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個月，本會一行二十餘人在北京展
開了一場深度參訪之旅。此行最令人震
撼的行程，莫過於走進位於北京經濟技

術開發區的「小米汽車智慧工廠」。這座斥資百億元打造的超
級工廠，不僅是小米集團跨界進軍汽車產業的里程碑，更象徵
着中國汽車工業在新能源與智能化浪潮中的破繭重生。
從全自動化的「無人車間」到令人驚嘆的專利技術，從顛覆
想像的生產流程到親身體驗的極致駕馭，這次參觀讓我們深刻
感受到，中國汽車產業的創新步伐早已不止於「追趕」，正以
領跑者姿態改寫全球汽車產業的遊戲規則。
小米公司從2010年開始主要做手機的生產，當時正值蘋果手
機銷售最活躍的時期，蘋果公司當時亦希望發展蘋果汽車，但
幾年前計劃就中斷了。反之，經歷多年小米的手機產業逐漸壯
大，五六年前開始發展汽車製造，估不到有今時今日的規模，
令人感嘆。
當我們到達廠區，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延綿至天際線的銀灰色
建築群。嚮導指着衛星地圖介紹：「這裏的總佔地面積達144
萬平方米，相當於兩個北京故宮的規模。」而廠區內穿梭的物
流車竟全是自動駕駛的無人載具。最令人震撼的是，如此龐大
的生產基地，日常運作僅需人數不多的員工，因為這裏的生產
線，早已被數以萬計的工業機器人與人工智能（AI）系統接
管。
當我們走進總裝車間，眼前景象宛如科幻電影：數百台機械

臂在精密程式控制下舞動，激光焊接火花如星河閃爍，無人運
輸車沿着磁軌無聲滑行，每90秒就有一台整車完成組裝下線。

技術創新引領製造
在技術展廳，陳列着不少閃耀的專利資料，揭開小米汽車的
創新基因。工程師特別介紹以下突破性技術：
「超級一體化壓鑄技術」：全球首創的9,100噸級壓鑄機，

將傳統車身所需的零件整合為單一鑄件，革命性地提升車體剛
性並降低製造成本。
「智能溫控電池系統」：搭載自研的「冰山架構」，透過獨
家陶瓷塗層與雙向液冷技術，使電池包在-30℃至60℃極端環
境下仍保持最佳效能，並實現「零熱失控」安全紀錄。這些專
利不僅展現技術實力，更體現出小米「軟硬體深度融合」的戰
略思維。
在試駕環節，我們坐進小米SU7的駕駛艙，駕駛員輕踩電門
的瞬間，推力將身體緊貼椅背，車身卻穩若磐石。行經顛簸路
段時，智能懸吊令車內竟感受不到明顯震動。
回程途中，參訪團成員熱烈討論所見所聞。過去總認為中國
汽車業在核心技術受制於人，但今天的參訪徹底打破這種刻板
印象。小米工廠展現的不只是單一企業的突破，更是整個中國
汽車產業鏈的升級。值得深思的是，這種跨越式發展的背後，

是對「科技平民化」的堅持，這種高端技術普惠化的思維，或許正是中
國汽車工業後來居上的動力之一。
●洪文正（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本會培育科普人才，提高各界對科技創意應用的認識，為
香港青年提供更多機會參與國際性及大中華地區的科技創
意活動，詳情可瀏覽www.hknet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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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暢想科

橢圓星系（Elliptical Galaxy）是一種看來沒有什
麼結構的星系：許多的星體聚在一起形成一個

橢圓的形狀，當中的星體相對不規律地移動。而我
們腦海中常有的星系影像（包括我們居住在其中的
銀河系）則屬於螺旋星系（Spiral Galaxy）：星體
聚在中央的一個平面上，像一個圓盤一般繞着中央
旋轉。在這樣的「圓盤」上，星體更會組織成螺
旋，甚至棒狀的結構和圖案。根據現有科學家的理
論，各種星系的面貌與它們的演化歷史有關。
一般來說，星系源於一堆混亂的氣體、星星，或

類星體（Quasar）。在宇宙開始後的數十億年的歷
史中，星系中存在較多的氣體，當中的活動亦比較
混亂，因此容易形成新的星體。自此以後，宇宙慢
慢「歸於沉寂」；到了近一百億年，不少星系演化
出高度組織的外貌，擁有螺旋、棒狀的結構。
大約一個世紀前，著名天文學家哈勃就發布了他

觀察到的星系。一個世紀後的今天，運用最新型的
占士．韋伯太空望遠鏡（James Webb Space Tele-

scope，JWST），我們能看到更加清晰的星系面
貌。例如，在2024年，JWST觀察到在宇宙歷史三
十億年的時期中，螺旋星系比以前哈勃望遠鏡量度
到的更多。有螺旋構造的星系可能早在宇宙歷史十
億年時期就已出現。

