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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在高中數學第三冊中我們剛了解圓與球的性質，再加上國中常接觸到

許多正多邊形其內切圓及外接圓的問題。這令我們聯想到：是否所有多面

體都有內切球與外接球？若有，它們間的關係又是什麼？  恰巧，化學老

師在課堂上提到了由六十個碳原子構成的 C-60 模型，而我們發現，以數

學的角度來看，”C-60 ”是由數個正五邊形與正六邊形所構成的立體圖形。

在我們與數學老師討論後得知這種由十二個正五邊形與二十個正六邊形

所構成的立體圖形就是所謂的 ”巴克球 ”，且從數學刊物上看到 ”巴克球為
最接近球體的多面體 ”。這引發了我們的興趣，因此我們決定就這方面的

問題展開討論。  

貳、研究目的  

一、探討究竟能找出多少種類似 ”巴克球 ”這類由不同正多邊形所拼湊成的

立體圖形。  

二、由平面延伸到立體，研究正多面體的邊長與其內切球、外接球半徑的

關係。  

三、在 ”正多面體的邊長與其內切球、外接球半徑的關係 ”之討論中找出方

法解決巴克球的邊長與其內切球、外接球半徑的關係。  

參、研究器材  

紙、筆、尺、計算機、圓規、模型、電腦。  

肆、研究問題  

一、由不同正多邊形所組成的多面體有哪些？  

二、正多面體有哪些？  

三、正多面體其內切球、外接球半徑與邊長關係？  

四、巴克球與其餘截角多面體是否有內切球與外接球？若有，其內切球、

外接球半徑與邊長關係？  

五、 ”特化截角多面體 ” 其內切球、外接球半徑與邊長關係？  



伍、研究過程  

問題一、由不同正多邊形所組成的多面體有哪些？  

兩種以上的正多邊形可拼成無限多種立體圖形，我們必須做一些

限制來排除角錐、角柱那些把底面換一換，側面做適當改變就可轉變

成另一種型態的立體圖形；再者，對於每個頂點，其周圍正多邊形無

論是邊數、個數、排法都是一樣的立體圖形，也該視為同一種。我們

使用以下定理：  

 

定理 1. 根據尤拉定理，設一多面體的邊數為 E、頂點數為 V、面數為 F，
則有 F+V-E=2 

定理 2. 若我們將共用一頂點的數個正多邊形攤平 (即展開圖 )，則可得知共
用一頂點的正多邊形其內角和不得超過 360∘  

定理 3. 由定理 2：因為最小正多邊形為正三角形 (任一內角為 60∘ )，
，故一個頂點只能由三到五個正多邊形所共用  536060 ≤∴°<°⋅ nnQ

 

根據定理 3，我們決定以共用一頂點的面數分三個情況討論：  

 

(一 ) 由三個正多邊形共用一個頂點  

設共用一個頂點的三個多邊形為  
，且

邊形、、正 321 nnn
)( 邊形一內角表正以後皆定義 ii na 3213 aaa ≤≤≤ ，根據 ”定理 2”，

因為共用一頂點的內角和必須小於 360∘，由於
°<∴°<++≤++ 120,360 1321111 aaaaaaa ，即 n1可為 3、 4 或 5。在用

三個多邊形構成一個頂點的狀況下，我們發現：(其理由見附錄一 ) 

當 n1、 n2、 n3  其中一個為奇數邊時，另外兩個必相等。  

所以 n1、n2、n3不可能出現兩個奇數的情況，而若三個都為奇數時

三個必相等就變成正多面體了。所以我們只需要考慮三個都為偶

數或其中一個為奇數而另外兩個為相等的偶數之情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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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有 (3,4,4)、 (3,6,6)、 (3,8,8)、 (3,10,10)、 (4,4,5~無限大 )、
(4,6,6)、 (4,6,8)、 (4,6,10)、 (5,6,6)。其中 (3,4,4)、 (4,4,5~無限大 )
為角柱體，故不在討論範圍內。  

接下來就上面各值利用 ”定理 1”來求頂點數、邊數及各種多邊

形的面數。以  (5,6,6)、 (4,6,6)、 (4,6,8)及 (4,6,10)為例：  

 

