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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亞洲首個單車風洞

體院秘密武器多 特區政府
支持體育科研措施

創科路上

為提升運動員的國際
競爭力，香港特區政府在
資金、政策等方面對於體
育科技皆有支援，其中由
政府與香港賽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共同出資3億元推出的 「運動科研資助
計劃」 ，旨在以科學方法培訓運動員及以先
進科技提升運動員的裝備，協助他們更有效
地訓練及出戰大型國際運動會。

獲資助項目因涉及 「賽事機密」 通常處
於 「非公開」 的狀態。有議員認為，當中不
少技術應考慮在適當時候推向市場；而體院
目前公開的科研成果，就包括與科大研發的
全亞洲首個風洞設施，幫助提升香港單車隊
在東京奧運會的表現。

大公報記者 華夢晴

善用運動醫學 減輕創傷加速康復
良好的醫學和科學支

援，不僅可幫助運動員預
防運動創傷、減輕傷病影響，更能加速康
復進程，對運動員表現的提升具有重要價
值。而運動醫學與科學作為香港特區政府
推動體育發展的重點工作，也是體育專業
化的一項重要舉措。早前，香港體育學院
與香港醫學專科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加
強提升運動醫學對精英運動員的支援。

醫專：加強培養專業人才
香港體育學院與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於

11月12日簽署合作備忘錄，加強提升運動
醫學對精英運動員的支援。時任文體旅遊
局局長楊潤雄出席簽署儀式表示，合作備
忘錄將提供堅實的基礎，讓雙方在運動醫
學和科學領域加強交流，並能為醫療人員
提供更多培訓和專業發展的機會，有助香

港培養更多運動醫學和科學的專業人才。
「除了運動員自身的堅毅與拚搏，背

後團隊的努力同樣不可或缺，運動醫學就
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體院主席鄧竟成先
生於儀式上致辭表示，體院與醫專的合
作，將有助運動員於安全和科學化的環境
下進一步提升表現。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主席梁嘉傑教授表
示，運動和體育醫學的需求日益增長，需
要不同醫學專科的專業知識和跨專科的支
援。醫專將強化醫學教育，開發結構化運
動與體育醫學課程，提升醫療人員技能，
服務各層運動員，支援其訓練、康復及比
賽。鑒於全民體育活動興起，醫療需求增
加，醫專亦擴展培訓，增強醫療人員運動
處方能力，提供預防創傷建議，加強基層
醫療，促進健康預防。

大公報記者 華夢晴

科技不斷提升比賽和運動員的水平，亦
引起科技是否與公平競爭互相衝突的爭論。

不少人認為，在比賽時應用 「鷹眼」等技術，可幫助判
斷一些難以憑肉眼分出勝負的情況，亦可令一個極不起
眼的犯規動作無所遁形，令比賽更公平。但另一方面，
隨着運動員愈來愈倚重高科技奪取佳績，引發不少爭
議，認為贏的是金錢，是高科技，並不是運動員本身。
體育與科技應用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值得我們反思。

無私「鷹眼」杜絕「冤案」
現時很多比賽如網球和羽毛球等已使用鷹眼系統，

球是否出界的爭議交由電腦判決，杜絕 「冤案」發生。
隨着專業運動員實力與日俱增，普通人很難通過肉眼在
眾多比賽上作出精準判斷，要確保比賽公平，借助科技
力量是必然的。

鯊魚「屈機」巴奧亮相
在泳壇轟動一時的 「鯊魚泳衣」，自1999年獲國際

泳聯允許使用，其採用聚氨酯纖維物料可減少3%水阻
力、增加浮力，被批評違背比賽不借助外力的本質和公
平競賽原則。最終，在輿論壓力下 「鯊魚泳衣」於2010
年起全面禁用，並限制往後泳衣材料必須為紡織物。不
過，新一代以極高防水性，幫助選手減少水中阻力的
「最快泳衣」，就在今年的巴黎奧運中亮相。

大公報記者 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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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特區政府和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共同出資三億元設
立 「運動科研資助計劃」 ，
已批出27個運動科研項目，
資助額合共約1.83億元。

❷ 香港體育學院成立委員會督
導運動醫學及運動科學的發
展，以確保運動醫學及運動
科學的服務能更有效支援運
動員訓練所需。

❸ 香港體育學院與香港醫學專
科學院就運動醫學發展簽署
合作備忘錄，加強雙方在運
動醫學和科學領域的交流，
有助香港培養更多運動醫學
和科學的專業人才。

❹ 撥款約十億元，興建樓高三
層、樓面面積約9000平方米
的體院新設施大樓，運動科
學和運動醫學設施的作業樓
面面積增加兩倍。

❺ 投資推廣署今年協助內地運
動醫學科研公司在港拓展業
務。

▲鷹眼系統提高了裁判判決的公正性和可信性，透過科學客觀的
方式排除主觀因素，作出最準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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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營養監控中心的運動營養師透過
生化分析、食物供應等方法來提升運動
員表現。

