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領域均屬深主導產業
根據「孔雀計劃」，深圳將在未來5

年每年投放3億至5億元專項資助，用
於包括重點引進並支持50個以上海外
高層次人才團隊，及1,000名以上海外
高層次人才到深圳創新創業，並吸引
帶動1萬名以上各類海外人才到深圳工
作。

入圍首批名單的6個團隊中，涉及生
物醫藥、電子信息、新能源和環保、
光機電行業和新材料等領域，均屬於
深圳市主導產業，並可望為當地的產
業發展帶來重大經濟和社會效益。

科大研神經系統疾病用藥
香港高等院校科研成果近年屢創佳

績，加上地理上與深圳鄰近，多所院
校已設有駐深研究基地，造就更緊密
的合作及人才互動機遇。是次入選的2
個港學者領頭團隊，均與生物醫藥密
切相關。其中身兼中科院院士、港科
大理學院院長及分子神經科學國家重
點實驗室主任的葉玉如，是國際知名
神經科學專家，由她帶頭的分子神經
科學和創新藥物研究團隊，共10多名
核心成員，就神經發育、神經系統疾
病、藥物篩選和研發等領域交叉互
補，具良好合作基礎。

該團隊將致力研究蛋白激㢓在神經
發育和神經退行性疾病中的作用、建
立神經退行性疾病治療藥物篩選平
台，並開展退行性疾病分子診斷工具
和研發治療藥物。

浸大開發高產抗逆新植物
至於由張建華帶領的農業生物技術

創新團隊，則將重點開展高產抗逆多
基因植物新品系研發和產業化、生物
反應器研發和產業化，以及作物節水
技術的研發及推廣。團隊8名核心成員
具有植物分子生物學、遺傳學、植物
生理學和細胞生物學等多學科背景，
大 部 分 都 曾 在 《 S c i e n c e 》、

《 Nature》、 《 Nature Genetics》、
《PNAS》、《Plant Cell》等著名期刊發
表過論文，研發能力及互補性強。

此外，由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博士季明華帶隊的「複合智能材料創
新團隊」、中國科學院院士吳雲東帶隊
的「重大疾病化學基因組學研究團隊」
和美國羅切斯特大學光學博士李屹帶
隊的「新型超高亮度半導體光源研發
團隊」等亦同時入選。

修法證科學
學蒐證做神探

某 本
地 電 視
台 最 近
一 套 以

法證為主題的電視劇集大受歡迎，當中關
於科學鑑證的故事情節曲折離奇，有否增
加你選修法證科學(Forensic Science)這門學
科的興趣？

不同法醫 分３範疇
很多人以為法證科學這門專業與法醫學

類似，其實這是兩門完全不同的專業學
科。簡單來說，法醫所做的是解剖屍體，
以確定死因；而法證科學所做的主要是調
查犯罪現場，以確定案發經過和搜集犯罪
證據。若以法證科學課程來說，一般可分
為3大範疇：

1.犯罪現場調查(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2.化驗與分析(Laboratory Analysis)
3.病理學與組織學(Pathology and Histology)
修畢法證科學課程的學生一般可成為法

證科學家或相關機構的化驗師，並運用科
學方法提供證據，以推斷罪案的真相並應
用於法庭或執法機構。法證科學家將運用
上文提及的3大專業知識在犯罪現場搜集證
據和資料、妥善搬運證物、鑑定案件中的
證物、檢視和分析犯罪現場情況等。

澳洲課程 師資優秀
如同學有興趣修讀法證科學學位課程，

可考慮前往位於澳洲布里斯本的Griffith
University修讀3年制的法證科學學士學位課
程。Griffith University是澳洲昆士蘭省教授
法證科學課程的表表者，師資實力雄厚，
教授經驗豐富及得到國際認可。部分人員
更曾被邀請參與海嘯遇難者、峇里島炸彈
事件澳洲遇難者的身份鑑定工作，亦時常
於澳洲法庭成為專家證人以協助提供專家
證供。

該法證科學學士學位課程㠥重訓練學生
應用法證科學，並透過模擬案件教授學生
如何在法庭上呈現有關刑事案件的專家證
供，亦會以實例與學生進行討論和示範。
課程得到澳洲及新西蘭法證科學學會和澳
洲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學會的認可。學
生需要學習的部分學科包括細胞生物學、
化學、人類骨頭學、人類學、法證證據
學、法證犯罪學、澳洲司法制度、法證上
的DNA分析及應用、法證生物統計學及數
碼影像等。課程的最低收生要求為香港高
級程度A-Level成績約CDE及英語水平達
IELTS 6.0或以上。