1. (n1,n2,n3) =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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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尤拉公式：

所共用五邊形與兩個正六邊形，而每個頂點由一個正

，又兩面共用一邊條邊條邊，正六邊形提供每個正五邊形提供

，個個，正六邊形有設正五邊形有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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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1,n2,n3) =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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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尤拉公式：

所共用四邊形與兩個正六邊形，而每個頂點由一個正

，又兩面共用一邊條邊條邊，正六邊形提供每個正四邊形提供

，個個，正六邊形有設正四邊形有

Q

 

 

3. (n1,n2,n3) =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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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尤拉公式八邊形所共用一個正六邊形與一個正

四邊形、，而每個頂點由一個正，又兩面共用一邊條邊

，正八邊形提供條邊條邊，正六邊形提供每個正四邊形提供

個個，正八邊形有個，正六邊形有設正四邊形有

Q

 

 

4. (n1,n2,n3) = (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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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尤拉公式十邊形所共用一個正六邊形與一個正

四邊形、，而每個頂點由一個正，又兩面共用一邊條邊

，正十邊形提供條邊條邊，正六邊形提供每個正四邊形提供

個個，正十邊形有個，正六邊形有設正四邊形有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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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以此類推。  

 

(二 ) 由四個正多邊形共用一個頂點  

設四個正多邊形為正 n1、n2、n3、n4邊形，且 3<n1<n2<n3<n4，

根據 ”定理 2” 4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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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所有的可能為 (3,3,3,4~無限大 )、 (3,3,4,4~11)、
(3,3,5,5~7)、 (3,4,4,4 或 5)。由三種多邊形拼成的有 (3,3,4,5~11)、
(3,3,5,6 或 7)、 (3,4,4,5)，而在用四個多邊形圍成一個頂點的狀況

下，我們發現： (3,3,4,5~11)及 (3,3,5,6 或 7)是不存在的。 (其理由

見附錄二 ) 

最後只剩下的 (3,3,3,4~無限大 )、 (3,3,4,4)、 (3,3,5,5)、
(3,4,4,4)、 (3,4,4,5)，其中 (3,3,3,4~無限大 )是類角柱多面體，故不

在討論範圍內。  

 

就上面各值利用 ”定理 1”來求頂點數、邊數及各種多邊形的面數。 

 

1. (n1,n2,n3) = (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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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尤拉公式：

所共用三角形與兩個正四邊形，而每個頂點由兩個正

，又兩面共用一邊條邊條邊，正四邊形提供每個正三角形提供

，個個，正四邊形有設正三角形有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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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1,n2,n3) = (3,3,5,5) 

326030
12

20

53

2)
2

3()
2

53()(

2
2

5
2

3

2
53

53

===⇒
⎪⎩

⎪
⎨
⎧

=

=
⇒

⎪
⎩

⎪
⎨

⎧

=

=+
+

−+

⇒=+−⇒==∴

+
=∴

+=⇒

FEV
y

x

yx

xyxyx

FEVyxV

yxE

yx

yxFyx

，，

代入尤拉公式：

所共用三角形與兩個正五邊形，而每個頂點由兩個正

，又兩面共用一邊條邊條邊，正五邊形提供每個正三角形提供

，個個，正五邊形有設正三角形有

Q

 

 

3. (n1,n2,n3) = (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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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尤拉公式：

所共用三角形與三個正四邊形，而每個頂點由一個正

，又兩面共用一邊條邊條邊，正四邊形提供每個正三角形提供

，個個，正四邊形有設正三角形有

Q

 

 

4. (n1,n2,n3) =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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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尤拉公式五邊形所共用兩個正四邊形與一個正

三角形、，而每個頂點由一個正，又兩面共用一邊條邊

，正五邊形提供條邊條邊，正四邊形提供每個正三角形提供

個個，正五邊形有個，正四邊形有設正三角形有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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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以此類推‧  

 

 (3) 用五個正多邊形共用一個頂點  

設五個多邊形為正 n1、n2、n3、n4、n5邊形，且 3<n1<n2<n3<n4<n5

根據定理 2， n1=n2=n3=n4=3， n5=3、 4 或 5。則排除正多面體後只
剩兩種可能： (3,3,3,3,4)、 (3,3,3,3,5)。  

 