宇宙早期出現「怪獸星系」
近日，更有天文學家發現在宇宙歷史二十六億年

的時期存在棒旋結構的星系，這種結構需要更多的
時間去演化，其質量是銀河系10倍以上，且恒星形
成速率是銀河系的約300倍，但其體積卻比銀河系
更為緊湊，發表期刊的學者稱其為「怪獸星系」。
這樣的結構怎麼會在宇宙早期出現？這個問題目前
還難以利用我們現在的理論去解答。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這一發現聯合了兩個天文儀
器的觀測結果。隨着宇宙的膨脹，星系的可見光會被
拉長成紅外光，JWST對紅外線十分敏感，正好適合
用來量度來自宇宙早期星系的星光。另一個運用到的
就是阿塔卡馬大型毫米波/次毫米波陣列（Atacama
Large Millimeter/submillimeter Array，ALMA）。
ALMA位於南美洲智利北部，是一組六十六個共

同觀察的無線電望遠鏡，能夠測量到遙遠、遠古星
系中氣體的移動。這令天文學家可以觀察出星系中
氣體的移動如何受棒狀結構的影響，因此可以比較
肯定地確認，棒狀的結構真的存在於星系之中。
一直以來，天文學家們依靠周邊星系研究棒狀結

構的演化，現今理論認為星系早期充滿氣體的環境
不利於棒狀結構的形成。所以這次觀察宇宙早期就

存在棒狀結構的星系，直接挑戰了現有的理論，等
待我們的進一步探究。

小結

星系的形態演化既非完全隨機，也非單一線性順
序，而是由初始條件、動力學過程及環境交互作用
共同決定的多路徑演化。這次分享了近期發現呈現
螺旋結構以及棒狀結構的星系出現的時間遠遠早於
預期，與現有推論相違，期待科學家們繼續觀察，
解明其背後的原因，讓我們對宇宙有更進一步的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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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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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早期存在棒狀星系 現有理論有待更新

數揭秘奧

簡單題蘊智慧 循序漸進萬事通

題解由一點的連
線開始，了解到最

基本有4個區域的情況，然後逐步觀察，由
另一頂點添加一條線時會產生怎樣的變化規
律，之後再次應用這個逐線觀察的方法，發
現最後一個頂點連線時每次多4個區域，就
得到答案了。
這題的解法若果出現在講求精簡表達的書

本裏，可能只用一道算式就講完了。上邊的
題解則是嘗試仔細說明探索過程以及思考的
步驟，而這些思考過程，亦可推廣到點較多

的情況，有較廣泛的意義。
題目本身在基礎知識來說初小也懂，就只

涉及三角形的概念，然後連直線、找區域，
要是仔細畫出來，把圖畫得大一點，小學生
都會做。
不過，在教學意義上，這題的關鍵是怎麼
由簡單情況推廣至較複雜的情況，以至求公
式的問題，又或者推廣至多邊形、普遍平面
等情況。
學生初接觸這題時，可能會因為需要添加
的線段較多從而覺得有點混亂，加上區域時

大時小，圖形看來就是一團糟。在這些混亂
的情景下，學生開始感到要換個較有系統的
方法，渴求有個循序漸進的方式可以找到答
案，那樣就有動機更新思考方式。
這道題的價值正是在於能令學生衝破原本
的思考方式，對於中小學各水平學生來說都
是有益的練習。
在數學能力成長的過程中，由零散的試
算到開始有組織的聯想，再到可以逐步仔
細說明的推論，然後找到可以由近及遠推
廣且系統性的想法，這些都是思考能力發
展的象徵。以藝術來比喻，有如小孩初時
繪畫只會塗鴉，之後學會素描，了解各事
物的紋理和比例，漸漸構圖結構變得嚴
密、有取捨，能夠在平面上表現出寬廣又
有深度的空間感。
思考能力的成長，大概就是由無序到有
序，由近及遠、由淺入深，無論在哪個領域
都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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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大教大
漫談漫談

介紹：本欄由教大校長李子建領
銜，教大資深教授輪流執筆，分享對
教育熱點議題、教育趨勢研究，以及
教育政策解讀的觀察與思考。

為配合教育界的急速
發展和國際化，香港教
育大學（教大）持續致
力推動全方位教育，培

育具備全球視野和社會責任感的優秀教育
及專業人才。近期，教大在多個方面均取
得顯著進展，為學生提供更優質的學習環
境和機會，貢獻香港、國家以至全球的教
育發展。
在國家教育部、中國教育學會和香港特
區政府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教大成立了
「校長與教師協同創新培訓中心」，舉行
中小學校長教師香港研修班開班儀式、教
材展及教材建設研討會，加強內地與港澳
教師的交流與合作，增強國家認同，為香
港和國家的發展貢獻更多力量 。
教大於去年11月舉辦了首屆「全球教育

