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鋼纜是支持重型基建的關鍵部件，經常用於橋樑、架
空電力線及升降機，其「健康狀況」直接影響整個建築
的安全，故檢測的準確度與公眾安全息息相關。以巿民
最常使用的升降機為例，現時大部分升降機只由技工以
目視方法，為鋼纜進行表面檢查。謝偉達認為，近年升
降機斷纜或受損事故頻生，肇因是升降機缺乏妥善的監
察及檢驗機制，「鋼纜中間的鋼絞線，一般是磨損最嚴
重的部分。若單以目測，很難發現纜索內裡的㢛蝕或裂
紋。而且，技工質素參差，缺乏安全保證。」他表示，
以人手檢查一部升降機，需至少4至5小時，頗費時失
事。

謝偉達稱，外國的最新技術是在纜索上安裝「硬線圈」
（磁致伸縮傳感器）。它像一個紙筒，包裹在內的纜索，
隨㠥升降機向上或向下運作，而經過這「硬線圈」。工程
人員只要接上脈衝放大器，並利用電磁波進行檢測，即
可知道纜索哪部分受損。不過，由於有不少限制，一直
未有在本港採用，「硬線圈不能套入現有的電梯鋼纜
上；加上有寬度限制，不同直徑的鋼纜須特製檢測器，
成本不低。」

磁線圈檢測距離可達1000米
為解決這些技術問題，謝偉達與研究團隊自兩年前開

始研究，並研發出新型檢測器，名為柔性印刷磁線圈
（Flexible printed coil）。透過把線圈印在薄片上，即可取代
硬線圈，令使用上更靈活，「磁線圈可包住不同直徑的
鋼纜，接通電磁波後，一秒內可檢查整棟大廈的纜索。」
他表示，新技術檢測功能強，只要增加線圈層，纜索上
有微小至1毫米的缺口，接收器也可以清楚顯示，檢測距
離並可達1,000米。

製1塊印刷線圈僅數十元
新技術另一優點是成本低廉。謝偉達稱，製作一塊印

刷線圈，只需要數十元。印刷線圈也可用於不同用途的
纜索，如導電纜、支撐纜，也可改動以用於水管、煤氣
管等。

此外，新發明實用性強。謝偉達透露，曾有兩至三個大
型承建商與他接洽，表示欲把其發明包裝成產品出售。不
過，他專注研究，無意「搞生意」，只表示十分歡迎有興
趣的公司以特許形式與城大合作，把發明推出市場。

成本低功能強 可用於升降機橋樑架空電力線

一秒驗鋼纜裂紋
城大「柔性磁線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因為升降機鋼纜受損，造成險象橫生的事故，時有所聞。城

大製造工程及工程管理學系副教授謝偉達與其研究團隊，早前成功研發出成本低、檢測功能更

強的「柔性磁線圈」。透過電磁波，不需一秒，便可準確檢測出纜索上的裂紋，為基建的安全檢

測帶來突破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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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
會張㟾昌中學1991年在元朗天水圍創校。
校方為迎接20周年校慶盛事，擬舉辦連串
校慶活動，包括名人學術及成長講座、開
放日及多項比賽，包括特別為元朗區小學
籌辦的繪畫比賽、圖文共賞攝影比賽、電
腦機械人比賽等。

元朗圍城繪畫攝影比賽
元朗及天水圍區內小四至小六學生，可

就區內20年來的變遷，揮筆繪畫區內風土
人情，參與「元朗/天水圍．二十年歲月」

繪畫比賽。同學也可提起攝影機，拍下香
港的景物，並附以簡短文字作旁白，參與

「香港情．中國心．世界觀」圖文共賞比
賽。

擬首辦「電腦機械人比賽」
另該校擬首辦元朗區小學校際「電腦機

械人比賽」，參賽的小學隊伍可參與兩次
免費培訓課程，並可獲贈環保充電套裝，
再於4月16日進行決賽。上述三項比賽均設
冠、亞、季軍及優異獎多名。查詢電話：
24483111。網址：www.tcss.edu.h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德正）梅窩的南約區中學
04年因收生不足停辦。其後正生書院申請遷至該校舊
址，卻遭當地居民強烈反對。問題擾攘至今仍未解
決。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今日將舉行公聽會，邀請
相關界別人士討論南大嶼的學額供應。「南大嶼教育
關注組」昨舉行請願行動，表明除非政府先妥善解決
當地人「就近入學」需要，否則會堅拒正生書院遷
入。他們要求政府訂立「離島政策」，就離島獨特的人
口結構，降低開班線，並為梅窩居民開辦英文中學。

「南大嶼教育關注組」成員馬雪芬表示，南約區中
學是梅窩唯一的中學，04年因收生不足停辦，不少學
生要跨區遠涉東涌、中環、銅鑼灣、甚至觀塘上課。
她解釋，離島人口基數通常較市區少，加上當地有逾3

成非華裔學生。而南約區中學屬中文中學，不少學生
只好選擇區外的英中。她說：「這是雞與雞蛋的問
題。當地居民並非要到區外升學，而是當地根本無學
校讓他們升學。」

她續指，關注組的立場是支持正生書院遷至環境較
佳的地方，但要求政府先解決當地人「就近入學」的
問題。她說：「南約區中學舊址是梅窩居民唯一選
擇，但並不是正生的唯一選擇。為何正生的需要就能
凌駕地區需要？」

