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煮菜有妙法 不止一鑊熟
技暢想科

蔬菜的烹飪需要使用熱量來改變其化學和物理特
性。為了令食物烹飪得更健康及更有營養，我們嘗試
用一些基於科學的技巧來改善烹飪過程。
蔬菜主要由水組成，例如翠玉瓜含有多達93%的

水。由於許多烹飪過程都會使蔬菜脫水，因此第一件
事是先盡可能消除多餘的水分，這樣，煮熟的蔬菜口
感就不會過熟。為此，我們需要了解一些技巧。

切片加鹽速脫水
第一個技巧就是盡可能將蔬菜切成薄片，再將蔬菜

放在大量吸收性廚房用紙上。為了加快脫水過程，還
可以在切好的蔬菜中加入鹽。通過這個簡單的技巧，
實際上觸發了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鹽增加了植物細
胞外壁上的離子濃度，被稱為「滲透（osmosis）」的
現象，水傾向於離開細胞使細胞重新平衡。
除了脫水之外，滲透作用還有助於使蔬菜變嫩，因

為水分的流失會降低細胞壓力。對於矮瓜，還有一個
附加技巧，就是將切片或切成小粒的矮瓜放在微波爐
中，水會蒸發得更快，並且矮瓜不會吸收太多的油。
對於含水量較少的蔬菜，例如薯仔、大白菜和紅菜

頭，我們可以在適度加熱的情況下將其預煮幾分鐘，
而不添加其他任何東西，然後才將其用於食譜中。快
速烹飪過程有助於分解細胞壁，並更有效地準備蔬菜
用於最終烹飪過程。薯仔在快速煮熟後會更好，因為
這可以消除部分澱粉，繼而做出鬆脆的切片和薯條。
但是，如果想製作薯蓉，就不應清除澱粉或水。
如果希望烹飪後保持蔬菜完好無損的形狀（例如四

季豆和紅蘿蔔），訣竅在於將它們放在約180°C的預
熱焗爐中焗六七分鐘，最好塗少許油。
在此溫度下，一種稱為果膠甲酯酶（pectin methy-

lesterase）的酵素就會起作用，導致細胞壁中所含的
果膠與蔬菜中所含的鈣離子結合。就算蔬菜煮熟，它
們仍會保持完好，無損形狀。

●●洪文正
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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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一，由正弦定理，得知 a
sin A =

b
sin B =

c
sin C = 2R，其中R為外接圓半徑，不妨設a和A是

固定的邊和角。
由於a是固定，周界何時最大，只需要考慮b + c。
b + c
= 2R sin B + 2R sin C
= 2R (sin B + sin C)

= 2R．2sin B + C2 cos B - C2

= 4R sin 180
o - A
2 cos B - C2

由於A是固定，sin 180
o - A
2 亦是固定，當b + c為最大時，必有cos B - C2 = 1，即 B - C2 =

0，得B = C，因此當周界最長時，該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

答案：

已知三角形一條邊的長度與其對角大小固定，證明當周界最大時，該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問題：

數揭秘奧
這次分享一道關於等腰三角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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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腰三角形

疫情之中，不少人流物流都受到封城和交通管制而影響，再一次提醒我們

各地區之間的聯繫與溝通原來是如此頻繁的。各位可能不知，細胞其實也好

像一個世界的縮影：不同部分就如各個城市一般，有着各種多樣而無比重要

的緊密溝通。今天就和大家簡單分享一下這個課題。

科學講堂

細胞親密接觸 絕非各自為政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些溝通渠道的
正常運作與各種疾病頗有關聯。2017年
一個有關老鼠胰臟細胞的研究顯示，負
責聯繫內質網跟細胞膜的一種蛋白質，
原來也在胰島素分泌中有一定的作用：
藉由協調鈣質與脂肪的移動，這種蛋白
質也協助胰島素適時地釋放，確保血糖
不會過高。如此看來，這種蛋白質可能
對治療糖尿病也有幫助。
另一些研究也顯示，健康老鼠肝細胞

中的內質網與粒線體，應該有頻繁的溝
通：它們會好像在跳舞一般，有節奏地
聚在一起然後又適時分開；反過來說，
在生病的老鼠肝細胞之中，內質網與粒
線體卻會顯得呆滯，聚在一起的時間過
於長久。
除了共同合作、交換物料之外，這些
「細胞單元」還可以有更「親密」的接
觸。憑着現今的影像技術，科學家們在
酵母細胞之中，成功目擊到內質網好像

