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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偉傑（愛國教育支援中心專業發展總監，兩次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得主）
愛國教育支援中心由香港教聯會主辦，旨在加強支援教育界推動國家安全及國民教
育。中心今年特別成立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設有多個不同學習區，全面展示國家航
天科技所取得的突破和成就，增強香港青少年對國家航天科技的認識。

要想說好普通話「半三聲」很重要
普通話中每個音節都有
固定的聲調，當這些音節
組合在一起的時候，有的

聲調就會發生變化，三聲連讀和「一」「不」變調是最為常見
的，對於香港人來說三聲是一個比較難發的聲調。
三聲在口語當中，並不是一直讀成214調值的。如果兩個三聲
音節，前一個三聲變成二聲。

比如：廣 場
ɡuǎnɡchǎnɡ

變讀為廣 場
ɡuánɡchǎnɡ

；手錶
shǒubiǎo

變讀為手錶
shóubiǎo

。
這種變調大部分人都可以掌握。但如果三聲的後面是一聲、二
聲、四聲和輕聲時，前面的三聲一般變讀半三聲，是211的調
值。而全三聲只有在單獨使用、詞末或句末的時候才會讀214調
值。從我在普通話的教學經驗當中，總結出發好半三聲的一些技
巧供大家參考。
1.注意前輕後重：由高降調變成低平調時要注意轉折點發音時

慢一點，並加強半三聲後面的第二個音節要讀的稍重些，感覺有
一定的節奏感。
2.控制音量：第一個音節相對第二個音節要小聲一點，第二個音
節稍大聲一點，但絕不能太誇張，要體現強弱的對比即可。
3.多積累常用詞彙：建議平時多練習一些常用的半三聲音節詞

語，如：姐姐、北京、緊張、法國、語言、請假、法定等常用的
半三聲詞語。在此特別提醒大家一下，不可以簡單地把三變調抽
象的理解為「因為前一個音節是半降調，就去讀四聲了」。
總而言之，讀好半三聲要注意聲調變化，抓住前後音節輕重和
音量強弱的對比，還要結合詞語在句子中上下文的影響，在經過
長期積累常用半三聲詞語的基礎上，再把詞語放在句子或篇章中
練習，掌握它的語境用法。

●徐冬老師

AI無人駕駛車漸普及 科幻場景將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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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 https://cuhkjc-aiforfuture.hk/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及教育學院聯合主辦，旨在透過建構可持續的AI教育生態系統將AI帶入主流教育。
通過獨有且內容全面的AI課程、創新AI學習套件、建立教師網絡並提供AI教學增值，計劃將為香港的科技教育寫下新一頁。

試想像一下，你站在路邊等待網約
車，突然看到一輛沒有司機的小車緩
緩駛來，停在你的面前。這不是科幻

電影的場景，而是最近在內地引發網絡熱議的「蘿蔔快跑」無人
駕駛出租車。不僅是無人駕駛私家車，AI驅動的無人駕駛技術
也正成為日常公交通的一部分。
在香港，公共無人駕駛車輛技術已應用於機場巴士。2021

年，香港國際機場開始在限定區域內測試無人駕駛巴士，用於接
載旅客和機場員工。不過，在本港一般道路上暫時未有公共自動
車蹤影。
武漢無人駕駛已大規模應用在公共道路，但香港在公共道路上
推廣無人駕駛車輛面臨很多現實問題。香港道路環境複雜，人口
密集，為無人駕駛技術的應用帶來額外挑戰。與武漢等內地城市
相比，香港道路更為狹窄，行人和車輛的互動更加頻繁，無人駕
駛系統因而需具有更高精確度和反應速度。
儘管如此，本港政府正積極推動無人駕駛技術發展。自今年3
月，本港開始容許個別自動車在公路上測試，運輸署亦同時發布
了《自動駕駛車輛測試及先導使用實務守則》，說明測試和使用
自動駕駛車輛的詳細技術、安全和操作要求，為自動車落地載人
邁前一步。
香港公共無人駕駛車的發展仍有很大潛力。隨着技術的進步和

法規的完善，預期更多像機場無人駕駛巴士的項目將在本港落
地。例如可以考慮在新界部分較為開闊的道路上試行無人駕駛巴
士，或在大學校園、科技園等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推廣無人駕駛接
駁車。
以跨境巴士服務為主的冠忠巴士早前獲批本港首個公共自動駕

駛運輸系統合約，並即將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機場航天城的
「航天走廊」接載路線運行自動巴士，亦預計明年第四季將投運
兩輛無人駕駛穿梭小巴於M+博物館及西九文化區行走。無人駕
駛於來年正式進入公共交通，大家拭目以待。

中醫學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
深，是中華文化其中一個重要元
素。歷史上出名的醫師有很多，

