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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人工智能（AI）感知能力，相信電腦視覺最為
大家熟悉，亦是十分常用的AI感知能力。
近年興起人臉識別手機遊戲，透過辨識人面，利用

玩家面部與其他玩家面部交換，又或者玩家可根據遊
戲的表情符號做出相應表情得分；更有手機程式可透
過人面辨識來分析玩家的情緒、年齡和性別。除人臉
辨識外， AI現時已經可應用於醫學診斷。早前香港
中文大學醫學院就發布了將AI技術應用於醫療診斷
的研究，其中可利用AI診斷癌症。究竟AI是如何看
到、觀察和理解世界呢？
講解之前，跟大家玩一個小遊戲。圖中是一隻兔子

還是鴨子？到底AI能否辨認呢？

在此先賣一個關子。
其實AI是利用電腦視覺（CV）「看」到我們的世
界。CV是AI的一個領域，能使電腦和系統從數碼圖
像、影片和其他視覺輸入中，獲取有意義的資訊，並
根據這些資訊來採取行動或提出建議。CV透過使用
攝錄機、數據和演算法來訓練機器，以在更短時間內

執行這些功能。
CV需要利用視覺識別來進行分類。視覺識別的基

本概念為特徵及分類器。我們通常會以特徵來形容一
件物件。特徵可以不同的方式來表示，而機器偏好於
以定量形式來表示特徵。我們可以透過特徵，衍生出
良好的分類器，例如顏色、細節，來幫助AI分類。
分類器可進行二元或多層分類。
剛才提到的兔子還是鴨子的問題，答案既可以是兔

子，也可以是鴨子。原因是我們無法提取合適的特徵
來區分這件物件。假如我們有更多的細節，例如顏
色，或者繪製圖像時包含更多細節，我們或許可以辨
識這件物件。
此外，透過深度神經網絡優化識別過程，都可以更

準確識別所輸入的圖像。神經網絡會提取特徵，並以
階層式表示。低階指物件的邊界（輪廓），中階指物
件的顯著部分，高階指物件的形狀，以及物件部位的
組合。提取物件的特徵後，神經網絡會以多層次的方
式來表示特徵。這代表數據更加全面，並可以不同的
階層（比例）來表示物件。較低階層的特徵，通常為
局部；而較高階層的特徵，則包含更多有意義的數
據。特徵表示可以非常龐大和詳細，使AI能以非常
精確的方式來模擬一件物件。
更佳的自我調適階層制特徵，可從特徵和分類器中

學習，並提高識別的準確度。深度神經網絡使用了新
的視覺識別途徑，統一提取特徵和分類器。
有了CV，AI便可以看到、觀察和理解世界。但要
AI準確識別事物，必須要有良好定義的特徵和分類
器，並利用深度神經網路優化過程。

方程x4 + jx2 + kx + 225 = 0有四個不同的實數解，各個解形成等差數列。求j的值。問題：

留意到當中x3系數為0，由根與系數的關係，得知各個根之和為0。若各根成等差數列，則可設平均
值為m，公差為2d，各數依次為m - 3d，m - d，m + d和m + 3d，由各根之和為0，得知m就是
0，故此該四數依次為-3d，-d， d，3d。
由各根之積與系數的關係，得知
(-3d)(-d)(d)(3d) = 255

d2 = 5
這裏先保留二次方，之後有用。
再由根與系數的關係，得知j為各根兩兩相乘之和，即

j = (-3d)(-d)+(-3d)(d) + (-3d)(3d) + (-d)(d) + (-d)(3d) + (d)(3d)
= -10d2

=-50

答案：

數揭秘奧
談起一元二次方程的根與系數，兩者其實有些關係，比如方程為ax2 + bx + c = 0，若有兩根α和

β，則有兩根之和α + β = -ba，及兩根之積αβ =
c
a。若是較高次方的方程也有類似的結果，這個根

與系數的關係叫做韋達定理，具體數學的表達形式很容易就在網上找到。
這次看看韋達定理相關的問題，當中也綜合了一些等差數型的技巧。

簡介：奧校於1995年成立，為香港首間提供奧數培訓之註冊慈善機構(編號：91/4924)，每年均舉
辦「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旨在發掘在數學方面有潛質的學生。學員有機會選拔成為香
港代表隊，獲免費培訓並參加海內外重要大賽。詳情可瀏覽：www.hkmos.org。

設未知數的選擇

我們不時會看到媒體介紹新型的天文望遠鏡有多大，彷彿較小型的望遠

鏡已是明日黃花、無甚作為了。在這個大型望遠鏡不時出現的年代，較小

型的望遠鏡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或有何地位？今天就與大家談一談這個

話題。

科學講堂

小型望遠鏡 觀星亦高清

對要求嚴格的科學家來說，這些大氣層氣流帶來了誤差，降
低了天體觀測的精準度，而把望遠鏡送上太空，就可以迴避這
個問題了。正因如此，雖然現在一些地面上的望遠鏡的直徑已
經超越了10米（比如說西班牙的加那利大型望遠鏡Gran Tele-
scopio Canarias的直徑就高達10.4米），而位於大氣層之外的
哈勃太空望遠鏡只有直徑2.4米，仍然一直為大家提供不少重
要的天文照片。
可幸的是，調適光學（adaptive optics）這種技術的發展，
幫助了地面上的望遠鏡解決大氣層帶來的問題。在這種技
術之下，電腦可以根據大氣層的狀況而對望遠鏡的鏡片作
出相應微調，從而抵消大氣層氣流對星光造成的晃動，最
終得以讓我們觀測到星星固定的影像，而不是「一閃一閃
的小星星」。

