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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印度斯坦時報》報道，3名印
度年輕工程師在新德里巴士強姦案後
有感而發，最近發明出一款可防範婦
女遭性侵的內衣褲，裝有壓力感應
器，可電擊侵犯者，GPS全球定位系
統及GSM電話通訊設備
更 可 即 時

傳送緊急訊息給家人或警方。

女工程師發明 獲「甘地科技獎」

女工程師莫漢表示，穿上「反侵犯
內衣」後，若被人侵犯，壓力感應器

便會啟動，發出

3,800KV的衝擊波，最多可發出82
次，讓不少習慣啞忍的女性得到自衛
保護。

《印度快報》稱，莫漢是大學工程
系學生，與兩名同學合製「反性侵內
衣」原型，獲得「2013年甘地青年科
技獎」。莫漢表示，雖然得到很多合
資生產的邀請，但未有定案，正找

尋合適的纖維材料，讓內衣
可用水洗滌。

■Digital Jorunal

網站

印度「防姦內衣」 可電擊色魔報警
印度巴士輪姦案引爆的怒火無法遏阻猖獗性侵案，德里附近再

傳就讀10年級的16歲少女遭鄰居綁架迷姦。

案發當日，該少女前往寓所附近巿場買食油時，遇到住同村的

被告，被告稱要開車順道載她回家遭拒，於是尾隨她，走到一處

偏僻地點時，用塗上鎮靜劑的手帕迷暈她，然後在車上餵她吸食

毒品，再把車開到荒野，多次性侵她。少女的姐姐去年曾遭被告

的一名友人強暴。 ■中央社

德里16歲女遭鄰居迷姦

緬學校大火13童死 或涉教派衝突
緬甸最大城市仰光一所伊斯

蘭學校宿舍昨凌晨約2時40分
發生大火，13名男童窒息死
亡。消防部門指大火因變壓器
過熱引起，但有倖存者指，逃
生時曾踩到油狀液體滑倒，氣
味像是汽油或柴油。當地佛教
徒上月襲擊15個城鎮的穆斯
林，包括以燃燒彈攻擊清真

寺和民宅，造成43人死亡。
今次大火加劇雙方緊張關
係，穆斯林懷疑是人為
事 故 ， 要 求 當 局 徹
查。

知情者稱，大部
分住在底層的兒童
很快被疏散，但16
名在樓上的13至
14歲兒童被困，
僅 3 人 跳 窗 逃
生。

自上月襲擊案
後，緬甸局勢一
直緊張，肇事學
校基於安全，鎖
上宿舍大門，又
為部分窗戶裝上
鐵欄。約200名
穆斯林昨午聚集
現場，擔心事件
或與教派衝突有

關，要求當局「揭
示真相」，3輛軍車

載 士兵抵達維持秩
序。警方承諾成立包

括穆斯林領袖的調查委
員會，又在facebook呼籲

民眾勿再以訛傳訛。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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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特根據加國人口普查、移
民和出生率數據預測，大溫

哥華地區少數族裔(非白人)到2031
年將大增115萬人，佔該區人口比
例將由2006年的41%飆升至59%，
白人同期只會增15萬人。華人將成

為該區第一大
族裔，其後依
次為南亞、菲
律賓、韓國和
以伊朗為主的
西亞裔。

他 指 出 ，
少 數 族 裔 移

民傾向與同族聚居，形成小社群，
估計2031年大溫哥華地區會有80萬
華人生活在「兩極化」小社群，小
社群數量亦會增加逾倍。不過他強
調，小社群湧現不等於會引發貧窮
或社會關係緊張，只要生活條件獲
保障，繁盛景況將延續。

白人反應兩極

然而，加國不同族裔間輕微衝突
常見，近日列治文市便有長者要求
市政廳撤走純中文標語牌被拒，自
嘲是「新少數族裔」。多市均採取
措施，鼓勵種族社群融和。

面對種族人口比例轉
變，有白人表示未見到壞
處，只是一時難以適應。一對
白人夫婦稱，多元社會讓孩子
接觸不同文化，有助增加適應
能力和擴闊視野。亦有白人指，
少數族裔社群普遍較封閉，想與
他們溝通亦缺乏渠道。