就上面各值利用 ”定理 1”來求頂點數、邊數及各種多邊形的面數。 

 

1. (n1,n2,n3) = (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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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尤拉公式：

所共用三角形與一個正四邊形，而每個頂點由四個正

，又兩面共用一邊條邊條邊，正四邊形提供每個正三角形提供

，個個，正四邊形有設正三角形有

Q

 

 

2. (n1,n2,n3) = (3,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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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尤拉公式：

所共用三角形與一個正五邊形，而每個頂點由四個正

，又兩面共用一邊條邊條邊，正五邊形提供每個正三角形提供

，個個，正五邊形有設正三角形有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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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正多面體有哪些？  

以之前問題一的觀點來看，設正多面體共用一個頂點共有  m 個
正  n 邊形，則  m、  n 必須滿足：  

Nmnmnnmnm
n

n
∈∧<−−⇒<−⋅−⇒<⋅

−
、4)2)(2(02)2(2)2( ππ  

這式子的有五組解，即：   

(一 ) n=3, m=3 ：共用一個頂點共有 3個正 3邊形，此為正四面體

(二 ) n=3, m=4 ：共用一個頂點共有 4 個正 3邊形，此為正八面體

(三 ) n=3, m=5 ：共用一個頂點共有 5個正 3邊形，此為正二十面體

(四 ) n=4, m=3 ：共用一個頂點共有 3個正 4邊形，此為正六面體

(五 ) n=5, m=3 ：共用一個頂點共有 3個正 5邊形，此為正十二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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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四面體  正六面體  正八面體  

  

正十二面體  正二十面體  

 
故得知正多面體只有五種，接下來，我們更進一步探討正多面體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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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正四面體內切球、外接球半徑與邊長關係？  

(一 ) 正四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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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如上圖一，知球心為由解析幾何，令座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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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和又，而這四個四面體的體四面體如四面體內切球半徑為高的全等

為底、割成四個以原正三角形，必可將正四面體又將球心向各頂點連線

，體積為由畢氏定理可求得

的高，對於為正四面體，令見上圖二、圖三由體積分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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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割成八個以原正三角形，必可將正八面體又將球心向各頂點連線

得的高，由畢氏定理可求

對於正方形為正四角錐，令見上圖二、圖三由體積分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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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正十二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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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

平面令為另一邊中點平面的正三角形；而原來

生一個邊長為邊中點兩兩連線，即產的邊有三個，將這三個點如共用任意頂點又

而

為正十二面體邊長中點分別為令

取另一種方式處理

所以我們決定採皆有其操作上的困難，體積分割定理在本證明由於之前的解析幾何與

Q

Q

Q

K 
Q 

G 

N 

M 

C 

B 

A 

O (球心)

正十二面體其中的一面 
共用頂點(A)之三邊中
點所構成的正三角形 

K 

N 

M 

Z 

θ

正十二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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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二十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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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二十面體其中一面

所構成的正三角形 

(五 ) 正二十面體  

 

 

 

 

 

 

 

 

 

5
csc

3
cos1

5
csc

3
cos

2
1

2
1,

5
csc

3
cos1

5
csc

3
cos

)
5

csc
3

cos(

5
csc

3
cos

5
csc

2
1

)(
5

,csc
2
1)(:

),,(:21

)(

3
cos

2
1

3
)

2
3

2

(
22

,cos
2
1

;,,

:

2222

22

ππ

ππ

ππ

ππ

ππ

πππ

πθθ

π

π
ππππ

−
=∴=

−
=

−

×
=

×
=⇒=∴∆≈∆

==∴

==⇒⊥∴∈∧

∈⊥

=∴

=
−

−=∠−=∠∠=

aOMaAM
AM

MKAM

AMAM

AK
AMMKOM

AK
MK

AM
OMMAKOAM

AMMNKM

MNKMOAMKMNXYZEK

OAKZYXMNXYZEOA

A

AMMN

GABABCABCAMMN

aACABNM

PF

又

再者

證法同正十二面體平面

令為另三邊中點平面的正五邊形；而邊長為原來

生一個邊中點兩兩連線，即產的邊有五個，將這五個點如共用任意頂點又

而

為正二十面體邊長中點分別為令

體同一種處理方式們決定採用與正十二面

，所以我明皆有其操作上的困難與體積分割定理在本證由於以之前的解析幾何

Q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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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接球半徑而我們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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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

