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何時刻，地球天空、海洋與陸地都有動物在遷
徙：非洲牛羚為尋找新鮮草場而遷徙，鮭魚洄

游至出生河流產卵，候鳥隨季節更替往返棲息
地……澳洲布岡夜蛾亦是其中之一，這種飛蛾的腦
袋比米粒更小，但春季羽化為成蟲以後，牠們會向
南方飛越超過一千公里，抵達澳洲東南部涼爽山區
岩洞避暑；秋季則向北飛回原棲息地。
布岡夜蛾壽命短暫，一生僅有一次遷徙之旅，意
味着初次遠征沒有任何過往的經驗可供參考。這引
發疑問：體型微小、飛行能力普通的牠們，如何辨

別方向完成遷徙？先前研究證實其能利用地球磁場
導航，但動物通常不依賴單一感官辨別方向。
我們知道候鳥與聖甲蟲可借助星辰定位，那布岡

夜蛾是否具備同等能力？研究人員於秋季將布岡夜
蛾置於實驗空間，於天花板投影模擬星空。秋天布
岡夜蛾本應往北飛回原來的出生地，正常星空下，
布岡夜蛾如預期朝北飛行；但當星空影像旋轉180
度後，布岡夜蛾轉向南方飛去；投射現實中不存在
的虛構星空時，布岡夜蛾飛行方向趨於混亂，不統

一地向四方飛去。研究人員在實驗中監察了布岡夜
蛾腦內三個區域的神經元，發現特定星空角度會強
烈激活部分神經元。這證實了布岡夜蛾依賴星辰圖
案定位。
隨之而來的關鍵疑問是：布岡夜蛾如何從星空中

推斷出方向的？科學家推測可能與星辰旋轉特徵相
關，因地球自轉，愈靠近南方的星星移動幅度就愈
小。也就是說，布岡夜蛾至少有兩種導航方式：晴
朗夜空中用星空，陰天則切換至地磁場。

小結

今次介紹的布岡夜蛾展現了一種獨特遷徙策略，
牠們體形微小，也沒有遷徙記憶，卻能利用兩種不
同的方式確認遷徙方向。此項研究深化了我們對動
物遷徙機制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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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港燈主辦的「綠色能源夢成真」
夢想簡報暨頒獎禮將於本周六（7月5
日）在中環街市舉行。活動鼓勵年輕
一代發揮創意，推動可持續發展及綠
色能源的應用。
入圍的12支隊伍由提交計劃書、獲

港燈種子基金和工程師指導到提交最
後報告，可說是過五關斬六將才入選
總決賽。這12支隊伍將於現場向公眾
展示其構思與成果。
活動當日，入圍隊伍將以獨特主題展
示他們的綠能創意，涵蓋多元範疇，包
括應用可再生能源、研習及使用清潔能
源、減碳技術發展及應用、運用創科推
動綠色智慧城市發展等，充分展現年輕
人對未來能源的想像與實踐。每個主題
都融合創新思維與環保理念，為香港的
可持續發展注入新動力。
現率先與大家分享本屆入圍的參賽
隊伍及主題，讓大家一睹他們的創意
風采。
中學組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
學：天台綠能園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生
態動力
五育中學：惜滴滴
沙田培英中學：無敵能量鞋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IoT節能環保
課室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新能源，新
視野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樹木醫生

大專組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屯門）：永續
綠色能源電動車充電站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屯門）：可持

續節能水幕牆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樹仁大學：混

合型碳捕集與環境監測無人機
香港浸會大學：智慧藻類驅動水資
源可持續系統
香港中文大學：綠色活牆：藻類驅
動的智慧城市碳吸收技術
12個主題各具特色，展現出年輕人
如何以嶄新角度思考能源未來，值得
期待。
活動不僅為年輕人提供一個展示創
意的平台，更讓他們的綠色理念得以
在社區中廣泛傳播。為進一步提升參
與度及互動性，大會今年特別新增
「最具潛力能源夢」現場投票環節。
所有到場觀眾均可親身欣賞並聆聽12
支入圍隊伍的項目講解，投票選出你
心目中最具潛力的綠色能源方案。
期望是次活動能夠激發年輕人對綠
色科技的興趣，促進社區對可持續發
展的關注與參與。無論您是對創新科
技感興趣，或是希望支持本地青年，
都歡迎蒞臨中環街市，一同見證綠色
能源夢想的成真！
日期：2025年7月5日（六）
參觀展覽及現場投票：上午 10 時至
下午 5 時
夢想簡報：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頒獎典禮︰下午 5 時 30 分至 6 時
地點：中環街市一樓活動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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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超
過750間全港中小學校加入「綠得開心
學校」網絡。有關詳
情 ， 歡 迎 致 電 3143
3727 或 登 入 www.
hkelectric.com/
happygreencamp-
aign。 掃碼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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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佩瑾科 教 啟 智A17

