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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腦波控制電器
中大製納米傳感器

「理約」同濟500生
可跨校獲「雙」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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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合研智能電網 獲撥558萬優化技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一波 上海報道）內地3
大高校自主招生聯盟中的「華約」、「北約」日
前已陸續舉辦考試；而最後一場聯考「理約」亦
於上周末在全國25個城市舉行，吸引共3萬多名
考生參與。「理約」同盟校之一同濟大學教務處
處長廖宗廷表示，今年該校經「理約」聯考錄取
的新生中，將挑選出500名到聯盟其他8所學府學
習1至2年，而學生畢業將可同時獲頒授兩所院校
的相關學位，希望透過此模式使9所高校發揮各
自專長、共享資源。
「北約」及「華約」分別以北大及清華為首，

分別組合13所及7所高校，舉行自主招生聯盟考
試。而「理約」則包括北京理工大學、大連理工
大學、東南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華南理工大
學、天津大學、同濟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和重慶
大學，共9所理工類高校共同舉辦的自主招生聯
盟考試。對「同盟」9校的合作，廖宗廷指，是
次聯考只是初步形式，而「理約」聯考招生今年
亦將有重大改革，「如同濟大學即將在今年經聯
考錄取的新生中，挑選出500人到其他8所學府學
習1至2年，而學生畢業後將可以同時獲頒授兩所
院校的相關學位」。

互取優勢 資源共享
廖宗廷認為，此模式能夠整合各高校的優勢、

資源，令各校發揮所長。他說：「比如上海現在
大力發展大飛機項目，本地一般院校並不擅長於
此學科，但『盟友』中的哈工大、西北工大的航
空專業則非常優秀，各院校間可互補長短，令學
生得到更全面的教育。」
另外，各院校的教授亦可以到他校義務教學，

除可解決師資不足，亦能發揮交流作用。

中山大學獨立試招港生
位於廣州的中山大學是

孫中山親手創辦的大學，
是華南最高學府，包括廣

東省省長黃華華在內的不少政商界名人都是校友，該
校在華南地區有強大的校友網絡和社會影響力，其政
務學院亦獲委為澳門特區政府培訓高級官員。
中山大學在過去幾年都是港澳台學生的首選，港生

報考港澳台聯招試，最多人選中山大學作為第一志願
院校。該校每年撥出100個學額通過港澳台聯招試招收
港澳台學生，但由於報考者踴躍，近幾年其錄取分數
線都維持在450至480分（總分750分），而熱門學科如
臨床醫學、金融和管理學等的錄取分數更高達500多
分。

名額50人 4月中接受報名
由於香港中學課程與內地差別很大，一般在香港完

成高中的學生是很難考獲中山大學的錄取分數的。該
校一直希望能另設招生途徑，方便香港的高中生升讀
該校。經教育部批准，從2003年起，該校獲授權在港
設立獨立招生考試，招收港生，名額50個，報名工作
由香島專科學校負責。
該校的報名時間為每年4月中至5月中，報名條件

是：中六程度，中學會考6科包括中、英、數三科達18
分或以上，報考純文科學生可以其他專長學科成績代
替數學科，並設有中學校長推薦名額，會考15至17分
學生可通過校長推薦獲報名資格。考試時間是每年6月
中，考試科目為中、英、數三科，考試大綱與港澳台
聯招試相同。

較港澳台聯招試易獲錄取
獨立招生考試是港生報考中山大學的較佳途徑，因

為在港澳台聯招考試，中山大學歷年的錄取分數線對
港生來說很難達到，一般考上這個分數的香港考生，
大多是在內地讀高中的港生。參加獨立招生考試則只
需要中、英、數三科的考試平均分達60分左右就可錄
取。而且，通過港澳台聯招試考入該校的港澳台生，
不少人均會考獲500多分以上，得分在500分以下的考
生，一般只會獲派第三、第四志願的專業，並不理
想，但獨立招生考試獲錄取的港生，通常獲分配第一
或第二志願專業，較易考得心儀專業。

臨床醫學專業最受歡迎
歷年中山大學獨立招生考試最多考生選報的專業是

臨床醫學，其臨床醫學全國排名前五名，眼科更是全
國數一數二，中山大學醫學院（前稱中山醫科大學）
有約300位校友在香港通過考試成為執業醫生，由於報
考者眾，歷年來獲錄入臨床醫學的考生考試成績都在
80分（平均分）以上。該校2010年對香港獨立招生考
試的報名人數為104人，錄取57人。
至於2012年香港將會產生第一屆新高中畢業生，港

生是否可以用文憑試免試報考中山大學呢？校方至今
仍未有決定，但估計如果可進行免試錄取的話，錄取
標準會參考香港各院校的錄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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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德正）在科幻小說

中，擁有特異功能者單憑一個眼神就可操作機

器；現實中，科學家亦可能靠納米技術令幻想

成真。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教

授李文榮研製的「低功率集成碳納米管感測器

和器件」，以納米技術製造出體積極細小的微

機電系統（MEMS）傳感器，其耗電量是傳統

傳感器的10萬分之1，大大提升電器的壽命和

效能；長遠更有望以腦電波控制傳感器，用家

就算安坐椅上，也可控制全屋的電器。李文榮

更憑該項研究獲選為工程學國際權威組織電機

及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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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感器就是感應器，通過感應環境的變化和人體的
動作，指示電腦做出相應動作，其應用範疇廣

泛，包括智能手機和遊戲機的體感遊戲、導彈的追蹤平
衡系統、醫學用以測試血壓血糖等，但傳統的傳感器主
要以矽製造，不單成本高而且耗電量大。

1粒AA電池可驅動110年
過去10年，李文榮獲教資會、創新科技署、中國國家

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和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研
究以納米材料如碳納米管，將不同的電子組件、電路壓
縮至細如髮絲，並組合成「微機電」，再用「微機電」製
成MEMS傳感器。
MEMS傳感器由於體積細小，其能源耗損速度僅為傳

