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着全球愈來愈
重視科創及環境保
護發展，可持續發

展及STEAM成為教育重要的一環。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
暨可譽小學一向重視培養學生的公民素養，期望學生能愛
生命、愛自然。
學校推行軟硬措施推動綠色校園生活，在校內安裝太陽

能隔熱膜、單車發電系統、太陽能發電板等，推動環境保
護發展。
除校園設施外，學校致力於結合STEAM和綠色教育，

期望學生能以科創精神創作不同作品，向大眾宣傳環境保
護的重要性。學生們勇於發揮創意，更於上學年設計了一
部小型廢紙回收再造機，能讓用家即時了解回收過程，更
教育大眾珍惜用紙。廢紙回收再造機隨後更在商場展覽，
由學生向大眾分享設計理念和推廣環保意識。

科技助力可持續 綠色未來更近
除了積極宣傳環保之外，學校更鼓勵學生主動探索和思
考在日常生活實踐科技與環保的可能性。高年級學生曾體
會到落後地區缺乏穩定電力之苦，便想到利用細菌發電和

存電，以低成本、低技術方法彌補當地技術的不足。而對
電動車有興趣的學生，則利用回收木材、五金材料和單車
零件來自製可載人的太陽能電動車。學生藉着不同的機會
成為出色的實驗家，致力於生活中實踐科技與環保，並在
各場合與不同學校、專家及市民交流，為推動可持續發展
共同出一份力。
疫情改變了不少人的生活習慣，口罩更成為每家每戶的
必需品。學生獲港燈「綠色能源夢成真」的比賽資助，針
對口罩成廢物後無處可容的問題，發明了一部集消毒、分
類、回收塑膠及獎勵計劃於一身的智能口罩回收機
iMask。回收機讓口罩不會二次傳播細菌，更能透過網上
系統和物聯網，將塑膠按地點分派給有需要的團體，真正
做到回收再造，同時減少物流運輸時的碳排放。
可持續發展理念已是全球的共識，為配合未來世界的發
展及需要，學校開展「跨『難』闖世界」計劃，將永續
發展目標（SDGs）融入中學各級的跨科研習課程，讓學
生運用設計思維進行創客解難，把學習聯繫至社區、國
家以至全球所面對的難題，推動地球的永續發展。我校
會繼續秉持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讓同學結合科創及環
保，享受綠色生活，做到愛生命、愛自然。

◀▲ 同學發明的智能口罩回收機iMask，在港
燈舉辦的「綠色能源夢成真」比賽中獲得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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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殭屍細胞」毒害身體 多種療法精準消滅

數揭秘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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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多加引導 學習循序漸進

我們的身體之中，原來都有一些衰老細胞，它們不會再進行分裂，

也不再發揮它們應有的功用，它們不僅「抗拒死亡」，更會向身體分

泌出有毒物質，削弱我們的認知、免疫能力，因此又被稱為「殭屍細

胞」。面對「殭屍細胞」，我們有什麼解決辦法？今次就和各位探討

一下。

小結

解題時把不等式的項顛倒後，留意到左
右方的分數位置改變了，化為帶分數，就
找到了範圍內有多少個整數。
這題難易程度在中一左右，過程中可以
鍛煉不等式的運算技巧，比如取倒數時上
下限要倒轉。在中一、中二階段，不等式
需要自學的，或者上奧數課學也可以，課
內一般中三才教。
學生學習時主要都是在練解不等式，首
先要學懂不等式左右方，在乘除負數時要
特別留意中間的大於或小於之類的符號會
有變化，之後才會講多些取倒數的問題。
不等式取倒數是運算中較複雜的部分，
要分辨左右方是正負相同還是相異。許多
學生學到這裏時，基本運算能力可能未必
能跟得上，可能就忽略了。在數學競賽裏
這些知識點也可以考驗學生的理解，幫助
學生發現學習上的缺口。
上述的問題，雖然是入門程度，但包括
一些易錯點，初見時學生又會覺得有成功
的可能，既有嘗試的動力，做起來又須警
惕，並非用公式生搬硬套就可以解，這樣
對初接觸數學競賽的學生來說也是較好的
訓練。
這些較淺的問題，應該適合一些喜歡成
功感的學生。只是優秀的學生若喜歡刻苦

鍛煉和挑戰，就未必喜歡這一種。他們通
常喜歡一些可能要解許久的難題，成功後
成就感更大，或者即使未做得到，也有動
力繼續思考，留着難題遲些繼續想。
單是數學題本身，其實很難教人什麼，
學生自學找到適合自己的問題才會有動
力、有成功感。難處有時就在於，學生普
遍對競賽裏的問題認識比較少，未必知道
什麼問題適合自己的水平。
老師在這種時候可以發揮作用，在各個
程度的奧數題中，找尋適合學生水平的問
題給學生挑戰。相反，若是學生自學，大
概總有許多時間是遇上了不適合自己的問
題，那花費的時間又多些。始終是教師才
能夠教人，數學題本身只是起到練習提升
的作用。
學生跟着老師學與自學的分別，除了剛
才提到的選取題目，還有引導思考和給予
提示方面。對於學生感到困難的問題，老
師可以按學生的水平，把題目分成幾部
分，然後給予適當的提示，令學生有可以
一試的感覺，這個比起讓學生只是一想不
通就停下來順利多了，也快樂多了。
學生想通過自學證明能力，能達到無師
自通的境界，當然也可以，只是過程想必
會更艱澀。

