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子瑩）科大副校長李行偉
團隊的「水力射流理論」研究成果，在過去多年已有效
地應用於多個項目，對本港防污及排洪工作有重大建
設。
李行偉有份參與「香港海港淨化計劃」，並指香港海域

水流條件十分複雜，加上污水排放工程多，預測稀釋度

是整個計劃的關鍵之一。透過研發的模型和軟件，研究
人員可以預測污水排放過程稀釋度的變化，優化了排放
工程規劃和設計，加上可根據潮汐和源頭情況來控制消
毒劑量，作出實時水質管理。
此外，李行偉設計的「元朗排水繞道工程」，透過在河

道匯合口通過主幹渠上修建導堤，把急流匯合，令明渠

水位下降達1米，也有助元朗郊區免遭洪水侵襲。

研淘大爆發因 助改進病房通風
另外，「水力射流理論」也有應用於2003年非典肆虐期

間，用來研究淘大花園病毒爆發的原因，以及病人呼出
的射流、醫院通風口射流，及其與人體熱羽流的相互作
用。經改進的病房通風設計原理，當時在香港9間醫院800
多個隔離病房中採用。

浸大「撲水」目標 王英偉盼籌1.55億

團隊研究成果 阻非典擴散建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德正） 中醫
藥蘊含數千年醫學智慧，過去數十年備受
西方醫學界關注。不少科學家致力研究中
西藥混合療法，以發揮兩者最大藥效。香
港中文大學藥劑學哲學碩士課程1年級生
方蕊球，05年以7A1B佳績拔尖入讀藥劑學
院，並以優異成績取得多個獎學金，堪稱
「女船王」。蕊球年紀輕輕已取得註冊藥劑
師牌照，並將會研究結合中西藥配方，集
兩家之長，改善巿民健康。
蕊球在藥房實習時，發現一些市民誤混

中西藥服用，引發不良反應。她因此立志
研究不同中西藥間的排斥和混合情況，以

了解哪些中西藥可以共服，以助進一步研
究結合中西藥配方。

癌魔折騰爺爺 體會深刻
蕊球就讀小學時，親睹爺爺受癌病折磨

的情況，令她深切體會藥物的重要性。當
時，她已立志要研發出能治百病的靈藥。
長大後，她再次認清自己對藥劑學有濃厚
興趣，並憑佳績拔尖入讀中大藥劑學院。
為深化自己對藥物的認識，她本科1年級
已「越級挑戰」，向藥劑學教授左中自薦
協助其研究工作；並由2年級起，連續3年
在藥廠兼職研究助理，汲取實際經驗，為

未來從事藥劑學研究打好基礎。她現更已
取得註冊藥劑師牌照，未來將隨左中完成
碩士研究課程。
中大自02年共取錄1,640名拔尖生。其

中，鄒耀康08年拔尖入讀藥劑學院，今年

就讀3年級。
鄒耀康希望隨師姐腳步，為病人謀福

祉。他曾在醫院藥劑部門擔任義工，並參
加社區外展計劃，協助藥劑師為病人講解
正確用藥的方法。

設計省錢排污水管 歐美50國率先試用 助珠三角發展

奪國家科技二等獎
創「射流」減污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大澳充滿香港
本土文化特色，是讓新一代學生認識香港歷史及
風俗的理想地點。福建中學（小西灣）早前經女
青年會安排中四全級學生到大澳進行實地考察，
並融合學科知識，了解百多年來大澳漁港角色的
興衰。

老師冀學生反思保育意義
該校通識科老師李偉雄表示，是次活動除了讓

學生認識大澳現況及其風俗文化外，更希望能助
他們反思保育的意義，「一些實地考察的場地，
如關帝古廟、棚屋、曬鹹蛋場地等，皆有助學生
感受當地居民的生活。」他又指，為了讓學生能
從實地考察中得益，需要提醒他們預早準備，就
相關風俗習慣多搜集一些背景資料，再透過第一
手實地拍攝照片或錄影，深化學習成效。

學生指考察與看電視不同
該校中四生陳穎祺認為，是次考察除了能滿足

個人興趣外，也讓她學會了尊重不同地區的文
化。另一中四學生溫永信指，從考察中，能感受
當地民生概況，非常難得。溫永信說：「從電視
上觀看大澳，是另一種感覺。需要像這樣的實地
考察，才能真正認識當地居民的生活。」

