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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是一扇連接着無限可能的大門，一

把能聯繫邏輯思維的鑰匙，亦是推進社會科

學發展的基礎。港大同學會書院數學老師方

鈺倫，是10年前恒隆數學獎金獎得主，如

今他以教學為己任，致力培育年輕一代的數

學種子，其5名學生上月分別獲得最新一屆

恒隆數學獎銅獎及優異獎，展示數學教育的

傳承。港大同學會書院師生6人近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分享他們的數學與教育故

事。方鈺倫希望，自己傳授的不僅是數學知

識和經驗，更是以實際應用引導，讓學生們

能將數學知識轉化為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

有獲獎學生則說，除了為數學解謎，透過老

師指導亦學懂反思及不輕易放

棄，獲得朝目標堅毅前行的力

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陸雅楠

師生先後奪獎 傳承數研樂趣
方鈺倫冀學生轉化知識解現實問題 學懂朝目標堅毅前行

在最新一屆恒隆數學獎中，譚晞桐憑「關於埃及
分數的參數化」的研究獲銅獎。她介紹說，該項目
探討了古埃及分數（Egyptian fraction）的特性，這
些分數是由分子為1、分母為各不相同的正整數所組
成，可以用來表示任何正有理數。她的研究論文主
要關注古代數學家對古埃及分數的研究，提出了對
於當中一些未解難題的新見解，並嘗試提出新的數
學公式，希望能啟發相關方面的研究。
十年前同樣以「埃及分數」相關研究獲獎的方鈺

倫則提到，晞桐研究的課題在於古埃及分數的獨特
之處，古埃及時代人們還沒有十進制或算盤工具等
較現代計算方法，但卻能夠簡單地理解分數的概
念，並將其應用於金字塔等建築的計算中。儘管古
埃及分數歷史已久，但仍然存在不少未解難題，光

是這一點已經非常吸引人。
而獲優異獎的「負有理基分數展開式的演算法
分類」研究，小組成員劉灝林介紹說，數學中存
在不同的數字系統如十進制、二進制等。這些數
字系統用於表示數字時具有不同的進制，而進制
則是指定了每個位置上數字的權重。然而，在搜
集資料後，他們發現許多數學家對於特定進制中
負數的表列方式並未深入探討。因此他們決定研
究在整數（integer）中，如何在特定進制下使用多
種列法來代表負數，以證明不論正負數，在進制
中都有相應的表示方法，即所謂的「負有理基分
數展開式」。
小組成員希望能對這些展開式進行演算法分
類，以更好理解和應用它們在數學上的意義。

恒隆數學獎是專為香港中學生而設，每兩三年舉
辦的大型數學研究比賽，中學時代的方鈺倫曾

在2014年獲金獎，其後他在大學主修數學，立心成
為數學老師將數研的樂趣傳授予學生。他表示，這些
年獎項要求愈來愈高，除了數學理解，也要懂得數學
實驗和編程，而在決賽時學生更要向世界級數學家匯
報成果，考驗行文和語言表達能力，這些都成為他在
指導時希望學生學習之處。
他提到，過去一年多兩組同學一直投入鑽研其選定

的數學主題，其價值已經遠超過獎項本身，見到他們
得獎比自己當年獲獎更開心。

重視學生學習歷程成長
作為老師，方鈺倫除了數學方面的成果，亦特別重
視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的成長。他憶述自己當年亦曾獲
稱許具數學天分，但其後他漸漸明白，天才學生數量
很多，但隕落的天才亦很多，在一段時期中較同齡人
優秀，往往易因感到壓力而被框住。因此他希望透過
比賽，讓同學們體驗向目標奮鬥並獲肯定，讓他們明
白自己有能力面對挑戰，建立自信心並堅持追求喜歡
的道路。
方鈺倫又分享當年參賽體驗指，當走上更大全港性
的數學研究比賽舞台，會更清楚發現自己的渺小，不
斷反問自己是否真的足夠優秀。那時頒獎嘉賓、數字
大師丘成桐握着他的手對他說：「你做得很好！」正
是這份肯定讓他開始相信自己。
這段經歷在他成為老師後仍然激勵着他，在人生的
路途上遇到挫折時，一直推動他繼續向前。他希望學
生們也能「給自己更多信心」，不要被得獎者或天才
學生等的壓力所束縛，「得獎並不代表不會失敗，重
要的是要記住奮鬥的經歷和成功的原因，不要讓榮譽
成為壓力的來源。我堅定地相信並引領我的學生，成
為他們成長路上的支持。」

