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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摘要 

    藉由檢視市面上流行的數獨書籍，統計分析數獨的組成結構及其相關模式。研究探討數獨

題目的數字出現個數、分布情形及其對難易程度的影響，並且引用拉丁方陣的結構特性來進

行數獨規則的研究，依據所研究規則運用於數獨程式的開發，並由電腦迅速產生數獨題目，

這些電腦產生的數獨題目所具有的特性，是有別於市面上流行人工設計數獨問題的。經由這

個研究，將數獨程式設計的原始碼公開，以提供進一步探究更深入數獨問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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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動機 

   最近，學校裡興起一股數獨的風潮，許多老師跟同學課餘時間都在思考、求解數獨問題。
雖然，報紙及數獨書本能提供許多的數獨問題，但是，購買數獨書籍或報紙，長期而言，對

國中生也會造成經濟負擔，且題目有限。恰巧，上電腦課時，電腦老師提到數獨題目可以由

電腦程式隨機產生，不限題數且不需花費，對於喜好求解數獨問題的我們，若能自行開發設

計數獨程式，是一件新奇有趣的挑戰，於是展開了這趟探索之旅。 
 

參、 研究目的 

    想要分析、探求數獨問題的結構，並且能將分析的結果應用在程式設計上以解決數獨問

題。在研究數獨的過程中，網路知識只提供對數獨問題的基本認識，對於數字出現的頻率、

個數分布情形、難易程度的界定等，均無法提供相關知識。雖然網路也有一些數獨程式，不

過均未將原始的程式碼公開，無法了解作者如何利用電腦來解決數獨問題。因此，藉由這次

數獨題目的研究，分析探討如何產生滿足數獨條件的題目，並由電腦立即提供參考解答。透

過 Flash電腦軟體進行數獨程式的研究開發，並將研究成果及原始程式碼予以公開、發表，

以做為更複雜數獨模組或更深入數獨問題研究的參考基礎。 
 

肆、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筆記型電腦兩台 
二、Flash程式 
三、Gsp程式 
四、Microsoft PowerPoint 
五、Microsoft Word 
六、數獨(格林出版社)一至六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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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過程及方法 
    在研究數獨的過程中，大部分都是由團隊成員共同來進行問題探討的，從題目的觀察、求
解，資料的統計、分析，到模式的研究及探討等，而網路上所能提供的數獨知識，對這個研

究的幫助是非常有限的。我們採用目前流行的格林版數獨本(整套含第一集到第六集)進行觀
察紀錄，再藉由試算軟體進行相關資料的統計分析，最後予以彙整，並嘗試找出數獨題目的

結構與規則。 
 
一、 數獨的規則  
 
        給定一個九列九行的九階(9*9)方陣，其中每一格裡都要填入 1或 2或⋯或 9的整數， 
    且要滿足下列條件： 
 
    (一)每一行及每一列分別填入數字 1~9 
    (二)同一行不能有相同的數字 
    (三)同一列不能有相同的數字 
    (四)同一個九宮格內不能有相同的數字    (註):參考九宮格對照表 
    (五)要把 81個格子完全填滿 
 
二、數獨的九宮格圖 
  
 
 
 
 

   

   

   

   

   

   

   

   

   

 
 
 
 
 
 
 
 
 
 
 
 
 
 
 
 

九宮格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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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獨的難易度 
 

        將市面上頗為流行的格林版數獨集(1~6集)，進行數字出現率與數獨難易度的統計分 

    析，藉由統計的結果，觀察其難易度與數字出現率的關係。研究觀察發現，數獨的難易 

    度跟給予的數字多寡會在一定的範圍內有關聯性，僅少數極端性範例與數字多寡較無相 

    關(極端性範例通常為人工設計的特例)，而是與其分布模式有直接的關聯。各個數字的出  

    現率在數獨的各種問題上較無關聯。 

    根據數獨(格林版)統計分析表如下： 

 

數獨格林板第ㄧ集出現數字統計表 
 

 1 2 3 4 5 6 7 8 9 

易 3.33 3.50 3.33 2.83 3.33 3.33 3.33 3.67 2.67 

中 2.67 3.17 3.33 3.33 2.67 3.00 3.00 2.50 2.50 

難 3.50 3.17 2.50 2.83 2.67 2.83 2.67 2.50 2.83 

 

 

 

 

數獨格林版第ㄧ集出現數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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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獨格林版第二集出現數字統計表 
 

 

 1 2 3 4 5 6 7 8 9 

易 3.5 3.3 3.6 2.9 2.9 2.8 3 2.6 3.7 

中 2.7 2.7 2.7 2.5 3 2.7 3.1 2.8 2 

難 2.9 3 2.6 2.5 2.8 2.5 2.8 2.8 2.6 

 
 
