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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晚年善養生 識揀路行「慳腳力」
海園發表論文剖析長壽之謎 對照顧老年熊貓具參考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發兒、實習記者 黃
銘樂）今屆巴黎殘奧會將於本月28日至下月8
日舉行，中國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昨日在特區政
府總部舉行授旗典禮。港隊今屆將派出23名運
動員出戰八個項目，而「賽馬會優秀運動員獎
勵計劃」的獎金亦會「加碼」，在個人項目奪
金的運動員可獲150萬港元，團體項目奪金可
獲得300萬港元。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
典禮上致辭表示，香港在今屆巴黎奧運會取得
歷史佳績，深信殘奧會港隊運動員將以堅韌不
屈的鬥志，衝破重重難關，在運動場上展現香
港精神，又一次讓香港人引以為傲。
今屆殘奧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由69人組成，共

派出23名運動員，參與羽毛球、乒乓球、硬地
滾球、馬術、游泳、劍擊、射箭及田徑共八大
項目。46名教練、運動科學及醫療人員、輔助
人員及職員隨隊出發。團長由香港殘疾人奧委
會副會長梁禮賢擔任。

馬會獎金加碼87.5%
為肯定中國香港殘疾運動員所付出的努力和

汗水，香港賽馬會將增加「賽馬會優秀運動員
獎勵計劃」的獎金，於巴黎殘疾人奧運會團體

及個人項目勇奪金、銀、銅牌，以至第四至八
名的選手，所獲頒的現金獎金額均較上屆東京
殘疾人奧運會大幅增加87.5%。
李家超在授旗典禮上致辭表示，港隊於今屆

巴黎奧運會已勇奪兩面金牌和兩面銅牌，共獲
得四面獎牌，「當中最讓我們鼓舞及動容的，
是每位香港運動員在奧運會這個世界舞台上，
都展現出香港人全力拚搏、不會放棄、遇強愈
強的精神。他們經歷傷患，苦練多年，只求盡
展所長，香港人引以為傲。」
他說，香港自1972年第四屆殘奧會開始每屆

派員參賽，至今已累計奪得了40金、39銀及
52銅，合共131面獎牌的驕人成績。今屆殘奧
會港隊運動員很快就會踏上征程，深信他們將
在運動場上展現香港精神，全力拚搏，不會放
棄，突破自我，又一次讓香港人引以為傲。

六朝元老：港隊奧運好成績帶來鼓舞
殘奧六朝元老余翠怡今屆將繼續出戰輪椅劍

擊項目。她表示，港隊在巴黎奧運的好成績為
自己帶來很大鼓舞，「很期待出戰巴黎殘奧
會，看見劍擊隊取得好好的成績，其他運動員
亦有取得突破，給予我們很大的鼓舞。在電視

機前觀看他們比賽，也會代入個人感受，如果
是我在場上有不同情況出現，自己應該如何處
理，加上也聽到現場有很多廣東話的打氣聲，
所以也會期待現場有港人為我們打氣。」
上屆殘奧奪銀的朱文佳希望今屆能衝擊金

牌，「近年比賽的成績相當不錯，教練團隊亦
提供了很多幫助，希望再次登上奧運舞台能衝

擊金牌。」
在昨日授旗典禮上擔任主禮嘉賓的還包括香

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中
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孫兆敏，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文化、教育及科技副領事
Deputy Consul Camelia Aissat，及中國香港殘
疾人奧委會會長馮馬潔嫻等。

23健兒出戰殘奧 特首勉展現香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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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洋公園大熊貓安安於2022年 7月離

