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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隨㠥科技發展，參加
運動已非健全人士的專利，跑步賽事中亦不乏「刀片
跑手」。有義肢矯形師指，過往截肢者較為內向，設
備上亦未配合上，令香港的截肢跑手人數較少，而政
府亦未有為運動義肢提供資助，故義肢費用對大部分
截肢者而言仍是負擔。

政府資助未涉運動義肢

明年將有10名截肢者參與「渣馬」賽事，一直協助
截肢者參賽的義肢矯形師杜旭榮說，截肢者當跑手在
外國已在20多年歷史，但香港過往礙於資源貧乏，加
上截肢者一般較內向，很多亦沒想過可以參與運動，
所以過往截肢跑手人數仍少。但隨㠥本港引進技術
後，設備亦沒想像中貴，越來越多截肢人士參與。

現時一隻小腿義肢約為2萬元至2.5萬元，大腿連膝
關節的義肢則需4萬元至6萬元。一般腳板部分的壽命
長達6年至7年，而膝關節則可用約3年。杜旭榮表示，
現時一般截肢人士安裝普通的義肢可獲政府資助，但
若用作做運動易對殘肢造成傷害，表現亦會不理想。
不過，由於政府現時未為運動義肢提供資助，故義肢
費用對大部分截肢者而言仍是負擔。
截肢跑手除要自費購買運動義肢，同時要克服肢體

上的殘缺。有多年「全馬」經驗的馮錦雄(馮Sir)指，
截肢跑手需要應付體能、磨損、平衡等困難，而不同
程度的截肢，跑步情況亦各有不同。杜旭榮亦指，小
腿截肢跑手一般較易掌握跑步技巧，大腿截肢跑手則
相對困難，練習期亦也難免要跌倒，更要對義肢有
100%信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行政長官梁振英今年
初提出預留100億元資助淘汰舊柴油商業車，港府早前
提出「加碼」方案，將向柴油車司機給予的特惠補償金
額由新車的27%提高至33%，亦將部分車種的淘汰期限
延遲1年，預計費用將增至117.1億元。立法會昨日討論
「加碼」方案，獲得大部分議員支持，希望此舉可令車
主繼續營運下去，惟擔心市場上一下子沒有足夠符合標
準的二手車供應。不過，有環保團體則對當局延遲淘汰
舊柴油商業車的做法表示失望，並聯署要求立法會盡早
立法。
立法會《空氣污染管制(空氣污染物排放)(受管制車輛)

規例》小組委員會昨日召開聽證會，邀請社會各界就新
方案發表意見。根據建議，政府會以鼓勵與管制並行的
策略，淘汰歐盟4期以前的柴油商業車，歐盟1期、2期
及3期車輛的退役期分別為2017年1月1日、2018年1月1
日及2020年1月1日，俱較原方案延遲1年。此外，當局
亦會為新登記的柴油車輛設定15年的退役期限，但如車
主在限期屆滿後能證明汽車保養及排放符合當時的標
準，則可繼續使用。
會議召開前先後有環保團體及職業車司機團體在立法

會門外請願，前者認為當局應以捍衛公眾健康為大前
提，盡早立法淘汰舊柴油商業車。健康空氣行動及文明
急救組發起聯署，要求委員會以保障公眾健康角度審議

有關規例。多個需要商業柴油車營運的蔬菜聯會則指
出，一部二手車價格亦動輒逾20萬元，希望當局再提高
補償金額。

環團盼快淘汰減空污

健康空氣行動行政總裁鄺芯妍在會上表示，老舊柴油
商業車嚴重影響空氣質素，對當局沒有提前淘汰該些車
輛，反而延遲1年及「加碼」補償表示失望。兒童呼吸
病學會代表譚一翔指出，舊柴油商業車污染空氣的情
況，會增加哮喘病的病發率。

陳克勤憂二手車不足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指出，一直有跟進相關議
題，認為環保與生計要取得平衡。他對新方案表示歡
迎，但不希望太多單頭車車主會因而失業。他表示，日
後市面需要約8萬輛符合標準的二手車，質疑當局如何
確保有足夠的二手車輛供應。

黎志華相信供應足夠

環保署副署長黎志華指出，今年3月有逾4萬輛已註冊
的歐盟4期及5期舊柴油商業車，未來亦會有更多新車投
入市場，而根據方案部分車種最遲2020年才需更換，相
信有足夠二手車輛供應。

性格內向義肢費昂成障礙

立會支持「加碼」資助換柴油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沚芊）廣東人不時不食，
每年秋冬更愛吃野味「補身」。香港觀鳥會表示，廣
東人愛吃的禾花雀，已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由
「易危」調升為「瀕危」評級，和黑臉琵鷺同級，而
且10年內有很大機會滅絕。香港觀鳥會研究經理余日
東表示，禾花雀遷徙到廣東過冬時，被大量非法捕
殺，加上城市發展令農地越來越少，特別是水稻田，
令禾花雀失去棲息地，以致禾花雀在13年間由「無危」
連升3級至「瀕危」物種。

13年飆3級「無危」變「瀕危」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昨日正式公布「瀕危物種紅皮書」
的最新修訂，當中內地及香港人熟悉的禾花雀(黃胸
巫鳥)，由「無危」級別調升至「瀕危」級別，13年內連
升3級，與黑臉琵鷺並列。余日東表示，禾花雀曾經
在西伯利亞一帶棲息，是數量眾多及分布廣泛的繁殖
候鳥，但過往20年間，在大部分禾花雀繁殖地和越冬
地都發現，牠們的數量都大為減少，過去3年芬蘭更
沒有繁殖紀錄。
余日東補充，禾花雀在香港一直都屬常見鳥種，

