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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巡邏港邊境
無人機增補警力
西九總區將試行低空巡邏 下階段山頂及離島實施

歡迎反饋。港聞部電郵：hknews@wenweipo.com

香港警務處大型活動科重點及搜查組總督察
羅海明日前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先導計劃

選取邊界警區及西九龍總區為試點，其中邊界警
區會通過無人機自動機庫對邊界圍網進行巡邏，
其間會設置告示，告知公眾警方正進行無人機執
勤。他說：「以往邊境區域需要人力巡邏，如今
借助無人機技術可大幅節省巡邏時間、提升效
率。」他指出，邊界警區若實體巡邏，每次需兩
三人，耗時約1小時；透過無人機巡邏則只需花
費15分鐘至20分鐘，節省下來的時間可騰出人
手執行其他警務工作，同時亦可通過機庫實現晝
夜不間斷巡邏，增強靈活性。

人力巡1小時 無人機15分鐘搞掂
至於西九龍總區則採用人工操控模式，無人機

主要在人口密集區域及樓宇間巡邏，並會在高於
大廈約60米的位置執行任務，監察有否犯罪發
生。警方會設置橫額告知附近居民無人機正在執
勤，無人機亦配備熱成像以加強夜間防罪效能，
進一步提升防罪、滅罪效果。
警方旨在透過先導計劃，善用科技推行數碼警

政，提供優質警政服務，更靈活調配前線人員工
作以提升工作效率；推動無人機從郊區應用拓展
至市區及高密度區域；以及透過恒常化無人機巡
邏以加強防罪、滅罪及保證公共安全效果。
香港警務處大型活動科重點及搜查組警司高仲

英表示，推行計劃時會優先考慮公眾安全，「隨
着無人機開始高頻次、常態化使用，警務處會從
飛行路線選取、安全設備安裝，以及最低飛行高
度指引三方面提高安全系數。」

三方面增安全 嚴格保障私隱
他指出，警方同樣重視保障私隱，會嚴格遵守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指引，從飛行路線的預
先審批、監管，到飛行前於飛行地點向居民及公
眾進行標示和通知，以及無人機巡邏時的各項設
置方面，確保公眾安全與隱私得到最高保障，
「例如在巡邏前通過物業管理公司、警方社交媒
體等通知居民及公眾。」
無人機科技應用方面，高仲英指除了熱成像

外，亦配備夜視鏡，未來將持續發展技術，目標
是引入人工智能分析，例如在巡邏時檢測地面物
品變化、空中巡邏時統計人流或車流量等，以豐
富行動中的科技支援。警務處期望推動無人機恒
常化使用，以應對不同地區的案件類型，例如在
西九龍總區開展夜間反罪惡巡邏，或針對爆竊熱
點區域。他指出，案件發生後，無人機還可用於
追蹤賊人的逃跑路線、規劃圍捕方法等，因此警
務處會根據無人機的能力，豐富及靈活調配警
力。他表示，希望今年內可把無人機日常巡邏擴
展至中環山頂區及離島長洲分區，具體時間則取
決於經驗累積、訓練等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千尋）香港特區政府積極
發展低空經濟，並將陸續推展首批38個低空經濟監
管沙盒試點項目，以期累積數據及經驗，引領法
規、基建、應用等不同層面的工作。大灣區低空經
濟聯盟昨日針對工業用無人機的相關法例修訂提出
15項建議，重點聚焦無人機操控員牌照要求、空中
交通監管、系統與數據信息安全等議題，例如應要
求駕駛員掌握程式設計、系統邏輯管理及信息安全
風險應對能力等。聯盟指出，載人飛行、跨境運輸
等領域應用場景並未包括在第一期沙盒之內，期望
政府盡快推出第二期低空經濟監管沙盒，吸引更多
項目參與，並促進商務營運新模式的出現。

葛珮帆：修例須具前瞻性
特區政府民航處近日將向立法會提交《小型無人機

令》修訂建議，包括將小型無人機有效載重限制從目
前的25公斤放寬至150公斤；允許超視距飛行；以

及賦權民航處處長在符合民航安全的前提下容許載
人的「先進空中運輸系統」在特定條件下進行試飛。
大灣區低空經濟聯盟創會會長、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是次修例須具有前瞻性、靈
活性及可操作性。聯盟建議設立能區別於傳統模式
的「專業級無人機操控員牌照」，要求駕駛員掌握程
式設計、系統邏輯管理及信息安全風險應對能力，
確保他能駕馭具人工智能決策功能的半自主機械設
備。葛珮帆形容，每架無人機都是「會飛的機器
人」，新牌照將推動操控員向「編程 + 安全 + 平台協
調」的多重能力轉型，聯盟將與大專院校商討無人機
操作員的培訓要求，加快本地人才培訓。

