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34歲女子安格斯(右二)13年前突然患
上怪病「巨人症」，身體持續成長，身高
增至逾7呎，重逾400磅，是全球最嚴重患
者。儘管飽受煎熬，她仍勇敢面對，但前
日終不敵病魔，因心臟問題及中風離世。

安格斯21歲發現身體突然「再發育」，
不足一年便長高3吋，經診斷後發現其腦下

垂體出現腫瘤引發巨人症，多次手術及放射
治療也無法醫治，反而令她幾乎失聰。她不但失去工

作，更被男友家人嘲諷「是男人」，最終分手。
巨人症會使體液積聚，對身體多個組織構成壓力，患者會較常

人更易患心臟病、高血壓及糖尿病，亦會出現頭痛、關節痛等。
■美國廣播公司

有否想過酒不一定要飲，而可以「索」？一款名為
「Vaportini」的「索酒器」上月起在美國網上出售，能
將酒加熱後把酒變成煙霧，再用口直接吸入酒精。不
過專家警告酒精霧較易被人體吸收，加上Vaportini售
價僅35美元(約271港元)，令青少年容易濫用，造成酒

精中毒或酗酒。

直接入血更快醉無得嘔

飲用酒精飲品時，10%酒精會經胃部吸收，85%經
小腸吸收，若同時飲酒和進食，身體吸收酒精的過程
會進一步減慢。但以Vaportini或傳統「無液酒精氣化
器」(AWOL)吸入酒精霧，經肺部吸收的酒精會直入
血液，令酒醉反應更快更強，但因不經消化系統吸
收，身體無法以嘔吐排除過量酒精。

Vaportini 2009年由芝加哥人帕爾默發明，裝
置包括一個有小孔的玻璃球、玻璃飲管及可
放蠟燭的玻璃杯底座。將一小杯酒倒入玻

璃球內，加熱至攝氏60度，便會產生
酒精霧。有用家形容，酒精霧

「溫溫的，味道不減，能帶來
極強但短暫的刺激」。

■霍士電視台/《每日郵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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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暴風雪2死
3千人滯成田機場

用口「索」酒 愈索愈快死

其中「Coming Together」新廣告周日起在新聞黃金時段播
放，旁白稱：「不論是來自可口可樂抑或其他食品，只要

吸收的卡路里比消耗多，就會變重。」另一廣告「Be OK」於今
日在節目《全美偶像一夜成名》及美式足球超級碗決賽前播出，
建議各種消耗每罐可樂「140快樂卡路里」的方法。

令人以為問題只在運動

公共健康律師西蒙認為，新廣告旨在混淆消費者，令他們誤以
為唯一問題只是飲可樂後沒運動，忽略根本不應飲太多高糖飲
料。曾推動學校禁售高糖飲料的戈爾茨坦稱，若可口可樂真的希
望減少汽水消費，應考慮提高部分高糖汽水售價。

可口可樂反駁指，廣告只想釐清公眾對每罐可樂熱量的誤解，
並非試圖減少公眾對高糖飲料的負面感覺。

美議員建議徵汽水稅

北卡羅來納大學營養學教授波普金指出，可口可樂是美國乃至
全球民眾肥胖的主因之一，美國肥胖人口最大單一熱量來源就是
含糖飲料，美國現有2/3成人及三成兒童肥胖。有議員建議徵收

「汽水稅」，紐約市則會在3月起限制餐廳高糖飲料份量。
■美聯社/法新社/ 《今日美國報》/《紐約時報》

近年消費者開始關注高糖飲料對健康的影響，業界龍

頭可口可樂最近就在新廣告中(上圖)，首次提到「癡肥」

的壞處，呼籲公眾一起對抗這威脅，又提供「放狗」、

「跳舞」及「開懷大笑」等建議，指導消費者如何消耗

一罐可樂的熱量。不過，外界批評廣告是混淆視聽，企

圖淡化其飲品致肥的事實。

日本關東地區前日經歷暴風雪後，昨日轉晴，但東京陸空
交通仍然混亂，成田機場多班航機取消，逾3,000名乘客通宵
滯留(見圖)。茨城縣一名60歲派報員騎電單車工作途中，遇上
濕滑路面摔倒死亡，暴風雪至今造成2死、近900傷，另有3名

滑雪登山者失蹤。
成田向滯留乘客派發水和睡袋，有從加拿大

返國的民眾稱，要看管大堆行李非常不
便。交通部門宣布，由於路面情況欠

佳，東北、常盤公路和首都高速部分
路段繼續關閉。

東京市郊積雪達30厘米，首都圈
不少道路結冰。當局表示，關東地
區有891人因滑倒和掃雪受傷。

■法新社/共同社/日本新聞網

比利時瓦隆尼亞區67歲老婦莫羅(見

圖)日前欲開車到附近車站接朋友，
豈料短短1小時車程竟然開了兩日，
最後到了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
原來是她車上的「全球衛星定位系
統」(GPS)導航出錯，令她去了1,448
公里外的東歐異國。

