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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合奏邊掃腦 浸大盼解互動之謎
生命科學成像中心揭幕 用腦部成像設施推跨科研究

莊紹嘉：秉持服務精神 鼓勵大眾運動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七分區主席莊紹嘉（Kant
Chong）表示，慈善跑是獅子會每年的重點活動，自2017

年舉辦慈善跑以來，鼓勵大眾多做運動，享受跑步帶來的樂趣
和健康生活。活動一方面希望凝聚社區正能量，在未來一年獅
子會全心全力匯聚政、商、民力量共建美好社區，扶助弱勢社
群，同心建設香港；另一方面通過多元、健康、具意義的活
動，燃點大眾對運動的熱情，推動全民參與，並提升全民的體
能健康。過往連續兩屆均是在海洋公園舉行晨跑，今屆改為傍
晚跑，讓參與者能發現屬於自己的最佳跑步時間，提升跑步成
就感。他亦特別感謝包玉星基金再次冠名贊助，以及各界人士
對活動的鼎力支持和參與，他更希望每一位參賽者都能在整個

賽事中享受樂趣，創
造佳績。
莊紹嘉續指，正如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
示，貫徹「以結果為
目標」的精神服務社
會、改善民生，積極
推進扶貧助弱。針對
社會的需要，獅子會
全心全力提供適切的
服務計劃，不僅提供
糖尿病、環境保育、

對抗飢餓、兒童癌病及視覺相關的服務，更為低收入家庭、青
少年及長者提供援助，希望透過不同類型服務了解不同社會人
士的需要。未來讓我們同心協力，一同建設更美好社區，一起
發揚獅子會「我們服務」的精神！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陸嘉暉則表示，慈善跑已

有多年歷史，為傳承這個意義深遠的大型活動，獅子會每年都
在不斷優化，同時更加強共融元素，務求讓更多不同界別受眾
參與其中，鼓勵社會大眾多關注身心健康，並希望不斷為大眾
帶來全新體驗。

許淑貞：關注弱勢群體 傳承大愛精神
包玉星基金顧問許淑貞表示，基金會的主要目標是實踐行善

助人的宗旨，故會積極支持並推動慈善跑這類活動。作為連續
三年的贊助方，她特別提到，在第一次贊助後已對獅子會的工
作成效印象深刻，看到該組織在服務群眾方面的出色表現。
至於選擇海洋公園作為慈善跑的舉辦地點，許淑貞解釋，這
是為吸引更多人參與其中，擴大活動的影響範圍。談及「1+1
愛心門票捐贈計劃」，她指出，該計劃旨在鼓勵會員捐出他們
的門票，從而支持貧困、視障、殘疾人士以及基層兒童。她指
出，透過這種方式，基金會能夠將實際的幫助擴展到更廣泛的
社會群體，尤其是那些通常無法享受此類活動的弱勢群體。

高手雲集賽場 開啟美好新年
參賽者包括馬拉松健將陳家豪、姚潔貞、朱洛言、蔡達明等
一眾長跑好手，令賽事更為精彩豐富。陳家豪表示，這場比賽

標誌着新一年的美好開
始。一年之計在於春，春
的到來象徵着新的挑戰和
新的機遇。看到如此多人
參與活動，尤其是當看到
許多熟悉面孔時，他深感
振奮。此外他特別提到隊
制賽，陳家豪認為這種比
賽形式相較個人賽更加激
烈、有趣。在這種模式
下，每個隊伍的成員都在
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這
種團隊間的競爭和合作，
是推動進步的重要因素。
姚潔貞表示，參加這類活動是一種走出家門、減輕日常生活
壓力的方式，能夠創造快樂回憶，這不僅有助於個人的健康以
及成長，還能為社會帶來積極影響。她最後對這種將體育和慈
善結合的活動方式表達了支持和肯定，認為許多比賽都可以嘗
試與慈善機構合作，讓每一次的參與都能夠對周圍社區產生正
向作用。
賽後，由莊紹嘉、陸嘉暉、陳百里、海洋公園公司行政總裁
黃嗣輝及星級活動大使甄采浠為各組別得獎者頒獎。據悉，
「獅子會2024愛心慈善跑」共捐出超過30%海洋公園門票予傷
健基層家庭小朋友及婦女、視障人士、低收入家庭、兒童癌症
家庭、傷殘人士及其家人等，大家一同分享快樂。

鼓 勵 大 眾 關 注 身 心 健 康 助 力 基 層 共 享 快 樂 時 光

「「獅子會獅子會20242024愛心慈善跑愛心慈善跑」」圓滿舉行圓滿舉行

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主辦、包玉星基金冠名贊助的「獅

子會 2024 愛心慈善跑」（慈善

跑）日前於香港海洋公園圓滿舉

行，成功吸引逾 1,200 名跑手參

加，各界長跑好手、家庭、商界領

袖、企業團隊、傷健跑手齊聚一

堂，場面熱鬧！活動當日更邀請到

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副局長陳百里等到場，鼓勵大

眾多多參與運動，一起體會運動帶

來的滿足感與成就感，與各嘉賓共

同見證各長跑好手衝線一刻。

包玉星基金呈獻

◆ 馬拉松健將陳家豪、姚潔貞為比賽
選手打氣。

◆ 大會主席莊紹嘉表示，針對社
會需要，提供適切服務計劃是獅
子會宗旨所在。

◆「獅子會 2024 愛心慈善跑」成功吸
引逾1,200名跑手參加，場面熱鬧！

◆ 大會主席莊紹嘉、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區總監
陸嘉暉聯同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
陳百里及一眾主辦方代表包綸國、文錦歡、 冼健岷、梁
鳳華、黃嗣輝、甄采浠共同主持起跑儀式。。