一個夾子一般包圍粒線體，並向某些部
位施壓，幫助粒線體進行分裂。
從當初不太被採納的意見，到現在細
胞單元之間的相互溝通已成為主流的思
想了。這些溝通的渠道千絲萬縷，是不
少科學家正在研究的課題，也可能是更
多重要發現的溫床。
現今的生物課本，許多還將細胞中的
單元描繪成靜態的存在，也許也是時候
進一步增潤我們的教材了。

正常溝通利健康 確保血糖不過高

就好比身體中的各個器官，每個細胞之
中也有不同的「單元」負責分擔各種功
能：粒線體專門透過呼吸作用為細胞產生
生存所需的能量；內質網則是製成蛋白
質、儲存脂肪的地方；比較有名的細胞
核、藏有葉綠素以進行光合作用的葉綠
體，也是這些單元的一些例子。
在以往，我們認為這些單元是相對靜態

的存在，默默地在細胞中完成它們的工
作。它們之間應該不會直接溝通；之間的
溝通主要是透過細胞中的一些囊泡來將物
料往來運送。

誤認是污染 原來很重要
不過，加拿大的細胞生物學家 Jean

Vance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卻面對一個難
題：她嘗試從老鼠的肝臟細胞中提取出粒
線體，卻總是有一些內質網黏附在一起，
揮之不去。原來當時許多的科學家也有相
類的經驗，但他們大都認為這只是實驗中
不太理想的污染，並沒有太大的重要性。
Vance其後成功顯示，粒線體與內質網
真的會「相遇交流」：它們「雙劍合
璧」，正好可以製造細胞需要的脂肪。這
也解釋了另一個當時不解的問題：粒線體

從哪兒得到脂肪？原來來源就是內質網！
時至今日，細胞各個單元之間的互相溝
通，已經成為一眾生物學家接受的概念
了。

以為老死不往來 原來合作製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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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子顯微鏡下的粒線體電子顯微鏡下的粒線體（（上上））與內質與內質
網網（（下圖左邊下圖左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煮不同蔬菜有不同技巧煮不同蔬菜有不同技巧，，部分需要加鹽去除水分部分需要加鹽去除水分，，
有些則要先預煮有些則要先預煮。。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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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過程中用上了正弦定理、三角函數的和差
化積，與餘弦值極大值的知識。正弦定理在探索
三角形的邊和角之中，有重要的功用。大致來
說，就是兩邊和兩對角的關係中，有一個未知的
時候就用得上。配合餘弦定理，在三邊一角的情
景下，找其中一個未知量，就可以計算出許多三
角形相關的量。這些三角形內部的邊和角的探
索，在立體幾何中有無數應用，課程內很重要，
奧數裏是初中的內容。
用類似的想法，其實也可以討論在同樣條件，

面積何時最大的問題。三角形的面積就是12 bc sin

A，要求最大值，只需討論bc。留意到bc = 4R2

sin B sin C = -2R2 [cos (B + C) - cos (B - C）] =
2R2 [ -cos (180o - A) + cos (B - C)]，當B = C的
時候，cos (B - C)是1，達到bc的最大值。

討論面積時這樣想固然可行，但也有個簡單的
想法，就是把△ABC放在一個圓裏，如圖二，將
長度固定的BC水平放着，那如果A是固定的話，
A就是BC上方圓周上的點，當A在最高點A'的時
候，面積就會最大。
後面提到的想法，在處理面積問題時是挺快

的，但想用在原本談周界的問題上就很複雜了。
因為A在圓周上不同位置時，左邊大了，右邊就
小了，兩者相加的變化怎樣，就沒那麼明顯。
關於一個圖形的周界與面積何時最大的問題，

有個數學結果名為等周定理，意思是當平面上的
圖形有固定周界時，以圓形的面積為最大。這個
定理的數學表達式也很簡潔的，就是周界是P，面
積是A的時候，有4πA ≤ P2。結果看起來簡潔，
但證明起來也不是憑直覺就想得出來，有興趣的
讀者可以在網上找找相關的條目看看。 ●張志基

圖一 圖二

●● 每個細胞之中也有不同的每個細胞之中也有不同的「「單單
元元」」負責分擔不同的功能負責分擔不同的功能。。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