有沒有想過記憶是可
以控制的？如果可以將
所發生的不愉快事情一
一忘記，只留下開心愉

快的記憶，會否令生活更美滿？當一個人精神上或頭
腦受重創、或受到太大壓力，便有可能會產生暫時或
永久性的失憶症，但是並不可以控制忘記甚麼、或忘
記多久。

遇失意忘傷痛難求助多啦A夢
在戲劇中，失憶可以是：所有記憶瞬間消除，例

如車禍後忘記了自己的身份，無法找回家人或情
人，像成龍的《我是誰》。這是否會在現實中發生？
醫學界指出，因車禍等外傷造成腦部撞擊，令大腦
受震盪或是撞擊使得腦中出現血塊，使用於記憶的
海馬迴受損，就會失憶。現實中每每遇到失意時，
總不禁令人想到如能失憶，把傷痛忘記有多好。難
道要求助多啦A夢？

效《無痛失戀》移除老鼠記憶
電影《無痛失戀》中的女主角因為感到與男主角之

間的感情生活不愉快，便光顧洗腦公司，把這段關係
從記憶中清除。女主角一切如常，只是將男主角當作
陌路人。雖是電影情節，但現實中洗掉記憶，將是有
可能發生的事。美籍華裔科學家錢卓曾宣布，他的研
究團隊成功在實驗室環境下，移除老鼠特定部分記
憶，而不損傷其他腦細胞，為有朝一日治癒創傷後壓
力症等記憶疾病燃起希望。他表示，針對性的移除記
憶，已不再僅是科學小說裡的故事。這新技術未來或
將應用於人類，例如應用於曾被虐待或侵犯的人士，
移除深層恐懼、受害等記憶，而其他記憶則可完全不
受影響，只刪去受傷的那段回憶，以減輕傷害對受害
者日常的影響。
要清除部分記憶，先要了解我們腦袋記憶事物的過

程：取得、強化、存儲和取出。研究人員從老鼠身
上，發現其中一種特殊的蛋白質，這蛋白質在我們學
習和記憶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如能控制這種蛋白
質，就可以針對性移除記憶。

學習放下比忘記更有意義
很多人心中都感到人生的無奈和痛苦。一般人都會

以為，當遇到痛苦時，如果一切可以重新再來一次，
便可以逃避一切痛苦。移除記憶對部分有慘痛回憶的
人，也許是好事。但從另一角度看，如所有記憶可以
清洗，人們便不懂得從錯誤中汲取教訓。有人說，每
次失戀都是一次令人進步的經驗。如果失戀後，把相
處的回憶洗去，也許傷害可立刻消失，但長遠未必是
好事，記憶無論是好是壞，總要留下。在這個還未能
洗去記憶的時候，時間往往是經歷傷痛的治療良方，
學習放下，總比忘記更有意義。

韶華逝去方知記憶是瑰寶
當有天老了，漸漸忘記過去的事情，甚至想要尋找

那些失去的片段，為何還要刻意失憶呢？有天當身邊
的事物、親人⋯⋯一一離開，我們就會明白，記憶可
能是你這輩子剩下來最重要的財產。記憶是很奇妙的
東西，有人千方百計想刪走記憶，有人千方百計尋找
失去的記憶。記憶會在你沒有預備、沒有刻意的情況
下存入，亦會在沒有預備的情況下流失。
為免追悔莫及，請珍惜腦中現存記得的、及快要遺

忘的記憶。好好回想一下，以防記憶悄悄離開。
資料提供：香港記憶學總會總幹事林建東

（小題為編者所加）

小西灣福中學生考察大澳

選擇性失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子瑩） 如何在現代化發展與污

染問題之間取得平衡？致力改善本港水污染的環境水力學專

家、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李行偉，及其結合香港與內地學者

的研究團隊，便創出利用水力射流讓污水自行稀釋，減低對

環境影響的技術。該技術率先在香港及歐美50個國家及地區

應用，因而獲得2010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

他表示，隨 港珠澳的發展迅速，香港水污染問題將不斷遇

到新挑戰。他期望，未來透過更多跨學科研究及合作，減低

維港污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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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行偉從事環境水力學及環境工程範疇研究達30年，現為科大副校長
（研發及研究生教育）。他與來自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及南京河海大學的學
者，過去多年致力對「水力射流」的特性和污染物擴散機理進行深入研
究，期望減少污水排放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研30年首創測稀釋狀況軟件
污水中有多少污染物才對環境有影響？李行偉直言，倘要找出答案，難

度很高，需要大量基礎研究及實驗。他與研究團隊便花近30年，研究不同
射流的濃度變化發展、相互作用等理論，終首創出一個能準確預測所有污
染物混合和稀釋狀況的軟件。研究團隊並把理論應用在污水排放系統，研
發出由24條、每條設有8至10個玫瑰形排污口的水管組成的模型
「VISJET」。

