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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董鑑滔文 匯 要 聞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下午與即將

前赴北京參與國家載人航天工程載荷專家選

拔複選的香港候選人會面，為他們打氣。李

家超表示，國家首次在香港選拔載荷專家，

標誌着國家對香港科技界的高度重視和肯

定，以及對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認

同，希望他們在複選階段全力以赴，發揮所

長，堅定意志，克服挑戰，為實現香港人的

航天夢想奮鬥，為國家航天偉業作出貢獻。

為港航天夢奮鬥 為國家偉業貢獻
特首晤載荷專家香港候選人勉在複選階段全力以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阿茲海默症是一
種涉及認知功能障礙和腦細胞喪失的致命疾病，
其病徵包括漸進性記憶喪失、推理和判斷能力受
損。目前該症的臨床診斷通常於患者出現病徵時
才進行，以致錯失最佳的干預時期。由香港科技
大學校長葉玉如及科大大數據研究所主任陳雷帶
領的國際研究團隊，最近開發了一套AI人工智能
模型，利用遺傳信息，能夠在出現病徵之前，估
計一個人在其一生中患阿茲海默症的風險，準確
率超過七成。有關研究成果最近已在《醫藥通
訊》上發表，研究團隊正進一步研究並完善該模
型，最終目標是將其納入常規篩查的流程之中。
阿茲海默症是一種遺傳性疾病，可歸因於遺傳
變異。由於這些遺傳變異自出生時便從父母身上
遺傳，並在一生中保持不變，因此檢測DNA信息
能有效協助預測患阿茲海默症的相對風險，從而
實現疾病的及早干預和及時管理。
港科大領導的國際研究團隊，致力探索深度學
習模型能否利用遺傳信息來評估罹患阿茲海默症
的風險。團隊建立了首批深度學習模型，用於評
估歐洲和中國人群患上阿茲海默症的多基因風
險。
與其他模型相比，港科大的深度學習模型能更

準確地辨識出阿茲海默症患者，同
時也量化評估遺傳風險對各種生物
過程的影響，並根據各種與生物過
程變化相關的疾病風險對個體進行
分級分層。這項突破性研究為使用
深度學習方法來預測疾病風險和揭
示其分子機制開闢了道路，將革新
阿茲海默症及其他常見疾病如心血
管疾病的診斷、干預、治療和臨床
研究。

葉玉如：加快大規模風險篩查
葉玉如表示，是次研究證明了深

度學習方法在遺傳研究和阿茲海默
症風險預測方面的有效性。這一重
大突破將加快阿茲海默症的大規模
風險篩查以及風險分級，亦為阿茲海默症的致病
和惡化機制提供了嶄新研究思路和見解。
陳雷表示，透過運用神經網絡模型，團隊有效

捕捉到高維基因組數據中的非線性特徵，從而提
高了阿茲海默症風險預測的準確度。同時，透過
無人類監督的人工智能數據分析，可將有風險的
個體分為多種亞組別，揭示了潛在的疾病機制。

他認為，此研究突顯了人工智能的潛力，能在解
決跨學科挑戰中提供強大高效的工具，相信於不
久的將來，人工智能將在各種醫療領域擔當重要
角色。
港科大是項研究與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

究院、倫敦大學學院的科研人員，以及香港威爾
斯親王醫院和伊利沙伯醫院的醫生合作進行。

科大研AI測阿茲海默症風險 準確率逾七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積極推廣兩文
三語，不少人都希望能以更便利的方式提升自己
的英語和普通話能力。香港恒生大學研究團隊成功
開發供學生和市民學習語言的免費手機應用程式
「SpokenBot」及「ReadOutLoud」，透過人工智
能引擎和聊天機器人技術，幫助用家提升英語和普
通話應用準確度。開發團隊冀透過打造自學平
台，開發互動學習和自我改進模式，為用家締造
更有效的學習環境。
應用程式「SpokenBot」集合練習詞彙、評估
詞彙讀音、評估句子讀音三大功能，提供包括新
興科技、數碼化、職場等近百個貼近時事及社會
的場景、逾8,000組英文詞彙，並分為高中低三組
難度，用家可根據能力選擇合適的程度、音速，
甚至AI合成語音的口音等。「SpokenBot」亦會
每日更新新聞標題，供用家朗讀及學習英語，為
IELTS國際英語測試甚至工作等作好準備。