那麼電腦又是如何決定應該怎樣對鏡片作出微調的？這
都得依賴附近的一些較穩定的「指導星體」來用作參考：
憑着觀看這些「指導星體」如何在大氣層氣流之下「一閃
一閃」，電腦就可以推算大氣層的狀況，再決定怎樣作出
修正。有了調適光學這種技術，地面上的望遠鏡就可以在
不需擴大鏡面面積的情況下提升它們的準確度。
位於夏威夷的加拿大—法國—夏威夷望遠鏡（Canada–
France–Hawaii Telescope）也運用了這種技術，因此雖然它
的鏡面只有直徑3.6米，但它為銀河系NGC 7469所拍攝到
的照片，其解像度亦可媲美身處太空的哈勃太空望遠鏡。
更大的望遠鏡，自然有其優勢，但今天的討論，希望也
能指出，善用我們的巧思去改良我們的儀器，亦是十分重
要的策略。

電腦學微調鏡片 提升照片準確度

究竟為什麼大一點的望遠鏡就會好一
點？這得從望遠鏡的功用和運作原理開始
說起。利用鏡片、透鏡等光學儀器，望遠
鏡將從遠處星體收集來的星光聚焦，好讓
我們在萬里之外也能清楚地看見這些天
體。不過，這些天體跟我們有遙遠距離，
而它們也不是集中將自身的星光只向我們
傳送，因此對我們來說，它們大都「星光
暗淡」，難以觀測。更大的望遠鏡正可幫
忙解決這個問題：當我們將望遠鏡指向特
定的星體，較大的鏡面就可以收集更多來
自該星體的星光，好讓我們能觀察到星體
更多的特徵。正因如此，較小的望遠鏡就
無法清楚地觀測較遠的天體了。
不過面積的大小，也不是影響望遠鏡能

耐的唯一因素，1990年代被送上太空的哈
勃太空望遠鏡及近期進入太空的詹姆斯．
韋伯太空望遠鏡就是很重要的兩個例子。
把望遠鏡送上太空所需的成本自然不低，
但我們還是決定完成這些「創舉」，原來
與「一閃一閃小星星」這句話有關。來自
太空中星體的星光要到達我們的眼睛和望

遠鏡，自然一定得經過地球的大氣層。
不過，大氣層中時刻變動的氣流也會折

射星光，以致縱然星體並沒有改變，我們
卻不會見到固定的星光，而是一閃一閃的
星星。

氣流會折射星光 上太空看得更清

◆◆杜子航 教育工作者
早年學習理工科目，一直致力推動科學教育與科普工作，近年開始關注電腦發展對社會的影響。

星期一 ．公民與社會 /品德學堂
．趣學英文

．新聞透視眼星期二 星期三 ．百科啟智STEM
．中文星級學堂 星期四 ．趣學英文 星期五 ．知史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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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為香港中學創建新
的AI課程、支援框架及可持續的AI教育模式，以促進相關的AI教育生態發展。嶄新又全面的AI課程希
望為學生提供AI倫理意識和知識，裝備他們應對未來工作。

解題時，先是注意到各樣之和為0，所以平均是
0，在等差數列來說，就是該四個數中間兩個數之
和的一半是0，於是為了表達方便，就設了中間前
後的項是±d，再遠一點就是±3d。這樣設起來，
未知數就只有一個，做起來就方便多了。
要是用平常的想法，把等差數列看成是a，a +

d，a + 2d和a + 3d，那未知數就有兩個，數字看
起來也沒那麼對稱，化簡起來較複雜，不過數理上
畢竟是一致的，多點耐性還是能做到。
奧數做多了，設未知數時就會精簡一點，除了剛

才提起未知數只有一個以外，那個公差還設成是
2d，比起平常設為d，分別是計算時用整數，化簡
時簡潔些。有時做數學題要設未知數，平常會設成
x，但在奧數裏訓練多了，就會發現為了之後的化
簡可以簡潔一點，會先設為2x，或者其他形式，總
之就是預見之後算術上的方便，而預先設定了一個
更好用的形式。
這點設未知數的經驗，是在解決一些較複雜的題

目裏去累積的。因為設未知數時，若果只按習慣設
成最直接的x，可能之後要處理分數，或者更複雜
的情況，這個在複雜的題目之中，一個較差的未知
數形式，引起的麻煩可以發展得很大。要是再設多
三幾個未知數，當中錯綜複雜的運算，就會引起無
數麻煩。
有時看奧數的題解，久不久會見到無故把未知數

設成一些奇怪的形式，這個可以先保留一點疑問，
繼續看下去，之後可能會見到計算上有奇妙的效
果。數學的題解，許多時都是想通想透了，才把最
簡單的形式鋪排出來，有時則是預見到那樣設定比
較方便。
在這題的題解中，還算是能合理地預見到怎樣把

未知數設得好。這些經驗其實挺難傳授的，都要平
常做數時自己練出來的，不過若是平常做數時多了
這點思路，設未知數時會多了很多選擇，長遠也是
好的。

◆◆張志基

尋找特徵認物件 視覺識別作分類
為未來智

◆太空望遠鏡觀測到宇宙中星星的圖片。 資料圖片

◆深度分類網絡圖。 作者供圖

◆ 為了避開大氣層中的氣流干擾，科學
家們把望遠鏡送到太空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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