由台灣移民加國13年的袁先生
稱，上周前往本拿比麗晶廣場美食
區用餐時，發現中式餐廳林立，全
場只有2名白人用餐，感到猶如生
活在亞洲。

■《溫哥華太陽報》

加拿大是不少港人移民熱門地，隨 海外移民不斷湧入，白人佔當地人口

比例逐步下降。卑詩大學地理學家希伯特(小圖)研究顯示，到2031年，卑詩省大

溫哥華地區每5人中，僅2人是白人，華人將取而代之成為「多數族裔」，希伯特坦

言該區人口轉變規模和步伐前所未見，並預測大多倫多地區亦會出現相似情況。

多
數

加拿大多倫多士嘉堡一個華裔家庭
周日發生倫常慘案。一名26歲無工作
無讀書的「雙失」青年涉嫌殺害父
母，被控以兩項一級謀殺罪，前日提
堂。案中死者為年約50歲的夫婦賈吉

（譯音）及周詩（譯音），被捕疑兇賈
力天（譯音）是兩人獨子。案發社區
一向安寧，鄰居對兇案極為震驚。

當地時間周日早上約10時，警方接

到自稱是肇事家庭成員報案，派員趕
抵時發現死者，於是在住宅二樓睡房
拘捕疑犯。

警方稱，女死者因工作需經常往
返多倫多與新西蘭，男死者已退
休，一家居於上址8年，近日將空置
房間租予3名中國留學生。一名鄰居
表示，男死者來自中國東北，脾氣
十分大。警方稱死因有待驗屍，未

透露更多資料。
■《多倫多太陽報》/

《溫哥華太陽報》/加拿大廣播公司

■母親驚聞兒子慘死，情緒激動。

美聯社

■停屍間放滿多具學生遺體。

美聯社

■紅十字會等人員出動竹梯協助救

人。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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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雙失華青殺父母

《花花公子》雜誌推出iPhone收費手
機程式(app)，引來讀者及手機用戶熱切
期待，但公司發言人強調，將尊重蘋果
訂立的內容準則，意味app中不會出現裸
露照片，但揚言新app仍會提供一些圖
片，稱此舉「可留給用戶多些幻想空
間」。

app將提供3種收費模式，分別為月費1.99
美元(約15港元)、半年收費10.99美元(約85港元)
或年費19.99美元(約155港元)。

蘋果的相關條款列明禁止裸露，但並不禁止內
容帶挑逗成分。 ■《洛杉磯時報》

澳洲珀斯一名匪徒在商場搶去一名50歲婦人的手袋後，逃走時慌不擇路，
竟猛力衝向一道玻璃門，將玻璃撞至粉碎。多名途人不知發生什麼事，紛紛
趨前伸出援手，搶匪看來並無受傷，同黨趕到後，聲稱有槍恫嚇追截者，兩
人最終逃之夭夭。

一名店東稱：「賊人撞毀玻璃時，衝力很大。」附近一家紋身店東主扶起
跌倒的搶匪，但對方聲稱有槍，恐嚇會開槍，店東無奈下不敢輕舉妄動，目
送搶匪與同黨一起逃去。

警方證實，兩名賊人其後登上一輛已報失的綠色凌志房車駛離現場，當局
正追緝匪徒。 ■《每日郵報》

德國近日持續低溫，一個跳蚤馬
戲團的300隻蚤子，上周因捱不住攝
氏零下嚴寒集體死亡。不過班主比
爾克堅定地說：「表演一定要繼
續。」他正努力尋找「新丁」重建
馬戲團，並承認難度很高。

幸好，馬戲團獲寄生蟲學家樂
善好施，從私人珍藏中捐出50隻
跳蚤，全新的訓練隨即馬上展
開，但進行兩天後發現新團員欠
缺活力。馬戲團在德國西部一個
城鎮的博物館演出，館長希望馬戲團不會再損兵折將，盡快復
演。 ■英國《太陽報》