1959年有逾3,000隻禾花雀遷徙到香港的紀錄，到上世
紀90年代，還有數百隻的紀錄，但踏入千禧年代，最

高紀錄只有25隻，擔心禾花雀會在可見的未來滅絕。余日東期
望市民加強對禾花雀認識，同時不要進食禾花雀。

被譽「天上人蔘」傳壯陽

香港觀鳥會助理經理(中國項目)傅詠芹指，禾花雀被視為滋補
味美的珍饈野味，更盛傳有補腎壯陽功效，甚至稱為「天上人
蔘」，但並無科學根據，因中國人進食野味的情況一直未有改
善，而內地受保護動物法例的監管有漏洞，令內地非法大量捕
捉禾花雀的情況持續惡化，並在黑市販賣和進食，傅詠芹建議
內地政府加強巡查監管和加重罰則，以起阻嚇作用。她又指，
內地城市急速發展，特別華東一帶的水稻田面積大量減少，令
禾花雀失去棲息地，進一步扼殺牠們的生存空間。
香港觀鳥會助理經理(項目)楊莉琪指，香港觀鳥會與長春社在

8年前開始，在塱原進行濕地管理計劃，並恢復種植水稻，陸續
吸引禾花雀和其他巫鳥類雀鳥到訪，禾花雀的數量開始回升，由
2006年只有6隻，至2012年冬天最高紀錄有47隻禾花雀到訪，反
映了香港在鳥類保育上仍然可以扮演關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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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片少女」夥男友上陣 骨癌康復者盼證「站起來」

10截肢勇士備戰渣馬
明年2月16日舉行的「渣打香港馬拉松」距今不足3個月，不少

跑手已積極備戰爭取佳績。今年初首次參加「10公里」賽事
的「刀片少女」黎芷愉(Lucia)，明年也會連同另外9名截肢跑手參與
「渣馬」賽事。

黎芷愉盼鼓勵港人運動
Lucia於2012年1月因被一輛中型貨車撞倒，需要進行右小腿截

肢，但Lucia依然積極面對人生，今年獲頒「再生勇士」和「香港精
神大使」名譽。今次再出戰，Lucia指會以輕鬆心態去跑，不會特意
定一個目標，這樣反而可能可以做得更好。不過，由於她今年正在
讀心理學副學士最後一年，加上忙㠥報讀大學，有一段時間沒有用
過跑步義肢，或者會不習慣。她期望成績可比上屆好，但不會給自
己太大壓力。
Lucia又希望再參賽可鼓勵更多香港人做運動，特別是更多截肢者

出來跑步，認為毋須在意不健全。她今次同時亦感染到男朋友陳先
生首次參加「10公里」賽事。陳先生指，自己平日也不太做運動，
正因Lucia參賽，他也跟㠥一起練習，明年賽事會跟㠥「前輩」跑。

張佳成受「前輩」打動
因患上骨癌而需右腳全截肢的21歲張佳成(Carson)，則將首次參與

「10公里」賽事。Carson去年暑假被證實患有骨癌。當時醫生稱腫瘤
體積太大，若只切除腫瘤需將旁邊的神經一併切除，或需要一輩子
使用拐杖走路，不能再跑步；反之，截肢後可以安裝義肢，便可正
常行路、跑步。Carson最後毅然選擇截肢。
Carson指，截肢後需要重新學用義肢行路，經過2個月至3個月後

終可毋須拐杖輔助，其後即與朋友約定報名參加「渣馬」，近月也開
始練習使用運動義肢。他指上屆賽事時看到其他截肢跑手的報道，
對他也有鼓勵作用。他希望可以透過參賽證明自己已可重新站起
來，同時答謝他們過往的支持。

戴劍平改跑10公里賽
11歲時意外令右腳全截肢的戴劍平(小平)，上屆以半跑半行形式成

功跑畢「半馬拉松」，但今屆賽事卻轉戰10公里。小平解釋上次賽事
時體重達140磅，本來希望可以全程跑㠥完成，但到途中實在支持不
住。今次轉跑10公里全因「減不到肥」，預計未來至少減20磅才再跑
「半馬」。

馮Sir開心跑不求佳績
而32年前因交通意外失去左小腿的馮錦雄(馮Sir)，明年將第五次參

與賽事。現時已61歲的馮Sir，上屆「全馬」只需3個多小時便跑畢全
程。他希望今屆時間可較去年提升，但隨㠥年紀大，體能也可能會
差，故不會為年齡和跑步時間設限，只會保持㠥開心的心境去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渣打香港馬拉松」是香港每年體育盛

事，近年越來越多截肢跑手參加賽事，成為見證不屈不撓精神的香港故

事。上屆一「跑」成名的「刀片少女」黎芷愉(Lucia)，今屆將帶同首次

參與的男友再戰「10公里」；而骨癌康復者張佳成(Carson)亦為證明能

「重新站起來」而首次參賽，一同成為今屆「渣馬截肢十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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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渣打香港馬拉松」將有10名截肢跑手出賽。圖為(左起)首次參賽的Carson、

「刀片少女」Lucia、明年轉戰「10公里」的小平和經驗老練的馮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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