學生：反思不足不再輕易言棄
銅獎得主譚晞桐說，今次參賽是自己初次接觸數學

研究，因沒有寫作論文和研究經驗，也不知道如何運
用專業數學符號來表達，幸好獲老師悉心指導及提供
參考材料。在研究過程中，晞桐也曾遇到困難，有時
甚至覺得整個研究方向可能是錯誤的，當她想要改變
方向並放棄時，方鈺倫反問：「為什麼這個方向是錯
誤的？」正是這句引導了晞桐以其他角度思考問題，
反思自己的不足，並變得不再輕易放棄，而老師的適
時提示，也讓她從解難過程中感受到了數學的可能性
和探索空間，讓她更喜歡數學研究。
劉灝林與3名同學盧思哲、伍芷君、黃健朗一同獲

得優異獎，他表示，剛開始做題目時，方老師說希望
能帶領大家進入決賽，令其印象非常深刻，「他說
『只要你們跟隨我，我一定會帶你們走到決賽』，就
是為我們提供目標，要近距離見識一下世界級的數學
家，那讓我感到非常有力量！」

數學培育是STEM教育的重要根基，就兩組學生獲得
最新一屆恒隆數學獎，港大同學會書院校長陳馨表示，
校方致力提供多方面支援，為對高階數學感興趣的學生
提供深入發展和學習的機會，並鼓勵他們運用所學，探
索解決以數學為基礎的問題，爭取為社會作出貢獻。
陳馨又提到，校方亦致力於日常學習為學生的

STEM發展提供多方面支援，包括提供人工智能課

程，讓所有初中生都能接觸相關內容，又透過「精
英計劃」，發掘學生STEM興趣和天賦，鼓勵他們
自由選修相關科目，並藉跨學科項目中培養科研技
巧，例如同學們可透過在學校天台設置的太陽能
板，可收集測量數據並進行分析；還可藉量度恐龍
骨頭模型的長度，並結合數據模型推測恐龍的體
形，為學習增添趣味性。

掃碼睇片

◆方鈺倫：數學是我們了解世界的
一扇窗口，它貼近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無論是計算卡路里的減
肥計劃，還是投資和理財的策
略，數學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掌
握數學知識，我們就能夠以更全
面的視角去解讀世界，並做出更
明智的決策。數學不僅是一門學
科，更是進一步認識和探索世界
的工具。

◆譚晞桐：我深信喜歡和研究數學這
件事與性別無關，對我而言，數
學更像是觀察世界的一種方式。
而且我非常喜歡邏輯思維，因此
被數學中的獨特邏輯所吸引。

◆劉灝林：我從小學起就對數學有
濃厚興趣。當時老師在奧數校隊
中引導我們玩邏輯遊戲，培養了
我的邏輯思維，打好了學習基
礎，更讓我愛上數學。

◆黃健朗：我對應用數學領域抱有
濃厚興趣，期望未來專注於金融
或資訊科技等學科；我相信應用
數學在這些領域中具有巨大的潛
力，能夠幫助解決現實生活中的
複雜問題，並帶來實質的價值。

◆盧思哲：透過參與賽事我最大收
穫是學會堅持！解決一個數學問
題需要耐心和毅力，不斷保持思
考，勇敢試錯，直到找到解決方
案，這種堅持不懈的努力將帶給
我更深刻的啟示和成長。

◆伍芷君：我認為，參與數學研究
能夠提升創意思維。學校的數學
教材會提供一些證明，但這限制
了自身思考的機會；但進行數學
研究時，我們可以自由地提出問
題、探索解決方案並構建自己的
證明。這種自主思考和創造的過
程能夠激發創意，開拓思維的邊
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陸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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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研古埃及分數 未解難題提新見解

