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港學生公開音樂賽

商務印書館自9月開始每月定期舉行
「商務讀書會」，讓讀者交流及分享閱

讀經驗，從而鼓勵香港巿民培養良好的
閱讀習慣。

首場 「商務讀書會」將以《香港歷
史散步》為主題。由香港歷史專家、香
港歷史博物館前館長丁新豹主編的《香
港歷史散步》，集中介紹香港這個當年
英國殖民地的城市中心——中環，和華
人社會大展鴻圖之地——上環，並透過
歷史文獻、舊報章的文章，帶領讀者回
到過去的香港探索，了解香港開埠前後
的殖民者及華人的生活情況。

9 月 26 日，丁新豹將細說鮮為人知
的香港歷史趣事，並將於讀書會翌日，
親自帶領讀者一起到中上環地區實地考
察，探究景點背後發生過的故事，在香
港歷史中散步。

讀書會——《香港歷史散步》
日期：9月26日（周五）
時間：晚上7時-9時
地點：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

——美麗華旗艦店（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118-130號美麗華酒店商場2樓）

報名：透過 cp1897.com 商務網上書
店報名

查詢：2150 2186

讀書會——《香港歷史散步》實地
考察

日期：9月27日（周六）
時間：下午2時-5時
集合地點：
中環地鐵站J2出口（近遮打花園）
名額：20個
查詢：2150 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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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細則
世事洞明皆學問，宇宙萬物俱通識。
本報 「通識新世代」多個欄目歡迎師生投稿，刊出後

，略致薄酬，細則如下：
第一版 「通識頭條」 之通識我見，就每期專題寫五百

字回應或申述；
第三版 「通識平台」 ， 「我教通識」、 「通識教室」

，歡迎教師自述或推廣通識課的教學法、選材法，以資交
流，1000字為限；

「茶水站」 歡迎師生暢談通識教學、教書育人的經歷
說感受，500字為限；

「走出校園」 、 「交流動態」 讓師生講述考察、參觀
學習的見聞，500 字為限；

「百科新趣」 期待有關科普文教新動向新發現的文章
，400字為限；

「當機立畫」 徵求照片、畫作和漫畫，須附圖說，講
主題談心得，200 字為限。

投稿者請附個人資料，即任教或就讀的學校、
居所、電話以及電郵，寄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 39
號柯達大廈 2 座 3 樓大公報「通識新世代」，或電
郵至 tkpge@takungpa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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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天文台錄得平均溫度攝氏
31.8度，是13年來最熱的中秋，部分地區
更高達 35 至 37 度。近日外出購物，筆者
發現商場秋裝早已上市，甚至有禦寒的羽
絨服 「粉墨登場」。然而，抬頭望天，依
舊烈日當空，酷暑難耐，絲毫沒有一點秋
冬的氣息，處於亞熱帶的香港穿長袖都還
嫌熱。料想商家按照四季進貨，9 月份過
了中秋早應該是秋天了，無奈炎熱的夏季
延長，熱度沒有減退的跡象，造成了上市
衣物不切合當下時節的窘狀。

「全球變暖」這是一個討論已久的話
題，一直在專業人士、環保者的研究範圍
內。如今普通人對氣候的異常似乎也有更
多的切身體會，每年的夏季越來越長，且
高溫不斷，靠一台風扇已很難度過整個夏
天，取而代之的是溫度越調越低的冷氣設

備。近年來如颱風、海嘯、洪水、旱災等
極端氣候事件也明顯更頻繁和更大規模，
據稱這與大氣和海洋溫度升高也有關係。

全球暖化指的是在一段時間中，地球
的大氣和海洋溫度上升的現象，主要被指
人為因素導致的氣溫變化。全球變暖已是
不爭的事實，除了人類自身感知，科學界
也觀察發現，20世紀，全球平均接近地面
的大氣層溫度上升了攝氏 0.6 度。2000 年
後，各地的高溫紀錄常被打破。雖還未有
定論，但通常認為，全球暖化與人類活動
造成過量的二氧化碳有直接關係，如燃燒
化石燃料、砍伐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樹木
等。自然界受到人類社會各種活動深深影
響，人們用智慧征服大自然並意圖改變大
自然，卻可能聰明反被聰明誤。

凌薇

放眼世界放眼世界

責任編輯：陳芳責任編輯：陳芳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主辦的 「第一屆全港學生公開音樂
比賽」接受報名，歡迎 3 至 21 歲的學生參加。項目包括西
樂、中樂及獨唱；以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及中央音樂學院考試
綱目作比賽範疇。得獎者有機會參加12月底的 「優勝者音
樂會」。

截止報名：9月30日（額滿即止）
比賽日期：10月中─12月
查詢電話：2733 6163

查詢網址：www.recital.com.hk/cms/run/Page/productList
？pMENU_ID=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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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散步 考察中上環

