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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9月29日至10月31日（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刊登「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全港中國國情問答比賽暨第四屆全港學生中國
國情知識大賽」模擬題目，考考各位對中國國情和近代史的認識 !
「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致力於增進全港學生對中國的了解，

提供相互交流，相互競賽的平台。

6學者奪邵逸夫獎 特首主禮
張曉明方逸華楊振寧馬斐森沈祖堯等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2014年度邵逸夫獎昨晚舉行

頒獎典禮，由行政長官梁振英主禮，向6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得

獎者分別頒發天文學、生命科學與醫學及數學科學3個領域的

獎項。獲獎的得主均為相關領域的權威，一直醉心於研究工

作，於科學領域有巨大的貢獻和成就。包括以重子聲振盪和紅

移空間扭曲，去追溯宇宙大爆炸的起源；發現內質網未摺疊蛋

白反應，令醫學層面有更清晰的科學基礎；將代數、代數幾何

和表示論結合起來，解決古典數學問題。獎項每個領域得獎者

可各獲得100萬美元獎金（約780萬港元）。

今年是第十一年頒發的邵逸夫獎，為國際科學界
的年度盛事，廣受學術界關注。昨晚頒獎典禮

衣香鬢影，除向6位得主頒獎的梁振英外，中聯辦主
任張曉明、獎項創辦人邵逸夫夫人方逸華、評審會主
席及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以及約500位學界
及社會知名人士，包括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及中文大
學校長沈祖堯等亦有到場。
楊振寧在致辭時表示，當今科學家於不同領域
都取得非凡的發展，但同時亦面對着各種難以預
測的困難。邵逸夫獎的設立就是要鼓勵一眾為科
學領域而努力，全力協助人類解決科學困難的科
學家。
獎項創辦人邵逸夫今年初離世，楊振寧特別懷緬
了邵逸夫的成就，讚揚他是一名有遠見的慈善家，
將會延續他的精神，讓邵逸夫獎繼續發展下去。

追溯宇宙大爆炸起源獲獎
今年獲獎科學家共有6人，其中3人獲天文學獎，

一半頒予美國哈佛大學天文學教授丹尼爾．愛森斯
坦，另一半平均頒予英國杜倫大學物理學教授肖恩．
科爾以及英國愛丁堡大學天文學研究院宇宙學教授約
翰．皮考克。他們3人於測量星系大尺度結構特徵上
有巨大的貢獻，發現以重子聲振盪(BAO)和紅移空間
扭曲去測量宇宙，能夠追溯出宇宙大爆炸的起源，星
體之間的距離，大大減低了以往不同學者所提出的假
設之誤差，令人類更進一步了解宇宙的奧秘。

揭示基本機制 助醫血癌糖尿
而生命科學與醫學的得主為京都大學理學大學院教

授森和俊及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

學教授彼德．瓦爾特，他們各自闡明了未摺疊蛋白反
應傳導途徑，破解了現代生物學之謎。同時，兩人所
揭示的基本機制，為理解和治療多種重要疾病包括血
癌及糖尿病等提供了重要科學基礎。另獲數學科學獎
的麻省理工學院數學講座教授喬治．盧斯蒂格，將代
數、代數幾何和表示論結合起來，解決古典數學問
題，且展現數學中美妙的新聯繫。
多位得獎者都有在典禮上發表得獎感受。來自日

本的森和俊特別感謝家人的支持。他以「夢想成
真」去總結今天的成就。他提到自小家境並不富
有，但父母卻無限量地支持自己的學業，令他順利
完成學業，大大地推動他努力鑽研日後的研究。同
時，他又提到當年選擇隻身遠赴美國做研究，朋友
都說風險很大，最後全靠他的堅持和珍惜機遇，成
就了今日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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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他們在測量星系大
尺度結構特徵上的貢
獻，這些測量包括重子
聲振盪和紅移空間扭
曲，其結果足以對宇宙
學模型作出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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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疊蛋白反應的貢獻
表彰他在代數、代數幾
何和表示論方面作出了
基礎性的貢獻，並將這
些學科結合起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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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到場，右為獎項創辦人邵
逸夫夫人方逸華。

曾慶威攝

◀邵逸夫獎評審會主席楊
振寧(左)偕太太到場。

曾慶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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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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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年度邵逸夫獎頒獎禮昨晚舉行年度邵逸夫獎頒獎禮昨晚舉行，，主禮的行政長官梁振英主禮的行政長官梁振英((中中))與與66位得獎學者位得獎學者
合照合照。。 曾慶威曾慶威攝攝

