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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林輔賢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成小智
多倫多報道）踏入3月後，美國和加
拿大各地的機場管理局已經做好部
署，防止即將來臨的春假和復活節
假期，再度出現象去年聖誕假期那
樣旅客迫爆機場，導致班機脫期、
大量乘客滯留機場和行李遺漏等情
況。根據估計，大量民眾打算在未
來兩個月外遊，以現在北美機場和
航空公司人手不足，限制高峰時段
班機和乘客數目是最穩妥做法。
加拿大最大的多倫多皮爾遜國際

機場表示，機管局將在春季和夏季
高峰時段的任何時間內，硬性規定
可以到達或離開的商業航班數量。

多倫多機管局在聲明中指出，這些
措施務求在航空公司的商業利益與
整個機場生態系統應對能力之間取
得平衡。加拿大航空公司已把機管
局的限制納入其航班計劃，而西捷
航空則指這些限制對其規劃的跨境
和國際飛行造成障礙，需要進行調
整。
美國洛杉磯國際機場管理局指

出，今年春季將是自2019年以來
最繁忙的一年，預計在3月和4月
合共接待1,200萬名乘客。不過，
美國各地學校分開在3月和4月的
不同時間放春假，不致機場失陷。
機管局指出限制班機數目有幫助，

但乘客應當準備等待很長時間和班
機延誤。據悉，洛杉磯機管局作出
一些改進，包括旅客可以快速通過
安檢，甚至可以提前預訂安檢時
間。

◆北美機場限制班機數目，應付春
假旅客潮。 成小智攝

日本知名連鎖迴轉壽司店「壽司
郎」遭一名高中生惡作劇舔豉油樽
口、並將影片上傳社交平台後，引
發模仿效應，導致各大連鎖餐飲店
受害，有傳媒更稱為「壽司恐
襲」。名古屋3名少年涉嫌在大型
迴轉壽司店「藏壽司」舔豉油樽，被
愛知縣警方以妨礙業務罪拘捕，是
當局首次因類似事件逮捕涉案者，
若罪成可判處監禁3年及罰款50萬
日圓（約2.8萬港元）。
3名疑犯涉嫌於上月3日晚上8時
許，到「藏壽司」位於名古屋市中

區的名古屋榮分店，拍攝惡搞影
片。帶頭的21歲無業男子吉野凌雅
與一名19歲少年及一名15歲少女到
店後，吉野拿起餐桌上的豉油樽，
隨即用嘴含住樽口，19歲少年則用
手機錄下整個過程，隨後上傳社交
平台。「藏壽司」蒐集證據後在翌
日報案，事發後分店需進行消毒。

藏壽司AI偵測可疑動作
3人已承認控罪，「藏壽司」發聲

明稱，這種行為損害餐廳與顧客之
間的信任，希望不要再有人模仿相

關行為，又感謝警方破案。「藏壽
司」日前宣布已開發出能偵測轉盤
上可疑動作的「人工智能（AI）攝影系
統」，將在各分店使用。 ◆綜合報道

◆其中一名被捕青年曾用嘴含住豉
油樽口。 網上圖片

◆林克彥教授（上）的團隊以雄性老鼠細胞培育出卵子，成
功誕下7隻幼鼠。 網上圖片

海洋塑膠垃圾對生物構成嚴重威
脅，有研究推算全球海洋漂浮的塑
膠微粒數量多達171萬億粒，專家
呼籲需從源頭減廢，減少使用塑膠
製品，若各國政府遲遲未採取行動
制訂相關規範，到2040年海洋塑
膠數量恐較2016年增加近3倍。
由美國非牟利海洋垃圾研究機構

「五大環流研究所」牽頭的研究團
隊，近年在全球不同海洋收集塑膠
垃圾，並整理分析自1979年開始
不同研究所得的近1.2萬個樣本，
推算出自1979年至2019年海洋表

面漂浮的塑膠微粒數量。團隊近日
發表報告，估計在海洋漂浮的塑膠
微粒數量由 2004 年的約 13萬億
粒，急速增至2019年的逾171萬億
粒，重量合共約230萬噸。
塑膠微粒是指漂浮在海洋的塑膠

垃圾暴露於陽光及風浪下，逐漸降
解成直徑或長度少於5毫米的碎
片，由於其體積細小，很容易被海
洋生物誤食，令牠們無法正常消化
食物，構成生命威脅，且塑膠本身
亦需要數百年時間，才會被分解成
較為無害的物質。

參與研究的專家表示，海洋塑膠
微粒數量自 2000 年代後開始急
升，可能與部分塑膠相關國際協議
由強制執行變成自願執行有關。專
家又呼籲各界與其着重重用塑膠製
品或清潔海洋，更應着重減少製造
及使用塑膠製品。
「五大環流研究所」共同創辦人

艾利克森稱，面對海洋污染的全球
議題，需要聯合國制定強而有力的
全球法規，透過限制塑膠污染，從
源頭減廢。

◆綜合報道

日「壽司恐襲」案首拘捕3男女

美加迎外遊高峰期 機場限乘客航班數目

全球海洋微塑膠達171萬億粒 2040年恐增近3倍

英國傳媒報道，日本九州大學致力研發生育治療的生
殖生物學家林克彥教授，前日在英國倫敦弗朗西斯

克里克研究所的人類基因編輯峰會上公布最新研究結果，
宣布以雄性老鼠細胞培育出卵子。研究團隊首先從雄性老
鼠身上摘取皮膚細胞，將其轉化為幹細胞，再轉化成誘導
性多能幹細胞（iPS幹細胞）。這些細胞是雄性，因此具
有XY染色體。林克彥的團隊將其Y染色體刪除，複製X
染色體，然後再將兩個X染色體黏在一起。這種調整方式
讓幹細胞可編輯成為一顆卵子。

製600胚胎植母體 誕7健康幼鼠
接着研究人員把經過此方法產生的卵子與正常精子授

精，製造600個胚胎，再把胚胎植入老鼠代母，結果誕下
7隻幼鼠。這些幼鼠意味由兩個雄性繁殖，有兩名父親。
牠們健康良好，有正常壽命，在成年後還能繁殖後代。研
究人員計劃把這個方法應用在人類細胞上，嘗試在實驗室
內以人類雄性細胞培育出卵子。
在該領域享譽全球的林克彥在會上表示，這項研究還處
於非常早期的階段，這些卵子品質低劣，現階段此技術尚
不能安全用於人類，但他向英國廣播公司（BBC）表示，
可望在10年之內解決目前看到的問題。這項研究成果已
提交知名科學期刊《自然》發表。

專家：不確定社會是否接受
林克彥表示，一旦證明此技術可安全使用，將可作為男
性、女性和同性伴侶的生育治療，可用於協助女性無法自
己生產卵子的不孕夫婦。
儘管這項技術提高男性伴侶擁有自己孩子的機會，但林

克彥稱，不贊成男性利用這技術把自己精子和人工製造的
卵子來創造嬰兒，「技術上來說是可能的，但我不太確定
現階段它是否安全或為社會所接受。」然而加州大學洛衫
磯分校的幹細胞科學家克拉克對此抱持期待，認為性小眾
族群對擁有家庭方面有獨特需求，根據目前的研究進展，
同性生殖在未來充滿可能性。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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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名生殖專家的團隊近日發表最新研究

結果，表示已使用雄性老鼠的皮膚細胞成功培育

出卵子。這項研究仍處於早期階段，一旦證實可

安全使用，可望助治療不孕症和同性伴侶的生育

治療，男性同性伴侶也有望在將來利用這方法繁

殖後代，而不再需要女性捐出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