領導論壇」暨全球教育領袖與部門領導聯
盟（GAELDH）啟動大會，吸引了來自世
界各地的200多位教育界領袖和部門領導
參與，促進交流，推動教育改革，以更好

地培育下一代。
為加強與海外及內地學校的合作，教大
近期與多間學校簽署合作備忘錄，包括澳
門科技大學、山東大學、復旦大學及廣東
工業大學等。這些合作將加強推動學生在
內地及大灣區的實習活動，讓學生能夠將
所學知識應用於實際工作中，並接觸不同
文化，增強競爭力。參與實習和交流活動
的學生可提升自信心、責任感及語言能
力，並發揮潛能。
除了大灣區及內地的學府外，教大還接
待了多個「一帶一路」的國家代表團，遠
至沙特阿拉伯及哈薩克斯坦等，藉此加強
聯繫與交流。
此外，教大還與哈薩克斯坦國家教育大
學及哈薩克斯坦國立女子師範大學簽署合
作協議，成立「香港教育大學 — 哈薩克教
育研究院」，為當地教師提供高質量的國
際化發展平台，提高專業水平，並推動教
大與中亞地區沿線國家的知識轉移和分
享。
為推廣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教大與民
政事務總署合作，於 4月份分別在大埔
區、港島東區和油尖旺3個地區舉辦「全
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目的在提高全
民國家安全意識，營造維護國家安全的濃
厚氛圍，增強防範和抵禦安全風險的能

力，同時認識國家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
全，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隨着AI技術的迅速發展，教大在課程中
融入AI應用，推出相關教學策略，鼓勵學
生善用科技提升學習效能。學生在課堂上
使用AI輔助工具時，需清楚交代其使用過
程，並進行反思。教大也要求教學人員根
據專業判斷，確保學生作業符合學術誠信
的要求。
為應對市場需求，教大已開辦「人工智
能與教育科技榮譽理學士」及「人工智能
與教育科技理學碩士」課程，培養具備人
工智能和教育科技知識的專才。
此外，教大與世界知名大學、研究機構及
行業專家合作，成立人工智能與教育論壇暨
人工智能研究與教育聯盟（AIREA），促進
全球研究合作，推進教育領域的人工智能技
術發展。未來將舉辦更多論壇、工作坊和研
討會，邀請教育領域最具創新思維的人士參
與。
總結而言，教大在環境育人的理念下，
持續推動全方位教育的發展。隨着科技的
進步，教大將繼續為學生提供更加豐富的
學習和成長機會，引領學生走向充滿無限
可能的未來。

●方永豪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行政）暨校董會秘書

教大連串活動見效 助育擁全球視野人才

科學講堂
美麗的星系一直讓天文學家和大眾着迷

不已，星系有許多不同的外貌，有些雜亂

無章，有些又看來有着井井有條的結構。

這些有結構的星系究竟是如何形成，又是

何時開始形成的呢？近期天文學家們利用

最新型的天文望遠鏡，對這些星系進行研

究，發現它們在宇宙歷史中出現的時間，

遠比之前所認為的要早，這是怎麼回事

呢？本期專欄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歡迎反饋。教育版電郵： edu@tkww.com.hk

●●學生於學生於「「小米汽車智慧工廠小米汽車智慧工廠」」合影合影。。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關於下方題目，有個概念叫「線共點」，就是三條直線通過同一點，圖一所示為
特殊情況。一般而言，三條直線每兩條之間都會有一個交點，共有三個交點。

問題：三角形裏，由各頂點對於對邊的三點連
直線，其中任意三線不共點。這些線段最多把三
角形分成多少區域？
答案：如圖二，在A點處跟對邊三點連線，把

三角形分成了4個區域。
如圖三，若在B點加一條直線到對邊，會多出
4個區域，這樣加添3條直線，就多了3×4=12個
區域。
如圖四，若在A和B點的線都已連結後，在C

點向對邊連線，那樣每多添一條線，就會多了7
個區域，於是加了3條直線後，多了7×3=21。
因此共分成了4+12+21=37個區域。

●●石墨烯可用於製作各類電子產品石墨烯可用於製作各類電子產品。。圖為工作人圖為工作人
員展示石墨烯柔性透明鍵盤員展示石墨烯柔性透明鍵盤。。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圖為占士圖為占士．．韋伯太空望遠鏡韋伯太空望遠鏡（（JWSTJWST）。）。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圖為圖為JWSTJWST拍攝的棒旋星系拍攝的棒旋星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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