 
 
 

數獨格林版第二集出現數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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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獨格林版第三集出現數字統計表 
 

 

 1 2 3 4 5 6 7 8 9 

易 3.67 2.83 3.50 3.50 2.17 2.00 3.00 3.17 2.67 

中 2.00 2.50 3.00 2.83 2.83 3.00 2.67 2.67 2.83 

難 2.00 3.50 2.50 3.33 2.33 3.17 2.67 2.67 2.83 

 
 
 
 
 

數獨格林版第三集出現數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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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獨格林版第四集出現數字統計表 
 

 

 1 2 3 4 5 6 7 8 9 

易 3.6 3.5 3.2 3.4 3.2 3.1 3.5 2.6 2.7 

中 2.6 2.7 3.3 2.8 2.9 3 3 2.8 2.2 

難 2.8 2.6 2.3 2.4 2.8 2.8 2.7 2.5 2.3 

 
 
 
 
 

數獨格林版第四集出現數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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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獨格林版第五集出現數字統計表 
 

 

 1 2 3 4 5 6 7 8 9 

易 3.50 3.67 3.83 3.33 3.50 3.67 3.33 3.83 3.83 

中 3.17 3.00 3.33 2.83 2.50 3.00 3.00 3.00 3.67 

難 2.50 2.67 3.00 2.50 2.67 2.67 2.83 2.33 2.67 

 
 
 
 
 

數獨格林版第五集出現數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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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獨格林版第六集出現數字統計表 
 

 

 1 2 3 4 5 6 7 8 9 

易 3.4 3.2 2.6 3.4 3 3.3 2.4 3.1 3 

中 2.5 2.6 2.8 3.3 2.3 3.1 2.8 2.9 2.4 

難 2.5 2.9 2.4 2.3 2.3 2.5 2.8 2.8 2.5 

 
 
 
 
 

數獨格林版第六集出現數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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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獨格林版第ㄧ集每則個數統計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易 32 33 32 28 30 27 24 25 24 30 

中 28 26 26 23 25 24 28 26 28 22 

難 25 24 26 22 24 28 28 24 27 27 

 
 
 
 
 
 

數獨格林版第ㄧ集每則個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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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獨格林版第二集每則個數統計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易 36 28 28 30 32 26 22 28 28 24 

中 32 26 28 24 24 20 20 22 24 22 

難 26 24 24 24 24 22 22 28 26 25 

 
 
 
 
 
 

數獨格林版第二集每則個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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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獨格林版第三集每則個數統計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易 28 31 29 27 28 31 28 24 28 29 

中 27 24 28 25 24 20 26 24 24 26 

難 26 24 26 24 20 24 26 26 24 23 

 
 
 
 
 
 

數獨格林版第三集每則個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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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獨格林版第四集每則個數統計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易 30 27 31 32 27 29 26 25 32 27 

中 25 25 24 32 27 24 26 21 22 24 

難 24 23 22 22 24 21 25 20 26 28 

 
 
 
 
 
 

數獨格林版第四集每則個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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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獨格林版第五集每則個數統計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易 33 36 34 32 33 28 26 32 28 32 

中 28 26 26 28 29 28 26 25 26 27 

難 25 20 24 22 22 20 25 25 24 24 

 
 
 
 
 
 

數獨格林版第五集每則個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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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獨格林版第六集每則個數統計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易 26 28 24 29 28 28 29 24 30 28 

中 28 28 22 24 24 27 24 24 22 24 

難 24 23 24 24 23 24 22 23 22 20 

 
 
 
 
 
 

數獨格林版第六集每則個數統計圖 
 
 
 
 
 
 
 
 
 
 
 
 
 

0

5

10

15

20

25

30

35

1 23 4 56 7 89 10

易

中

難

 
 
 
 

 15



四、以拉丁方陣的結構來分析設計數獨題目 
 

        一個九階(9*9)的拉丁方陣，以數字 1~9來取代原來的九個拉丁符號，並將其填入中 

    央九宮格中，可以得到 36萬 2880種方法，再參照數獨的規則，依次將剩下的八個小九 

    宮格填入適當的數字，即可得到一組 9*9的數獨解答。(參考文獻：科學月刊 37卷 3期 

    214頁) 