令人嘖嘖稱奇的是，莫羅沿途看
見路標由法文變成德文，又兩次停
車入油，甚至因太累而在車上小

睡，但一直從沒懷
疑GPS「帶錯路」。
對於開了近60小時
車，並5度越過邊
境 ， 她 坦 言 當 時

「在想事情，有點
心不在焉」，不察
覺有問題。可憐兒子以為母親失蹤，驚
動警方大規模搜索，幸她到達「目的地」
後來電報平安。 ■《時代》周刊

■Vaportini售價

僅27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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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老點」
1小時車程開了2天

7呎婦不敵巨人症病逝

A 16 ■責任編輯：孔惠萍 2013年1月16日(星期三)聞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原籍山東

的拾荒女張菲30多年間收養30多個孤兒，如今，因

袁厲害事件，民政系統普查全國私人收養孤兒情

況，廣東普寧民政部門多次上門勸張菲將收養的孤

兒送至官辦的福利院，她始終拒絕。她說，這些孩

子都是她用命換回來的，感情很深，不會輕易讓出

去。

神州大地責任編輯：方浩權　版面設計：鄭世雄

據新華社成都15日電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15日宣佈，三星堆考古再獲重大突破，

發現了青關山大型建築基址群，並初步確認

「倉包包城牆」和「北城牆」兩道新城牆，

使得三星堆古城的城牆由原來的5段變成了7

段，外廓城也由於「北城牆」而趨於完整。另

外，在城址範圍內還發現多條古水道。

該建築基址群係人工夯築而成，現存面積約

16,000平方米，並在該建築基址群發現有掩埋玉

璧、石壁和象牙的現象。

專家認為，這必將推動古城的營建過程、聚落

佈局研究，並推進對三星堆古城的人工水系及其

與自然水系關係的認識。

三星堆遺址發現古建築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

若溪、實習記者 黎玉嬌

深圳報道)  「活 ，就要
燦爛，很多人質疑我這麼
大年紀折騰啥？現在這個
社會，男人變帥女人變美
天經地義，我希望通過自
己事實向社會證明，60歲
的女人也不老，也一樣可

以很美，因為現在有這個技術和方法了。女人活
一天就要美一天。」61歲、人稱「勵志婆婆」的
王琴(見圖)之前為了尋找初戀情人而多次進行整
容手術，力求將自己變身為20歲的妙齡美女。在
第三期的逆生長手術之後，知名度一度攀升，新
書《活 ，就要燦爛》也即將面世上架。

6旬整容婦出書勵志

張菲收養的部分孤兒已經成年，外出務工或求學，目前，她
在普寧的家中仍有近16名孤兒，他們均患有各類先天疾

病。此前，當地民政部門已經為部分孤兒辦理了救濟手續，同
時，亦為張菲安置了住處。受武警廣東總隊醫院邀請，一星期
前，張菲帶 第二批4名患兒在廣州接受治療。

怕去福利院 5孩離家出走

「太受罪了，之前我有幾個孩子曾嘗試到福利院生活，但
很快又跑回來了，他們告訴我說，在福利院吃不飽，沒

有自由。」她說，前幾天，因為擔心被送到福利院，
5個孩子離家出走，至今不知去向。對於孩子在福
利院能有更好的生活條件，張菲矢口否認。

不過，拒絕民政局的收編，張菲還有另外一個
最重要的原因。「你們可能想像不到這些年我吃

的苦，到處撿垃圾換來一點生活費。我們住在7樓，米和油都是
我上上下下背上去的。」她說，孩子們和她的感情很深，一起組
成了一個家，這個家不能拆散，而到了福利院就不再一樣了。

自信不會重演蘭考悲劇

「他們(民政局)說這麼多孩子在一起生活很危險，河南也發生
了孤兒燒死燒傷的事情。但我覺得，他們那裡出事，不等於我這
裡也會。」張菲表示，她能照顧孩子們的生活起居，也能保證他
們的安全。

當局日前給患兒帶去了2萬元治療款，普寧民政局局長魏奕樓
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他們的勸說工作不會停止，盡一切
努力，把孩子們送到福利院。「這可能並不容易，但我們會一直
做這個工作。其間，每個月給孩子們的救助金也不會停掉，盡力
幫助到他們。」魏奕樓說。

粵版
拒將「兒女」送福利院
愛心媽媽

河南中學數學教師韓亞卓是一個雕蛋高

手，他能夠在0.2毫米厚度的蛋殼上雕刻各種

各樣的圖案(見上圖)，並且惟妙惟肖，被稱為

雕蛋達人。有時候他會在課餘時間教學生刻

蛋雕(見左圖)，或送予作獎勵。他的學生也表

示可減壓和鍛煉耐心毅力。右圖為其作品

「蒙娜麗莎」。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芮拴穩、曹宇 河南報道

雕 蛋 達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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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荒婦30年收養30餘孤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