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新科技嘉年華2020  港大科大分享科研成就 推動創科發展
    創新科技署主辦的「創新科技嘉年華2020」即日至12月31日在線舉行。活動以「攜手共創．超
越所想」為主題，聯同近50個活動夥伴，包括本港大學、研發機構、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和科技
企業，與市民分享本地創科成就。今次跟大家介紹香港大學（港大）和香港科技大學（科大）分別
在嘉年華展出的科研成果。

港大機械工程系
研發光纖智能「皮膚」

　　港大機械工程系郭嘉威副教授主力開發應
用於磁力共振成像導航、內窺鏡和腹腔鏡等範
疇的外科手術機器人系統，近年更成功研發具
創新性的光纖智能「皮膚」。該項成果以光纖
布拉格光柵（Fiber Bragg Grating，FBG）光
學傳感器嵌入彈性材料組成，摒除複雜配置，
除可輕便攜帶使用外，更能作出較現行技術更
靈活和精確的立體形態感應，有望於更廣泛的
範圍使用。

FBGs光纖智能「皮膚」突破限制
　　郭教授留意到很多不同類型的動態捕捉系
統，較少適用於實時量度表面形態變化的傳感
器。「我在醫療手術器械的研究中，有機會涉
獵FBG光纖的原理，我亦因此獲啟發並研發
出動感平面變化的感應技術，以及在機器人學
上的應用。」他率領團隊設計以FBG光學傳
感器和彈性材料（如矽膠）組建的機器人「皮
膚」。研發重點在於突破傳統機器人立體感應
技術的限制，例如在使用時難以攜帶，以及無
法局部精細地進行形態析辨。
　　他解釋，「正所謂『以小見大』，FBG體積
細『小』，只要把『少』量FBGs按照形態測量
的幅度適合分布於柔軟彈性皮層，這少量FBGs
數據的處理已足夠實時計算出範圍頗『大』的形

勢變化。只需一根光纖的FBGs，毋須安置任何
電極在皮層內，不易受到環境、電阻和塵埃等因
素影響，很適合設計柔軟機器人的感應器，從而
推動立體形態感應技術趨向更準確、更靈巧和
更精細。」

結合人工智能技術 應用廣泛
　　郭教授指出，「FBG相當於光纖纖芯內
形成迷你的濾波器或反射鏡，將所感受的應變
（strain）和溫度變化轉為光學訊號，藉此檢測
材料的局部細節變化，結合人工智能技術，可
實時估算感應材料的整體形態改變。」該研究
有如為機器人覆蓋一層彈性皮膚，可透過光纖
訊號量度自身形態及外在環境的變化，通過人

工智能技術學習材料局
部變化與整體形變之間
的關係，從而精確地演
示傳統立體感應技術未
能涵蓋的複雜動作，例
如屈曲和扭動。他期望
該項研發的應用可推廣
至分析運動員的體能數
據、評估物理治療的成
效，以及智能衣服設計
等範疇，廣泛應用至不
同領域。

主辦機構︰創新科技署
夥伴機構︰香港青年協會、香港科技園公司
日 期︰12月23至31日
網 址︰innocarnival.hk
查詢電話︰2561 6149（香港青年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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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研可持續發展智慧校園
轉化大學為大型實驗室

　　科大去年初投入5千萬元，推出為期3年
的「可持續發展智慧校園」計劃，資助由該校
教職員、學生或校友開發、符合評選準則並能
應用於校園的研發方案，將大學轉化為大型實
驗室，鼓勵來自不同部門和課程的科大成員勇
於構思及實踐創新意念，在「創新科技嘉年華
2020」中展示初步成果。
　　科大極智慧城市研究院主任羅康錦教授表
示，計劃已推行接近兩年，有19個項目獲撥款
資助，他期望更多科研構思得以實踐。「科大
早於2016年已籌劃可持續發展的藍圖，『可持
續發展智慧校園』這項嶄新計劃，正是當中一
大重點環節。校方規定入選的科研項目，必須
具有可持續發展、智慧創新和跨學科等元素，
並須通過嚴格的審批程序，以確保能符合持續
發展和創新的理念，以及具研發價值等評核標
準。」 

科研項目多元化
吸引合作夥伴拓商機

　　羅教授指出，入選的科研項目涉及不同領
域，包括運用面部識別技術，提升圖書館用戶
體驗；利用實時進行人流監測的大數據平台，

更有效地為校園作出多方面的規劃；收集以
Wi-Fi連接用戶所取得的數據及巴士站閉路電視
畫面，分析巴士站的人流，方便學生選擇在人
流較少時離校，減省候車時間；以及結合人工
智能和攝影器材，以拍攝和識別不同候鳥。這
些項目均以校園作為創新意念及技術開發的測
試平台，推動跨學科合作，使科研實踐化的理
念能推廣並植根在大學每個角落。
　　「不少企業夥伴和政府部門均對有關科研
項目感興趣，部分更商討合作機會。」羅教授
表示，其中用作觀測校園候鳥的人工智能攝影
機，已被渠務署引入使用；而另一項有關室內
導航設計的項目，亦獲商場採用。這些合作令
有關科研項目在落地以至產業化的道路上，邁
向重要的里程碑。
　　他表示，在校長監察及各方協力同心下，
同事均體會到計劃有助激發創意思維和加強各
部門的凝聚力，而相關科研項目對改善校園問
題亦有幫助，例如可減少浪費食物，這些獲益
非金錢所能換到。「我們期望有更多具創意的
可行項目入選，待計劃完成後，可吸引校外投
資，延續科研成果。」

 　 體積細小的光纖布拉格光柵不易受環境和塵埃等因素影響，特別適合設計柔軟機
器人的感應器。

 　 用作觀測校園候鳥的人工智能攝影機，能識別不
同品種的候鳥。

 　 香港科技大學極智慧城市研究院主任羅康錦教授
表示，「可持續發展智慧校園」計劃旨在鼓勵更
多科大成員實踐科研理念。

 　 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郭嘉威副教授率領團隊成功
研發以光纖布拉格光柵光學傳感器及彈性材料組
建的機器人「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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