其中以華佗（公元145年至208年）的事跡最為人津津樂道。華
佗是東漢末年一位傑出的醫學家，沛國譙郡（今安徽亳州市）
人，出身於名門士族之家。他自幼好學，通曉經史，十七歲開
始學醫，二十歲於山東西南地區遊學。華佗一邊學習一邊行
醫，三十歲回到故鄉正式懸壺濟世。此外他常雲遊四方給人治
病，足跡遍及今安徽、河南、山東、河北、江蘇及陝西等地。
華佗的醫術非常全面，內科、外科、婦科和兒科等無所不
通，他用的藥物和針灸治病，經常是用藥不過數種，針灸取穴
只是幾處，就能取得療效。在針灸學方面，他所創的《內照
圖》被認為是歷史上第一份經絡穴位圖譜。

診斷經驗來自臨床實踐
華佗精通望、聞、問、切四診，診斷疾病及其發展十分準
確，例如廣陵太守陳登得了怪病，病徵是心煩臉紅和吃不下
飯。華佗診脈後告訴他腹中有蟲，並為其開了兩劑藥，陳登喝
下後很快吐出許多蟲，病治好了。但華陀告訴他此病三年後還
會復發，如果復發時遇到良醫，還能救治，否則性命不保。三
年後陳登此病真的復發，但當時華佗已不在世，無人可治，陳
登很快便病逝。
有一位許督郵，得了胃病後告訴華佗，他前一天找了一位醫
官替自己扎針，但扎針後咳嗽得非常厲害，晚上無法入睡。華
佗告訴許督郵，醫官沒有扎中他的胃穴，而是誤傷了肝臟，並
且預期他五天後便會病故，果然到了第五天，許督郵病死了。
有一位李將軍夫人病重，華陀診脈後說：「妊娠患病，胎死
腹中而沒產下。」李將軍卻說胎兒早已產下了。華佗分析認為
將軍夫人應該懷了雙胞胎，第一胎生產後出血過多，第二胎無
力產出並死於腹中。華佗針灸湯藥並施，結果真的從將軍夫人
體內取出一具已死多天的男嬰屍體。華佗這種診斷本領，應該
是在長期臨床實踐中積累經驗而獲得的。
對於五臟六腑的重病，倘若施針用藥不能治療，華佗就進行
開刀手術。開刀手術前給病人服用「麻沸散」，病人像酒醉般
完全失去知覺，他隨即刳破腹背，抽割積聚。如果病在腸胃就

將之截斷，除去疾穢，洗滌後加以縫合，在傷口敷上藥膏，過四五天傷
口就會癒合，一個月左右便可恢復正常。可見在1,900多年前，我國已用
全身麻醉進行割腹。華佗發明「麻沸散」，施行全身麻醉術比歐美各國
要早1,600多年，是世界上真正實施剖復手術第一人，被後人奉為外科鼻
祖。

創編「五禽戲」保健操
華佗也重視養生之道，他創編了一套防病治病，延年益壽的醫療保健
操，名為「五禽戲」，大致是模仿虎、鹿、熊、猿和鳥的動作進行鍛
煉。2011年五禽戲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並且作為全民健身
保健操，積極推廣。
華佗一生遊歷各方，足跡遍及中原及江淮，治病手法層出不窮，例如
針石、藥物、手術、急救、自養、鍛煉等，或單行或綜合，病情到那一
步就即採用那一種方法，其醫術出神入化，產生了許多醫學奇跡。華佗
行醫事跡在民間廣泛流傳，𢓭 人每每以「華佗再世」來贊譽那些醫術高
明的醫師。華佗的醫術不僅為中國人民所敬仰，也為西方醫學界所公認
和稱譽。

●緩圓（資深中學中史科及中文科教師，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

晴朗的夜晚，我們能清晰的看到星星，它們是位於遠處的發光天
體，我們所看見的星光甚至可能是天體千百年前發出的光。一直以
來，我們對天體和宇宙的研究都依靠望遠鏡觀測影像，令人意外的
是，人類發射的近地衛星實際上會對觀測造成很大的干擾。
《自然》期刊的論文指出，帕洛瑪天文台望遠鏡影像中出現了
條紋，這些條紋正是衛星群——星鏈（Starlink）造成的。星鏈
是太空服務公司SpaceX的低軌道衛星群，用於提供高覆蓋率的
網絡接入服務。
然而，這項新技術也給天文學家帶來了新問題，在日出和日落
時星鏈可以被肉眼看到，因為衛星外翼會反射陽光，而這將導致
望遠鏡圖像上出現條紋，模糊恒星和行星的觀測圖像。國際天文
學聯合會也呼籲，希望將運行中的星鏈降至7星等以下。（註：
星等指星體在天空中的相對亮度。）
SpaceX曾試圖改善星鏈衛星群所引起的光污染問題。他們嘗
試為衛星換上黑色塗裝或添加遮陽板，並在黃昏時將衛星傾斜，
這樣可以減少約1星等的亮度。然而，新一代的Starlink衛星並
未安裝遮陽板，因為這會干擾衛星之間的通信。
此外，星鏈衛星的損耗率相當高，已經有218顆衛星墜回地

