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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文 澄百 科 啟 智

中國擁有幾千年悠久豐富的農耕經驗，農業資源豐
富，是名副其實的「農業大國」。自人工智能（AI）
問世以後，研究人員也開始探索AI如何能夠為農業
發展作出貢獻。目前為止，AI在農業領域的應用也非
常廣泛，其中有AI耕作、播種和採摘機械人、AI探
測土壤、氣候災難AI預警、AI探測等。
以往解決害蟲問題，需要依靠人工巡視並基於經驗

知識作判斷，但農業工作者可能由於經驗不足或者判
斷失誤等原因，未能及時防治害蟲，導致農作物減產
失收。如果能對農作物進行準確的害蟲識別，並找出
合適的防治措施，創造出能為植物看病的 「醫
生」，就可以盡力挽救農作物，減少使用農藥，保證
農作物的產量。
AI探測害蟲主要是基於機器學習、圖像識別等技

術，利用特定的算法和模型，研究害蟲的光譜或圖像
信號，從而獲取到有效的數據特徵，再根據與數據庫
中已有的害蟲特徵資料作比對，最後識別出害蟲的情
況。透過將農間電子攝像設備的照片輸入至模型處
理，害蟲的監測和預報就可以不間斷地實時進行，這
樣做既可以節省大量人力成本，又可以提高識別害蟲
的準確性。
然而，上述AI害蟲識別技術依然存在許多缺陷。

例如當遇到一些個體體積小、隱蔽性強的害蟲時，攝
像設備並不能捕捉到其身影，AI就無法對其進行識
別。從特徵分析的角度來看，在進行探測時，害蟲的
種間相似、種內變化、姿態變化等問題，會造成待識
別害蟲的相近種類間差異小、同一種類內差異大、特
徵信息缺失或誤差嚴重等情況。
儘管當前AI在農業中的應用有一定限制，但毫無疑
問其仍具有相當前景。相信隨着AI技術不斷發展，各
種掣肘得到解決，農業領域也因此更加生機勃勃。

正六邊形ABCDEF有頂點A(4,0)，每邊長度為8，且正六邊形內部都在第一象限裏。求頂點D的
坐標。

問題：

如右圖，留意到cos∠OAF = 48 =
1
2，得∠OAF = 60o，而正六

邊形每內角為120o，故此AB剛好在x軸上。
D的x坐標跟B一樣，是4 + 8 = 12。
D的y坐標就是2OF = 2 × 4 3 = 8 3。
故此D的坐標為(12,8 3)。

答案：

數揭秘奧
這次談談一道關於正六邊形的問題。

◆◆張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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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六邊形的頂點

長期痛症令不少人飽受折騰。美國2016年的調查顯示，大概百分之二十

的成年人（約五千萬人）在過去的6個月，差不多每天都有痛症的經驗；

而大概二千萬人的痛症，嚴重到影響他們的工作和日常生活。相類的調查

顯示，歐洲的情況也差不多。現在我們對長期痛楚的了解有多少？今次就

和各位討論一下。

科學講堂

神經細胞受刺激 敏感喊痛避危險

許多以動物為主的研究，已確認到了中央敏感化和周邊敏感
化相關的生化渠道和細胞。例如當受到損傷的時候，神經細胞
附近的不少細胞會受到刺激，例如嗜中性白血球（neutro-
phil）、巨噬細胞（macrophage）、T淋巴細胞（T cell）、B
淋巴細胞（B cell）等等，更會釋放出有關的因子令神經線變
得敏感。
不過這些讓神經變得敏感的過程，也有可能幫助減退痛楚。
2022年加拿大有研究分析了背痛病人的基因反應，發覺如果
病人發炎的症狀受藥物阻擋，嗜中性白血球不會如預期般運作
消退痛楚。這是一個尚待臨床證實的「驚奇」。一直以來，我
們認為發炎應該盡快停止，否則將會發展成長期痛症；這個研
究卻初步顯示，發炎症狀的存在，可能有助身體的免疫系統，

作出適當的行動消滅痛楚。
過去的數十年，亦有不少研究在分析長期痛症病人腦部的結
構。利用動物的實驗指出，長期的痛症會令牠們部分的神經網
絡重組，繼而改變牠們對痛楚的感覺。2019年史丹福大學更
有研究探討腦部神經元跟痛楚的關係，研究發現當腦部杏仁核
（amygdala）中的一些神經元被關閉掉，實驗中的老鼠依然會
感到痛楚，但牠們受到的困擾好像減少了。一些研究人員因此
開始了新的研究方向，除了直接處理痛楚的感覺，或許可以開
發藥物，減低痛楚為我們帶來的不適。
痛楚是一種複雜的現象。可幸的是，現在我們對痛楚已有一
定的認識，亦已開發了不少的療法。希望在不遠的未來，我們
能有更大的進展，幫助大量痛症的病人。

