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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紹/前言： 

牛吃草問題，又稱為消長問題，是一條頗有趣味的題目，由

牛頓於他的著作《廣義算術》（Arithmetica Universalis）中提出，

所以也可以稱為牛頓問題。「牛吃草問題」主要講述草在不斷生

長(或枯萎)的情況下，如何計算牛把草吃光所用的時間。看完

(二)後，相信大家都會認得這類題目了，因為它就是中國奧數

的小六題目，只不過可能以不同情境出現(見(五))。 

一條平平無奇的奧數題目，坊間關於探討牛吃草問題的研究

也不多，有甚麼值得研究呢？我們覺得，「牛吃草問題」有很多

可以擴展的地方，在本文裏，我們會嘗試設計不同的情況。另

外，千篇一律的牛吃草太脫離現實了。因此，除了探討一般題

目，我們甚至會為題目增加變數，例如牛糞；再觀察變量的變

化，然後利用方程，解決不同情況下的「牛吃草問題」，拉近

「牛吃草問題」與日常生活的距離。 

牛頓是微積分的發明者，有評論認為牛頓的「牛吃草問題」

應該是微積分的問題。我們不會用到微積分這麼深奧的數學技

巧，因為基本的數學技巧，已經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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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結 

(四)的情況 6，相信就是牛頓的牛吃草問題的微積分版本。有人

說過，牛頓當時其實是想長草量取決於總草量，然後用微積分

解決。其實，由情況 2 開始，已經可以用到微積分，只不過我

們對微積分了解不深，於是用另外一些方法，嘗試解釋圖表的

現象和進行分析。 

不管怎樣，牛吃草問題不僅是一條小六的奧數問題，更是一個

大海。如果我們努力把這條題目推廣下去，就像在大海裡潛

水，潛得愈深，便能發現愈多和愈珍貴的東西。牛頓說過：「我

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時而發現了一個光滑的石子兒，時而發現

一個美麗的貝殼而為之高興的孩子。儘管如此，那真理的大海

還神秘地展現在我們面前。」雖然坊間關於牛吃草問題的研究

少之又少，但我們像牛頓一樣，在大海中「玩耍」、探究。即使

只是一條小六的奧數問題，也能夠推廣到微積分，牛頓就是憑

著這個精神，得到很多驚世的發現，令他舉世聞名。 

由於時間關係，我們迫不得已地，在這兒止步。但我們透過這

個研究，學習了很多知識，尤其是關於微積分的應用。雖然我

們沒有在整個研習中使用微積分(僅僅於情況 6 用了極限)，但這

個大海，已令我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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