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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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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想一下，如果電視被「靜音」，
人們僅依靠讀唇或視覺畫面來理解與
猜測節目內容，不但會造成割裂的觀
看體驗，亦無法好好理解節目中的對
話與解說。為了構建聽障人士完整的
觀看體驗，實時字幕、語音轉換文字
等功能在聽障人士觀看視頻與直播節
目的過程中發揮巨大作用。
為了讓聽障人士等不同殘障人士也
能領略冰雪運動的魅力，2022年北京
冬奧直播中首次加入人工智能（AI）
字幕功能，名為「為了聽不到的
你」。這個高科技模型集語音識別、
翻譯、字幕生成等多項功能。
實現這些功能並不容易，為了讓聽
障人士「聆聽」賽事解說，需要將視
覺信息與自然語言處理相結合。
除了使用語音識別功能，模型還需

要利用深度神經網絡，通過卷積神經
網絡提取並標註畫面的信息，同時結
合長短期記憶模型，記錄畫面的重點
信息，從而更有效完成圖像描述和字
幕生成的訓練。模型透過神經網絡的
強大學習能力，便能為聽障人士提供
實時且準確的字幕。
透過此項技術，實時語音可轉換為
雙語字幕，為聽障人士架起「信息無
障礙」的橋樑，讓聽障人士平等、便
捷、有尊嚴地在雲端平台上無障礙觀
賽，一同為扣人心弦的比賽吶喊助
威。
然而，這項方案仍然未在大型賽事
或會議之外得到廣泛推廣和應用。就
體育賽事之外的領域，提高實時字幕
的準確率仍有賴於各行各業場景的詞
庫構建。
AI字幕的應用讓科技與人文相遇，
繼續推進無障礙信息化社會，以填補
聽障人士在影畫世界中缺失的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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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北京冬奧網絡直播中首次加入人工智能（AI）字幕功能，名為「為了
聽不到的你」。 網上圖片

為未來智

B5 百科啟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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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mos.org。

數揭秘奧
自評能力水平有方法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微中子（neutrino）這種不帶電荷、質量輕巧、甚少與其他物質

發生作用的粒子，簡直堪稱粒子界中的「隱士」。原來物理學家們一直在猜想在微中

子中，可能還有更不會「與別人打交道」的「惰性微中子（sterile neutrino）」。我

們為什麼會這樣猜想？惰性微中子又是否真的存在？今次就和各位說說它的故事。

科學講堂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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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釋觀察到的現象，物理學家們不時猜想一些還未見過的粒子：「惰性」微中子就是一個這樣的例
子。可惜的是，經實驗證明，這些惰性的粒子好像並不存在。然而失蹤微中子的謎團卻還未解決：科學家們
還要繼續努力，尋找可能的原因。

不說不知，微中子原來有不同的「品種」，而
現今已經確切偵測到的共有3種。這些品種的特徵
相類，因而在量子物理的世界裏它們會混合在一
起。在現實世界中，我們會發現微中子不時從一
個品種轉換成另一品種，如果我們只量度特定一
種微中子，就會發現微中子「不見了」或「突然
出現」的情況。
過往我們觀察太陽的時候就曾有相似的疑惑：
從太陽來的微中子，好像只有預期數量的三分之
一。這是因為正如先前所言，微中子出現種類變
化的現象，假如我們只測量其中一種微中子的數
量，自然不能準確測量到所有太陽生產的微中
子，這並非我們對太陽運作的原理有任何誤解。
微中子品種轉換的現象，我們好像還未完全了
解。太陽中心發生的核聚變會放出微中子，用來
生產核能的核裂變也一樣。因此核電廠（包括鄰
近香港的大亞灣核電站）其實是一個穩定的微中
子來源，可以用來研究微中子品種轉換的現象。
不過2011年發布的研究結果指出，從核電廠釋放
出來的微中子數量，卻比我們預測的少了6%。看
起來依然有一些微中子不見了！
根據過往的經驗，一些物理學家們猜想，或許