兩電2019年排污料比預期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為
進一步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環境
局對《為發電廠分配排放限額的第
三份技術備忘錄》進行檢討，並按
2019年的本地用量預測，定出兩電
的排放限額；環境局預計，港燈及
中電到2019年的污染物排放量會符
合《第三份技術備忘錄》所訂水
平，甚至更低。

環境局文件昨交立會委會
環境局昨日提交予立法會環境事

務委員會的文件顯示，環境局預計
港燈在2019年港島區的用電需求會
較訂定《第三份技術備忘錄》時預

測的2017年用電需求下降約 4%，
由於港島區在這段期間沒有基建項
目令用電量大幅上升，而政府實施
的能源效益和節能措施，將有助降
低用電量。港燈亦會因此減少燃煤
發電機組的運作，使排放限額有下
降的空間。若減排設備保養得當，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
粒子的排放限額，可較《備忘錄》
所訂水平分別下降 18%、 5%和
20%。
環境局亦預計，中電到2019年發

電量會較訂定《備忘錄》時預測的
2017年發電量增加約 4%，是因為
九龍、新界和大嶼山的人口增加，

區內亦有基建、商業和新住宅項
目，令用電量上升，中電因而增加
燃煤發電機組的發電量，以應付用
電量的增加。
雖然 2019 年用電較 2017 年增
加，但中電將會妥善保養減排設
備，從而抵銷可吸入懸浮粒子和氮
氧化物排放物的增幅；亦由於現時
經西二線供應的天然氣含硫量低於
供應合約定明標準，二氧化硫的排
放限額仍可減少 4%。
環境局又表示，電力公司要達

致建議的2019年排放上限，並不
涉及任何新資本投資，其燃料組
合亦不會有重大改變。電力公司
會根據《管制計劃協議》的現行
規管機制 ，每年向當局提交電費
評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脊
髓小腦性運動失調症又稱小腦萎縮
症（SCA），是本港的罕見疾病之
一，即平均每5,000人中才有一位病
患者。患者發病年齡大多從20歲至
40歲開始，其小腦、腦幹及脊髓由
於基因變異，導致退化萎縮，基因
變異大部分源於家族遺傳，少數人
是基因突變。醫學界現時得知不同
基因變異可引發不同類型的小腦萎
縮症，中文大學昨日公布，中大一
個跨學科的研究小組早前發現了第
四十種致病的變異基因，小組希望
繼續可找到更多致病基因，以助研
發藥物。

下一代患病機率高達50%
小腦萎縮症亦是其中一種腦退化

症，與平時認知的腦退化症不同，
絕大部分病人的記憶不會衰退，但
受小腦萎縮影響，行動和語言能力
會逐漸下降，初時會步履不穩、肢
體搖晃，中期說話含糊不清、肌肉
不協調難以書寫、進食吞嚥困難
等，晚期已無法言語、不能站立須
以輪椅代步，最後因身體不能正常
製造蛋白質而慢慢死亡。
SCA無根治方法，病人只可依賴

物理治療和復健延緩病情及維持基
本自理能力。如果父母任何一方擁
有SCA病徵，下一代患病的機率可
高達50%。
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陳浩

然3年前成立30人研究團隊，招集

來自醫療遺傳學、生物信息學、神
經內科等多個學系的專家，研究本
地小腦萎縮症家庭的致病基因。團
隊將上萬個基因與人類基因圖譜用
電腦分析對比，尋找基因異常的特
質，經過3年時間，在其中一個家
庭的基因裡，成功找出第四十個引
致SCA的變異基因。
衛生署暫時提供其中8種較常見
的致病基因以供診斷SCA患者，
本港每年約有300個家族參加SCA
基因測試，約100個家族對上述致
病基因呈陽性反應，但未知的致
病基因，包括新發現的SCA40，
均不在衛生署測試範圍內，容易
令其他類型的SCA患者被「走漏
眼」。

助研發藥物 做好遺傳諮詢
團隊成員、中大化學病理學系顧

問醫生袁月冰昨日指，希望讓在衛
生署測試中呈陰性反應的病人，可
透過腦科醫生轉介至醫管局病理
科、大學實驗室等單位進行SCA基
因測試，她坦言即使進行了基因測
試找到致病源，也無法根治病症，
不過醫學界可利用資料研發藥物，
及做好遺傳諮詢工作，「有些病人
可能想有下一代，測試結果可助他
們決定生育計劃。」
團隊現時仍繼續尋找其他病人的

致病基因，冀研究可起示範作用，
增加為患者進行全基因圖譜測試的
可行性。

■陳浩然(後排左一)率領30人團隊研究小腦萎縮症致病變異基因，為曹氏
姊弟及其家族(前排兩位)找出病源。 袁楚雙攝

中大揭小腦萎縮第40種致病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