球。而今年已經發射了21批次衛星，每次發射都會在天空中留
下明亮的星跡，對天文觀測造成影響。
至2022年8月上旬，仍有2,286顆星鏈衛星在軌道上服務。此

外，SpaceX已獲批准將12,000顆星鏈衛星放入低軌道，並準備
再增加30,000顆。除了SpaceX外，各國的公司都在計劃實施各
自的通信用衛星群，將大量低軌衛星送上天。

星鏈或變「絆腳鏈」？
更糟糕的是，除去光污染的影響，這種趨勢還會帶來低軌資源
緊張和空間擁擠問題，更甚者可能導致近地軌道未來無法使用。
近地軌道運行的大量衛星猶如地球外的一圈路障，讓航天工作變
得異常艱難，如果我們無法穿過近地軌道，未來就不能發射新的
導航衛星和電信衛星，因為它們需要在更高的軌道上運行。
如此看來，發射衛星並不是件隨意的事情，為了避免未來星鏈
變成「絆腳鏈」，攔住通往太空的路，我們還需要更長遠的規
劃。而對於光污染問題，天文學家目前僅能期待，衛星能用上新
的隱形技術，或通過人工智能來識別和消除影像中的衛星條紋。

●文鯉

人造衛星釀光污 盼新技術解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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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蘿蔔快跑」無人駕駛出租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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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學 生 問
我，哪一天是
航天最重要的
日子？
我認為4月

24日最重要。在2016年，這一天更被定
為中國航天日，選擇了這一天，是為了
紀念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
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指定中國
航天日，目的是在傳承航天精神，銘記
航天歷史、激發國民對航天事業的了
解、關注和熱情，推動中國航天事業的
發展。
聯合國大會在2011年4月7日亦決議，

每年的4月12日設立為世界航天日，以
慶祝人類空間時代的開始，因為蘇聯宇
航員加加林就在 1961 年 4月 12日乘坐
「東方一號」太空船進入太空，成為世
界上第一個進入太空的人類。無論是中
國航天日，或是世界航天日，都是對航
天精神的致敬。
1970年4月24日，「東方紅一號」人
造衛星，就是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
升空。這個發射中心是中國組建最早、
規模最大的綜合性航天發射中心，也是
中國目前唯一的載人航天發射場。酒泉
衛星發射中心也產生了中國航天史上多
個「第一次」，例如第一枚導彈就是在
1960年11月5日由這裏發射、第一顆人
造地球衛星就是在1970年4月24日也是
在這裏成功發射，第一艘無人試驗飛船
神舟一號亦是在1999年11月20日在這裏
成功發射，2003年10月15日，中國第一
位太空人楊利偉乘坐神舟五號飛船進入
太空，成功實現了中國首次載人空間飛

行，實現了中華民族千年飛天夢想，都
是由這裏起飛，甚至第一個空間實驗室
「天宮一號」，亦是於2011年9月29日
在這個衛星發射中心發射的。
1992年 1月，中國政府批准載人航天
工程正式展開，並命名為「921工程」；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號」載人飛
船在中國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
這是中國首次進行載人航天飛行。在
「神舟五號」載人飛船執行任務的太空
人楊利偉正是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代太
空人，他在太空中圍繞地球飛行14圈，
經過21小時23分、60萬公里的安全飛行
後成功着陸返回。
有了第一次，第二次接踵而至。2005

年10月12至17日，中國成功進行了第二
次載人航天飛行，也是第一次將兩名太
空人費俊龍、聶海勝同時送上太空，這
是長征火箭第88次發射，亦是中國首次

執行「多人多天」的任務。
2008年9月25日，中國第三艘載人飛
船神舟七號成功發射，三名太空人翟志
剛、劉伯明、景海鵬順利升空，27日，
翟志剛身着我國研製的「飛天」艙外航
天服，進行了19分35秒的出艙活動，中
國隨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掌握空間出艙
活動技術的國家，我們由築夢，到尋
夢，亦開始逐漸圓夢。
2013年，首次擔任指令長的聶海勝，
與太空人張曉光、王亞平共同上天，執
行天宮一號與神舟十號載人交會對接任

務，美夢逐漸成真。是次任務亦開創了
中國太空人在軌飛行15天的紀錄，而聶
海勝也由此成為首位以將軍身份進入太
空的中國太空人。
2016年10月19日，神舟十一號飛船與

天宮二號成功實施自動交會對接。合體
後，景海鵬和陳冬兩名太空人進駐天宮
二號，開展空間科學實驗。
中國航天史上的「第一次」正不斷增

加，長征火箭亦已發射至第四代，火箭
發射更加多元化，中國的航天夢將創造
更多舉世矚目的「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