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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問題 
 
 驟眼看去，時間問題很容易，要中學生去解決連小學生都可以輕易解決的「戇居

題目」，簡直有點侮辱智慧。不過，同學或許都會「見識」過以下例子： 
 
例一：一口井10米深，烏龜每天早上爬3米，晚上跌2米，問烏龜要用多少天才能爬到

井口？ 

分析：同學或許不假思索就說：「10天！每天早上爬3米，晚

上跌2米，即每天爬1米，那10天不就能爬到井口

嗎？」如果你這樣想的話，那你就錯過重要的「時

機」了。 

 解答：因為在第8天晚上，烏龜離井口2米，第9天早上，烏龜

再爬３米，已經超越井口！ 
 
 不過有些要求嚴謹的同學會抗議：「烏龜每天只能爬3米，跌2米，但烏龜要吃

飯、睡覺，不是永遠爬不到井口嗎？」對！但這是IQ題，不是數學題。在數學

上，若我們假設烏龜可以不吃不睡，努力向上爬，那麼我們又如何捕捉最佳時機

呢？讓我們看看以下例題： 
 
 
第一時間 
例二：地質隊員一次到了個晝夜溫度差別懸殊的地方，發現手錶白天快30秒鐘，夜裡

慢20秒鐘。如果五月一日早上對準時間，到五月幾日手錶將快5分鐘？ 

解答：因為白天快30秒鐘，晚上慢20秒鐘，所以手錶每天就快了10秒鐘， 
因此，到了5月2日早上就快了10秒鐘。由於5分鐘即是300秒， 
那30日後不就快了5分鐘嗎？ 
答案是5月31日。 
錯！錯！錯！ 
到了5月28日晚上，即對錶後的27天，手錶快了270秒，到5
月29日早上，溫差令手錶再快30秒，這時手錶「第一次」

足快了300秒，即係5分鐘。所以答案是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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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過上一例題後，同學或者發現，掌握「第一時間」是解這類題目的關鍵。讓我

們再看下列的「放水題」。 
 
例三：蓄水池有甲、丙兩條進水管，和乙、丁兩條排水管。要灌滿一池水，單開甲管

要3小時，單開丙管要5小時。要排完一池水，單開乙管要4小時，單開丁管要6

小時。現在池內有
1
6
池水，如果按甲、乙、丙、丁的順序，循環開各水管，每

次每管開1小時，問幾小時後水剛開始溢出水池？ 

解答：甲、乙、丙、丁四條水管按順序各開1小時，所以4小時後， 

池內灌進的水是全池的 = 1
3

1
4

1
5

1
6

7
60

− + − =  

池中原有的水是全池的
1
6
，故還需灌水1 1

6
5
6

− = ，即可滿池。 

但是，我們不能直接用
5
6

7
60

÷ ，因為水管是循環打開的，循環幾次後，到甲管

再打開時，池水會「第一次」滿溢，根本就無須再循環下去。問題到第幾次循

環後，池水會少於
1
3
，那時只消開甲管，就能滿溢。 

如果經4個循環， 

 灌入池的水量= 7
60

4 28
60

× =  

 

 Θ  5
6

28
60

22
60

1
3

− = >  

∴ 再開甲管1小時也不能滿池。 
 

5個循環後， 

灌入池的水量
7
60

5 35
60

× =  

 

Θ  5
6

35
60

15
60

1
4

1
3

− = = <  

 
甲管需要再開令水開始滿溢的時間 

= 1
4

1
3

3
4

÷ = 小時 

因此過了5個「循環小時」再加上甲管開
3
4
小時後，池水即行滿溢，即 

 (循環小時) + 5× 3
4
小時 

 = 5 4 3
4

× +  

 = 20 3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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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鐘問題 
 

 介紹過捕捉「第一時間」的問題後，讓我們再介紹另一

類常見的時間問題──時鐘問題。時鐘問題是研究鐘面

上時針和分針關係的問題，鐘面的一周分為60格，當分

針走60格時，時針正好走5格。所以時針的速度是分針的

 
5 60 1

12
÷ = 。 

分針每走60 分鐘，與時針重合一次。 1 1
12

65 5
11

÷ − =( )