建議駕駛員兼掌握程式設計
設備管理方面，聯盟建議工業用無人機植入政府

發行的電子憑證作為法定的唯一電子認證，再結合
實體二維碼，實現設備身份遠近雙重驗證。對於跨

境飛行作業的工業用無人機，則由香港郵政機構簽
發「工業無人機數碼憑證」，以便追溯法人身份與識
別設備。
數據信息安全與私隱保護方面，聯盟提出加強數

據傳輸與設備管理，並建議建立「無人機影像拍攝
與數據保存標準」，嚴格規管雲端存儲與人臉識別
技術應用。未來商務及工業無人機的飛行航道亦要
預先批准，以保護市民私隱。
飛行安全管理方面，聯盟建議設立「太空天氣影

響評估系統」，將太空天氣納入無人機飛行計劃的
強制考量因素；同時建議設立低空經濟「風險等
級」，綜合飛行模式、載荷重量、環境影響等參
數，將風險分為低、中、高、極高四級，並據此制
定差異化的飛行規管措施。
智慧城市聯盟資訊科技管理委員會主席龐博文建議

政府參考風險等級指標，及時發布飛行調整指引或禁
飛警告，並將太空天氣資訊與傳統天氣預報結合，為
運營商提供風險參考。聯盟亦建議低空經濟參與機構
使用政府指定3D地理空間數據，統一地圖標準。

團體倡工業無人機植入政府電子憑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茗）電子行人過路發聲裝
置陪伴港人多年，香港特區政府運輸署上月開始逐
步更換發聲裝置，預計在2027年底前完成，涉及全
港2,000個路口合約1.3萬套裝置，成本約9,800萬
元。原有發聲裝置透過聲響和震動信號，提示視障
人士行人過路燈號狀態，讓他們可按聲音提示安全
過馬路；部分行人過路處車流較高、人流較少，發
聲裝置附設過路按鍵功能，行人綠燈只在按鍵後亮
起，以容許更多車輛通過路口。新一代發聲裝置除
保留上述功能外，加入發光組件、摸讀地圖、語音
位置提示、非接觸式行人路過按鍵，以及靈活聲量
調節等5個新功能。有視障人士對該政策表示歡迎，
認為發聲裝置幫助他們更便利出行。

視障人士中心附近優先更換
運輸署總工程師郭家駿昨日表示，原有發聲裝置

大部分已運作逾20年，因超過正常使用年限令故障
率有上升趨勢，運輸署已於2021年至2023年進行更
換先導計劃，邀請視障人士一併參與現場測試。
他指原有裝置每年維修率約4%至7%，相信新裝

置故障率更低，可節省維修成本。他透露，至今已
在深水埗及油尖旺等地區更換了27個路口發聲裝
置，後續會優先在視障人士中心或毗鄰學校處更換
新裝置，再擴展至原有裝置的故障高發地。
原有發聲裝置是透過聲響和震動信號提示視障人

士過路燈狀態，新裝置則分為藍色及灰色，由「發
聲組件」及「附有行人路過按鍵功能的震動組件」
或「不設行人路過按鍵功能的震動組件」組合而
成。新增5項功能包括讓弱視人士更輕易找到行人過

路處的發光組件；提供行人過路處完結、行車線、
電車/輕鐵線等過路處布局資訊的摸讀地圖；能以粵
語、普通話及英語讀出路過處附近街道名稱的語音
位置提示；保障衞生的非接觸式過路按鍵感應器；
以及可用專用設備調節的夜間操作模式。

日間聲量80分貝夜間降至60分貝
日間原有發聲裝置聲量為80分貝，夜間則調低至

60分貝，但仍有可能對附近居民造成影響。新裝置
在夜間減音模式下，運作聲量較現時更低。當視障
人士需要過馬路時，可利用新增的專用無線裝置或
運輸署「香港出行易」手機應用程式的遙控功能，
短暫提高發聲裝置的聲量。郭家駿表示，運輸署將

在今年第三季經香港盲人輔導會一次過免費派發約
1.5萬件專用無線裝置供視障人士使用。
視障人士關注交通事務聯席召集人李啟德指出，

香港的視障人口比例約3%，屬全球最高比率的地區
或城市，當中絕大部分為後天失明，「要讓他們重
新融入生活，社區或地區的無障礙設施必不可
少。」後天失明的他認為，原有發聲裝置聲音分
散，人多車多時難以準確判斷聲音；新裝置則增加
「低音低頻」，讓視障人士「聽起來集中很多。」
對於新裝置新增摸讀地圖及語音位置提示，他指