香港浸會大學昨日舉行「生命科學成像中

心」開幕典禮，其間展示多項先進腦部成像

設施，並介紹如何透過有關設備開展不同的

跨學科研究，例如利用神經成像技術，區分

出優秀的團隊領導者；了解音樂合奏中的協

作行為、人體腸道菌群與飲食偏好、攝取及

腦活動的關聯。校方希望中心可以支援不同

範疇的學術人員，將尖端科技設備轉化為有

影響力的研究項目，推動跨學科研究，開拓

知識創造，並跨越文理學科界限。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鼎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理工大學學者
帶領的五個項目獲研究資助局的「研究影響基金
2023/24」撥款資助，數量為本地院校之冠。五個
項目獲資助合共2,090萬元，涵蓋多個研究領域，
校方相信這有助理大研究團隊將科研轉化應用，為
社會提供更多具影響力的解決方案。

趙汝恒：理大科研實力獲肯定

理大副校長（研究及創新）趙汝恒教授表示，
這充分肯定了理大在科研方面的實力。理大在微
生物學、建築與環境、地理資訊科技、智慧穿戴
紡織品等領域的卓越研究成果將繼續為社會作出
具影響力的貢獻。學術界與業界的攜手合作將發
揮優勢互補的作用，並促進研究成果向實際應用
的轉化。
五個獲資項目分別為：食品科學及營養學系系主

任及微生物學講座教授陳聲教授的「開發基於細菌
假胺酸的疫苗以對抗由多重耐藥細菌感染引起的感
染」；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副系主任及教授朱松曄
教授的「基於數字孿生技術的海上風電結構在全壽
命周期內的智能評估與維護」；土地測量及地理資
訊學系副教授劉信陶博士的「通過人工智能地理空
間平台實現本港殘障人士的智慧出行及無障礙設施
管理」；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教授冷真教授的「基

於廢棄聚烯烴塑料反應擠出再生技術的耐久低碳瀝
青路面」；時裝及紡織學院副院長及教授葉曉雲教
授的「研發新一代壓力控制可穿戴軟支架提高治療
青少年原發性脊柱側彎的效率和依從性」。
「研究影響基金」鼓勵大學進行更多具影響力及
可轉化應用的研究項目，和與政府部門、工商界及
研究組織開展研究合作。基金本年度共批出14個資
助研究項目，獲選項目年期為3年至5年，最高可
獲撥款資助1,000萬元。研資局資助項目的七成資
金，大學或項目合作夥伴則會提供餘下三成的配對
資金。

理大五項目共獲「研究影響基金」資助2090萬

浸大「生命科學成像中心」設有多項先進腦部
成像設備，以非侵入形式方法詳細偵測人體

大腦活動，包括「磁力共振成像」（MRI）掃描
儀，其強力磁場與無線電波，可產生身體內部結構
的詳細影像，為不同器官組織提供關於解剖、功能
和生理學數據；「腦電圖儀」（EEG）能紀錄腦神
經元產生的電場信號，偵測腦神經活動的時間和頻
率，可同時為多人提供互動檢查。
至於「功能性近紅外光譜儀」（fNIRS）則能測
量大腦血氧水平的變化，利用近紅外線偵測與神經
活動有關的血流動力學反應，評估大腦的活動頻
率；「經顱磁刺激」（TMS）系統是使用非入侵性
的電磁脈衝刺激大腦特定區域，以抑制或激活大腦
活動。

「掃腦」問口味 原來研腸菌
在先進設備支援下，浸大多個跨學科研究已啟

動。其中浸大「生命科學成像中心」副總監余榮軍
會將腦神經學研究與管理學範疇結合，透過MRI等
腦部成像技術，結合真實模擬任務，識別出優秀領
導者的神經相關機制，了解其思考模式。

浸大物理系助理
教授田亮會邀請對
像接受大腦掃描，
電腦屏幕顯示不同
食物，研究對象要
逐項回答「想」或
「不想食」，系統
會分析選擇食物時
的認知控制及衝
動。目前人體腸道
菌群對飲食偏好的
影響尚未明，
田亮希望藉系統

進一步了解兩者關
係，而該研究項目
也會收集研究對象
的糞便樣本做宏基
因組腸道菌群分析，有助了解肥胖等飲食相關疾
病。此外，亦有學者藉助fNIRS，想了解音樂合奏
中牽涉的腦間協作行為，以了解人類社交互動和合
作的謎團。
中心總監周昌松指，現時有關人腦結構與活動

的了解仍相對有限，而中心關注的課題相當廣
泛，包括神經管理學、神經營銷學、神經美學等
跨學科範疇，期望藉助神經科學與先進成像技

術，加深大眾對於社會科學、藝術、創意、人文
等領域，以至其他對社會帶來深遠和實質影響課
題的理解。

盼獻力AI應用等領域發展
浸大校董會暨諮議會主席陳鎮仁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訪問時表示，外界一般認為浸大是一所以文科
為主的院校，而在特區政府致力發展創新科技的背

景下，浸大希望推動跨學科發展，開創與創科相關
科研的新天地，並為國家乃至世界推動如AI（人工
智能）應用及藝術科技等領域的發展作出貢獻。
浸大校長衞炳江致辭時表示，「生命科學成像中
心」不僅是研究樞紐，更是浸大的神經網絡，會激
發不同學科之間的互動，將神經科學與藝術、社會
科學與人文、科學與科技，以至更廣泛領域連繫起
來。

◆參與者戴上「腦電圖儀」 實時監測腦神經元釋放的電場信號，以測
量大腦在無意識下選擇某類食物，以及他們對選擇這些食物的認知控
制及衝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通過佩戴「功能性近紅外光譜儀」，可測量演奏帶領者和跟隨者
的大腦活動，研究音樂家之間「腦間同步」與演奏的合拍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