 時鐘問題變化多端，也存在著不少的學問。以下列出一個基本公式： 
 
 

    初始需追及的格數÷ −(1 1
12

) ＝追及時間（分鐘） 

 
 
例四：現在是4點正，甚麼時候時針與分針第一次重合？ 

解答：4點時分針指正12，時針指正4，分針在時針後5 4 20× = 格。 
由上述公式知道 

追及時間= ÷ −20 1 1
12

( )  

    = 分鐘 21 9
11

∴在4點21 9
11

分，時針與分針第一次重合。 

 
另解： 
我們利用角度和方程式去解題。 

已知鐘面一圈有 ，分針1分鐘行 ，時鐘1分鐘行360° 6° 1
2
°； 

4點正時，時針和分針相差的角度 = 1 。 20°
假設分針在t分鐘後與時針重合，則們得下列方程： 

   6  1
2

120t t= +

 

  11
2

120t =  

 ∴   t 分鐘 = 21 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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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五：小明家有一個鐘，每小時慢2分鐘，早上8點鐘的時候，小明把鐘對準了標準時

間。那麼當鐘走到12點正時，標準時間應是甚麼？ 

解答：由於鐘比標準時間每小時慢2分鐘，所以當標準時間走完60分鐘時，鐘只走完58
分鐘，也就是說，鐘與標準時間的速度比 = 58 : 60。 

由8點到12點，鐘慢了8分鐘，即是當標準時間12點正時，鐘所

指的時間是11點52分，離12點還差8分鐘。所以當鐘走完這8分
鐘， 

 

標準時間已過了 = 
58
608×  

        = 
29
88 分鐘 

∴ 當鐘走到12點正時，標準時間應是12時8 8
29

分。 

 
例六：有一個時鐘，它每小時慢25秒，今年9月21日中午12時正把時鐘調準，問這個時

鐘下一次指示正確時間是幾月幾日幾時？ 

解答：當這個時鐘總有慢12個小時的時候，它又指示12時正，恰好就是準確的時間。

所以我們必須先求出多少個小時後慢12個小時。 
 因為每小時慢25秒，而1小時 = 6060×  = 3600秒 

 所以時鐘慢12小時所需天數 = 
25

126060 ××  

          = 1728小時 
          = 72天 
 最後只須求出9月21日後的72天是幾月幾日，因為9月有30天，10月有31天，11

月有30天，所以，到了12月2日中午12時正，恰好是72天。 
 
例七：一隻鐘的分針和時針安裝的位置剛好倒轉，問從零時開始晝夜24小時內，仍有

多少次的讀數是正確的？ 

解答：儘管時針和分針位置剛好倒轉，但仍能讀出正確的時間，必定是時針和分針重

合的時候。 
兩針重合1次的時間 = )560(60 −÷  

      = 
11
12

小時 

 24小時內重合的次數 = 
11
1224 ÷  

       = 22次 
 但0時和1時還有1次重合的時候，所以正確讀數應該是

23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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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八：一個舊鐘的分針和時針每64分鐘（標準時間）重合一次。 

問這個舊鐘一天（標準時間24小時）慢或快幾分鐘？ 

解答：前面已知標準鐘每65 5
11

標準分鐘分針和時針重合一次， 

舊鐘64分鐘重合一次，顯然舊鐘快了。 

 

設舊鐘的分針用標準時間1分鐘走x格， 

則舊針的時針速度為
1

12
x 格／標準分。 

根據舊鐘時針和分針的重合時間為64標準分鐘， 
得下列方程式： 
 

  60 1
12

64÷ − =( )x x  

    x = ×
×

60 12
64 11

 

    x = 1 1
44

格 

 
標準時間一天有 標準分鐘（亦即1440格）。 24 60 1440× =

∴標準時間一天內舊鐘分針走的格數 = 1440 1 1
44

×  

           = 1472 8
11

格 

∴舊鐘比標準時間走快1472 8
11

1440 32 8
11

− = 格。 

即舊鐘在標準時間一天內快32 8
11

分鐘。 

 