布岡夜蛾觀星辨位 動物遷徙各顯神通

數揭秘奧

分析值域邊界 證因式不可分解

題解假設原式能分解，應用恒
等式性質代入特殊的數值，知道

在特殊情況下左右兩方不相等，因此得出矛盾，從而證明
算式無法分解。
在技巧上，平常考慮算式能否被分解，嘗試待定系數

法，先在系數未知的情況下找線索，也是一個通用的思
路。不過就本題而言，若純粹展開右方的括號，再依次逐
個系數討論，由於系數眾多，未知數又多，分類起來就顯
得複雜。若結論是未確定的，比如題目並不是要求證明不
能分解，而是要判斷能否分解，那在探索的階段難免要展
開括號觀察一下。
這題要證明不可分解，因此也會由尋找反例中着手，也

就是在假設普遍恒等的情況下尋求反例，就要代入一些特
殊的x與y值，看看有沒有明顯矛盾。留意到左方在未知
數為實數的情況下最小值為1，而右方的分解式選取特殊

數值很容易令其中一個括號化為0，於是找到解題方向，
選取適當的x與y值，令右方其中一個括號為0，那樣就必
然小於左方。上邊的題解裏是取y為0的特殊情況。
這道證明題運用待定系數法，然後選取特殊數值作反
例，也同時是證明無法因式分解的好例子，指出了一個較
通用的思考方向。
上邊也提及特殊值的出現，題解中的情況是左方最小值
跟右方最小值有分別，也就有了特殊情況，可聯想到若果
左右兩方恒等，那麼對於任意的x與y來說，左右方算式
得出的數值，範圍應該是一樣的。
反過來說，若是想指出等號左右兩方得出的數值可能有
分歧，最好就由範圍裏的極端數值入手，比如最大最小
值，看邊界上會不會有分歧。這個思路容易找到證明恒等
式的方向；若是找反例，就往算式值域邊界上找。
平常做課內的數學題，將代數式做因式分解是個常見的
問法，但很少談起怎樣證明無法分解。這題就給出了一個
好的思考方向，打開一新的思路，上述題目也同時可以成
為一個類別的題目，比如證明一些算式無法分解的證明
題。
該思路值得加強練習，因為嘗試分解之後確定算式可分
解，是先決條件，在知道可分解之後，才有如何分解的問
題，這在因式分解練習的先決條件中加深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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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與教育宜多作有機互動

科學講堂
大家可能都聽說過長途遷徙的動物。

牠們穿州過省地遷移，令人驚嘆其如何

在漫長旅途中持續修正方向。最新研究

發現，澳洲布岡夜蛾（Bogong moth）

在長途遷徙時，竟能運用星空來確定方

向。今次就跟大家探討一下這一現象。

歡迎反饋。教育版電郵： edu@tkww.com.hk

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到2025
年任務包括「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
略，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並提出「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完善培

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制度機制，推進群眾
性精神文明創建和公民道德建設。」其中涉及文學
藝術等專業，深化全民閱讀，廣泛開展全民健身，
加強青少年科學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預，加強和改進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發展積極健康的網絡文
化，推動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擴大國際人文交
流合作等。
香港教育家程介明認為，文化從表到裏，共有7

個層次，包括語言與文物、禮儀、英雄與隱喻、行
為準則、共同價值觀、基本假設，和一般方法論
（或可稱為思維）。程介明指出，在教育目的方
面，或許需要處理人力需求和社會慾望之間的張
力、個人與社會在目標上的矛盾、學歷與能力可能
不一致的問題。
從地域上而言，香港文化與大灣區其他城市或內

地文化同源同根，但本身也有一些本地文化或受外
來影響的流行文化。作為國家的一部分，香港一方
面受到傳統和現代中華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具
中西文化融合的開放性。
因此，在不同視角看香港文化十分多元而複雜，

既有繼承，亦有創新的面向。施仲謀教授的《香港
中華文化教育》包含「起、承、轉、合」四部分，
一方面反映語言與文化的互動，另一方面亦有不同
持份者，如大專院校、中小學、民間文化機構的實