■尚學堂（Ada Tam）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2港小鋼琴家國際賽奪冠

科大藥物浸大農業研究 角逐8000萬人幣資助

2港校團隊入選
深「孔雀計劃」吸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有份入選深圳
「孔雀計劃」的「農業生物技術創新團隊」，其帶隊
人浸會大學生物學系講座教授張建華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是次研究首重應用性質，除了會研
究農作物育種及栽培技術，培養出抗旱、抗鹽及高
營養的農作物外，也會研究植物生物反應器，以生
產生物藥劑。他指，有關研究將會以港中大深圳研
究院為基地運作。

張建華說，現代農業經歷了兩次突破性發展，
一次是發現了小麥和水稻的半矮稈基因，一次是
開創了作物雜交種子的利用，而下一次革命應該
是轉基因技術。因此，研究團隊將致力通過轉基
因的技術，培養出抗旱、抗鹽及高營養的作物，
除了應用在水稻上，也可以應用於大豆、玉米、
棉花等作物，以及深圳急需的蔬菜和能源作物育
種之上。

研抗腫瘤藥用植物
在栽培技術方面，研究團隊計劃以深圳為試點，

進一步研究水稻的節水高產技術，利用交替灌溉，
達到節水20%的效果，長遠將向廣東其他地方以至
華南及整個長江流域推廣。

此外，研究團隊還會針對生物藥劑進行產業化的
研究。由於植物便宜、適應性強、安全及可信等優
點，張建華指，他們會以應用植物作為生物反應器
來生產生物藥劑，生產用量大、價值高的抗腫瘤蛋
白藥物。這種藥物可以在小面積隔離空間生產，很
適合在深圳進行，更有望在深圳形成生物醫藥的新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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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深港科技合作再向前

邁進一步。為響應中央實施「千人計劃」的行動，深圳推出了引

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孔雀計劃」，對引進的人才團隊將給予最

高8,000萬元(人民幣，下同)的專項資助。記者從深圳市科工貿信

委獲悉，首批引進的6個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團隊中，共2個由香

港高校教授領頭，分別為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講座教授葉玉

如帶隊的「分子神經科學和創新藥物研究團隊」和香港浸會大學

生物學系講座教授張建華帶隊的「農業生物技術創新團隊」。據

悉，有關入選名單已通過專家評審進入公示期，並將在近期舉行

的創新發展大會上正式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2名本港小鋼琴家黃蔚園（13歲）及李欣潼
（10歲）日前代表香港出戰「第七十五屆施坦威國際青少年鋼琴比賽」中國賽
區總決賽，成功擊敗逾4,300名參賽者，囊括各自參賽組別的冠軍，是首次有2
名港澳區代表同時奪得全場唯一的「專業組特等獎」及「業餘組特等獎」。黃
蔚園稍後更會代表中國於「國際施坦威音樂節」表演，與包括德國、西班牙、
法國、瑞典等多國鋼琴精英同場切磋交流琴技。

同奪「組別特等獎」
2年一度的國際音樂界盛事－－「第七十五屆施坦威國際青少年鋼琴比賽」中

國賽區總決賽，為期3日的賽事已於上周日在北京中國音樂學院完成。全國7個
分區合共超過4,300名參賽者中，只有62名可進入最後的總決賽。

2名本港代表，黃蔚園及李欣潼分別應戰專業A組（13歲以上）及業餘B組
（10歲至13歲），2人年紀輕輕卻毫不怯場，不單同膺所屬組別冠軍外，更同時
奪得全場唯一的「專業組特等獎」及「業餘組特等獎」，大獲全勝，為港爭
光。

代表中國赴德表演
其中，於2007年舉行的同一比賽中獲得「業餘組特等獎」的黃蔚園，今次再

獲佳績，將於稍後代表中國到德國漢堡參加「國際施坦威音樂節」，屆時將與
各國賽區的得獎者，包括來自德國、比利時、西班牙、法國、瑞典、丹麥、荷
蘭及日本等鋼琴好手同場演出，交流鋼琴演奏心得，榮登國際小小鋼琴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廣東開平築有大量特色碉樓，
是學生學習華僑史的理想地
方。福建中學（小西灣）早前
安排中一全級學生到開平實地
考察，再融合學科知識，讓其
了解百多年來華僑的出洋史，
以及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操。