聯合國
世上最長行車鐵路雙用懸索吊橋

青馬大橋

聯合國並非世界政府，它不制定法律
，但作為當今世界最大、最具代表性和權
威的國際組織，其國際集體安全機制的功
能已得到普遍認可。世界衛生組織、世界
銀行等專門機構按照協定與聯合國一起工
作，統稱為聯合國系統。

幾十年來，聯合國歷經
風雲變幻，在維護和平、促

進發展等方面取得矚目成就：
●促進人權：1948年12月10日，大

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為80多項有關
人權的公約和宣言奠定基礎。從此，每年
12月10日定為國際人權日。

●維護和平：1956年11月5日，因應
蘇伊士運河危機，大會決定設立第一支聯

合國維和部隊。
●促進自決：1960 年 9

月，17 個新獨立的國家
（其中 16 個為非洲國家）加入

聯合國。這是會員國增加最多的一年。
●促進裁軍：1968年6月12日，大會

核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關注婦女：1975 年 6 月-7 月，第 1

屆聯合國婦女問題會議在墨西哥城召開。
●支持兒童：1990 年 9 月 2 日，《兒

童權利公約》作為國際法於1990年生效。
●保護環境：1992 年 6 月，地球問題

首腦會議在里約熱內盧舉行，通過可持續
發展行動綱領《21世紀議程》。

●消除貧窮：1997至2006年是聯合國
滅貧十年。

●結束種族隔離：致力瓦解南非種族
隔離制度，南非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選舉
。1994年6月23日，南非在被中止席位24
年之後，重返聯合國大會。

●減輕自然災害：因應2005年南亞海
嘯，快速整合40多個機構組織，為500多
萬人提供9.97億美元的緊急救援。

2000 年 9 月，聯合國定了 8 項千年發
展目標，包括消除貧窮、飢餓、疾病、文
盲等，目標完成時間是2015年。這是一幅
由全球國家和主要機構共同展現的藍圖。

近年來，改革聯合國的呼聲日益高漲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是焦點之一，
因為常任理事國的組成被指反映的是二戰
後不久的世界權力格局，不能代表現今世
界形勢。日本、德國、印度和巴西均爭取
「入常」，各會員國現正繼續討論如何改

革安理會，以使其體現當前的政治經濟現
實。 （聯合國‧下篇）余正

結合國際力量 打拚美好明天

你沒有眼花，他的確是科學家愛因斯坦。愛因斯坦逝世
已有 53 年，但一代科學巨擘的風采仍然叫人懷念，香港杜
莎夫人蠟像館就擺放了這位天才的蠟像供遊人懷緬。

旅遊愛好者 心緣

愛因斯坦在香港

消除愛滋、瘧疾等疾病是聯合國千年消除愛滋、瘧疾等疾病是聯合國千年
發展目標之一。圖為發展目標之一。圖為20062006年年55月，月，
愛滋病問題高級別會議在聯合國總部愛滋病問題高級別會議在聯合國總部
召開召開

香港青馬大橋是世界上最長的行車
及鐵路雙用懸索吊橋，也是世界第六長
的懸索吊橋。

大橋主跨長 1377 米，連引道全長為
2.16公里，是香港8號幹線青嶼幹線的一
部分，跨越馬灣海峽，連接青衣和馬灣
， 「青」指青衣島， 「馬」指馬灣，這
就是青馬大橋名字的由來。

大橋橋身離海面 62 米高，橋塔高度
為 206 米，吊起大橋橋身的主纜直徑為
1.1 米，主纜主跨是由 33,400 條直徑 5.38
毫米的鋼絲，以空中絞織方法組成。

每條主纜可以產生5萬公噸的拉力，
總長度達 16 萬公里，足以環繞地球 4
次。

大橋採用雙層設計，露天上層為3線
雙程分隔快速公路，有蓋的下層則是兩
條港鐵東涌線及機場快線的共用路軌，
以及兩條供緊急時（例如颱風吹襲和嚴
重交通意外時）使用的單線行車道。

大橋於 1992 年 5 月 25 日動工興建，
耗資 71.44 億港元，1997 年 5 月 22 日通
車。

青馬大橋是香港道路重要的一部分
，它聯同汲水門大橋，共同擔當連接大
嶼山、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與市區的唯
一行車通道。

同時也成為香港的重要地標和景點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遊客前往參觀。因
此，政府在青衣西北部設立青嶼幹線訪
客中心及觀景台，讓遊人可以較近距離
或高角度遠眺青馬大橋、汲水門大橋及
汀九橋。訪客中心及觀景台於 1997 年隨
青嶼幹線通車對外開放。

不過，青馬大橋不設人行道，遊客
不能在橋上步行。政府只在國際馬拉松
賽事舉行期間開放橋面，作為比賽場地
。另外，今年5月2日亦局部開放橋面，
以配合北京奧運會聖火的傳遞。

凌薇

北京奧運掀起新一輪運動熱，剛於暑
假舉行的第41屆聯校科學展覽以 「科躍運
動界限，展現動感非凡！」為主題，旨在
提高市民對運動科學的認識，藉此推動學
生運用學科知識於真實生活中。

