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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師生研發防疫智能通風系統 保安局：台故意製造障礙阻陳同佳投案

全國高校重要科技專項獎

科 研 合 作
大公報記者 唐曉明

話你知
「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科學技術）」 是國家教育部設立的
科技專項獎，對象為全國的高等院校

，授予在開展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科學發現、技術
發明、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專利技術實施等方面，並
在創新人才培養中作出突出貢獻的個人和單位，是高
等學界的重要獎項。

當中的自然科學獎嘉許在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
究中作出重要科學發現的個人和單位；科學技術進步
獎則嘉許在推廣先進科學技術成果，完成重要科學技

術工程、計劃及項目等方面具創造性貢獻，或在推進
國防現代化建設、保障國家安全方面作出重要貢獻的
個人和單位。

有關獎項於2009年開始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
院校的直接推薦，國家教育部科技司和香港教育局委
託京港學術交流中心，負責該獎項於香港的聯繫、諮
詢、服務等工作。所有項目均經過推薦、專家評審、
結果公示等嚴格的評獎過程。香港每年均有不少專家
學者獲得此項榮譽，2019年度香港高等院校獲獎項目
便達14項，四項更為一等獎，成績優異。

港院校獲14項國家科研優秀成果獎

中大共有三個研究項目獲獎，其中中大
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腦神經科名譽臨
床副教授梁浩雲的研究項目 「癲癇及癲癇持
續狀態的機制與臨床研究」 ，獲科學技術進
步獎一等獎。

腦癇症（又稱 「癲癇病」 ）是一種神經
系統疾病，有三分之一病人屬於 「難治性腦
癇症」 ，無法以抗腦癇藥物控制病情。2012
年，梁浩雲等專家組成的研究團隊，將 「顱
內腦電圖檢查」 發展為一種有助確定腦癇病
灶位置的重要檢查方法；並於2015年發表研
究報告，可更準確地找出腦癇症發作源頭，
以確定手術切除範圍。

大灣區有助科研商品化
2018年，該團隊發表了題為《利用高頻

信號的小波分析對難治性腦癇症華人患者進
行顱內腦電圖檢查》的研究報告，概述了中
大的臨床研究在日常實踐中如何為腦癇症患
者帶來幫助。

該項目由重慶醫科大學、北京大學、香
港中文大學、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北京
市神經外科研究所、上海諾誠電氣有限公司
和湖南省湘中製藥有限公司合作進行。梁浩

雲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一直與內地
大學合作、交流，既會到內地參加會議，也
會邀請對方來港分享授課。

而獲得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的，則是中大
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教授黃聿、王力及駱江
云的研究項目 「Hippo信號通路在湍流引起
的動脈粥樣硬化中的新作用」 ，該項目則是
和天津醫科大學合作，找到治療動脈粥樣化
的新藥。

盧煜明表示，得知中大這次獲獎的佳績
，感到十分鼓舞。他表示，香港有幾所在世
界排名較高的大學，學術研究大多是在學術
期刊上展現出來，但在研究發明商品化方面
未夠普及化，深圳等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在
技術商品化上的經驗較多，相信粵港澳大灣
區的發展可對香港高等院校的科研商品化起
積極的催化作用，提供人才資源和龐大市場
。他亦指出，兩地多所研究機構的合作是加
速科技發展的好方法，希望新政策會對兩地
合作提供新的鼓勵和便利，例如研究樣本和
數據在大灣區的流動可以更為常規化，將大
大催化兩地合作的密切性。

國家教育部頒授2019年度 「高等學
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科學技術）」
，香港院校共獲14個獎項，包括一等獎
四項和二等獎十項，滿載而歸。其中香
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表現尤見突出，同時
獲得科學技術進步獎及自然科學獎的一
等獎。中大醫學院副院長（研究）盧煜
明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成績令
人振奮，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提出 「積
極作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建設
」 ，相信兩地研究機構合作是加速科技
發展的好方法，希望新政策會提供更多
便利。

學者：兩地合作可加速科技發展

強化造血功能才有出路
透視鏡

蔡樹文
逾八萬市民聯署 撐教局釘獨師牌

▲IVE師生研發的 「智慧通風控制系統」 藉監測室內人流再調
節通風系統出風量，確保空氣流通

自然科學獎自然科學獎 一等獎一等獎

得獎項目

香港中文大學*、
天津醫科大學

Hippo信號通路在湍流引起
的動脈粥樣硬化中的新作用

【大公報訊】新冠肺炎疫情反覆
，要減低病毒傳播風險，室內空氣要
保持流通。專業教育學院（IVE）師
生研發出 「智慧通風控制系統」 ，藉
監測室內環境人流，再調節通風系
統的出風量，以確保室內環境空氣流
通。

該系統以物聯網技術連接雲端系
統，系統的紅外線掃描器安裝在院舍
或商業大樓辦公室的出入口處，感應
進出人流，再把數據傳輸至雲端系統
。雲端系統分析人流數據後，按照每

人供氣量，透過編程程式計算出風量
，並把指令傳送至鮮風機控制器，調
節出風量。

系統的監測屏幕亦會顯示人流及
出風量的數據，讓物業管理的人員實
時了解室內人流及通風系統運作的情
況。

智安居系統防長者家居意外
另外，應對獨居長者容易發生家

居意外的情況，IVE師生亦研發出 「
智安居偵察系統」 ，透過安裝家居感

應器，監測家居環境變化，例如智能
氣體及熱能感應器安裝在廚房爐具旁
邊，監測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氣體濃
度及廚房溫度，智能水流感應器則安
裝在浴室監測水流量等。職業訓練局
的STEM教育中心高級項目主任鄺伍
鋒稱，如感應器監測到溫度和氣體出
現異常情況，家中的信號燈和語音提
示系統就會提醒長者熄火，同時雲端
系統會向長者的家人發出手機訊息，
提醒他們長者的家居設施有異常使用
情況。

