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5 文匯教育新聞透視眼

「教師子女獎學金」促進親子樂

中
大
國
際
研
討
會
交
流
兒
童
雙
語
發
展

護電子連結免受磁場破壞成果刊國際期刊《科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超導體的應用廣

泛，包括磁浮列車、磁力共振等，但要找出具超導

性的物質卻是科學界的一大難題。不過，科技大學

物理學系的研究團隊最近成功破解了具超導性的二

硫化鉬薄片的複雜機理，專家發現二硫化鉬擁有特

殊的晶體結構，在特定的磁場內並不會破壞其超導

性；團隊將有關發現命名為「伊辛超導體」，初步

估計未來有望用作製造量子電腦；團隊將致力找出

更多與二硫化鉬特性相近的物質，期望解開「伊辛

超導體」的更多特性之謎。有關研究成果上月12日

在國際權威科學期刊《科學》(Science) 上發表，備

受學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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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專邀「老友」參與設計顯創意

■責任編輯：沈 陽 2015年12月15日（星期二）

科大揭「伊辛超導體」
研究助製量子電腦

超導性是一種量子現象，電子結合成
雙，並在「零電阻」的情況下流

動，但強力的磁場會切斷電子之間的連
結，破壞物質的超導性，故找出在強力磁
場下仍能保持超導性的物質是不少物理學
家的研究重心之一。

發現二硫化鉬晶體結構特殊
負責上述研究的科大物理學系助理教
授羅錦團指，當團隊得悉荷蘭的研究人員
發現二硫化鉬薄片在高達 37 特斯拉
（Tesla）的磁場下仍能保持其超導性
時，便與博士研究生袁凡奇着手研究當中
的機理。
研究團隊花近一年研究，觀察到二硫

化鉬原來擁有特殊的晶體結構，令流動的
電子要承受強達100特斯拉的內稟磁

場，「這種特殊的內稟磁場並不會破壞物
質的超導性，反而能保護超導體內電子之
間的連結，免受外在磁場破壞」。團隊把
這種超導體命名為「伊辛超導體」，並推
斷很多與二硫化鉬晶體結構相似的超導
體，也屬於「伊辛超導體」。

可創「新粒子」具研究潛力
羅錦團進一步指，這種超導體可用於

創造一種名為「馬約拉納費米子
（Majorana fermions）」的新粒子，未
來有可能用作製造量子電腦。他解釋說，
科學家雖已尋找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及物質
去製造量子電腦，「但粒子必須要保持量
子態、不受外在環境干擾，才可製造出量
子電腦。」不過，目前不少被發現的材料
難以保持量子態，並非好材料，而其團隊

估計新粒子極有可能保持量子態，故具備
極佳的研究潛力。

期望為社會帶來實際應用
其實以「伊辛超導體」創造「馬約拉

納費米子」只是其特質之一，羅錦團相信
當中仍有許多有待研究的奇妙特質和應用
範疇；由於團隊已初步理解了它能抵禦外
來磁場干擾的機理，下一步將研究此超導
體的更多特質及應用，希望找出更多與二
硫化鉬特性相近的物質。羅錦團早前就與
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的研究團隊合作，發
現了單分子層二硒化鈮同屬於「伊辛超導
體」，上月在國際權威物理期刊《自然物
理》(Nature Physics) 發表研究結果。他
期望科研人員未來能破解超導體更多複雜
機理，為社會帶來更多實際應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心臟病是人類常見疾病，不少
人靠植入心臟起搏器，用電流刺激心肌細胞以維持心臟跳動，但原
來用光照亦可達到同樣效果。美國理海大學的中國科學家周超及其
研究團隊就發現，果蠅的心臟細胞裡的蛋白質「ChR2」對光照十分
敏感，令他們可以用光照控制其心跳。團隊又發現，若通過植入經
過特殊修飾、帶有基因片斷的良性病毒，可令人類心臟細胞產生光
敏蛋白，有關研究已於《科學進展》（Science Advances）上刊登，
或可對心臟疾病治療領域帶來改變。

中國科學家用光基因學「救心」
香港每年因心臟病而死亡的人數約有6,000人，雖然現時傳統心臟
起搏器經過逾60年的發展，功能日趨完善，但仍有局限性，周超表
示︰「現時這類起搏器仍需要手術植入，刺激心臟的同時對胸部肌
肉等其他組織也會造成影響。」於是，周超的實驗室團體就和馬塞
諸塞州綜合醫院及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研究人員合作，採用領先的光
基因學技術，最終找到了用光照控制果蠅心跳的方法。
周超續指，若要用於人體之上，就需要通過靜脈注射等形式，向

人體植入經過特殊修飾、帶有基因片斷的良性病毒，令心臟細胞產
生光敏蛋白，從而對特定光照有反應。
據了解，目前理論上，近紅外光（near-infrared light）可穿透人