勝傳統排污管減海灘污染
李行偉稱，本港各區的污水，一般經收集及消毒後，會再排出大海，但

排放方法對環境有直接影響；利用「VISJET」，可大大減低對海灘的實質
污染。他解釋：「污水透過玫瑰形排污口射出，會形成漩渦。除了可控制
污水較貼近海床免流向海灘外，也有助污水與海水混合，配合水流達至自
行稀釋。」新設計因能夠充分利用空間，相對傳統排污管更節省金錢，
「傳統排污管一般要用上數百條，以一條排污管的施工費達數百萬元美金來
計，新設計可省卻很多金錢。」
除了香港，「VISJET」在歐美及澳洲等50個國家的工程規劃中，被廣泛

應用。李行偉笑言，對本港環境水力學在國際上獲得領先地位感到振奮。
至於研究項目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殊榮，他也感到榮幸。

偕政府每天公布污染指數
他表示，珠三角發展迅速，水污染對本港市民影響深遠。他在短期內將

推出可預測海灘水質的模型，計劃與政府配合，每天公布「海灘污染指數」
供市民參考。他又期望，未來能透過更多跨學科研究，如結合生態學、化
學及海洋學研究及觀察，解決更多海洋問題，例如至今仍未有解決方法的
紅潮、探討微污染物對人體的影響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婷） 新一年開始，各大專院
校密鑼緊鼓展開籌款工作。浸會大學基金會於09/10財政
年度籌得1.4億元，比前年增長約3倍。浸大校董會主席王
英偉昨出席基金會茶敘，指新一年籌款目標為1.55億元，
希望與浸大55周年校慶互相呼應。浸大校長陳新滋更發揮
文采，引述詩句「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笑言大學教育需要「好多水」，寄望浸大來年可籌得更多
款項，推動教研工作。

暫難料可獲多少政府補助
浸會大學基金會昨舉行茶敘，陳新滋、王英偉及數十

位基金會成員出席。王英偉致辭時表示，政府的大學配
對基金補助計劃，將於今年3月「截數」。他希望在此之
前，作最後衝刺，以爭取更多配對補助金。他表示，由
於配對基金計算方法複雜，基金內部分款項，也須經由
各院校競逐分配。因此，現階段仍未能估計浸大最終可

獲得多少補助。

陳新滋：10年成就「全人教育」
王英偉續稱，浸大來年籌款目標為1.55億元。除了要比

去年進步，也希望與學校55周年校慶呼應。他透露，校長
陳新滋於去年7月上任時，以私人名義捐出55萬元予浸
大，故昨日也獲基金會頒贈紀念狀。陳新滋笑言，捐出55
萬元是為了配合校慶，討個「好意頭」。他又指，浸大早
前推出「2020年願景」，期望在10年內，把浸大打造成全
亞洲首屈一指的「全人教育」大學。加上浸大未來有不
少大計，如開辦創意研究院、中醫藥醫院等，均須積極
籌款「幫補」。
陳新滋直言，要辦好一所大學，真的需要「好多水」。

他更引宋代理學家朱熹詩句「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
頭活水來」，期望浸大未來「水源不絕」。王英偉則回應陳
新滋，笑言「水清則無魚」，故希望流入浸大的水源「不

用太過清，都要養到幾條魚」。他續稱，浸大去年在《泰
晤士報》世界大學排名中位列111，證明浸大獲得國際認
同及肯定。王英偉更透露，希望在任內見證浸大打入全
球100大，更笑言如真的成功，他將自掏腰包，宴請浸大
仝人。

中大生立志研中西藥方結合

■福建中學（小西灣）早前安排全級中四學生
到大澳進行實地考察。圖為學生到曬鹹蛋場地
考察。 學校提供圖片

■陳新滋(右三)寄望大學來年籌款順利。王英偉(前排左
二)則表示，期望今年可籌得1.55億元，與浸大55周年校
慶相呼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婷 攝

■ 耀 康
（後排中）
探訪少數
族 裔 家
庭。
中大提供

圖片

■蕊球（左）
本科1年級
「 越 級 挑
戰」，向教
授左中自薦
協助其研究
工作。
中大提供

圖片

■李行偉教授及其研究隊伍憑「水力射流」的研究項目榮獲2010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
二等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由李行偉（中）領導進行的「複雜環境下水力射流新理
論、關鍵技術及應用」研究，獲2010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
步獎二等獎。

■研究團隊研發出的模型
「VISJET」，由設有玫瑰形排污
口的水管組成。 政府新聞片段

科大
李行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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