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路交通意外頻生，當中涉及小童傷亡的

個案中，約半數均發生在私家車，因此有必

要強制在私家車上使用兒童束縛設備。香港

特區政府運輸署提醒市民，由今年11月1日

起，8歲以下而身高不足1.35米的兒童，無

論坐在私家車前排抑或後座，均須使用兒童

束縛設備；8歲或以上，或身高至少1.35米

的乘客，則須使用兒童束縛設備或佩戴成人

安全帶，否則司機不得在道路上駕駛。違例

者，最高可被罰款 2,000 元。運輸署並強

調，網約車等私家車接載服務的司機亦有責

任為兒童乘客提供合適設備，否則同樣可能

負上刑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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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坐私家車強制用安全椅11月實施
未滿8歲身高不足1.35米適用 違例最高罰2000元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今 天 （22 日 ） 是
「世界地球日」，
亦是香港實施管制
即棄塑膠法例（即
「 走 塑 」 ） 一 周
年。香港特區政府
環境及生態局昨日
在社交平台發帖指
出，在法例生效的
首 6 個月適應期過
後，環保署截至本
月中共收到 122 宗
相關投訴和舉報，
絕大部分在跟進後
已改正做法，只有
21間食肆在收到書面警告後，違規情況仍持續而被發定額罰款
通知書。相對全港逾2.6萬間食肆而言，業界已普遍適應法例要
求。
環保署除在法例首 6個月的適應期派員巡視全港約 4.8 萬間
餐飲食肆、零售店和酒店賓館，並現場講解法例要求及提供
各種支援，包括舉辦行業培訓講座與設立熱線等。環境及生
態局引述有連鎖食肆指逾 80%顧客不需要外賣餐具，估計每
年可為香港避免逾6,000萬套即棄餐具棄置於堆填區。
環境及生態局指出，最好的走塑習慣是自攜餐具而不是用非塑
膠替代品，但環保署亦努力拓展替代品，而在「綠色餐具平台」
（ https://www.greentableware.hk/ ）上供業界和市民參考的資
料，已由法例實施前的60間合規的餐具供應商和1,000款非塑膠即
棄餐具產品，大幅增至現時超過170間和超過2,000款。為了下一
階段的「走塑」工作，環保署正準備與業界及一些大型餐飲集團合
作，今年內在不同餐廳營運場景進行產品測試，尋求對市民生活影
響最小的替代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元朗大道村於今年農曆新年年初一（1月
29日）發生火警，多間鐵皮屋被焚。事隔近3個月，昨日有新租客安排工人
到場執拾清理期間，赫然在雜物堆中發現一具燒焦屍體，慌忙報警。警員
到場經調查，證實死者是一名59歲南亞裔男子，疑是前租客，不排除當日
在火警時葬身火海及被大量雜物掩蓋未被即時發現，相信事件無可疑。
消防處表示，昨日下午接獲通知上址發現一具燒焦屍體。消防處已成立
專責小組就事故進行調查，包括調查導致事主死亡及相關火警起因，以及
事件是否與今年1月29日在同一地點發生的火警有關。消防處現時正聯同
警方及政府化驗所人員進行調查。
現場為洪水橋大道村38號，據悉上址原有多間鐵皮屋，曾居住十多
人，大部分是南亞裔人士。惟自今年農曆新年年初一晚上發生火警後，現
場鐵皮屋嚴重焚毀，租客亦已搬走。直至最近上址獲人承租，業主擬執拾
翻新後再轉租，遂在昨日下午約2時安排4名工人到場清理雜物，其間在
雜物堆中發現該具燒焦屍體。警方接報後封鎖現場調查，消防處亦派員到
場了解。
現場消息指出，由於該具屍體已被燒成焦炭，面目模糊，警員到場經聯
絡業主了解後，初步相信死者是一名南亞裔男子，曾是上址租客。翻查資
料，今年1月29日晚上約11時19分，上址一間鐵皮屋疑因電線短路起火，
其後波及毗鄰多間鐵皮屋，消防員到場將火救熄，當時並無傷亡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香港今年已
出現5宗侵入性腦膜炎雙球菌感染個案，
患者可引致突發性發燒、劇烈頭痛、皮膚
出現瘀斑及休克，嚴重者甚至會致命，5歲
以下兒童及長者是高風險群組。亞洲兒童
傳染病學會主席、世界兒童傳染病學會常
務委員關日華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香
港過去十年平均每年只錄得 5宗感染個
案，但今年不足4個月內已發生5宗，情況