習題 
 
1. 井底有一只青蛙，已知井深24米，這只青蛙白天向上跳6米，

夜裡又落下4米，問這隻青蛙多少天（一晝夜算一天）可跳出井外？ 
 
2. 有一水池，裝有進水管、出水管各一條。單開進水管5分鐘可以注滿全池，單開出

水管8分鐘可把滿池水放完。現在池內存水佔全池容量的
2
5
，如果按進出的順序，

循環開二水管，每次開1分鐘，問幾分鐘後水剛開始滿溢？ 
 
3. 有一只船，出現一個漏洞，水以平均的速度進入船內，發

現漏洞時，已進入一些水，如12人淘水3小時可以淘完，如

果只有5個人淘水要10小時才能淘完。現在想用2小時淘

完，需用多少人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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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個水池容積是 100 立方米，它有甲、乙兩條進水管和丙一條排水管，甲、乙管

單獨注滿水池分別需要 10 小時和 15 小時。現在水池中有一些水，如果兩管同時

進水並且丙管放水，需 6 小時將池中水放完；如果甲管進水而丙管放水，需要 2
小時將池中水放完，求池中原有多少水？ 

 
5. 張先生有一個準確的手錶，王先生的手錶每小時比張先生的錶快2分鐘。早上8點

正，王先生的手錶與張先生的手錶校準時間，當王先生的手錶指正12點時，張先

生的手錶指示的時間為何？ 

 
6. 時鐘在3點到4點之間，兩針成直角﹑重合﹑在一條直線上（指反向）各是幾點幾

分？ 
 
7. 小強買了一只手錶，他發現這手錶比家裡的掛鐘每小時快1分鐘。

可是，家裡的掛鐘每小時比標準時間慢1分鐘。那麼小明的手錶到

底準不準呢？ 
 
8. 王叔叔有一隻手錶，它比家裡的鬧鐘每小時快30秒；鬧鐘卻比標準時間每小時慢

30秒，那麼王叔叔的手錶一天（24小時）比標準時間快／慢多少秒？ 
 
9. 小明在7點至8點之間解了一條題目，開始時分針與時針正好

成一條直線，解完題時兩針正好重合。問小明解題共用了多

少時間？ 
 
10. 3時正以後的甚麼時候，時針和分針在「4」的兩邊而離「4」

的距離相等？ 
 
11. 甲、乙兩時鐘都不準確，甲鐘每走 24 小時，恰好快 1 分鐘；乙鐘每走 24 小時恰

好慢 1 分鐘。假定在某天中午 12 時正將甲、乙兩鐘都調準，任其不停地走下去，

那麼下一次兩時鐘都指向 12 時正，要隔多少天？ 
 
12. 一隻舊鐘面上的時針和分針每66分鐘重合一次，問這隻舊鐘在標準時間一天中快

或慢幾分鐘？ 
 
13. 小明下午要到公司上3點的班，他估計快到上班時間了，於是看看屋裡的鐘，可是

鐘早在12點10分就停了。他更換了電池後忘了撥

針，匆匆離家，到公司一看離上班時間還有10分
鐘。8小時工作後夜裡11點下班，小明回到家裡，

一看鐘才9點正。假定他上班和下班在路上用的時

間相同，那麼他家的鐘停了多長時間？ 

6 



解答 
 
1. 青蛙白天跳6米，夜裡滑落4米，即每天上升6 – 4 = 2米。 
 到了第9天，青蛙向上跳了9 2 18× = 米，離開井口6米。 
 因此，到了第10天，青蛙向上跳6米剛好到達井口， 
 不用再理下落的4米。所以青蛙在第10天就跳出井外了。 
 

2. 進、出水管各開1分鐘，水池灌入的水量佔全池的量 = 
8
1

5
1
−  

              = 
40
3  

 池中原有水佔全池的
2
5
，故還需灌水1 2

5
3
5

− = ，即可滿池。 

6個循環分鐘後， 

灌入池的水量 = 6
40
3
×  

       = 
40
18  

Θ  3
5

18
60

6
40

1
5

− = <  

∴ 進水管需要再開
6
40

1
5

3
4

÷ = 分鐘， 

 池水剛開始滿溢。 

 ∴ 共需時 = 
4
326 +× 分鐘 

      = 12 3
4
分鐘 

 
3. 這個問題的漏水，一邊淘，一邊水還不停地進入船內，淘水量超過進水量，才能

淘完。第二種淘水法比第一種多淘10 – 3 = 7小時，因此，第二種淘水法亦比第一

種多淘7小時中漏進船的水。 
第二種淘法做了10 個工作小時， 5 50× =
第一種方法做了12 個工作小時， 3 36× =

第二種方法比第一種多用了50 – 36 = 14個工作小時， 

 