校長：鼓勵學生學以致用貢獻社會

◆方鈺倫希望傳授學生們轉化知識為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譚晞桐表示，老師的提示讓她從解難過程中感受到了數學的可能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左起：伍芷君、劉灝林、盧思哲
及黃健朗一同獲得優異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陳馨表示，校方鼓勵學生運用所
學，探索解決以數學為基礎的問
題，爭取為社會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自閉症譜系障礙
（ASD）兒童一般有語言發展遲緩、理解及回應困
難等問題，過去有意見提出，不主張相關兒童學習
母語以外的語言，以免對其語言發展造成額外負
擔。不過香港都會大學一項最新研究發現，中英雙
語學習其實並不窒礙自閉症兒童的語言發展，反而
或有助提升他們理解和表達重點信息的能力。研究
結果對如何為自閉童制定中英雙語環境下有效干預
措施和康復方案帶來啟示，亦可望為家長及專業人
士提供重要指引。

港確診自閉學童5年增26%
ASD的特徵主要表現為在社交互動和溝通上有困
難，同時伴有重複和限制行為，隨着近年診斷標準
的更新，本港確診自閉症的小學生亦有所增加，
2017/18至 2022/23學年間人數增加了26%。針對
香港中英並用的環境，都大教育及語文學院助理教
授葛浩燕團隊，在協康會支持下進行研究，招募逾
40名5歲至9歲自閉症兒童接受語言測試和評估，
了解他們判斷和表達重點信息的能力。
在控制了智力、年齡、加工記憶和社會經濟地位
等變量後，研究發現，即使自閉症兒童同時學習粵

語和英語，在粵語詞彙、韻律和句法等方面均無負
面表現，整體而言雙語自閉症兒童在測試中的各項
表現均與粵語單語的兒童無異，而在回答以賓語
（object）為重點信息的問題時，雙語自閉童的表
現甚至更佳。
葛浩燕指，研究結果反映雙語學習未有對自閉

症兒童母語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反而可能彌補他
們本身較弱的資訊整合能力，有助在對話中更準
確地判斷和表達重點信息。基於研究結果，臨床
醫護、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專業人士可考慮在自閉
症兒童療程或課程中增添雙語元素，以輔助其學
習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全球暖化給人類社會和生態系
統持續帶來威脅，而主導氣候變暖的溫室氣體
中，佔最主要比重的正是二氧化碳。為應對氣候
變化的問題和邁向促進碳中和的目標，香港理工
大學（理大）的研究團隊成功研發一套耐久、高
選擇性、高效的二氧化碳電還原系統，可以將二
氧化碳轉化成化學品原料乙烯，作其他工業用
途，以為減低二氧化碳排放提供有效的解決方
案。此研究成果已於國際科學期刊《Nature En-
ergy》發表，並於第四十八屆瑞士日內瓦「國際
發明展」獲得金獎。
乙烯（C2H4）是其中一種需求量最大的化學
品，主要應用於製造聚乙烯等聚合物，這些聚合
物可以製造日常使用的塑膠、化纖等，例如購物
袋的物料等。生產乙烯目前仍然主要依賴石化資
源，製造過程碳排放高。

生產乙烯更環保 促進碳循環碳中和
由納米材料講座教授兼應用物理學系系主任劉樹
平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採用電催化二氧化碳還原
的方法，利用綠色的電能，令二氧化碳轉化為乙
烯，為生產乙烯提供另一更環保、更穩定供應的方

法。研究團隊正在大力推動這項新興技術，令其可
以更接近大規模生產，以促進碳循環和碳中和。
劉樹平教授採用了創新的方法，棄用鹼金屬電解
質，改用純水作為不含金屬的陽極電解液。研究團
隊設計的電催化二氧化碳還原APMA系統，其中A
代表陰離子交換膜（AEM），P代表質子交換膜
（PEM），MA表示由此產生的薄膜元件。
研究人員構建了一組含有無鹼金屬APMA和銅電
催化劑的電池堆，產生出的乙烯具有50%的高特異
性。這套設計還可以在10安培的工業級電流下運行
超過1,000小時，使用壽命較現有系統大幅延長，
意味着該系統可以輕鬆擴展至工業規模。

都大研究揭雙語學習升自閉童理解表達力 二氧化碳變乙烯 理大研究獲國際金獎

◆葛浩燕表
示，研究印
證雙語學習
能為ASD兒
童帶來許多
好處。

都大圖片

◆劉樹平教
授團隊研發
的電催化二
氧化碳還原
系統可以加
速二氧化碳
電催化技術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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