以新聞為材提升會話水平
「ReadOutLoud」則每日自動從電台及政府新
聞網下載新聞內容，並透過仿真AI語音生成技術
以普通話或英語讀出相關內容。用家聽畢可透過
錄音功能讀出內容，AI引擎會分析其發音，並向
用家評分及指出可改善讀音的詞彙。

帶領開發團隊的恒大管理科學與資訊管理課程
主任胡鎮浩表示，項目旨在協助用家改善英語及
普通話能力，主要針對詞彙、句子結構、發音和
「港式英語」等問題。團隊期望日後訂立生成式
的AI使用指南，連結手機應用程式，從而加強互
動，自動生成更多、更有關連的建議供用家參
考，進一步提升會話水平。
曾使用「SpokenBot」的恒大學生周育熙分享，

自己從中學習到適用於各種場景的詞彙及句子，
「比起硬背英文單字或片語，能更有效改善英語
發音。『SpokenBot』更可幫助我掌握與新興科技
相關的用字，緊貼科技潮流。」
另一恒大學生張筠雨說，「ReadOutLoud」能

有效提升口語能力。「我對那些經常於新聞出現
的字眼更為熟悉，亦改善我的敘事技巧。透過每
日閱讀新聞，更讓我緊貼時事，與世界接軌。」

恒大開發英普自學Apps 透過AI糾正讀音

去年10月初，國家宣布首次在香港選拔載荷專
家，由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負責具體選

拔工作。在國家宣布選拔工作的翌日，局方即向多間
本地大學、數碼港、香港科技園公司、香港生產力促
進局及政府5所研究中心等代表介紹初選安排。在短
短不足一個月的招募期內，收到120份報名表。
經過為期3個月的初選，創科局於去年年底共向國
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推薦40名候選人，以供下一步的
選拔考慮。周內，十多名進入複選、來自香港的候選
人將出發前往北京參與為期約一個月的複選。

體現國家重視港創新科技
李家超昨日下午在禮賓府與即將前赴北京參與國
家載人航天工程載荷專家選拔複選的香港候選人會
面。他表示，國家首次在香港選拔載荷專家，標誌
着國家對香港科技界的高度重視和肯定，以及對香
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認同，「這次選拔既代
表着國家鼓勵和歡迎香港同胞在國家發展中作出貢
獻，亦體現了國家對香港青年發展的關心。」

他對有十多名分別來自政府部門、醫院管理局、
大學，以及其他機構和企業的香港候選人通過載荷
專家選拔初選感到很高興，並讚揚他們都是相關專
業的精英，代表了香港的科研和創新力量，充分證
明香港在科研和創新領域人才輩出。
李家超表示，這些香港候選人能夠在此歷史時

刻挺身而出，貢獻國家和肩負市民對香港人參與
太空探索的期許，令我們感到驕傲，勉勵他們在複選
階段全力以赴，發揮所長，堅定意志，克服挑戰，並
祝願他們一切順利，冀能脫穎而出，為實現香港人的
航天夢想奮鬥，為國家航天偉業作出貢獻。
參與會面的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在社交平台發帖表

示，國家去年啟動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工作，並首
次在港選拔載荷專家，讓香港市民有機會參與國家載
人航天工程，體現國家對香港科技界的高度重視和肯
定，以及對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認同。「我
們在候選人出發前一同為他們打氣，希望眾人全力以
赴，為實現香港人的航天夢而奮鬥，並為國家航天偉
大事業作出貢獻。」