由此可知，1小時的進水量，要用2個工作小時去淘乾。 
現在的問題是，要立即算清淘光原進的水量需用多少個工作

小時？從第一種淘法的36個工作小時去淘3小時進水所用的6
個工作小時，就知道原進水量需30個工作小時才能淘乾。現

在要2小時淘完進水，原進水量再加2小時進水量得 
30 2 2 34+ × = 個工作小時， 
故此需要34 2 17÷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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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甲管的注水速率 = 
10
100  

   = 10  hm /3

 乙管的注水速率 = 
15

100  

       = hm /
3
20 3  

 設水池內原有水 ，丙管的放水速率為 ， 3xm hym /3

則我們有 

  xy =−− )
3
2010(6  

 及  xy =− )10(2  

 ∴    xx
=− )

3
20

2
(6  

     xx =− 403
       20=x
 
5. 由於王先生的手錶每小時比標準（張先生的手錶）快2分鐘，所以當張先生的手錶

走完60分鐘時，王先生的手錶已走了62分鐘，即 
標準時間：王先生手錶的時間 = 60 : 62 

           = 30 : 31 
 經過4小時後，張先生的手錶走了的時間 

= 4
31
30

×  

 = 
31
273 小時 

 Θ  
31
27

小時 = 
31
2545 分鐘 

 ∴ 當王先生的手錶指示12點正時， 

       張先生的手錶指示11點
31
2545 分。 

 
6. 已知分針每小時走 ，每分鐘走°360 °=÷° 660360 ； 

時針每小時走 ，每分鐘走°30 °=÷°
2
16030 。 

因為開始時是3時正，所以時針和分針相距 ，設「時機」在3時後的x分鐘出

現，將題目看成「追及問題」，則由分針與時針構成直角得下式： 
°90

  90)90
2
1(6 =+− xx  

     180
2

11
=x  

      
11
832=x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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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3時
11
832 分鐘時針和分針成一直角。 

 由時針分針重合得下式： 

   90
2
16 += xx  

  90
2

11
=x  

    11
416=x 分鐘 

 ∴ 在3時
11
416 分鐘時針和分針重合。 

 
 由時針和分針成一直線得下式： 

  180)90
2
1(6 =+− xx  

     270
2

11
=x  

       11
149=x 分鐘 

 ∴ 在3時
11
149 分鐘時針和分針成一直線。 

 
7. 手錶走61分鐘，就是標準時間60分鐘， 

所以手錶與標準時間的速度比 = 61 : 60。 

 

而掛鐘走59分鐘，就是標準時間60分鐘。 
假設手錶需要x分鐘，才相當於掛鐘的59分鐘， 
則手錶與掛鐘的速度 = x : 59。 
由比例相同得61 : 60 = x : 59， 

∴ x = ×61 59
60

 

   
60
5959= 分鐘 

 也就是說，標準時間1小時，手錶走了59 59
60

分鐘， 

      剛好慢了1秒。手錶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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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用比例式列出它們（秒針）的速率。當鬧鐘行了3600秒，手錶就行了3630秒，

而標準時間行了3600秒，鬧鐘只行了3600 – 30 = 3570秒，則 
鬧鐘時間 ： 標準時間 = 3570 : 3600 
         = 119 : 120 
手錶時間 ： 鬧鐘時間 = 3630 : 3600 
         = 121 : 120 