過往外出需牢記街道路線，「有時候數路口數錯或
被旁人碰撞後失去方向會很麻煩，甚至需要尋求路人
幫助才確定自身位置，新增功能可彌補這缺點。」

1.3萬套行人過路發聲裝置逐步更換升呢

無人機應用一日千里，除攝像及送外賣等廣為人知的用途外，還可提升警政效率。香

港警務處後日（23日）起展開為期3個月的「小型無人機行動調配」先導計劃，在邊界警區

採用自動化無人機庫系統，實現自動巡防作業以節省人力巡邏時間及提升效率；同時亦

會在西九龍總區開展市區無人機巡邏，以擴大巡邏範圍及進一步提升防罪

滅罪效果。警務處表示，會檢視計劃的電子數據及警員執勤經驗等以優化

程序，下一階段將在中環山頂區及離島長洲分區實施，長遠目標則為每個

分區均配備自動化無人機庫巡邏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香港中小
學正大力推動STEAM教育，特區政府教育
局早前並成立數字教育策略發展督導委員
會，促進包括人工智能（AI）的創新科技與
教育深度融合。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昨日公
布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已有近八成教師嘗
試使用AI工具輔助教學，但普遍面臨技術
門檻、數據準確性及學生抄襲等問題，期望
特區政府於推動AI在教育應用方面發揮更
大的作用，並投入更多資源支援。
是次調查訪問了510多名中小學、幼稚園

及特殊學校教師及校長，其中逾四成教學經
驗逾20年。結果顯示，約有22%教師尚未
嘗試使用AI工具來輔助教學，原因包括不
熟悉AI工具、課時緊迫無暇使用、擔心學
生過度依賴而選擇傳統教學方式，或認為缺
乏適合其科目的AI工具等。
在已使用AI工具的近八成受訪教師中，

主要用於備課、製作教具及處理行政工作，
但在批改作業和學生輔導等核心教學環節的
應用仍顯不足。此外，教師使用AI頻率普
遍不高，僅12%教師每日使用，每周用一至
兩次者為數最多，佔38%。
調查又發現，雖然大部分教師認同AI對

提升教學效能和學生學習興趣，及減輕教師
工作量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很多人使用時
曾遇上不同程度的困難，逾六成半人指AI
輸出內容準確度不足，近四成人認為有隱私
及數據安全顧慮。
另外，有八成半教師憂慮學生利用AI抄

襲功課，並有不少教師擔心會削弱學生批判
性思維及降低自主學習能力。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現時本港教界於推動數
字教育的校際差異甚大，教師以AI輔助教學仍面對
困難，建議當局未來應重點提供系統化教師培訓及
專業支援如定期講座、工作坊及學習圈，鼓勵成功
學校分享AI教育經驗，同時可制訂教師AI教學實務
指引案例，及加強兩地數字教育專業交流等。
教聯會又建議，特區政府應考慮委託香港生成式

人工智能研發中心，將早前開發的 AI 大模型
「HKGAI V1」微調至教育界適用版本，多方面支
援將AI融入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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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無人機
行動調配簡介
過往無人機應用情況：

●只在有行動需要時出動
‧手動操控為主
‧主要應用於低密度郊區
‧常見場景包括山嶺搜救、調查搜證、培
訓宣傳及空中形勢評估等

‧今年1月至4月間，香港警務處共進行
12次警用無人機山嶺搜救行動

先導計劃試驗期：5月23日起為期3個月

●首階段試點：
‧邊界警區：採用自動化無人機庫系統，
通過智慧規劃飛行路徑

‧無人機按預設範圍執行巡邏任務，提升
巡邏效率，更靈活調配警力

‧西九龍總區：透過靈活調配無人機執行高
空巡邏任務，擴大巡邏範圍，提高效率

●第二階段計劃：
‧中環山頂區開展自動化無人機庫巡邏
‧離島長洲分區進行無人機庫自動化傳輸

●長遠目標：
‧每個警察分區均配備一個自動化無人機
庫巡邏系統，推動無人機行動常態化

現有無人機配備數量及機手數據
‧西九龍總區逾20架；邊界警區一個無
人機庫

‧約700名警務人員已通過相關訓練及認
可課程，具備操控警用無人機的資格

‧10名邊界警區警員已接受相關操作培訓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掃碼睇片

●無人機起飛示範。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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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裝置增加「低音低頻」，便利視障人
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郭家駿透露，目
前已更換27個路口
發聲裝置。

香港文匯報
記者涂穴 攝

●運輸署上月開始逐步更換行人過路發聲裝置，預計在2027
年底前完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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