本屆聯校科展邀請 24 間中學、3 所大
學及4支海外隊伍，展出超過40份與運動
相關的創意作品。在一連 3 日的科學展中
，入場觀眾可根據自己的 「心水」投票，
選出最受歡迎的參展學校、最佳攤位設計
及最佳展品示範員等幾個獎項。

特製標槍適應選手體格
「現今科技往往忽略了運動員在訓練

期間的需求。」就讀慈幼英文學校的中六
理科生林志傑說，為了設計訓練用的標槍
，13名組員包括薛秋隼、劉學勤、黃偉暘
及曾毓傑等共花了 9 個月研究。作品 「靈
魂之槍」是根據飛機導航的慣性導航系統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裡的 3 個
加速器和 3 個迴轉儀設計而成， 「它就如
教練的眼睛，記錄運動員在投擲過程中的
所有數據，包括速度、角度及距離。透過
對比每一次投擲的數據，我們便可以掌握
一套最適合該名運動員的投擲方法，從而
提升他的訓練效率」。

經過 200 次實驗後，林志傑及組員們

運算出32度為最佳的投擲角度，繼而因應
個別運動員的身高和體重，計算出其投擲
速度及距離。憑着創意設計， 「靈魂之槍
」獲得計劃書設計比賽的季軍。林志傑表
示，在研究過程中遇上不少困難，他們原
本編寫的一套電腦程式，因沒有計算空氣
阻力及運動員的身高在內，令投擲數據出
現落差，需用兩個月時間重新編寫程式，
其間還閱讀大量物理學和數學的參考書及
大學論文，以完善其實驗報告。 「科學不
可單靠課本知識，需要不斷嘗試、親身發
掘，將科學原理運用於生活當中。」他希
望將來修讀法律及商業課程，嘗試不同範
疇的工作。

獲得計劃書設計比賽亞軍的荃灣官立
中學，參展作品是 「顏色導向跑鞋」，作
品概念發明者陳雋永認為，殘奧會的運動
比賽主要是為四肢傷殘人士而設，但幫助
失明人士參加運動的設施卻很少。他認為
若能為四肢健康的失明人士發明一種可幫
到他們跑步的簡單裝備，他們同樣能有機
會在田徑比賽上獲取金牌。 「顏色導向跑
鞋」主要是利用顏色分辨和發出不同信號
，來帶領盲人跑步；配合特別的田徑場
（跑道線是黑色、跑道是白色以及轉彎位
置是灰色），鞋踏上跑道會因應場地的顏
色不同而發出警號，提示運動員跑回正

道。

單車自動減速系統奪冠
而以自動煞車系統作賣點的聖保羅書

院，憑參賽作品 「逍遙遊」獲得計劃書設
計比賽冠軍及全場總冠軍。4 名負責研究
的高中學生，包括鄧詠滔、鄺紹佳、黃偉
琛及張浩維，首次在單車上加入調速器和
測斜儀，降低意外發生的可能。組長鄧詠

滔說，在香港這生活節奏急促的城市，不
少市民喜歡在假日享受踏單車的樂趣，但
青少年喜歡以高速行駛帶來刺激和快感，
卻同時大大增加意外發生的可能。 「根據
下坡的斜度，當單車達至一個危險速度，
『逍遙遊』便會自動調低車速，這可以有

效防止單車超速以及保障騎車者的安全。
只要細心留意身邊事物，便可發現科學原
理。」 撰文：鍾燕冠

英國一間大學的最新研究發現，穿橫條衫才更為纖瘦。
直條衫令人看來較瘦早已是女性的穿衣 「常識」，英國約克
大學的湯普森（Peter Thompson）博士卻打破常理，展開
研究，發現大家似乎被誤導了。

湯氏挑選逾200套條紋圖案服裝，每套都有橫條和直條
兩款，由志願者試穿哪種使人看來更纖瘦。結果發現，穿橫
條者要多胖6%，看起來身形才與穿直條者一樣。

湯普森提到德國心理學家亥姆霍茲（Hermann von
Helmholtz）在19世紀60年代提出的 「亥姆霍茲正方形錯覺
（Helmholtz square illusion）」現象，即把兩個正方形分
別處以橫、直切割，結果在主觀上會感到以橫向切割的正方
形看起來比較高瘦。

實際上，與橫直條紋相比，幾何圖案和有機形狀可打亂
衣服整體構造、迷惑視覺，會令人顯得更瘦。不過，湯普森
補充，人們關於黑色更纖瘦的認識卻是正確的。 「穿黑色是
件好事。我們發現，白色背景下的黑色圓圈確實比黑色背景
下的白色圓圈看來更小。」

青馬大橋是香港的地標和著名景點，吸引世界各地遊客前往參觀

科學融入運動科學融入運動 聯校展品創新聯校展品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