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產航天專才
嘆本地發展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航天科技為不少世
界大國的發展重點，本港於航天科技一向有相關研
究，但要數曾經發射上太空的「港產」太空儀器，至
今只有容啟亮研發的三大發明：太空持崁鉗、岩芯取
樣器及行星表土準備系統。於香港土生土長的容啟亮
認為，本港缺乏培育航天科技專才的機會，他以過來
人身份建議有志發展航天事業的港生可先修讀工程，
再逐步踏上「太空之途」。
容啟亮畢業於筲箕灣官立中學。他表示，因為喜歡

電子，畢業後到理工大學的前身理工學院升學，後來
對機械的興趣日增，便再赴英國修讀精密工程。雖然
當時精密工程於香港極少有應用機會，但有關知識卻
為他日後在研發航天儀器奠下重要基礎。容啟亮稱，
航天儀器最重要是「輕、細、準確」，精密工程的知識
可充分發揮在研發航天儀器上。

籲先修工程 後踏航天路
探索太空一直是人類的夢想，但本港缺乏相關專

科，容啟亮認為，有興趣於航天科技發展的學生，可
以先修讀工程，「只要將工程的知識提升至一定層
面，可再逐步向航天方面發展」。他指出，中國空間技
術研究院不時會招聘專才，但要求嚴謹，對英文的要
求尤其高，但若學生選擇留港發展，其實亦有不少選
擇，「直接的工作或許不多，但要從事相關研究，仍
是有很多機會」。
近年掀起一陣航空科技熱，理工大學最快將於今年6

月，與北京航天員訓練中心合辦全港首個大學生太空
人體驗計劃，招收大學生到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總部
進行訓練，一嘗當太空人的滋味。

容啟亮夥內地科研專家 系統差2關明年料升空

有望隨「嫦三」探月
理大教授製相機

積極研發太空科技
盼未來可作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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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指向機構系統」評審關卡
1. 原理樣機：說明系統的設計、運作及設計上的好處

2. 機械模擬件測試：測試相機的重量分布、重心及受震盪能力

3. 電性件測試：測試相機的電器特性，如進行電擊、離子輻照等

4. 鑑定件測試：測試相機在真空、溫差極大下的表現，以及密封
程度和自動修復能力等

5. 製作一式兩份儀器：一個執行任務，另一個作為備份

資料來源：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教授容啟亮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子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於80年代已開始航
天科技研究的理工大學，是東南亞唯一一所有太空儀
器「上天」的大學。除了曾研發多個太空探索的樣本
採集工具，理大近年多次參與內地航天任務，包括國
家探月工程、製作航天工作服等，又積極對太空人在
微重力下的健康影響進行研究，未來期望將太空科技
民用化。

曾與多國太空組織合作
1989年，容啟亮與牙醫伍士銓合作製成首個香港製

造的太空鉗，為本港的太空儀器取得突破性發展，太
空鉗後來更獲俄羅斯太空總署採用，供「和平號」太
空人作精密焊接。至90年代，理大研究小組再獲歐洲
太空總署邀請，成功研製出可鑽磨及挖取土質樣本的
「岩芯取樣器」，進行火星探索工作。

到了20世紀，理大於航天科技的研究範疇更廣，與
內地的合作亦更緊密，其中包括在04年為國家航天局
設計出首套防靜電及防縐的航天工作服；05年與中國
國家月球探測工程中心簽訂協議，在人才培養、科學
研究及學術交流展開更多交流與合作；以及參與中國
和俄羅斯於2011年進行的「火衛一」聯合探索火星任
務，由容啟亮研發的「行星表土準備系統」負責採集
土質樣本。
理大近年又與中國航天員中心監督與醫學保障研究

室合作，對太空人在微重力下的健康影響進行研究，
如人類步行系統對不同負重情況的適應性、防止骨質
流失的數位超聲針灸等，期望將來能將有關科技民用
化。

容啟亮是本港首名參與研發國家太空儀器的學者。他表
示，國家對每件航天儀器都有極嚴謹的管理及要求，為

確保「相機指向機構系統」精確無誤，系統由理論層面至實
物的測試上，要成功「過5關」才能升空。容教授解釋，「要
證明相機可以配合整個探月行動，不會影響其他儀器的運
作，否則便大件事」。

