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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費馬定理

1.費馬

2.費馬小定理

3.費馬大定理

4.費馬平方和定理

5.費馬數

6.費馬螺線



費馬

費馬是一位17世紀的法國律師，被稱為業餘數學家之王，他在數學

上的成就與貢獻不亞於職業數學家，在微積分及機率方面有很大的

貢獻。



費馬小定理

費馬猜想2²^ⁿ+1為質數

當n為1時2²^ⁿ+1=5

當n為2時2²^ⁿ+1=17

當n為3時2²^ⁿ+1=257

當n為4時2²^ⁿ+1=65537



費馬小定理

前四條式子皆為質數

歐拉算出了n=5的情況，而n=5非質數，往後的n=5、n=6、n=7皆不是

質數，所以此猜想並非正確



費馬大定理

費馬猜測並說此定理是對的

Xⁿ+Yⁿ⁼Zⁿ，當n大於等於3時，此式無正整數解

X+Y⁼Z此式任意兩正整數相加皆能使Z為正整數

X²+Y²⁼Z²此式為畢氏數，所有的畢氏數皆成立



費馬大定理

歐拉在1770年的時候，證明n=3時定理成立。

1825年，高斯和熱爾曼同時獨立證明費馬定理5次冪。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AC%A7%E6%8B%89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B4%A2%E8%8F%B2%C2%B7%E7%86%B1%E7%88%BE%E6%9B%BC


費馬大定理

1995年，安德魯·懷爾斯和理查·泰勒在一特例範圍內證明谷山志村

猜想，弗賴的橢圓曲線剛好在這一特例範圍內，從而證明費馬大定

理。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7%E9%AD%AF%C2%B7%E6%87%B7%E7%88%BE%E6%96%AF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90%86%E6%9F%A5%C2%B7%E6%B3%B0%E5%8B%92_(%E6%95%B8%E5%AD%B8%E5%AE%B6)


安德魯·懷爾斯

出生於1953年，英國人，父親是工程學教授

從小就被數學所吸引

在牛津大學拿到學士、在劍橋大學拿到博士

2011回母校牛津大學任教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7%E9%AD%AF%C2%B7%E6%87%B7%E7%88%BE%E6%96%AF


安德魯·懷爾斯的成就

證明費馬大定理

菲爾茲獎

沃爾夫獎

阿貝爾獎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7%E9%AD%AF%C2%B7%E6%87%B7%E7%88%BE%E6%96%AF


費馬平方和定理

質數除4之後如果餘數為1

則此質數會是兩個數的平方和



費馬數

費馬數的概念是延續前面費馬小定理

2²^ⁿ+1以知n=0到4皆為質數

此五個數字稱為費馬質數

也是目前已知的



費馬數

而n=5以後的數字是否皆為合數，目前還不知道

F5=232+1=4,294,967,297=641 × 6,700,417



費馬螺線

費馬螺線是拋物螺線的一種
極座標系的表達式為
r²=a²θ
數學式
r=√θ
r=-√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B%E7%89%A9%E7%BA%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E%BA%E7%BA%BF


世界上最簡單的公式:
1+1=2



皮亞諾推導
理論一：0 是自然數。

理論二：每一個確定的自然數 a，都有一個確定的後繼數 a’，a’ 也是自然數。

理論三：0 不是任何自然數的後繼數。



理論四：如果 n 與 m 均為自然數且 n ≠ m，那麼 n’ ≠ m’；如果 b、c 均為自然數，且 b’ = c’ ，那麼 b = c。

理論五：

假定 P（n）是自然數的一個性質，如果 P（0）是對的，且假定 P（n）是正確的，則 P（n’）也是真的，那麼命題對所

有自然數都為真。

另外一種形式：設 S 是自然數集的一個子集，且滿足 （i）0 屬於 S；（ii）如果n屬於S，那麼 n’ 也屬於 S；則 S 

是包含全體自然數的集合，即 S = N。



再定義加法是滿足以下兩種規則的運算：

1. 對於任意自然數 m，0 + m = m；

2. 對於任意自然數 m 和 n，n’ + m = (n + m)’。

1 + 1 = 0′ + 1 = (0 +1)’ = 1′ = 2；

或者，1 + 1 = 0′ + 0′ = 0” = 2。



哥德巴赫猜想

他生平最喜歡玩的遊戲竟是加法運算，而且還在玩加法遊戲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奧妙：任何大於 5 的奇數都

是三個素數之和。

1742 年 6 月 7 日，哥德巴赫寫信給歐拉，提出：任何大於 5 的奇數都是三個素數之和。隨便取個奇數 77，可

寫成三個素數之和，77=53+17+7；再任取一個奇數 461，461=449+7+5，也是三個素數之和，461 還可以寫成 

257+199+5，仍然是三個素數之和。

1742 年 6 月 30 日，歐拉給哥德巴赫回信：這個命題看來是正確的，但是他也給不出嚴格的證明。為了挽回下

自己居然也給不出證明的面子，狡猾的歐拉同時還提出了另一個等價命題：任何一個大於2的偶數都是兩個

素數之和。但這個命題他也沒能給予出證明。

「任一充分大的偶數，都可以表示成為一個素因子個數不超過 a 個的數，與另一個素因子不超過 b 個的數之

和」命題，就被統記作「a+b」，哥德巴赫猜想（也稱哥德巴赫–歐拉猜想），也就被稱為另一個「（1+1）」。



三乘三盤面結構分析簡化



取材自中華民國第55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尋找:最短步數



研究目的

找出3X3的盤面上一共有3種珠子每種有3顆 如何最快的排完上面的圖形



方法

排列組合是

旋轉視為相同情況則除以四



最佳解為4步



先完成一個顏色的連線為主



選完成連線最少步數的顏色(黃色) 發現不成立

起手連線需要在邊線完成 不能在中間完成



起手色珠不能與起手連線同色



Step1 發現總結以上三點可以先分成兩步第一是
先完成第一個連線

Step2 接著在3X2的圖形中完成最短步數







結論 

因為探討了所有的可能性故沒有例外 但是因為遊戲

內是6X5的地形所以幫助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