「嗅
覺電視」(Smell-o-vision)概念存在已久，1960年電影《神秘的氣味》
(Scent of Mystery)曾嘗試實現「有味道的電影」概念，電影團隊特

意設定時間，依照劇情在戲院散發氣味。然而這套「飄味機制」無法適當運
作，「放味」時有雜音，亦不配合劇情。科技界數十年來一直期待開發一套
融合視覺和嗅覺的娛樂系統。

藉氣流控制位置 一次輸出一氣味

農工大學的嗅覺屏幕上周在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個虛擬現實展覽亮相，據報
技術涉及氣化凝膠顆粒後，隨電視四角微型風扇造成的平行氣流釋出。研究
人員指，微弱的氣流會令用戶產生香味從屏幕飄出的錯覺，亦可調節氣流強
弱和方向控制氣味飄出的位置。例如畫面右上角出現炸雞，該處的炸雞味會
最濃烈。

研究團隊表示，新系統現階段每次只能發出一種氣味，下一步希望安裝類
似打印機墨水匣的部件，讓氣味可快速變換。

■《每日郵報》/《紐約郵報》/《新科學家》

班主心急組新隊

美國白宮在愚人節
也跟民眾開玩笑，事

先聲明會在微博twitter
公布一段「總統特別信息」

影片，最終出現的卻非奧
巴馬，而是矮了一截的「迷

你奧巴馬」（見圖）。原來這位
替身是患有脆骨症的9歲男童諾瓦

克，其身形雖難與正印總統相比，但站在講台前也流露大將之風。
諾瓦克一出場，便問觀眾是否期待另一人出現，跟 展示已故前總統尼克松的招

牌勝利手勢，喊叫「我成功到了白宮！我在這！和平！」
其實網民對諾瓦克絕不陌生，他早前出席提倡改變世界理念的會議，曾發表激動人心

的演說，而且年紀小小，已曾出現70次碎骨，共接受13次手術，要用金屬條加固體內的
骨骼，以及長期接受物理治療，但他意志驚人，現已成了網絡紅人。 ■《每日郵報》

小孩的遙控飛行玩具，如今又有新選擇！德國機
器人公司Festo發明名為BionicOpter的酷炫遙控飛行
器，外形和蜻蜓近似，沿用蜻蜓的翅膀震動原理飛
行，還可通過智能手機操控，是首個集飛機、滑翔
機、直升機於一體的模型。

僅重175克的BionicOpter主體呈半透明藍，4片透明
翅膀皆有獨立振幅控制器，能快速協調地飛到任何
方向，甚至定點懸浮；它採用輕質結構製成，狹小
的軀體空間包括傳感器、促動器等機械部件。

此外，美國科學家近日發明的機械水母，約6呎
長，重170磅，能像真水母般自由游動，體表由防水
矽膠皮製成，內置的電池充電一次可維持數月，可
望用於軍事偵測、清理油污及監測環境，但真正下
水作業還需等多幾年。研究員已開發成人手掌大小
的迷你版。 ■英國天空電視台/《華盛頓郵報》

驚現迷你奧巴馬

馬戲跳蚤全凍死

總統特別信息

水母搜情報笨賊逃跑撞碎玻璃 絲毫無損 「提供幻想空間」

《花花公子》app無裸女

嗅覺屏幕
睇炸雞有雞香

呼應內容 活色生香

現今高清屏幕影像清晰細緻，呈現的美食佳餚令人垂涎三尺，若再配上

香味豈非如虎添翼？日本東京農工大學研究團隊最近研發出「嗅覺屏幕」，

不僅可散發與節目內容相應氣味，更可調節氣流強弱和方向，營造氣味來

自特定區域的錯覺，勢將影音體驗推至新境界。

■日後看電視，可能會聞

到炸雞香。 網上圖片

■撞玻璃 ■玻璃碎裂跌低 ■途人好心扶起

■表演的蚤子無一生還，令

班主苦惱不已。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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