到 1997 年，仍因為孕婦

血液中的胎兒細胞濃度低而無法發展出穩定的檢驗方式。 

   在 1997 年時，盧教授決定回港。此時，盧教授分享 

了另一個生活中得到的啟發——煮速食麵而得到靈感，令

研究有所突破。在煮麵時，盧教授想到胎兒 DNA 會否不 

在細胞中，而是在血漿中，並聯想到以煮麵的方式，將血

漿分離。以此構想，盧教授成功在血漿中找出胎兒 DNA，

繼而研究證明從孕婦血液中，可以分辨出胎兒第二十一條

染色體是否異常，從而判別胎兒是否有唐氏綜合症。 

  其後盧教授繼續研究，希望找出胎兒的基因圖譜，而

一切又再次從生活中得到靈感。盧教授分享他與太太看電

影 3D 版《哈利波特》時，因為見到電影標題的英文字「 

H」，從而想到「H」就好像兩條分別來自父母的染色體，

因此通過分析、比對孕婦血漿中的 DNA，便能描繪出胎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