平面令邊中點為另

平面邊形；而的正一個邊常為原來

生邊中點兩兩連線，即產個正條，將這的邊有點如共用任意頂點又

而

另外二頂點上相鄰為同一面、為任意頂點，

邊長邊形為正多面體中點；、分別為令

球半徑。

球與外接決所有正多面體其內切二面體的求法，亦可解我們發現，若使用正十

Q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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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球心) 

M 

正二十面體其中一

面所構成的四面體

K’ 

M

問題四、巴克球與其餘截角多面體是否有內切球與外接球？若有，其內切

球、外接球半徑與邊長關係？  

 
對於這問題，我們嘗試用直接破題的方式解決，但我們發現有我

們無法克服的地方。於是，我們決定以反面思考的方式去處理。  
 
觀察正二十面體，若我們將共用一頂點的五個正三角形其離頂點

1/3 邊長處連線，即可得到一個正五邊形 (此正五邊形之邊長為原正二
十面體邊常之 1/3)。我們將正二十面體的十二個頂點 (或說是二十個正

三角形 )都以此方法處理，即可得到一個邊長為原正二十面體邊長的

1/3 的巴克球 (因為將三角形的三個角以上述方式截掉，會得到邊長為
原 1/3 的正六邊形 ) 
 
 
 
 
 
 
 
 
 
 
 
 
我們先假設巴克球有內切球。由上圖可知，我們把巴克球視為截角

後的正二十面體，則其球心至正六邊形與正五邊形之重心的距離需相

等。又因為正二十面體內切球半徑為球心至正三角形重心的距離；而

正三角形被截成正六邊形時，其重心不變 (且球心亦不變 ) ，所以正二
十面體截角後所得的巴克球，其內切球半徑與原正二十面體之內切球

半徑必等長。故只需求球心至正五邊形重心距離即可知巴克球是否有

內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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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球巴克球有外接球卻無內故得：

而

二十面體外接球半徑

又

再者

平面

令為另三邊中點平面的正五邊形；而邊常為原來

生一個邊中點兩兩連線，即產的邊有五個，將這五個點如共用任意頂點又

而

為正二十面體邊長中點分別為令

明巴克球有內切球

，即可證至正六邊形重心之距離形重心之距離等於球心考慮：若球心至正五邊

)1(

5
csc

3
cos1

5
cot

3
cot

5
csc

3
cos1

13

)2

5
csc

3
cos1

3(

)2

5
csc

3
cos1

3(2)

5
csc

3
cos1

1(33

3
23

3
2

)(

3
2)(

5
csc

3
cos1

5
csc

3
cos

2
1

2
1,

5
csc

3
cos1

5
csc

3
cos

)
5

csc
3

cos(

5
csc

3
cos

5
csc

2
1

5
,csc

2
1)(:

),,(:21

)(

3
cos

2
1

3
)

2
3

2

(
22

,cos
2
1

)
3
1(;,,

22

22

22

'

22

222

22

'

222
'

2

''
5

'

2222

22

'

rAMAMOK

AMAMAMOKOA

OA
AMOA

OA
AMOAOK

ROA
AMAK

AKRAKOAOKrOK

aOMaAM
AM

MKAM

AMAM

AK
AMMKOM

AK
MK

AM
OMMAKOAM

AMMNKM

MNKMOAMKMNXYZEKOAK

ZYXMNXYZEOA

A

AMMN

GABABCABCAMMN

aAMaACABN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ππ

ππ

ππ

ππ

ππππ

ππ

ππ

ππ

ππ

ππ

πππ

πθθ

π

π
ππππ

Q

Q

Q

Q

Q

 