升空「過5關」 防跌撞抗溫差
有別於一般相機容易「跌爛」，能在月球上應用的相機必須

輕巧和精密之餘，亦要可以抵受猛烈的衝擊及震盪。容教授
透露，理大研發的相機以多種金屬材料製成，符合要求，但
要說服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專家評審採用設計，首要是清楚
解釋整個儀器的設計方案、如何運作及其好處等。相機在理
論層面成功過關，便進入工程階段，接受「機械模擬件」測
試，測試重量分布、重心及可承受震盪的能力等。
容啟亮稱，要確保相機能在月球極端的環境中保持特性，

第3關是進行「電性件」測試，評審會對相機進行電擊和離子
輻照等，全方位測試電器特性，通過後相機便可進入最重
要、長達大半年的「鑑定件」評審階段。他表示，鑑定件與
飛行件相若，「太空的環境變化大，所以相機在真空、溫差
極大的環境下，其表現、密封程度是否足夠防塵，以及它在
不尋常狀態下的自動修復能力等，都要通過嚴謹評審」。至於
最後一步，便是製作另一個有同樣質素保證的成品作為備
份。

容啟亮：說服評審最感困難
容啟亮表示，相機系統現處於第4關，預計大半年後可進入

最後評審階段，有望於2012年隨「嫦娥三號」升空實地拍攝月
球真貌。曾先後為歐洲及中俄太空計劃研發多項精密儀器的
容啟亮認為，今次面對最大的困難是要說服評審，證明儀器
可以配合整個行動，「例如相機的物料會否在真空情況下出
現揮發，令其他儀器失靈等問題，都要照顧及考慮」。
「嫦娥三號」將最快於2012年尾發射升空，容啟亮曾特意到

西昌了解「嫦娥二號」發射前的準備，並直擊其升空。他又
觀看了「嫦三」的發射器。他坦言心情複雜，期待屆時再直
擊嫦三及相機系統升空執行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周婷）國家航

天科技發展近年突飛猛進，本港學者的參與程度亦

日見提高，其中早於20年前已研發出精密太空鉗、

研製品被多次帶上太空及應用的理工大學工業及系

統工程學系教授容啟亮，正積極與內地太空專家合

作研發一套精密的「相機指向機構系統」（Camera

Pointing System），預計最快2012年可隨「嫦娥三

號」上月球進行實地拍攝。容啟亮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時稱，相機系統獲批升空前要「過5關」，現時

已進入最後兩個階段。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和復旦大學等名校過往
對港澳台聯招試的錄取

分數線高達近600分（總分750分），即使香港中學會考
取得多個A級的尖子生參加港澳台聯招考試亦很難考獲
這個分數，因此2003年以前，並不是每年都有港生可通
過港澳台聯招試考入北大或清華。
為吸引香港優秀學生，2004年起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

獲國家教育部授權可免考筆試招收香港尖子，2006年開
始復旦大學亦獲授權免試招生。2011年北大、清華招生
名額各為20人，而復旦則為10人。

港尖子可報名 獲取錄免學費
前幾年，上述學校的報名和面試時間是每年3月份，

去年開始各校招生時間都不同。2011年度的招生，清華
大學提早至2010年12月進行報名，並於1月25日完成了面
試。復旦大學於1月15日至3月10日接受報名，並於3月12
日進行面試。北京大學的報名和面試日期則仍未宣布。
報名條件方面，最初基本要求是中六程度，中學會考4
科A級或以上。
2008年開始北大要求5科A，清華和復旦則維持4科A

（2007年後，中學會考的中、英兩科獲5*級視為相當於A
級成績）。從有關計劃獲取錄的學生除免交學費外，北
大和清華錄取生可獲由李兆基基金贊助的每年3萬元獎
學金，復旦錄取生可獲每年5萬元獎學金。