發炎反而減痛楚 新方向研止痛藥

痛楚的感覺大家一定有過。我們身體不
同的部分遍布用來感受痛楚的神經細胞，
當它們受到刺激（比如說高溫的刺激），
我們就會感到痛楚，好讓我們避開危險。
不過各位有否奇怪，我們對痛楚的敏感度
與感覺，好像會隨時間、狀況而變？例如
被太陽曬傷以後，平常令我們舒服的溫水
會突然之間讓皮膚十分難受。
這是一種被稱為周邊敏感化（peripheral

sensitization）的現象。由太陽引起的發
炎，會令身體中的神經細胞變得敏感，因
而特別容易感應到平常不會偵測出來的刺
激。

中央神經系統受刺激
也有中央敏感化（central sensitization）

這種現象，比如在手術以後，一些病人的
中央神經系統會受到刺激，錯誤地將無害
的感覺演繹為痛楚。因此縱然遠離手術的
部位沒有任何發炎，稍為輕輕觸碰也會令
這些病人感到痛楚。

對大部分人來說，中央敏感化和周邊敏
感化是短期的現象，被太陽曬傷或進行手
術以後，或許有一段時間會特別敏感，
「提醒」我們不要再傷害自己，但一段時
日之後就會回復正常。不過這些現象為我
們提供了寶貴的機會，去了解身體如何感
應痛楚。

突然敏感會出錯 無害感覺變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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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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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題開始時想像到圖形是怎樣，然後發覺只有一
個放置的方法，之後找到A對面的D，再配合一些
特殊三角形的特性，計算一下就做完了。
問題中較難的其實是第一步，怎樣想像出個圖形
就只有一種放置的方式。為討論方便，預設點
ABCDEF都是逆時針放置，那樣AF會在什麼方向
呢？這先要知∠FAB = 120o，那樣AB作為正六邊
形的邊界，最多只能在x軸上，而AF的方向，就
是令到∠OAF = 60o那一個。
這個圖形定位問題的難處，在於學生畫圖時可能

沒依比例，或者雖然知道每個內角是120o，但畫起
來就不太像樣，又未必留意到題目數字裏的4和8
可以令到找餘弦值時，∠OAF剛好是特殊角，以
O、A和B成一直線。一開始就畫錯了圖，想來想
去也沒辦法，還以為有很多可能性，想法就亂了。
對於教師來說，自己一下子就能把圖形大致按比

例想像出來，又因為挺熟悉圖形的特徵，於是許多
資訊都在想像中浮現，做題目時很快就可以聚焦到
重點。不過觀察學生做數學題後就會發現，學生有
時會缺乏對圖像的想像力，想能按比例作圖也有困
難。就算作了圖，由於圖本身未必依比例，而且對

圖形的各樣資訊又缺乏深入了解，於是畫出來後反
而變成誤導自己。
課程內的幾何題，許多都已經有圖像提供，一旦

要自己按題意作圖，就有點難。競賽題裏，圖形沒
那麼常見，只是用一些條件描述出來，單是作圖本
身，已經是一種訓練。
教學生的時候，一眼就把題目中許多資料看出來

了，於是就這題很容易解，也會有個錯覺，覺得這
些題目不太值得教人。其實對於學生來說，有些題
目就是擊中了他們的弱點，所以從學生的角度，都
是值得練一練的。
站在老師的角度，因為數學知識豐厚，有時未必

可以站在學生的位置上，看到他們需要接受什麼訓
練。若是多點教學經驗，固然會敏銳些，但久不久
還是會失算，看得沒那麼準的。
讀數學的人，見到些好的數學題，可能也會想跟

中小學生談一談，只是往往脫離他們的水平太多年
了，早就忘了他們的整體能力，變成能聽懂的不
多。我自己也曾經歷過這些，練了許多年月，才多
了一點較務實的看法，所以在這裏分享成功的經
驗。

AI變植物醫生 防治蟲害減用農藥
為未來智

◆被太陽曬傷後會特別敏感，是因為細胞
「提醒」我們不要再傷害自己。圖為嚴重
曬傷的武警官兵。 資料圖片

◆用人工智能技術防治蟲害，是科學家的目標之一。圖為廣西農民觀察害蟲智能化捕捉設備的運行情況。
資料圖片

◆神經細胞只要受到刺激，我們就會感到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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