 20

近球巴克球較正多面體更接故得：

巴克球外接球半徑：

近球。，即可證明巴克球較接多面體更接近

徑比較其他正半徑與最大內含球之半若我們能證明其外接球巴克球有外接球

所構成的球較小重心之距離為半徑我們得知：到正六邊形

即為原正二十面體邊長由上述可知：

，至頂點距離為為，至正五邊形重心距離距離為令球心至正六邊形重心

球‧求得巴克球之最大內含各頂點距離的關係，以

心距離與至定討論其球心至各面重球無內切球，故我們決由上述證明可得知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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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球半徑為截角多面體的最大內半徑，為截角多面體的外接球即取

為取故

為減函數

邊形之距離可得：由球心至正截角多面體有外接球

徑表原正多面體內切球半半徑，為截角多面體的外接球令

邊形，故可得：，而截後原面變為正、截後長度剩設截去長度

，邊邊長為個邊共用一個頂點、每邊形組成且由正設截角前的正多面體是

內含球與外接球公式。

出其最大都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導截角多面體的這些巴克球我們發現：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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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形距離正面體內切球球心至截後表正在此

其我們取原正六面體，故

我們先取正六面體皆可截成取正六面體與正八面體

。前截角正多面體的做法的求法，我們可比照之而其內球與外接球半徑

。圖形皆為正二十面體所產生的新

面體與截盡角；同理，截盡角正十二即兩者皆為圖形為

，但因新與分別為盡角正八面體，雖其而截盡角正六面體與截

，即正八面體。邊長後產生的新圖形為皆截其

為特殊其中截盡角正四面體較

。截盡角正多面體，我們暫稱此類圖形為，而是三個面

再為即共用一頂點的面數不邊長，故兩個角共截去所有截去邊長為原來

？，又是怎樣的立體圖形長的們在截角時截取原來邊

。倘若我共用一頂點的立體圖形角多面體是以由上面的討論可知：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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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 ”特化截角多面體 ” 其內切球、外接球半徑與邊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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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切球半徑其外接球半徑特化巴克球令

。特化巴克球們稱此時的巴克球為且亦有外接球半徑，我此時內切球半徑不變，

相切為半徑的球由內切球邊形與原正二十面體的一種狀況使得新的正五

同比例，勢必可找到邊長截成的。若今取不面體之前巴克球是取正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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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號與當討論：

：多邊形之距離可得聯立由球心至兩種截角後的

為截出面邊長，則：，為剩餘長度為截去長度，令

，邊邊長為個邊共用一個頂點、每邊形組成且由正設截角前的正多面體是

式。出其內切球與外接球公

都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導特化截角多面體的這些特化巴克球我們發現：類似

mnmn
mn

mnn

mnn

a

mnn

mnna

mnn

mnn

nnmnn

mnn

R
mn

r

R
n

r

n
rR

n

s
ii

s
ii

i
s
i

ππππ

πππ

πππ
α

απππ

πππ

βα

πππ

πππ

β
α

βπαβπαπππ

ππαπβαβαβ

ππα

πβαβαβ

πβαβαπγ

γβαβα

Q

 

 



 27

 

 

 

 

 

 

( )

mn

mn

mnn

mnn

mn

mn

mn

mnn

mnn

mn

mn

mn

r
R

mnn

mnn

mn

mn

mnaR

R
mn

r

i

i

i

s
ii

ππ

ππ

πππ

πππ

ππ

ππ

ππ

πππ

πππ

ππ

ππ

ππ

πππ

πππ

ππ

ππ

ππ

ππα

22

22

2

2

222

22

22

2

2

222

22

22

22

2

2

222

22

22

22

22222

csccos1

cotcot

cotcotcot

csccsccos
1

csccos

1

csccos1

cotcot

cotcotcot

csccsccos
1

csccos

csccos1

cotcot

cotcotcot

csccsccos
1

csccos

csccos1

cotcot

2

cscco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故

Q



 28

 

陸、研究結果  

一、在限制對於每個頂點所接的正多面體格局都是一樣的情況

下，正多邊形可圍成的立體圖形有 (3,6,6)、(3,8,8)、(3,10,10,)、
(4,6,6)、(4,6,8)、(4,6,10)、(5,6,6)、(3,3,4,4)、(3,3,5,5)、(3,4,4,4)、
(3,4,4,5)、 (3,3,3,3,4)、 (3,3,3,3,5)，而它們的頂點數、面數、

邊數及各多邊形面數如下：  

 