面試各有特色 問題專業廣泛
每所大學的面試形式都略有不同，由各校派教授主

考，面試全以普通話進行。面試內容及問題相當廣泛，
當中包括數學推理、物理、天文和智力等問題。例如：
「中國人為甚麼重視歷史？」、「你認為金庸小說的情節
與現實社會有何分別？」、「你說你喜歡跳西方民族
舞，那請你即席哼出一首舞曲。」及「如果你是色盲，
你會怎樣設計紅綠燈？」等；當然亦不乏一些較專業的
問題，例如：「醫科與藥學有甚麼分別？」及「甚麼是
圓周率？」等。

三校人才輩出 校友網絡珍貴
由於三校共提供的名額不少，因此，只要考生面試表

現中規中矩，獲錄取的機會相當大。北大、清華及復旦
是中國的頂尖名校，清華過往培訓出不少國家領導人，
胡錦濤主席、吳邦國委員長、習近平副主席等都是清華
畢業生，北大和復旦則培養出大批國際知名學者和商界
精英。
隨 國家國力的高速提升，這些名校的校友網絡會是

寶貴的資產，我國有2,000多所高等院校，北大和清華是
最頂尖的兩所，每年有近千萬人參加高考，能進入兩校
的人只有幾千人，其取錄學生是千中取1（少於1%），獲
取錄的學生都是狀元級，所以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
寧教授就認為，清華學生質素是世界最高的，這其實並
無誇大。
筆者有位朋友的兒子，多年前通過免試招生進入清華

建築學院，一年後因不習慣清華的生活，轉學到香港中
文大學建築系，讀了兩個月後，比較下，發覺清華的學
生質素和網絡實在太優越了，結果重返清華就讀，去年
完成學士課程，並考入美國長春籐大學成員的賓夕凡尼
亞大學建築系的碩士課程。到美國後，他發覺中國名校
畢業生在美國有很高的認受性，清華和北大的畢業生很
多都能進入哈佛、麻省理工、史丹福和耶魯等世界頂級
大學深造。

■羅永祥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北大清華復旦 免筆試招生簡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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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香港

中文大學日前於深圳舉行招生簡介活動，吸引數
百名內地生及家長到場了解。隨 本港大學修讀
年期「3改4」，意味內地生赴港升學成本將隨之
增加。據粗略估算，內地生來港修讀一個本科課
程，4年間動輒花費高達60萬港元。經濟壓力雖
大，但有深圳家長表示，深圳家庭普遍經濟條件
不賴，相信深圳學生對於赴港升學熱度未減。有
內地同學亦認為，大學改學制有助內地同學更深
入了解香港社會，增加在港就業機會，有利個人
發展。

可多留港一年增吸引力
王同學正於深圳就讀高中二年級。她表示，

香港院校專業水平較高，視野亦更廣、更多元
化，因此計劃明年完成高考後便赴港升學。對
於本港學制改變，她認為在港時間更長，有助

更深入了解香港社會，因此即使升學成本增加
亦不介意。

中大深圳學院洽談順利
王同學計劃報讀商科或傳媒方面課程，畢業後

亦考慮留港就業。她笑稱：「雖然薪水折算成人
民幣可能不高，但香港發展較為成熟，就業前景
亦較理想。」就中大計劃於深圳龍崗建立的「中
大深圳學院」，中大與深圳市政府方面的洽談已
進入最後階段。
對此，王同學表示無意升讀「中大深圳學

院」，因認為將少了機會了解香港。
另一位家長楊先生則對中大開設深圳學院表示

歡迎，「中大雖然擴大內地招生名額，但在廣東
仍僅有20多個名額，競爭非常激烈」。他相信即
使於深圳學院就讀，亦能充分體驗香港院校的教
育，長遠亦有利學生於珠三角地區就業。

■王同學計劃明年申請前往香港留
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容啟亮早前到西昌直擊「嫦二」升空，
順便取經。 受訪者提供

■港中大在深圳的招生諮詢會吸引數百名學生和家長到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理大於太空科技的研究範疇多元化，其中包括為國家航天局
設計出防靜電及防皺的航天工作服。 資料圖片

■由香港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教授容啟亮領軍研發的精密相機系統，進入最後兩個評審階段，可望最快
將於2012年尾隨「嫦娥三號」實地拍攝月球真貌。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赴港升學成本增 內地生熱度不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