政府公布的最新失
業率，創近16年來高位
達6.4%，失業人數增加
超過一萬人，升至近26

萬人，就業不足率維持在3.8%。
政府早前推出的 「保就業」 計劃，是

輸血續命，只能治標。 「保就業」 計劃下
月完結後，預計失業率會再大幅度上升，
有機會升至超過7%的水平。香港如何擺
脫當前困局？

輸血只能續命，無法令人起死回生。
何況輸血（政府財政儲備支出）愈多，血
庫存量必然大減，最後面對缺血問題，結
局仍是死路一條。

香港當前要務是止血。在未有疫苗之
前，採取一切有效手段控制疫情。若反對
派及個別行業，特別是涉及公共衞生行業
，繼續將抗疫政治化，最終香港只會流血
不止。

減少輸血，加強造血功能，是香港走
出疫情陰霾、重振經濟的標本兼治之法。
為香港經濟加入造血功能，必須從短、中
、長期着手，從解決制約香港經濟發展的
結構性矛盾着手。社會各界須提出建議，
而非停留在民粹主義上。

長遠而言，明日大嶼發展計劃，融入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才能產生造血功能，
走出死胡同。

【大公報訊】早前九龍宣道小學
一名教師因其教材內容有計劃散播 「
港獨」 訊息，被教育局取消註冊資格
。 「公民力量」 李梓敬等隨後發起 「
支持踢走 『獨』 教師聯署」 ，截至昨
日已有逾八萬名市民參與聯署，支
持教育局取消播 「獨」 教師註冊資
格。

李梓敬昨日在線上記者會上表示
，知悉事件發生後，團隊十天內便收
到逾八萬名市民聯署，均支持教育局

取消播 「獨」 教師的註冊資格。聯署
結果將交給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反映
社會民意。

籲加強教材監察工作
團隊又引述香港公民社會研究所

發布的調查結果，指八成受訪市民認
為教育局處理涉嫌專業失當投訴的手
法 「恰當」 或 「非常恰當」 ，家長認
同比率高達八成。

李梓敬表示， 「港獨」 完全沒有

討論空間，失德教師必須受到應有處
罰。希望教育局公布失德教師名單，
並繼續跟進 「港獨」 歪風在校園蔓延
的亂象。

聯署發起人之一的莫嘉傑表示，
今次事件僅揭露出香港教育問題的冰
山一角，事實上大量市民對 「黃師」
蓄意散播 「港獨」 訊息非常不滿，教
育局必須將播 「獨」 教師踢出教育界
，並加強對教師和教材的監察工作，
讓教育回歸教育。

▲IVE工程、應用科學學科師生進行跨學科合作研發 「
智安居偵察系統」 ，確保長者居家安全

科技進步獎科技進步獎
一等獎一等獎

【大公報訊】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
多次表示願意赴台灣自首服刑，但在台灣
當局處處作梗下仍未成行。死者潘曉穎母
親昨日前往政府總部向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遞請願信，希望政府更積極協助陳同佳赴
台投案。保安局回應表示，政府無限制陳
同佳出境，只要台方准其入境，事情就可
以有進展。保安局重申，自首與司法協助
是兩件獨立事情，批評台方提出將司法協
助作為陳同佳投案的前設，是故意製造障
礙。

可與台透過警務聯絡安排
保安局表示，李家超很理解潘曉穎父

母沉痛的心情，特區政府一直希望陳同佳
可早日到台灣接受法律制裁以彰顯公義，
這點由始至今沒有改變。但香港現時沒有
法例容許政府強行將陳同佳送到台灣，政
府亦沒權就自首的事代陳同佳作決定及安
排。局方重申，由於《刑事事宜相互法律
協助條例》不適用於台灣，香港沒有機制
進行司法協助，特區政府不能違反法例。
而自首和司法協助是兩件獨立事情，沒有
司法協助，也可接受通緝犯投案。保安局
批評台方提出將司法協助作為陳同佳投案

的前設，是故意製造障礙，呼籲台方不要
作政治考量，只要台方批准陳同佳入境，
任何合法可行的安排，本港都會努力提供
協助，兩地亦可立即透過警務聯絡，研究
行程上的可行安排。

對於潘母指，當局仍為陳同佳提供安
全屋居住。保安局表示，陳同佳受警方保
護，是按風險評估而作出的安排，警方會
不時檢討有關風險，以作決定。而若陳同
佳選擇出外辦證，警方會有部署，完全不
會阻礙。

▲潘曉穎的母親昨日到政府總部向保安局
局長李家超遞交公開信 中通社

香港高校獲獎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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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中大駱江云
博士、黃聿教授及王
力博士的治療動脈粥
樣化新藥研究項目，
獲得自然科學一等獎

得獎項目

香港科技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北京交通大學、四川大學

降雨誘發堆積體滑坡機
理和風險控制研究

得獎項目

香港城市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邊界層與渦流層穩定
性的數學理論

香港中文大學、重慶醫科大學、
北京大學、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
院、北京市神經外科研究所、上
海諾誠電氣有限公司、湖南省湘

中製藥有限公司

癲癇及癲癇持續狀態的
機制與臨床研究

得獎項目

（部分）

◀中大梁浩雲醫生
團隊的腦癇症治療
研究，獲科學技術
進步獎一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