▲體院運動醫學中心為獎學金運動員提
供醫療支援。

「運動科研資助計劃」 自推行至
2024年11月，已批出27個運動科研項
目，資助額合共約1.83億元。據資料顯
示，運動科研資助計劃涵蓋開展運動科學
及運動醫學等方面的科研工作；添置體適
能、運動科學及運動醫學相關的科研器材
及應用程式；以及進一步改良運動員的裝
備。

結合AI與大數據提升水平
據了解，體院設有專門的 「精英訓

練科技」 部門，統籌利用科技輔助訓練。
部門下設三大中心，包括體能科學訓練中
心、運動生物力學及科技中心，以及體育
資訊及對外事務中心。各中心的團隊緊密
合作，識別不同的訓練問題，然後與教練
研究以數據為本的解決方案，並透過持續
監控、討論和以最新研究數據作基準分
析，定期修訂各項科研支援服務的程式。

「要在國際大賽中取得好成績，運
動科技絕對不可或缺。」 香港體育學院精
英訓練科技總監蘇志雄稱早前參與 「MIH
運動科技先鋒計劃」 時指出，東京奧運港
隊取得1金2銀3銅的佳績後，政府和賽馬
會加大投入推動運動科技發展。他以英國
單車隊採用自家研發設備，並為運動員量
身定做單車為例，指出科技能大大提升運
動表現。

體院在2019年亦研製了亞洲首個單
車風洞設施，模擬單車比賽，研究氣動效
應，分析數據選擇最合適的騎乘姿勢和裝
備，以減低風阻、減少運動員體力消耗。

蘇志雄表示，運動科研是一個漫長
且艱辛的過程，一個產品從初步設計到實
際應用可能需要長達十年或以上的時間。

他表示，近年體院積極研究和引入運動科
技，如利用人工智能（AI）技術來捕捉和
分析運動員的動作；結合AI與大數據分
析，有效監控訓練強度並預測傷病風險。
此外，學院還對帆船運動進行了深入分
析，並探索機械人和智能重量訓練系統
等。在未來會有更多創新項目得以實現，
從而進一步提升運動員的競技水平。

「運用人工智能分析運動員或對手
的運動軌跡，有助提升運動員的勝算。」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選委界別議員吳傑
莊指出， 「運動科研資助計劃」 當中涉及
個人精英運動員、團體運動的能力提升，
助力他們參與高水準賽事。

技術產業化令體育普及化
現時 「運動科研資助計劃」 中所涉

及的項目處於 「非公開」 狀態，吳傑莊議
員指出： 「在現代體育競技中，微小的差
距就可能決定運動員是否能摘得獎牌。」
他認為不公布部分數據或技術屬於合理，
但當中不少的技術應考慮在適當時期推向
市場，以促進體育產業化及普及化。

他以擊劍為例，本港運動員在奧運
賽事已獲得兩屆金牌，市民對擊劍這一領
域也產生了濃厚興趣。他相信，在這項運
動中，已經形成了相對成熟的技術，但這
些專業技術目前仍局限於單一項目的應用
中。在保護專業運動員精英化訓練部分的
同時，有一部分數據和技術可以盡快實現
產業化，讓市場了解到這些技術能夠提升
市民參與運動的興趣和表現，從而推動科
技的普及化。

至於初創企業方面，吳傑莊指出，
當前香港的運動科技領域正受到社會各界

的廣泛支持與關注，令人鼓舞。儘管坊間
已經出現不少運動科技的創業項目，但初
創企業存在對運動員的真正需求仍缺乏深
入的了解。同時，初創企業在申請創新科
技基金時也面臨着不小挑戰。此外，當學
校習慣於使用舊有技術，這也使得初創企
業難以獲得實踐機會，從而限制了其技術
的進一步發展和應用。

吳傑莊強調，產品的研發到最終投
入市場，這過程需要多個部門的緊密協
作，為了推動運動科技、運動員健康與競
技表現的深度融合，必須加強跨部門的合
作與協調。在基金支持方面，政府資金的
引導至關重要，它能夠激勵學校積極採用
新技術，還能帶動商業界的投入，形成產
學研用緊密結合的良性循環，共同推動香
港運動科技的發展，並培養相關的科技人
才。

議員倡適時推向市場 促進運動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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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院與科大於2019年合作開展運動空氣動力科研計
劃，透過科大的風洞實驗室設施，為香港單車隊進行單
車測試、阻力測試及單車服研製等，以助提升港隊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