世，享年35歲，相當於人類的105歲，是全球

最長壽雄性大熊貓。海洋公園在安安離世前進

行一項長達31個月的研究，研究報告上月在

《Zoo Biology》期刊發表，剖析安安長壽之

謎。團隊用錄影機24小時多角度觀察及記錄安

安晚年的活動軌跡和對棲息地喜好，發現牠約

35%的時間用於探索，同時懂得選擇位置停留

以減少體力消耗，此行為模式與野外大熊貓相

符。團隊表示，有關研究對動物園如何設計熊

貓場館、如何照顧老年熊貓等有參考價值，相

信對即將迎接兩隻新熊貓來港有一定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
昨日向全港中小學發出通告，宣布更新中小學音樂
科及視覺藝術科的課程指引，並將於2024/25學年正
式推行。兩科課程指引原涵蓋小一至中三，日後將
延伸至中六。新課程會加強推廣中華文化及促進價
值觀教育，例如音樂科會賞析和奏唱中樂、粵劇、
中國民歌及中國藝術歌曲等；視藝科可選擇介紹古
今中外的藝術品，以培養學生珍視中華文化、認同
國民身份、尊重多元文化、發展世界視野等。兩科
課程也會積極推動融合科技，並發展跨課程學習。
在音樂科方面，新課程指引在加強推廣中華文化
元素的同時，還會積極推動音樂科技，如電子音樂
及數碼音樂，以帶來高質素聆聽體驗，及擴闊音樂
創作和演奏的可能性。學校可設計跨課程學習經
歷，例如引導學生閱讀與音樂相關的文學作品，如
劇本、詩詞、散文、故事圖書等，幫助學生認識音
樂的情境、音樂元素、作曲手法等的運用，與文本
內容的關係。

DSE音樂科試卷數4變3
在高中文憑試音樂科評估方面，教育局經蒐集意
見及各層級議會討論後作出修訂。新方案會將選修
單元融入必修單元，試卷數目由4份減至3份；聆
聽（卷一）提供八個主要研習樂種/風格和三首指
定曲目，並延長聆聽考試（卷一甲和卷一乙）的答
題時間各15分鐘；演奏（卷二）會取消視唱考試；
創作卷（卷三）會提供五項作品要求，讓學生選擇
其中兩項創作。局方相信新安排有利學校為學生創
造更多空間，提供更具體研習內容，提升學與教效
能。
視覺藝術科新指引亦增加了推動藝術與科技的內
容，相信有助啟發學生運用科技的能力和態度，學
校應有意識地加入資訊和數碼科技的學習，例如以
數碼資源作為學與教材料，或運用虛擬學習教室
等，促進互動和自主學習，和作為創作的媒介，拓
寬藝術創作的表現空間，例如數碼繪圖、多媒體數
碼藝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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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宣布，北
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的用地將會釋
出，以便香港機場管理局啟動亞洲國際博覽館
的擴建工作。

醫療設備等分配予公院使用
為貫徹善用中央援建設施的原則，政府會將
該用地的設施有序轉移至其他合適地方重組再
用，中心內的醫療儀器、配套設備、傢具和消
耗品會分配予醫管局轄下各醫院聯網的公立醫
院繼續使用。中心內的機電設備分批於本港的
醫院及醫療設施重用，而以「組裝合成」建築
法建造的隔離病房單元，會在政府及公營機構
工程項目工地用作工地辦公室、員工休息室、
物料儲存室等。
發展局表示，中心內的醫療儀器、配套設
備、傢具和消耗品將於短期內開始轉移，機電
設備及隔離病房單元會挪開重用，以配合預計
明年第一季進行的亞博館二期建造工程。
特區政府感謝中央在疫情期間援建北大
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自 2021 年 2

月啟用以來，中心充分發揮其功能，其中
在第五波疫情期間，最高峰時共有逾650名
病人同時於中心接受治療。隨着疫情減
退，香港自去年初開始逐步復常，為充分
利用中心的隔離設施，醫管局曾將感染其
他高傳染性傳染病的病人安排到中心隔離
及接受相應治療，中心及後於去年 11月轉
為備用狀態。在整段運作期間，中心共接
收逾20,700病人人次。
政府的目標是要保持香港面對疫情變化的
應對能力，同時顧及香港的經濟、民生和社
會需要。政府已先後公布並落實多個社區隔
離設施及治療設施的使用安排，日後會陸續
為其他社區隔離及治療設施作出後續安排，
分階段釋出用地或原址善用設施作其他用
途，並按部就班、適時有序公布和實行有關
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特區政府醫務
衞生局昨日宣布，於本月起擴大慢病共治計劃
基本藥物名單，增添16項資助藥物，包括抗
高血壓、 調節血脂、抗生素和其他相關藥
物，令受資助藥物增至59項。同時，參與計
劃的家庭醫生每年均可調整在治療階段收取的
診症「共付額」，新的診症共付額下月一日起
生效，整體而言，三分之二的服務點只收取政
府建議的150元或以下的診症共付額。

