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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校師生大軍測量空氣污染 範圍遍及全港·「地衣」大派用場
新報人 (1977年10月22日)，08(02)，第1頁。
永久網址 - https://sys01.lib.hkbu.edu.hk/bujspa/purl.php?&did=bujspa000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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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項以「地衣」測量本港空氣汚染程度的硏究，可望於本年十一月正式展開。屆時，本港將從南至北，由左至右劃分爲二十六區，並以英文字母命名，來展開一系列的硏究工作。
該項測量硏究是由敎育司署科學組聯同中文大學生物系的杜華博士擧辦。
據敎育司署科學組廖煜華先生表示，他們選用地衣作爲硏究工具的原因，是因爲地衣對空氣中的廢氣，具有若干敏感程度。它是香港一種常見的植物，外形與靑苔相類似。在生物學而言，地衣屬於菌類植物，而其內部構造，則由一個菌類細胞，加上一個藻類細胞而成的。
地衣種類繁多，約達一萬五千種，不同種類的地衣，對二氧化硫、硫化氫等有害氣體，均具有不同程度之敏感作用。而一般地衣均不能生長於嚴重汚染的環境。故此，從各地區地衣的生長情況，可測知該處空氣汚染的程度。
簡單而言，若某地的地衣生長茂盛，則表示該地區的空氣汚染程度低。反之，則該地區的空氣汚染嚴重。此外，從地衣的種類，可知道該地區正受著何種汚染。
另一方面，杜華博士認爲選用地衣硏究，比之用化學藥品，經濟得多，因爲地衣在香港隨處可見，毋需付出金錢，便可加以利用。
科學組的另一成員譚淸高說，現時的籌備工作已到達分區及印製小册子的階段，整個硏究工作希望能在今年十一月正式展開，預料在明年暑假完成。
譚氏續指出分區方法並沒有太大規律性。主要是依據海岸綫、地勢、人口密度、而繪畫出各區分界。
將全港分區，目的是便利硏究H作的進行。現時，科學組正繪製該二十六區的地圖，預備印成小册子，分發給參加硏究工作的學生。
除了地圖外，小册子內容包括各種被硏究的地衣的彩色圖片及文字說明。在地圖的旁邊附有空位，可供給學生塡上一切紀錄，如日期、路綫等。
至於印製小册子及購買儀器所需的費用，由新界扶輪社資助。在計劃初期，扶輪社已撥款八千元。但譚淸高表示經費仍不足，敎育司署現已與扶輪社洽商，預算將會再獲得八千元的資助。在硏究工作正式進行前，敎育司署會邀請若干學校參加。學校的數目及名單；目前尙未決定。不過，這些學校，將會是自願參加的。
另一方面，被邀請的學校總數估計約爲百餘間，而分配情況則視各區的汚染程度而定。
除了學生外，敎育司署亦需要一些敎師的幫助。通過一個講習班，將杜華敎授硏究所得，介紹給這些敎師認識，俾能領導其學生展開工作。
在談及這項硏究工作的目的時，廖煜華表示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可以提高學生對環境的認識，二則可給予他們實際工作經驗，從而提高他們對硏究工作的興趣。硏究所得結果，會寫成報吿，供給環境司及勞工處的空氣汚染組作爲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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