(n) V E F、各多邊形面數  

(5,6,6) 60 90 F5=12, F6=20, F=32 

(4,6,10) 120 180 F4=30, F6=20, F10=12, F=62 

(4,6,8) 48 72 F4=12, F6=8, F8=6, F=26 

(4,6,6) 24 36 F4=6, F6=8, F=14 

(3,10,10) 60 90 F3=20, F10=12, F=32 

(3,8,8) 24 36 F3=8, F8=6, F=14 

(3,6,6) 12 18 F3=4, F6=4, F=8 

(3,4,4,5) 60 120 F3=20, F4=30, F5=12, F=62 

(3,4,4,4) 24 48 F3=8, F4=18, F=26 

(3,3,5,5) 30 60 F3=20, F5=12, F=32 

(3,3,4,4) 12 24 F3=8, F4=6, F=14 

(3,3,3,3,4) 24 60 F3=32, F4=6, F=38 

(3,3,3,3,5) 60 150 F3=80, F5=12, F=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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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多面體、截角多面體與特化截角多面體其內切、外接求半徑比： 

正四面體： 000.3
4

4 =
r
R  

正六面體： 732.1
6

6 =
r
R  

正八面體： 000.3
8

8 =
r
R  

正十二面體： 258.1
12

12 =
r
R  

正二十面體： 258.1
20

20 =
r
R  

截角四面體： 915.1
4

4 =c

c

r
R  

截角六面體： 474.1
6

6 =c

c

r
R  

截角八面體： 291.1
8

8 =c

c

r
R  

截角十二面體： 193.1
12

12 =c

c

r
R  

截角二十面體： )(093.1
20

20 巴克球=c

c

r
R

截盡角六面體： 414.1
6

6 =a

a

r
R  

截盡角八面體： 414.1
8

8 =a

a

r
R  

截盡角十二面體： 176.1
12

12 =a

a

r
R  

截盡角二十面體： 176.1
20

20 =a

a

r
R  

特化截角四面體： )(****.
4

4 無解=s

s

r
R  

特化截角六面體： )(****.
6

6 無解=s

s

r
R  

特化截角八面體： 239.1
8

8 =s

s

r
R  

特化截角十二面體： )(****.
12

12 無解=s

s

r
R  

特化截角二十面體： 084.1
20

20 =s

s

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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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論  

一、原本處理這個題目時曾想過：巴克球是由兩種正多邊形拼成，會

不會有三種、四種、五種⋯⋯正多邊形拼成的多面體呢？在我們

所限制的情況下，最多只能找到由三種正多邊形所組成的多面

體。而不能由四種正多邊形組成的原因是因為如果用四種正多邊

形共用一頂點的話，其內角和最小的組合是 (3,4,5,6)，但內角和很
明顯超過 360°，而五個多邊形圍成一個頂點的狀況就更不用說了。 

二、我們在求特化截角多面體的內切球與外接球半徑比值時，發現有

些情況是不合理的 (即長度出現負值 )‧其原因為截角時總截去長
度大於等於原邊長，以致產生矛盾‧其詳細證明請看附錄四至附

錄六‧  

三、在 ”研究結果  二 ”中，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特化截角多面體 ”較 ”巴
克球 ”更接近球體。其原因在於，對於同樣的正二十面體而言， ”
特化截角二十面體 ”所截去的長度大於巴克球 (截角二十面體 )所
截去的長度。因為內切球 (內球 )半徑不變，而截去的長度越長會

使外接球半徑越短，故 ”特化截角二十面體 ”較 ”截角二十面體 ”更
接近球體。而這個結論，明顯的推翻了之前在數學刊物上所看到

的內容。  

四、我們用截角的方式處理正多面體得到五個 ”截角多面體 ”，其原圖
形都是由三個面共用一頂點。我們發現，當我們截角時截去的邊

長度等於原邊長的一半，會出現另外一種多面體，即所謂的 ”截盡
角多面體 ”而這種多面體是由四個面共用一頂點所組成的。然而，
對於其他的圖形，我們該如何截成？又他們是否真是由 ”截角 ”這
種方式所構成的？而他們是否較 ”特化截角多面體 ”更接近球？由
於時間關係，這些都將列入我們往後的探討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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