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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三位傑出學者獲裘槎基金會頒授裘槎科研獎項 
 

2019 年 12 月 16 日 

 
香港大學三位傑出學者獲裘槎基金會頒授裘槎科研獎項。 

（左起）岑浩璋教授、王宇鋒博士和姚望教授。 

「裘槎前瞻科研大獎 2019」 

王宇鋒博士 

香港大學理學院化學系助理教授 

 

「裘槎優秀科研者獎 2020」 

岑浩璋教授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機械工程系教授 

姚望教授 

香港大學理學院物理學系講座教授 

 

香港大學「裘槎前瞻科研大獎 2019」得獎學者簡介 

香港大學理學院化學系助理教授王宇鋒博士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膠體自組裝，其目的是將膠體納米顆粒

（食品、油漆、化妝品甚至電子產品中的必要成分）有效地組合在一起，形成 1D 到 3D 的超結構，

應用於光子學、印刷、納米遞送以及微米機器等新興領域。目前，團隊其中一個主要研究策略是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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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手段合成具有低對稱形狀的各向異性粒子，透過引入粒子之間特定且具有方向性的相互作用力，

組裝成合理設計的複雜結構。具備低對稱性形狀的粒子有利於精確調控粒子的動力學，對製造活性材

料非常有用，這些智慧材料具備移動、適應、變化等功能，可應用於模擬生物生命體的研究。（請按

此參閱王宇鋒博士簡歷） 

 

香港大學「裘槎優秀科研者獎 2020」得獎學者簡介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機械工程系教授岑浩璋教授在微流體和軟物質方面的工作獲得國際認可，尤其在將

全水相體系和液滴微流控相結合方面的開創性貢獻。他專注於液滴介面的工程設計，並由此開發新型

的生物及細胞相容性材料。他的團隊率先使用微流控技術來生成和控制全水相乳液，顯示了其封裝精

緻的活性生物分子以及模仿複雜生物液滴的能力。通過全水相乳液與液滴微流控技術的結合，可以設

計並組裝具有優異生物相容性的生物材料，以及實現活性成分的精確定量可調節的輸送。獲裘槎優秀

科研者獎資助，岑教授將組裝彼此相容的微液滴開發一種新型的生物材料，每個微小液滴把不同的活

性成分例如細胞或生物大分子封裝並分隔開來。（請按此參閱岑浩璋教授簡歷） 

 

香港大學理學院物理學系講座教授姚望教授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固體中跟電子的內部量子自由度相關

的物理現象，目前主要關注的是二維材料及其異質結中的自旋和能穀物理。他的工作開啟了一個重要

的研究方向：二維材料中的能穀光電子學，著眼於利用電子的能穀量子自由度來革新光電子器件的功

能。獲裘槎優秀科研者獎資助，他將會在二維材料範德瓦爾斯異質結中基於普遍存在的納米尺度的莫

爾條紋並結合電子和光激發的能谷自由度探索全新的光電調控原理。（請按此參閱姚望教授簡歷） 

 

有關「裘槎前瞻科研大獎」 

「裘槎前瞻科研大獎」於 2012 年設立，旨在物色一批極具才華及學術成就足以在國際學術界競爭的

學者，讓這批「明日之星」在學術成就剛起步階段，獲得支持，得以在科研、個人能力和專業上盡展

所長，在專業領域內不斷精進，勇敢創新嘗試，為推動香港的教育和科研發展作出貢獻。每個獎項的

科研基金上限為港幣 500 萬元，供五年研究之用。 

 

有關「裘槎優秀科研者獎」 

裘槎基金會於 1997 年設立「裘槎優秀科研者獎」，頒授予科研工作上有卓越表現的學者，以表揚他

們的成就，並鼓勵他們在其研究領域取得更理想的成績。獎項經多位國際權威科學家嚴格評審各候選

人的科研工作後，選出得獎者。每名「裘槎優秀科研者獎」得獎者可獲港幣 200 萬元的科研基金；其

所屬大學可獲資助另聘替代講師或臨床醫療人員執教一年，讓得獎者全職投入研究工作，「裘槎優秀

科研者獎」的資助上限為港幣 1,042,140 元。 
 

http://cuhk.edu.hk/cpr/media/Dr_Yufeng_Wang_c.pdf
http://cuhk.edu.hk/cpr/media/Dr_Yufeng_Wang_c.pdf
http://cuhk.edu.hk/cpr/media/Prof_Anderson%20Shum_c.pdf
http://cuhk.edu.hk/cpr/media/Prof_Wang_Yao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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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查詢： 
香港大學傳訊及公共事務處 
高級經理（傳媒）尹慧筠 
電話︰2859 2600，電郵︰melwkwan@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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