孫東：感激候選人家人無限支撐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十多名香港候選

人將出發前往北京參與為期約一個月的複選，接下來
的選拔將非常嚴謹，不過可以參與國家航天事業，不

論最終結果如何，自己及特區政府都會以他們為榮。
他憶述，自己在初選期間逐一與候選人交流。在傾談過

程中，候選人對航天事業的熱忱、願意為國家發展貢獻的
熱誠讓他深受感動。多位候選人都提到，家人支持是他們
投身航天事業的最大動力、堅持下去的可靠後盾。因此，
除了表達對候選人的敬意，更要感激他們家人的無限支
撐，因為他們都是成就香港航天夢的「幕後」英雄。
「現在我們正迎來香港航天事業新一章的美好開

始，我期望日後有更多有志之士加入，為國家和香港
的航天事業貢獻、奮鬥。同時，我也祝願前往北京參
與複選的候選人們，一切順利，好好體驗及珍惜這個
寶貴的選拔過程。」孫東說。

▲上月發射的神舟十六號載人飛船，首次有載荷專家乘搭飛天。
資料圖片

◀ 李家超與國家載人航天工程載荷專家選拔的香港候選人會面，
並為他們打氣。 李家超Fb圖片

◆葉玉如（前排左三）、陳雷（前排左二）與其他研究團隊成員合
影。

◆ 胡鎮浩﹙左一﹚希望項目能協助用家改善英語和普通
話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減少動
物生病及加快其繁殖和成長，漁農業界經
常在飼養過程中使用抗生素。香港教育大
學的研究團隊收集了13個河水及15個海
水樣本，地點覆蓋全港，結果發現樣本被
廣泛驗出有不同種類的抗生素。此外，31
名 4 歲至 6歲的本港兒童尿液樣本中，
77.4%樣本含動物用抗生素，最高濃度達
0.36 ng/mL，情況較上海和韓國更為普
遍。由於動物用抗生素與兒童超重有密切
關連，情況不容忽視。
教大科學與環境學系副教授鄧文靖與團

隊自2015年起一直調查動物用抗生素對環
境生態、食品安全及兒童健康的影響。研
究人員在2021年收集了13個河水樣本以
及15個海水樣本，結果樣本被廣泛驗出含
有3種四環素類、10種磺胺類、9種喹諾
酮類，以及羅紅黴素和新生黴素等抗生
素，個別抗生素種類更在所有採樣點均檢
測得到。以分區統計，在養殖場較多的元
朗，抗生素驗出的濃度較高，驗出種類亦
較多，證明動物用抗生素使用情況普遍。
與團隊於2015年所做的調查比較，雖然驗
出的抗生素濃度下降，但是驗到抗生素的
位置數量則有所增加。

標榜無抗生素雞蛋亦驗出成分
團隊曾收集31名4歲至6歲的本港兒童

尿液樣本，結果有77.4%樣本含動物用抗
生素，最高濃度可達 0.36 ng/mL，情況
較上海及韓國更為普遍。團隊又於受訪
兒童居所附近的街市購入雞肉、豬肉、
有機雞蛋等食品，並以傳統烹調方式加
工。結果發現這無法有效去除食物中的
抗生素，甚至標榜無使用抗生素的「有
機雞蛋」亦驗出有四環素和強力黴素等
抗生素，飲用水亦驗出了較低濃度的氧
四環素。
鄧文靖表示，這幾項研究揭示即使經過

高溫的烹調，仍然未能清除在食品內殘留
的抗生素，而過度攝取抗生素有可能改變
腸道環境，甚至出現抗藥性，建議當局多
進行有關方面的研究以及加強對食品的檢
測，長遠更應加強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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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OutLoud」◆「SpokenBot」

◆教大科學與環境學系副教授鄧文靖建議當局長遠應加
強監管食品內殘留的抗生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