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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作品介紹

Introduction of winning works



峰迴路轉-等比繞行的秘密

類別:等比級數 圓錐曲線

研究動機:



峰迴路轉-等比繞行的秘密

研究目的:



Seeing Dots

類別:質因數 尤拉函數

研究動機:

在某次數學讀書會上,數學老師給了各種不同數學問題供我們思考。
其中, 我們對一個數學問題特別感到興趣,其題目內容敘述如下:
將一個樂隊放在座標平面第一象限正整數格子點上,攝影師在原點、
x 軸、y 軸正整數點上拍攝,則最少需要幾個拍攝點才能將所有人都
拍攝完畢?
將攝影師限制在原點與 x 軸（或 y 軸）,造成所需的拍攝點較多, 因
此,我們想考慮攝影師的位置可以同時包含更 x 軸與 y 軸上的點,深
入探討下 列問題:
我們稱樂隊成員所在的點為目標點,稱攝影師所在的點為拍攝點。以
符號 N 表示正整數所成的集合。



Seeing Dots

研究目的:



Ferrers diagram

類別:代數

研究動機:
在一次餐會時，教授介紹

研究目的:



阿里巴巴轉盤問題

類別:質因數分解

研究動機:
以2009年環球城市數學競賽第七題為推廣





阿里巴巴轉盤問題

研究目的:



缺幾格大不同-
從方格排列結構到路徑之探討

類別:幾何 排列組合



研究動機:



缺幾格大不同-
從方格排列結構到路徑之探討

研究目的:



由正 2n 邊形與一點
所衍生的三角形面積比值問題

類別:幾何



研究動機:



由正 2n 邊形與一點
所衍生的三角形面積比值問題

研究目的:



A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Model on Precipitation Forecasting 
in the Philippines

類別:統計



給我三個點 來畫平行多邊形

類別:幾何 對稱 遞迴 線性組合

研究動機:



給我三個點 來畫平行多邊形

研究目的:



三角形同向切割線之性質推廣

類別:幾何



研究動機:



三角形同向切割線之性質推廣

研究目的:



電梯問題

類別:排列組合



研究動機:



電梯問題

研究目的:



過平面上 n 定點作正 n 邊形
問題與其對偶命題

類別:幾何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腦筋打結的滋味─
猜帽上數邏輯推理遊戲

類別:代數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多邊形的內接母子相似作圖
與相關問題的研究

類別:幾何

研究動機:



多邊形的內接母子相似作圖
與相關問題的研究

研究目的:



The use of Square shaped wheels in 
ship harbouring using an inverted 
catenary surface

類別:幾何



Project Motion in Sports

類別:拋物線



作品講解

電梯問題



電梯問題

名詞定義:



電梯問題

研究過程:



電梯問題



電梯問題

研究過程:

f (7,4) = 8 的情形

1.先考慮若 f (7,4)=9，此狀況屬於 Case 
II，所以必有其中一樓層只有三 部電梯
通過。
假設 1F 只有三部電梯通過，則另外 8 
層樓各被這三部電梯至少停靠 1 次。可
設這三部電梯停靠樓層為(1,2,3,4)、
(1,5,6,7)、(1,2,8,9)



電梯問題

研究過程:

2.以樓層的配對方式而言，共有
9 2 C = 36 條路徑，而 7 部電梯
可製造 7 4 C2 = 42 條路徑，
其中的差距最多可浪費 6 條路徑；
而扣除一開始第三部 電梯所浪
費的 1F~2F，只剩 5 條路徑可
浪費。
3.將除了 1F、2F 的樓層分成
(3,4)、(5,6,7)、(8,9)三類，剩下
的四部電梯 必須設在(3,4)、
(5,6,7)、(8,9)之間，以及 2 與
(5,6,7)之間



電梯問題

研究過程:

但發現，無論剩下的四部電梯怎麼設，都至少重複
一條； 除此之外，由於 2 樓還需與 5、6、7 樓連接，
而若有一部電梯停留在 (2,5,6,7)，則此部電梯浪費了
(5,6) (5,7) (6,7)三條路徑。 但若沒有(2,5,6,7)，則表
示剩下的四部電梯有至少兩部與 2 樓連接，可 發現
這兩部電梯都至少會浪費兩條路徑。 這些情況共浪
費 2+2+1+1=6 條，與第二點敘述不符合，所以 f 
(7,4)=9 不可行。
4.由引理 2 可以推知 f (7,4) > f (7,3) + 1 = 8。



電梯問題

研究過程:



電梯問題

研究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