是次考察共分3天進行，包括
在開平的自力村，由導遊向學生講述華僑出洋的因
由、經過及結果；歸國的華僑，面對當時（20世紀20
年代）治安欠佳的情況，紛紛築起碉樓自保。當時碉
樓依其功能分為更樓、眾樓、居樓3類：更樓的作用

如瞭望台；眾樓是村民共同興建的居所；居樓則是村
民獨資興建，用作家族居所，內有糧倉和生活空間。

親訪古蹟 感受深刻
該校帶隊老師李偉雄表示，是次活動除可讓學生認

識華僑史事外，更能幫助他們從中了解華僑對國家的
認同感及歸屬感，學校會要求學生篩選有關史事，結
合考察獲取的第一手資料，製作專題報告，鞏固他們
學習成果。學生梁子軒表示，考察活動讓他在古蹟中
感受到當年華僑對國家的感情。另一學生張偉俊指
出，考察有助親身感受歷史相關大事，「電視上觀看
碉樓，是另一種感覺，實地考察才能令我感受到華僑
出洋和歸國的悲與喜」。

高材生唐希明為人爭強好
勝，見普通話說得十分好的
班長陳樂深受同學歡迎，分
外眼紅，於是向他下戰書，
並邀請從北京來的雅麗作裁
判，想向眾人證明自己的普

通話比較好。大家決定比拼翻譯外來語的粵普之別。

「羊絨」普譯「開司米」
小霞同學先出題：「先說衣服方面──tie。」唐希明搶

㠥回答：「普通話是『領帶 』。」陳樂補充
道：「粵語則是『呔』。」「Shirt呢？陳樂先說。」陳樂
回答：「粵語是『恤衫』，普通話則是『襯衫

』。」「Miniskirt呢？」唐希明說：「粵語是『迷你裙』，
普通話是『超短裙 』。」

雅 麗 說 ： 「 那 你 們 知 道 內 地 說 的 『 開 司 米 圍
巾 』是甚麼嗎？」唐希明不知
道，馬上說：「現在該輪到陳樂回答。」

陳樂笑說：「開司米是cashmere，即『羊絨』。」雅麗
點點頭，說：「現在2比2，平手。」

小勇同學接㠥說：「那說吃的方面吧，cherry的普通話
是櫻桃 ，這些太簡單了，我不問，但你們誰
知道vitamins維他命的普通話是甚麼？」唐希明和陳樂齊
聲說道：「是維生素 。」「Hamburger
呢？」「粵普都叫『漢堡包 』。」他們又
同聲說道。雅麗說：「平手。」

文化差異 翻譯習慣不同
小霞不解地問：「為甚麼內地和香港會有不同的翻譯

呢？」雅麗說：「這是由於不同的社會文化，會產生不
同的翻譯習慣。」陳樂說：「翻譯外來語言時，香港多
以音譯為主，像『卡通片』、『威也』。」雅麗說：「內
地則多以意譯為主，如：『動畫片 』、

『鋼絲 』，這比較符合漢民族審美的心理。」
陳樂笑說：「我倒聽說過一個內地音譯外來語的笑

話，內地人說的『3顆藥餵你媽吃』，你們知道是甚麼？」
唐希明不發一言，大夥兒都說不知道。雅麗笑說：「是
thank you very much！現在內地還有人說呢！」大家哄堂
大笑，唐希明心裡更不是味兒。

■梁麗詩 協恩中學普通話教師
電郵：misslaisze@gmail.com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小西灣福中訪開平學僑史

譯外來語 粵「音」普「意」

校園放大鏡

■葉玉如是國際知名神經學專家，由其帶頭的分子神經科學和創新藥物研究
團隊，共有10多名核心成員。 資料圖片

■張建華表示，是次研究除探究農作物育種及栽培技術外，亦
會培養出抗旱、抗鹽及高營養的農作物。 資料圖片

■黃蔚園稍後將代表中國到德國漢堡參加
「國際施坦威音樂節」。圖為她早前參加香港
區比賽。 大會供圖

■福建中學(小西灣)早前安排中一全級學生，到開平實地考
察。 學校提供

■李欣潼代表本港參加中國賽區總決賽，於
所屬組別摘冠，又獲「業餘組特等獎」。圖為
她早前參加香港區比賽。 大會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