驗和創新。
早在2014年，我國教育部印發《完善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提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
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代精神教育相結合，學校
教育與家庭及社會教育結合，開展家國情懷教育等7
項基本原則，當中的宗旨和取向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參
考。最近香港也有不少學校實踐中華教育，超過一半
的中小學的校訓都與儒家的「文、行、忠、信」、
「克己復禮」和「慎思篤行」有關，為香港學校在推
行中華文化教育提供一定的機會。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教育強國建
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提及「堅定文化
自信，加強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革命文化和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教育」「加強青少年學生網絡安全意
識、文明素養、行為習慣等教育」「深入實施國家
語言文化傳承發展系列工作，加強與港澳台語言文
化交流」等。
由上觀之，筆者初步建議日後文化教育可考慮下
列方向：
（1）文化、語言與教育可多作有機互動和協同創

新。

以「守正創新」為原則進一步發展
（2）中華文化教育、大思政教育、體育文化教

育、非遺文化教育、大中小幼國家安全教育、新媒
體與社交媒體（網絡）教育、國學道德教育及生命
教育、人才及國際教育（以推動社會國家及經濟教
育）等各方面在理論與實踐，以「守正創新」為原
則進一步發展。

●李子建
香港教育大學校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區域教育發
展與終身學習教席

文章版權為作者所擁有，參考文獻從略，內容僅

代表個人觀點，並不代表香港教育大學及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的立場或觀點。

◀◀圖為南半球所見星空圖為南半球所見星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問題：證明x2+y2+1不能分解成關於x, y的一次因

式的積。

答案：假設x2+y2+1=(ax+b7+c)(mx+ny+k), 其中a,

b, c, m, n, k為實常數。

留意到上式是恒等式，而a與b都不會是0，否則x2

或y2不會出現。

這時候取y=0，再代入x= ，

則左方為( )2+1= +1＞0，

右方為 ，矛盾。

故此原式不能分解為一次因式的積。

生活中我們時不時會因一些
小意外受傷，如做菜或做手
工，一不留神就在手上留下破

皮甚至出血的傷口。不知你有沒有注意過傷
口的恢復速率？
其實，人類的身體素質相比許多動物來說
都更弱，人類的近親黑猩猩擁有數倍於我們
的肌肉力量，最新研究顯示，黑猩猩等哺乳
動物傷口癒合速度，竟然是人類的兩倍多。
科學家正對此展開研究，希望能得知具體的
原因，初步推測可能與人類在進化中體毛消
失相關。
人類的傷口癒合速度相較於大多數物種偏
慢，學界對此已有研究，為了探究具體的效
率，日本琉球大學的松本晶子教授及其團隊
針對赤猴、賽克斯猴、橄欖狒狒和黑猩猩等
四種靈長類動物開展了相關研究。
研究人員在參與實驗的各靈長類動物身上
剃掉一小塊毛髮，製造出一個直徑40毫米
的圓形傷口，隨後在傷口上塗抹抗生素軟
膏，並用紗布覆蓋以防止感染，每隔幾天拍
攝傷口照片並進行測量，最終計算出這些傷
口以0.61毫米/天的速度癒合。
接下來，作為對照，團隊又觀察了24名

接受過皮膚腫瘤切除手術的患者，經相同方
法測量，患者傷口癒合速度為每天0.25毫
米。 此外，研究人員還在實驗鼠身上進行
了研究，結果發現牠們的傷口癒合速度與非

人類靈長類動物基本一致。也就是說，相較
於實驗鼠與其他靈長類動物，人類受傷後需
要花費兩倍多的時間來康復，假如我們也生
活在危險的自然環境中，這甚至可以稱得上
是致命弱點
松本晶子認為，對於大多數哺乳動物而
言，可能存在一種進化上最優的傷口癒合速
率，如若傷口恢復太快，會過快地消耗營
養，或是影響恢復後正常發揮功能；若是恢
復得太慢，又可能造成失血過多、增加感染
風險等問題。
人類並沒有這種最優傷口癒合速率，這或
許是源於不同的進化策略。研究團隊認為，
這次實驗中最重要的是發現黑猩猩的傷口癒
合速度與其他非人類靈長類動物相同，由此
可推斷人類傷口癒合變慢很可能是在我們與
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分道揚鑣之後才出現的特
性。
而導致這一差異的直接原因，或許和我們
「脫毛衣」的進化選擇有關。想像一下，我
們的祖先在炎熱非洲草原上生活，為了適應
環境，逐漸褪去厚重的體毛，就像換季節時
脫掉毛衣。不過，毛髮減少可能讓皮膚幹細
胞儲備減少，導致恢復速度變慢。幸運的
是，人類的智力足以讓我們通過藥物、包紮
等手段來彌補這個缺陷，社會的保障機制也
讓我們在患病時能得到相應的救助。

●文鯉

人類傷口癒合慢 竟因祖先「脫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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