還有第四、第五，甚至更多品種的微中子。我們

已知的3種微中子，除了互相轉換之外，應該也可
以轉換成其他還沒被發現的微中子種類（假如它
們真的存在）。
就像太陽微中子的故事一樣，如果我們只測量3

種微中子，自然會漏掉其他微中子的數量，因而
看起來有一些微中子就好像不見了。
不過，這些微中子種類的存在只是猜想，並不

一定能站得住腳，要驗證這些猜想還要解答一個
疑問：為什麼在過往的實驗之中，我們從來沒有
見過它們？
為了突破這個困境，物理學家們進一步假設，

這些新種類的微中子，只跟已知3種微中子經由萬
有引力發生作用，也就是說這些新種類的微中
子，比已知的微中子與世界有更少的「交流」。
物理學家們因此把它們叫作「惰性」微中子。
為了進一步了解這些惰性微中子，法國的STE-

REO團隊在核電廠的近距離設置了測量儀，準確
地量度微中子的數量，以及它們互相轉換的情
況。這些準確的測量可以用來和理論的預測比
較，進而驗證我們的推斷是否正確。
結果STEREO測量的數據再一次確定，有一些
微中子不見了。不過微中子轉換品種的模式，卻
與惰性微中子的理論並不相符。

微中子「品種」多樣 轉換原理尚未確定

▶ 中子幫助我
們 了 解 微 中 子
「品種」轉換的
現象。 網上圖片

◆ 核電廠是一個穩定的微中子來源。 網上圖片

▲ 現今已經確
切偵測到的微中
子共有3種。

網上圖片

開始解題時，用上了等差數列正中間的項開
始，找到數值，然後留意到公差的限制，在於
首項仍需為正數，不能太大，之後就找到了公
差的範圍。
平常談起等差數列，大都是設首項為a，公
差為d之類的，這裏就用上了正中間的項，總
和一下子就可以寫成1999k，等差數列來說，
若果項數是單數項，比如簡單來說有5項，例
如是3, 5, 7, 9, 11，總和就是中間的7乘以項數
5，即是35，很方便的，比起套公式快很多。
後邊估算d的時候，那個分母挺大的，計算

起來，也算是一道小小的巧算題，計起來就是
1999×999=1999×1000-1999=1997001，就是
999個1999，是1000個少了1個，而乘1000時
就是1999補上3個0，然後減起1999時，又可
以看成是減2000再加1，這樣看就會借位少一
點。
要是這題用上了等差數列的公式，計算起來
也沒用上什麼巧算技巧，大概都是用多了時間
而已。有時這些題目，在平常數學的學習過程
裏，學生自己找到一些較快的方法，比硬套公

式快一點，也是學數學的趣味所在。學數學，
或者普遍學習來說，自信多少與能力高下其實
未必成正比的，有時學生遇着難題多了，反而
懷疑自己的能力。
相反，課內數學做多了好像許多問題都懂，

但做起難題時又會發現能力不足。
這些其實有個過渡階段，學習時對自己的能

力評估起來是有誤差的。年少初學時往往誤差
又大一些，要在見識各個程度的難題後才漸漸
培養出能力，以及對自身的水平有個較準確的
評估。評估方法其實很簡單，就是在一個比賽
裏做三至五年的試題，看看對了多少題。這些
測試，在各個比賽裏都做一下，再看看這些比
賽跟較有認受性的比賽相比難度如何。這樣就
容易知道自己大概水平在哪裏，對自己也有較
準確的認識。
學習時的確難免有些自我評估誤差的問題，這

些往往要認識得深入些，才容易愈做愈準。跟這
些問題有着共存的心思，明白真實能力與自我感
覺有誤差，意識到問題後，着意想方法、思考如
何減少誤差，這樣至少警覺性就會高一些。

等差數列在課內數學和競賽裏也經常出現，這裏有一道競賽題，也比較貼近課內難題，也
可以試一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