統的10萬分之一，「用矽製成的傳感器用了40天便耗盡
電源；但用納米（技術）造的MEMS傳感器，只需1顆
AA電池就可連續驅動110年」。而且該傳感器體積極細，
難以感受撞擊力，因此即使摔也摔不破。
李文榮表示，內地的納米技術發展一日千里，論文發

表的數量甚至超越美國，「中國已掌握納米技術，因此

生產MEMS傳感器的成本可以更便宜」。

料置入人體可監察健康
李文榮正與業界洽討生產「酒精傳感器」和「加速傳

感器」，前者目標是測試出司機有無酒精超標，若發現超
標情況，汽車便不能 動，料3年後推出市面，每個成本
為10美元。後者能應用於手機、飛彈及航天設備等，主
要負責平衡和感應位置。
他表示，MEMS傳感器的效能較傳統傳感器佳，大大

改善人類生活，並預計未來20至30年，可望於人體放置
內嵌式傳應器，廿四小時監察身體狀況，例如血糖、血
壓和細菌病毒等。

他又指，若以納米技術製成腦電波遙控裝置，能更清
晰接收腦電波訊息，未來單憑思想便能控制家中電器，
儼如科幻小說的情節，「只要在頭上貼上5、6個感應裝
置，想一想便能控制」。

呂榮聰獲頒傑出工程師獎
中大今年共有4位學者獲IEEE頒授殊榮。除李文榮，

副校長兼電子工程學講座教授程伯中和電子工程學系教
授吳克利亦獲選為院士，令中大的IEEE院士增至28人，
屬全港院校之冠；而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教授呂榮
聰，則獲IEEE可靠性學會頒授「2010年傑出工程師獎」，
為全球兩名獲獎者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以再生能源發電可有效減低碳排放，
改善全球暖化問題，但太陽能和風能的缺點是供電量不穩定，令再生能
源未得以廣泛應用。香港3所大學組成的研究團隊，正透過研究發展能有
效平衡發電量和用電量，以及更佳儲存電能的「智能電網」，助本港及全
球能源供應達至持續發展。
由香港大學、科技大學及城市大學聯手的「智能電網」研究項目，經

過3年基礎研究，上月獲研資局撥款558萬元，進一步優化技術。港大工
程學院電機電子工程系教授李安國稱，在全球暖化的威脅下，推廣新能
源是大勢所趨，如英美等先進國家，未來40年的目標，便是將再生能源
在電網中的比例由現時約5%增至50%。他認為，本港及內地有必要發展
新能源及相關技術。

電網優化能源管理
風能和太陽能取決於天氣等因素，供電量不穩。李安國稱，「智能電

網」能每千分一秒更新一次用戶用電的數據，即時計算電網中的用電
量，因應需求增加或減低發電量，達至更佳的能源管理，「例如在用電
高峰期，或者因天災令部分地區電力供應不足，系統能夠智能調配供
電，例如系統可自行將部分家用雪櫃調高1度，把節省的電力傳到有需要
的用戶」。

用戶可賣剩餘電能
「智能電網」亦有助更佳儲存電能。李安國表示，擁有小型可再生能

源發電機和電池儲能的用戶，除可控制用電模式，更可以將多餘的電力
「賣給」電網，節約電能。

不過，智能家庭要配合智能電錶和家電等，並要與電力公司進行實時
通訊，要應用仍有一段時間。要減低家居電費，可考慮由港大工程學院
研發的家居能源管理系統。李安國稱，系統可以隨時監控家用電器的用
電情況及計算電費，有助用戶檢視用電模式，從中研究省電費的方法。
他表示，設置系統的成本約1千元，如獲廠家製造，最快年內可以推出市
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3
名中國學生將於今日啟程南極，與來自13個
國家的65名環保積極分子共同參與「南極極
地領袖力項目」。他們將在極地探險家、環保
領袖羅伯特．斯旺的帶領下，展開為期兩周
的南極考察活動。
可口可樂「南極極地領袖力項目」今年首

次在中國公開選拔大學生參與該項目，在兩

周的考察活動中，這3名中國學生將學習如何
只使用風能和太陽能完成所有活動，踏上中
國南極長城站，考察第一個完全由清潔能源
支持運行的南極教育站點E-Base，並親身體
察氣候變化對動物、環境以及人類所產生的
影響。
「南極極地領袖力項目」在2003年開始，

由極地探險家羅伯特．斯旺發起。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理工大學昨舉
行卓越學生獎頒獎典禮，表揚品學
兼優的全日制本科生。其中建設及
地政學院測量學課程三年級生李若
瑩(左三)，除學業成績優異外，亦積
極參與課外活動，曾參與國際夏令
營導師計劃，赴美國賓夕凡尼亞州
擔任營地水上活動助理，又到杭州
參加社區服務實踐計劃等，成為年
度「最卓越學生」。而該校內地生蔡
宇時(左一)、羅敏(右二)及金爽(右
三)，亦憑出色的學業及活動表現，
分獲所屬的應用科學及紡織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及工程學院「卓越學
生獎」。圖為理大校長唐偉章與6位
得獎學生合照。 理大提供圖片

理大表揚卓越生

3內地生南極當「極地領袖」
■3名中國學生首次參與「南極極地領袖力項目」，今日將起程前往南極考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攝

■港大電機電子工程系教授李安國展示研發成果「家居能源管理系
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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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理約」聯考共有3萬餘名考生參加，於
全國25個城市考點應考，圖為位於同濟大學的
「理約」上海考點，有2,700多名考生到場應
考。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