令人關注。他指出，感染個案在內地、英
美及澳洲等地均有上升趨勢，建議去當地
旅行或長住人士注射預防疫苗。來自中國
內地、中國香港、中國台灣、英國及澳洲
等14個國家或地區的專家亦已聯合提出建
議，鼓勵嬰幼兒及院舍青少年按個人情況
接種疫苗。
腦膜炎雙球菌感染是由腦膜炎雙球菌所
引起，主要經由直接接觸帶菌者的呼吸道
分泌物（包括口鼻分泌物）而傳播，潛伏
期由2天至10天不等，一般為3天至4天，
不同個案的臨床病徵或不一樣。當細菌入
侵血液（腦膜炎雙球菌血症）或包圍腦部
及脊髓的內膜（流行性腦膜炎）時，可引
致嚴重病徵。
關日華指出，一旦出現無症狀帶菌

者，容易在社區內傳播，因此必須做好
個案追蹤工作，「當發現個案時，附近
人士都要服用抗生素，一旦出現傳播亦
可及時控制。」他續說，腦膜炎雙球菌
感染個案中，約半數是被入侵中樞神
經，即流行性腦膜炎；約兩三成病例會

入侵血液。前者會出現嚴重頭痛、頸部
疼痛及痙攣等病徵；細菌入血則會發
燒、嘔吐及呼吸急促等，嚴重時皮膚分
別會出現瘀疹、斑點或小皮疹。
他說：「一旦入侵腦部，有機會一日之

內由發病到死亡。嚴重患者即使慢慢康
復，都有機會出現神經系統、聽覺或視力
受損等後遺症，個別更需要截肢。」

可用玻璃杯壓滾紅疹做測試
他並指出，部分感染症狀與感冒相似，

有可能混淆，提醒市民如發現出疹需要特
別小心，「可嘗試用玻璃杯輕輕地壓上去
滾動，如紅疹消失就只是因出風癩（過
敏）或皮膚被抓過等而出現血管膨脹。但
如紅疹仍然存在便要小心，尤其若同時出
現發燒、喉嚨不適或神智失常等病徵，便
很可能是感染腦膜炎雙球菌的嚴重情況，
需立即送醫院治理。」
他指香港並非腦膜炎雙球菌疫區，感染

風險不高，但建議計劃出遊人士應與醫生
商量，是否需先接種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盈盈）為推動醫
學與健康領域的教研，促進精準醫療與個
人化治療，香港理工大學近日宣布成立先
進療法製品（ATP）實驗室，專注於研究
和生產神經科學及再生醫學領域的先進療
法製品。實驗室的焦點之一，是以嚴格的
國際質量測試標準，落實臍帶血幹細胞的
提取、基因改造及臨床應用研究。理大的
科研團隊，正計劃透過實驗室開發針對神
經損傷的治療方案，特別是脊椎損傷的細
胞療法，期望能利用幹細胞進行神經細胞
再生與修復，並輔以康復訓練，提升治療
效果。

為脊髓損傷患者帶來新希望
理大ATP實驗室獲得教資會及校方約
4,000萬元撥款支持籌建，設有高規格的實
驗室和質量檢測設施，可透過人類白細胞
抗原（HLA）配對的臍帶血，生產相關細
胞製品，並進行嚴格的質量測試，確保符

合PIC/S GMP（國際製藥良好生產規範）
的標準，以保障安全性和有效性。
理大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主任周銘
祥介紹，新設施可進一步推動神經科學、
免疫學及再生醫學等領域，開發針對脊椎
神經損傷的細胞療法，是其中一個研究目
標。現時全球約有1,500萬名脊椎損傷患
者，惟傳統療法效果不理想，不少人因神
經功能受損而喪失行動能力。
他表示，ATP實驗室將結合物理治療、
幹細胞技術及再生醫學，由醫療團隊負責
招募脊椎損傷病人，並在臍帶血庫中尋找
與病人配對的臍帶血樣本，期望能利用臍
帶血幹細胞分化生成神經細胞，有效修復
損傷神經，開發以患者為中心的一站式治
療和康復訓練方案。目前該療法尚處於臨
床研究階段，效果仍需進一步驗證。
周銘祥提到，過去進行同類型臨床實
驗，只能依靠海外製造細胞製品，不僅費
用昂貴，且耗時較長，新的ATP實驗室可