這些「殭屍細胞」聽來詭異，但它們的
出現卻又可以理解。當一些細胞受傷後，
身體讓它們停止分裂，這其實是為了阻止
生長出更多需要修補的細胞，亦可以幫助
制止癌症的出現。身體容許這些受傷的細
胞存活，是為了給它們額外時間去復原，
不用馬上就被消滅，受了傷的細胞也會分
泌出有毒物質，引起身體的發炎反應，提
示身體它們的存在，呼籲身體修復這些細
胞。
不過，當我們的免疫系統隨年紀增長而
變得衰弱，就會慢慢無法處理這些細胞，
以致它們在身體裏一直造成發炎。已有研
究顯示，在身體中累積衰老細胞，跟骨質
疏鬆、關節炎、糖尿病、心臟病、老年癡
呆等等許多疾病有關。
有方法處理這些「殭屍細胞」嗎？當然

有！研究發現，它們能夠避開身體的特定
機制不被消滅，是因為它們會分泌出一些
「抗拒死亡」的蛋白質，當身體偵測到這
些蛋白質，就不會去處理這些細胞。研究
人員在實驗室中把相關的藥物注射到患有
糖尿病的老鼠眼中，這些藥物可以阻擋
「抗拒死亡」蛋白質的活動，從而讓身體
正常地處理衰老細胞。研究人員發現，在
通往老鼠視網膜的血管中，衰老細胞的確

因此被消除了，而健康的細胞也沒有受到
影響。其後的測試顯示，接受過藥物注射
的老鼠視力比沒有接受藥物的好。這種藥
物在人體中也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在測試
開始了十一個月後，與參考群組的病人相
比，接受這種藥物療程的三十位病人，平
均可以在視力測試中多讀約五六個字母。
科學家們也在研究運用基因療法來對付
這些「殭屍細胞」。科學家們現在可以製
造特定的基因，每當它們遇上「殭屍細
胞」中較多的蛋白質p16和p53，這種基
因就會啟動，生產出另一種致命的蛋白質
（胱天蛋白酶9）去消除這些細胞。
研究人員更多加了一層保障：參與實驗
的動物在接收了很低劑量的藥物雷帕黴素
（Rapamycin）以後，胱天蛋白酶9才會
開始消除這些細胞。實驗發現，四個月的
療程可以減低老年老鼠患癌的幾率，同時
不會引發其他有害的副作用。
不過，這個方法目前依賴p16和p53這
兩種蛋白質來辨認有問題的細胞，是這個
方法主要的限制之一。要更準確地辨認有
問題的細胞需要觀察更多不同的蛋白質，
現在的方法只運用兩種蛋白質，代表有些
健康的細胞可能會被誤認，而另一些有問
題的細胞卻又可能避過偵測。

細胞不死是壞事嗎？

◆ 正常細胞（圖左）與衰老細胞（圖右）。 網上圖片

◆ 已有研究顯示，在身體中累積衰老細胞，跟骨質疏鬆、關節炎、糖尿病、心臟病、老年癡呆等等許多疾病有
關。 網上圖片

得開心@校園綠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港燈「綠得開心計劃」「綠得開心學校」之一，2022/23年獲「綠色能源夢成
真」（中學）季軍）
◆ 港燈綠得開心計劃，致力透過多元化活動，協助年輕一代及公眾人士培養良好的用電習慣、多認

識可再生能源和實踐低碳生活，目前已超過650間全港中小學校及幼稚園加入「綠得開心」學校
網絡。如欲加入一同學習和推動環保，歡迎致電 3143 3727 或登入 www.hkelectric.com/
happygreencampaign。

科學講堂

百科啟智
20242024年年66月月55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4年6月5日（星期三）

2024年6月5日（星期三）

A16 ◆責任編輯：李佩瑾

如何更準確地辨認「殭屍細胞」，是這個醫學研究範圍的主要難題之一，事實上，我
們的身體中有很多不同種類的不死細胞，而它們可能各有不同的標記。超過200個科學
家們現已組成聯盟，一起分享研究的成果，希望可以盡快擴大我們在這方面的認識。

學生研環保裝置 推動可持續發展

問題：已知m和n為實數，滿足 。那麼 有多少個可
能的整數值？

答案：把分數顛倒，化成 ，再化成帶分數化簡，
得 。範圍當中的整數，有287-223=64個。

7
2020

m
m+n

9
2020

＜ ＜
n
m

2020
9

2020
7

＜1+
n
m
＜

4
9

223
n
m

＜ ＜
4
7

287

Facebo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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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