        根據上述規則，著手加以研究開發出一套能迅速產生數獨題目，且可以立即提供參 

    考解答的數獨程式系統，透過 Flash軟體進行本系統的原始程式碼的製作、撰寫。 

    說明如下圖： 
 

   A      

   B      

   C      

D E F 9 1 8 G H I 

   7 2 4    

   5 6 3    

   J      

   K      

   L      

 
    (一)方式 1 
 

首先，先在 D,E,F任意填入 2~7，選出 3個數填入，(其中 9.1.8不可填入)，填
好後，剩餘的數字便填入 G,H,I，這一行便完成了。接著，再將 A,B,C任意填入
1.2.3.4.6.8其中三個數字(9.7.5不可填入)，剩餘的數字也填入 J,K,L，這一列便完成
了。 
依據這個規則，中央九宮格周圍的四個九宮格都可以被填入適當的數字，至於

角落的四個九宮格，只要符合一開始所講的不重複原則就可以了。因為中央九宮格

可以任意填入 1~9九個相異數字，所以，就會產生各式各樣的數獨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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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方式 2 
 
           結合數學的平移、旋轉及鏡射等性質，來產生不重複且符合數獨規則的數字。可 
    由方式 2的規則產生第一個小宮格後(不必為中央九宮格)，將其他各個小宮格也以相 
    同的規則置入其他不重複的數字，即可產生一符合數獨規則的題目。 
    文字說明入下： 
                          以2為中心點，上方為１、下方為 5、右方為 4、左 
        １        方為 3，右上左上分別是 9和 8，右下左下分別是 6 

  ８↑９       和7，採用本方法是先於 1~9中選定某一個固定的數 
３←２→４      字，並將此數依據數獨的規則分別任意填入九個小宮 
 ７↓６              格中，重複應用左手邊的數字排定法則，直到超出宮 

        ５                格邊緣時，再將該數字填回該小宮對應的的格子中， 
                 這個規則不僅可以用來設計九階(9*9)型式的數獨問
題 
      ，甚至應用於重疊數獨型、巨無霸數獨等特殊型式的數獨問題上，也是可以的。 
 
  (三)方式 2的說例 
 
       步驟 1：定義出數字 2(中心點)的位置 
       步驟 2：按照順序填入數字 
       若遇無空格可填如左上九宮格中心點 2左方無格子可填，可將數字 3移至空白處再填 
       入左上宮格之相對位置(詳細資料請見記錄本) 
 

2 4 3 1 9 8 5 6 7 

5 6 7 2 4 3 1 9 8 

1 9 8 5 6 7 2 4 3 

3 2 4 8 1 9 7 5 6 

7 5 6 3 2 4 8 1 9 

8 1 9 7 5 6 3 2 4 

4 3 2 9 8 1 6 3 1 

6 7 5 4 3 2 9 7 5 

9 8 1 6 7 5 4 8 2 

 
 17



 
  (四)方式 2的拓展及變化 
 
           此類型題目較為簡單不過可掉換單行、單列之位置以求變化(必須是對應格)，也 
       發現單行位置變換後不能再以單列形式變化，這裡還需要多花時間研究，或許斜對稱 
       也可以產生對換，不過我們尚未發現其他把題目複雜化的方法，但此方法可應用在許 
       多數讀題目(出題方面)拼圖數獨、彩色數獨還要我們在多製造幾組來比較。 
       (變換位置圖例請見下圖) 
 

第

１ 
列 
 

第

２ 
列 
 

第

３ 
列 
 

第

４ 
列 
 

第

５ 
列 
 

第

６ 
列 
 

第

７ 
列 
 

第

８ 
列 
 

第

９ 
列 
 

 
 
       1.列調換法 
         圖中第 1、4、7列和第 2、5、8列與第 3、6、9列為對應列 
         可對換位置(左右平移) 
 

第 1行 
第 2行 
第 3行 

第 4行 
第 5行 
第 6行 

第 7行 
第 8行 
第 9行 

 
       2.行調換法 
         圖中第 1、4、7行和第 2、5、8行與第 3、6、9行為對應行 
         可對換位置(上下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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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研究結果 

 經過上述研究發現，簡單型數獨問題，給予的數字個數約在 29∼33之間，中等型數獨問

題，給予的數字個數約在 24∼28之間，困難型數獨問題，給予的數字個數約在 20∼26之間。

當所給的數獨問題其數字個數落在中等及困難型的範圍之間時，其難易度是受到數字分布模

式影響的，大多數電腦程式產生的數獨題目較符合統計分析的結果，只有少數極端的數獨問

題不能由所給予的數字個數範圍來判定其難易度，這些特例往往跟出題的結構有關(如明顯的

對稱、規則及平移等)，跟給予的數字多寡沒有明顯的關聯。 

 

    由統計發現，簡單型和中等型的數獨題目，數字分佈較為平均，每宮格約出現 3∼4個數

字。難度高的題目數字的分布有極端化的傾向，也就是說密集的宮格，大多含有 3~4個以上

的數字，但是不密集的宮格，卻連 1個數字都沒有出現，甚至出現兩個宮格內都沒有數字的

情況。 

 