既然知道了手錶時間與鬧鐘時間的比例，又知道在過了1個標準小時，鬧鐘走了多

少秒，設x為手錶在1個標準小時所走的秒數，得以下比例式： 
 x : 3570 = 121 : 120 

   
4
33599=x 秒 

因此，我們知道手錶時間比標準時間慢
4
1

4
335993600 =− 秒。 

∴ 24小時內，手錶時間慢了 24
4
1
×  = 6秒。 

 
8. 要求出小明花了多少時間解題，必須知道他何時開始，何時結束。 
 1) 小明開始解題的時刻： 

 因為小明開始解題時，分針和時針正好成一直線， 

 

 也就是分針落後時針5 60 30× = 格， 
 而7點正時分針落後時針5 7 35× = 格， 
 因此在這段時間內分針要比時針多走5格， 
 由公式知道 

 追及時間 = 5 1 1
12

÷ −( )  

       = 5 5
11

分鐘 

  ∴小明在7點5 5
11

分開始解題。 

 2) 小明解題結束的時刻： 
  因為小明解題結束時，兩針正好重合，那麼從７點到這一時刻 
  分針要比時針多走5 7 格，由公式知道 35× =

  追及時間 = 35 1 1
12

÷ −( )  

        = 38 2
11

分鐘 

  ∴小明在7點38 2
11

分結束解題。 

 3) ∴小明花在解題的時間 = 38 2
11

5 5
11

−   

           = 32 8
1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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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3時，時針和分針跟「4」字等距的機會，應該是介乎3時
20分至25分之間，因為時針走不出「3」字與「4」字之

間，分針也就只得在「4」字與「5」字之間了。 
我們知道分針1小時走 ，時針1小時走 ，即在同1小
時 裡 ， 分 針 每 1 分 鐘 走

°360 °30
°=÷°360 660 ， 時 針 走

。設3時後的x分鐘後，「機會」出現，則 °=÷° 5.06030

 1206
2
130 −=− xx  

   
13
123=x 分鐘 

 
10. 當甲、乙兩時鐘調整時間後，各自走24小時後，甲鐘指示的時間應為12時1分，乙

鐘應為11時59分，如此類推，每過一天，兩時鐘指示的時間相差2分鐘。 
這樣，當經過段長時間後，與標準時間相比，乙鐘慢的時間

會逆時針方向靠近「6」字，甲鐘快的時間會順時針方向靠

近「6」字，且速度相同。把它們看作相向運動，甲、乙之

間的「距離」為 144021260 =×× 分鐘，它們的「速度和」

為每天1 + 1 = 2分鐘，則 

 

兩時鐘再次同時指向12時正所需的天數 
= 21440 ÷  
= 720天 

 

11. 設舊鐘的分針在標準時間1分鐘走x格，則舊鐘的時針速度為 x
12
1

格／標準分鐘。 

根據舊鐘時針和分針的重合時間為66標準分鐘，得方程式： 

 66)
12
1(60 =−÷ xx  

     
1166
1260

×
×

=x  

     
121
120

=x 格 

標準時間一天有1440標準分鐘；亦即1440格。 

∴ 標準時間一天內舊鐘分針走的格數 = 
121
1201440×  

           = 
121
121428 格 

∴ 舊鐘比標準時間走慢的時間 

= 
121
1214281440 −  

= 
121
1091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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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解法一： 
 
 依題意，鐘停的時間與上班路上的時間之和 
 = 14點50分 – 12點10分 
 = 160分鐘 
 鐘停的時間與下班路上用的時間之差 
 = 11點 – 9點 
 = 120分鐘 
 因此鐘停的時間 = ( )160 120 2+ ÷  

           = 140分鐘 
 
 解法二： 
 小明在12點10更換電池，到回家的9點鐘，共8小時50分。 
 扣除早到的10分鐘及工作的8小時，餘40分鐘， 
 這是來回路上用的時間。因此路上單程要花40 2 20÷ = 分鐘。 
 小明到公司時是2點50分，扣除路上的20分鐘， 
 離家的時間是2時30分，而他家的鐘面卻是12點10分， 
 中間差2小時20分鐘。 
 所以小明家的鐘停了140分鐘。 
 
 
 
 
 
 
 
 
 
 
 

 
 
 
 
 
 
 
 

顧問老師：梁志明、黃萬安、黃偉智、楊振雄、袁仲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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