38個服務點上調診症共付額

醫衞局表示，現時參與計劃的718個家庭
醫生服務點中，672個（即接近94%）將維
持其治療階段的診症共付額不變，另有8個
會下調共付額（下調幅度由50元至350元不
等），餘下的 38個服務點則會上調共付額
（上調幅度由20元至250元不等）。整體而
言，調整後三分之二的服務點收取政府建議
的150元或以下共付額。
為期三年的慢病共治計劃於去年 11月推
出，是《基層醫療健康藍圖》內其中一個重點
項目。計劃資助45歲或以上、未曾確診患糖

尿病或高血壓的市民配對自選的家庭醫生，作
糖尿病和高血壓篩查和長期跟進。血糖偏高人
士可享有每年最多4次資助診症，而患有糖尿
病或高血壓者則可享有每年最多6次資助診
症。
醫衞局表示，計劃推出以來反應良好，截至
本月7日，已有約5.6萬名市民參加。在超過
3.2萬名已完成糖尿病及高血壓篩查的參加者
中，約1.3萬人（即約40%）被診斷為血糖偏
高，或患有糖尿病或高血壓。計劃以更具系統
的方式實踐「一人一家庭醫生」理念和推動地
區康健中心成為地區醫療健康資源樞紐，鞏固
社區健康網絡，達至「早預防、早發現、早治
理」的目標，改善市民的健康狀況。

在安安離世前，香港海洋公園研究團隊對牠的日常
生活進行研究。2019年7月至2022年1月期間，

該團隊反覆觀察其活動軌跡及對棲息地的喜好，累積
觀察逾400小時。
目前，大部分大熊貓的運動模式僅進行過野外研
究，今次是首次研究在人類照顧下大熊貓的行走模
式，為大熊貓生物學及生態學帶來難得貢獻。

行為模式與野外大熊貓相符
安安生前居於海洋公園香港賽馬會四川奇珍館內的
兩個棲息地區域，均模仿自然丘陵條件，有草地、岩
石、巢穴、平台等。團隊將兩棲息地的15條路徑分類
為少於20度角的緩坡，和多於20度角的斜坡，並透過
現場觀察和影片分析，了解安安對不同斜度路徑的喜
好。
研究發現，安安懂得透過選擇停留位置及路徑，減

低體力消耗，上坡時傾向使用較平坦的緩坡，下坡時
則會使用較斜的陡坡，有關行為模式和野外大熊貓相
符。
研究項目負責人及海洋公園公司高級研究員馬思慧

（Dr Eszter Matrai）昨日向傳媒表示，分析動物的運
動路徑，可協助評估牠們的健康狀況，而分析結果可
提供客觀數據，顯示足部和肌肉骨骼系統老化、關節
炎等疾病如何影響動物的生活模式。研究結果亦可用
於改善場館設計，令動物棲息地更舒適。
同時，研究還可啟發護理團隊根據動物年齡與季節

因素所引致的行為變化，為動物制訂更貼身的護理計
劃。「如果安安還活着，我們可以根據路徑監測結
果，改變飼養方案，比如將食物放在不經常使用的路
徑上，增加路徑使用均勻度，更充分地使用棲息地空
間。」她說。

研究助新熊貓適應環境
中央政府將再向香港贈送一對大熊貓，馬思慧表

示，暫不清楚具體安排，但今次研究成果適用範圍很
廣，相信對協助新熊貓更好地適應環境亦有幫助。
海洋公園表示，公園一直致力推動科學發展，透過

不同研究協助提升動物福祉，並積極與學術界交流大
熊貓知識，例如安排佳佳和安安的骨架用作獸醫學及
教育用途。

政府釋北大嶼山感染控制中心用地 供亞博館擴建

慢病共治計劃增16項資助藥物

◆圖為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資料圖片

▲團隊發現安安晚年約35%的時間用於探索，同時懂得
選擇位置停留以減少體力消耗。圖為大熊貓安安。

資料圖片

▶研究可啟發護理團隊為動物制訂更貼身的護理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在安安離世前，香港海
洋公園研究團隊對牠的日
常生活進行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