體，但這種光在人體內會分散，所以眼下科學家所要解決的問題，
便是想辦法引導近紅外光更好地聚集在心臟部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教師工作繁重，有時
會影響了親子時間。有見及此，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特別舉辦首屆「教師子女獎學金」，教師可提名自己
成績優異或具有才藝天分的子女，有興趣參與的教師
要為子女寫推薦信，子女則要以「我眼中的爸媽」為
題撰寫文章，從而讓教師從不同的角度欣賞子女，也
更了解孩子對自己的印象，促進親子溝通。

教聯會首辦 得獎者獲3000獎金
教聯會首屆「教師子女獎學金」的幼稚園組設有傑

出小樹苗獎；中小學組分別設學業成績優異獎和傑出
才藝獎；至於公開組則設親子樂遊獎，參與者須附上
一份具有特色的香港一天遊計劃書。有意參與的家長
須為子女撰寫500字的推薦信，而子女則須撰寫「我
眼中的爸媽」的500字文章，又或以畫作代替，同時
須附上最近的學校成績表或課外活動證明。
每個組別均設有逾30個獲獎名額，4個組別合共有

近200個名額，而每名得獎者可獲得3,000元的獎金、
獎座和獎狀。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表示，評審會從親
子樂遊獎參加者中挑選出3份優異計劃書，並向這3位

得獎者及其家庭提供具特色的香港一天遊活動，讓家
長和子女一同享受假期。
計劃由即日起接受報名，參加者須為教聯會會員和

註冊教師，其子女須在香港註冊認可學校就讀幼稚園
至中六。活動將在明年3月16日截止報名，並在4月
20日公佈得獎結果，在5月7日舉辦頒獎禮。有意參
加者可親自到教聯會報名或於http://hkfew.org.hk下
載報名表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社會設計工作
室日前舉辦了為期兩天的「開放設計周末」及「開放設計論壇」，活動以
「開放設計進行中」為主題，邀請了旗下的「老嘢設計會」的過百名會員
及其家人和市民參與，讓長者及社區人士透過參與創意和設計活動，探索
如何「共同設計我們的開放社會」。
「開放設計」着重使用者的參與，並與設計師溝通，達至共同創作的理

念，大會邀請了來自英國、美國、日本及香港的社會設計推動者，一同舉
辦「開放設計周末」，透過4個不同類型的互動開放設計活動，包括「設計
整好佢」、「花啦啦」、「畫度身體」及「一日一百」。其中「花啦啦」
展出了20件由年屆84歲的花婆婆所創作的藝術作品，而花婆婆亦即場與參
加者交流繪畫心得。
至於「設計整好佢」的活動，則是首次把Fixperts開放設計概念帶到香
港，所謂Fixperts概念源自英國，設計師可運用個人專長，與市民共同設計
出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方法。是次Fixperts團隊聯同20多名HKDI不同範疇
的設計課程學生，與長者一同創作出有效優化生活的小意念，包括「換燈
膽神器」，期望為日後老齡創意的開放設計奠下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中文大學將於本
周五起，一連兩天舉辦「心
理語言學視角下二語習得及
雙語研究國際研討會」，讓
來自美國、歐洲、內地和香
港的學者，交流和探討上述
研究領域的成果，有意參與
者可於網上報名，活動費用
全免。
是次研討會的議題包括

語言湧現、語言和認知發
展、雙語教育、個體差
異、課堂語言教學、技術
支援的語言學習及移動學
習等，大會邀請6位國際知
名學者作主題演講，包括
來自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
學者Brian MacWhinney、
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學者
Kees de Bot 和Marjolijn
Verspoor等。多名香港本
地學者也將應邀在研討會
上發言，討論範圍將涵蓋
兒童的早期雙語發展及成
人二語及外語學習。
首天研討會將在中大

沙田校園舉行，時間由
早上 8時半至下午 5時
半，次日則移師至中大

位於深圳的研究院舉行，有興趣
者可於網上登記：www.cuhk.
edu.hk/lin/conference/
symposium2015/。

■一眾參
加者帶同
自己的物
品，繪畫
出 具 有
「花婆婆
風格」的
作品。
HKDI供圖

■圖左起為教聯會副主席黃錦良、王惠成和林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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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錦團羅錦團（（左左））與博士研究生袁凡奇最近成功解開與博士研究生袁凡奇最近成功解開「「伊辛伊辛
超導體超導體」」特性之謎特性之謎，，期望超導體未來能為社會帶來更多實期望超導體未來能為社會帶來更多實
際應用際應用。。 科大供圖科大供圖

▼研究人員發現，
果蠅的心臟細胞裡
的蛋白質「ChR2」
對光照十分敏感，
令他們可以用光照
控制其心跳。

◀周超及其團隊的
研究已於《科學進
展 》 （Science
Advances） 上 刊
登，或可對心臟疾
病治療領域帶來改
變。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神州大地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