填補本地空白，為病人提供更便捷的治療
選擇，並為本地醫療科技發展注入新動
力，「目前細胞療法的成本確實較高，但
我們建立本地實驗室的目的正是為了縮短
生產時間及降低生產成本，從而讓更多病
人受惠。」
此外，實驗室還肩負人才培訓的重

任，「理大設有相關碩士課程，專注
於培養從事 ATP 相關工作的專業人
才」，周銘祥指，現時香港於先進療
法製品方面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希望
ATP 實驗室可成為連結產學研合作的
平台，進一步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醫療
科技的樞紐。
理大早前就籌建香港第三所醫學院向

特區政府提交建議書，周銘祥指，無論
醫學院申請成功與否，校方亦會繼續投
入ATP實驗室的建設與運營，並與本地
及國際醫療機構合作，推動先進療法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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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皮屋年初一焚毀 近3個月後驚現焦屍

●「走塑」一周年，環保署截至本月中共收
到122宗相關投訴和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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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建ATP實驗室 研再生醫學療法製品

侵入性腦膜炎首4月已5宗 專家籲幼兒及少年打針

●香港已有5宗侵入性腦膜炎雙球菌感染，
專家呼籲關注。 資料圖片

▲ 理大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主任周銘
祥。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理大近日宣布成立先進療法製品（ATP）
實驗室，專注於研究和生產神經科學及再生
醫學領域的先進療法製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左起：運輸署總工程師（道路安全及標準研究）胡建國、運輸
署高級工程師（道路安全）傅承志。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運輸署講解如何選購及使用兒童束縛設備符合法例要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運輸署數據顯示，2021年至2024年間，本港涉
及8歲以下兒童傷亡個案的交通意外中，約半

數發生在私家車內，去年的比例更高達59.7%。
《2024年道路交通（安全裝備）（修訂）規例》將
於今年11月1日實施，政府期望透過使用兒童束縛
設備減低死亡或重傷風險，加強保障兒童乘車安
全。

購買設備留意有否「永久標記」
運輸署總工程師（道路安全及標準研究）胡建國

日前向傳媒表示，傳統兒童安全座椅的設計分為前
向式及後向式兩種；便攜式產品則有安全帶調節
器、穿戴式安全約束背心及可摺疊幼兒增高座位
等，「與傳統安全座椅的分別在於，便攜式設備沒

有兩側保護墊及椅背，因此出現側面撞擊的交通意
外時，保護力或不及傳統安全座椅。」
胡建國提醒家長、監護人或接載兒童的私家車司

機在選擇有關設備時，應以產品適用的身高及體重
範圍作首要考慮，且所有設備均須符合國家或國際
認可標準，包括聯合國第129號規例等；購買前亦
需留意設備是否印有符合標準的「永久標記」。
安裝及使用方面，他指出司機或家長應正確、穩

固地安裝有關設備，確保兒童適當扣緊。另外，一

旦設備在受到撞擊後，即使表面無明顯傷痕，內部
結構亦可能受損，影響保護效能，不宜繼續使用。
至於「二手貨」則由於難以保證使用情況，需謹慎
決定是否使用。

網約車有責任提供合適設備
現時流行網約車等私家車接載服務，胡建國指有
關司機亦有責任為兒童乘客提供合適設備，否則可
能面臨相應法律責任。警方可向違反規定的司機發

出230元定額罰款通知書；如案情嚴重則可交由法
庭審理，最高罰款2,000元。他指出，針對個別特殊
情況，修訂規例提供兩項法定免責辯護，包括司機
有合理理由相信乘客已年滿8歲或身高達1.35米；
或在緊急情況下接載兒童（例如緊急就診）而未能
趕及安排和使用兒童束縛設備，惟需交由法官或專
業執法人員根據實際情況判斷。
為確保司機合法駕駛，警方會通過一般巡查的方
式進行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