促降收生線 改英文授課
立法會議員梁耀忠要求政府訂立「離島政策」，就其

獨特的人口基數和結構，於梅窩復辦中學，並降低其
收生線，以及改以英文授課。他指出，離島的人口基
數、結構均異於市區，難以用同一標準量度，批評政
府違背其「就近升學」原則，「離島無可能達到最低
收生線的61人3班。」他強調，雖然梅窩居民能選擇到
名校林立的中西區升中，但僅2成學生有能力升讀名
校。因此，他希望政府能為另外8成學生復辦中學。

梅窩居民鍾太哭訴，指兒子本於南約區中學就讀，
但中二時因學校停辦，被迫轉至大澳就讀。她表示，
兒子以往能睡至8時才起床上學，但現在每天需要早上
5時起床，至晚上7時多才抵家；每天花3、4小時乘
車，大大影響社交和學習。她強調，若梅窩復辦中
學，大部分居民必定會於原區升學。

關注組今日會安排約20名居民出席公聽會，並已摺
百隻寫上字句的紙鶴、紙船送給立法會議員，寓意學
生上學不用再舟車勞頓。

張㟾昌中學辦比賽慶20周年 就近入學未解決 梅窩反對正生遷入

農曆新年剛過去，相信
孩子們已㞺來不少「利
是」，可購買心愛的玩具
或物品。這時候，家長們

亦應把握機會，讓孩子學習正確的健康理財觀念。

第一步：解釋「現金」及「金錢」
建立第一步健康理財觀念時，家長可教導孩子

「何謂現金及金錢」。曾經有家長向孩子表示，無足
夠金錢購買玩具的時候，孩子回應：「你可以在銀
行櫃員機按下鍵盤便可拿到錢了。」也有孩子說：

「只要我們在紙上簽署，這份玩具就屬於我的。」這
均反映孩子不知道家長是透過工作來賺取金錢的。
不論在櫃員機領取金錢或擦卡簽署，都是已預留金
錢在銀行，或稍後需繳還有關費用的。孩子看不見
家長這些行為，便認為「金錢」是那麼簡單的。

再教分辨「需要」及「想要」
了解何謂「金錢」後，家長可教導孩子分辨「需

要」及「想要」。曾經有8歲孩子認為，他需要穿名
牌衣物。有9歲孩子則認為，他需要每天玩遊戲
機。另外，有孩子認為，她需要吃零食多於吃晚
飯。「需要」與基本生活及日常必需品有關，或沒
有其他物品可取代（如：清水、食物、基本衣
服），需要靠它維持生命。而「想要」則是日常生
活中的非必需品，沒有這些東西，我們也能夠生

存。

以「利是」教儲蓄、消費、捐贈
此外，家長可透過「利是」來灌輸管理金錢的概

念，如儲蓄、消費、捐贈等。家長可跟孩子商討是
次「利是」如何分配，並與孩子訂下儲蓄短期及長
期計劃，可撥出多少錢作日常開支，並清楚記錄每
次開支項目及金額，及怎樣透過金錢、食物或物品
來回饋社會或幫助社會上有需要人士，從而在日常
生活中學習「施與受」。

若孩子能有條理地把上述記錄，有助孩子了解自
己管理金錢的習慣及模式，從小培養及建立健康管
理金錢的習慣。

另外，家長還可以身作則，及從身教做起。在日
常生活中，家長可跟孩子傾談及解釋花錢原因，帶
出「需要」及「想要」的概念。當孩子滿3歲時，
家長可教導他們分辨貨幣，逐步給孩子零用錢，讓
他們能從日常生活經驗中，學習管理金錢；並定時
與孩子檢討及修正儲蓄、消費及捐贈情況。

理財知識、技巧及習慣，不是在短時間便能培養
出來。家長可讓孩子自幼在日常生活中，多實踐、
多修正，減少他們長大後出現財政問題的機會。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 吳慧蘭　

電郵: wellness@hkfws.org.hk 

（小題為編者所加）

兒童理財從「利是」學起

■謝偉達研發的柔性印刷磁線圈，可以靈活地套用於不同
寬度的纜索，透過電磁波，一秒內便可檢測到纜索有否裂
紋。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城大最新
研發的印刷
磁性圈(左)，
使用上較硬
線圈(右)更靈
活及方便。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歐陽子瑩 攝

■江太（左）表示，外甥女恩陶（右）與家人特地
由梅窩搬至中環升讀小學，以便將來升中，否則每
日要花3小時上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德正 攝

■馬雪芬表示，南約區中學
04年停辦後，不少學生舟
車勞頓跨區上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德正 攝

■居港37年的Robertson先生（左），希望
就讀小學的孫兒Fred（右）免受跨區升學
之苦。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德正 攝

■關注組成員
和梅窩居民，
已摺百隻寫上
字句的紙鶴、
紙船送給立法
會議員，寓意
學生上學不用
再舟車勞頓。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黃德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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