    此外，觀察數字 1∼9，在各類數獨問題中的出現率，數字 1∼9的平均出現率差別不大，

既使缺漏一個數字，對難易度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經過統計分析發現數字出現的個數與數

獨難易程度並無明顯的相關性。數字較多會傾向容易，稍少卻沒有明顯傾向困難(中等型或困

難型都有可能)，在本研究中已經將這部分的問題予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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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 
     一開始，我們猜測數獨的個數對難易度有較大的影響，經由統計結果發現，數字的個數
只會在特定的範圍內對數獨難易度有所關聯，特別是程式設計下的數獨題目大致符合統計的

結果。 
 
    數獨的難易度除了受到數字個數影響以外，數獨的結構與模式也會對難易度產生影響 ，
於是引進科學月刊上探討數獨問題的論文，其中是以拉丁方陣的模式來分析數獨結構，我們

便採用這種數獨模式來撰寫程式，不但獲得突破性的發展，並且根據數獨分布的情形，初步

界定問題的難易度，並將數獨程式開發完成。可以迅速創造出新的數獨題目，且能快速地得

到數獨的參考解答。 
 

捌、未來展望 
    雖然我們的研究只是數獨的一種基本模式，且已獲得初步的成果，我們將研究所得及程

式碼公開，就是希望這個程式能做為一個基礎，提供給想要進一步研究、了解數獨的人參考。

除了本篇探討的拉丁方陣模式外，還有許多可延伸的種類值得探討，也希望未來能以電腦程

式來呈現。以下我們思考了三種不同的模式，希望能吸引更多對數獨有興趣的人一同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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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數獨 
 
 
 
 
 
 
 
 
 
 

巨無霸數獨 
 
 
 
 
 
 
 
 
 
 
 

拼圖數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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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程式碼及畫面 

簡易型範例

困

 

中等型範例

難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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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主要程式碼 

on(press){ 
 for(i=1 ; i<=81 ; i=i+1){ 
  colr=255*256*256+255*256+255; 
   eval("su"+i).backgroundColor=colr 
   eval("su"+i).type = "dynamic";  
   eval("su"+i).textColor=3382428;  
 } 
 kind=int(1+10*Math.random());  
  if(kind==1){ 
   SD=new Array (); 
   SDK=new Array (); 
   KILL=new Array (); 
   SOL=new Array (); 
     for(i=1 ; i<=9 ; i=i+1){ 
      SD[i]=int(1+9*Math.random());  
     for(j=1 ; j<i ; j=j+1){ 
      j="+j+" SD["+j+"]="+SD[j]); 
       m=SD[i]; 
       n=SD[j]; 
        if(m==n){ 
          i=i-1; 
          break; 
        } 
     } 
     } 
 in31=SD[1];in32=SD[2];in33=SD[3];in40=SD[4];in41=SD[5];in42=SD[6];in49=SD[7];in50=SD[8];in51=SD[9]; 

 in46=SD[1];in47=SD[2];in48=SD[3];in28=SD[4];in29=SD[5];in30=SD[6];in37=SD[7];in38=SD[8];in39=SD[9]; 

 in43=SD[1];in44=SD[2];in45=SD[3];in52=SD[4];in53=SD[5];in54=SD[6];in34=SD[7];in35=SD[8];in36=SD[9]; 

 in6=SD[1]; in4=SD[2]; in5=SD[3] ;in15=SD[4];in13=SD[5];in14=SD[6];in24=SD[7];in22=SD[8];in23=SD[9]; 

 in59=SD[1];in60=SD[2];in58=SD[3];in68=SD[4];in69=SD[5];in67=SD[6];in77=SD[7];in78=SD[8];in76=SD[9]; 

 in11=SD[1];in10=SD[2];in19=SD[3];in2=SD[4] ;in21=SD[5];in20=SD[6];in3=SD[7]; in12=SD[8];in1=SD[9]; 

 in26=SD[1];in25=SD[2];in17=SD[3];in27=SD[4];in9=SD[5]; in8=SD[6]; in18=SD[7];in7=SD[8]; in16=SD[9]; 

 in75=SD[1];in66=SD[2];in74=SD[3];in57=SD[4];in73=SD[5];in55=SD[6];in65=SD[7];in64=SD[8];in56=SD[9]; 

 in72=SD[1];in81=SD[2];in70=SD[3];in80=SD[4];in61=SD[5];in79=SD[6];in62=SD[7];in63=SD[8];in71=SD[9]; 

 

 SOL[1]=in1;  SOL[2]=in2;  SOL[3]=in3;  SOL[4]=in4;  SOL[5]=in5;  SOL[6]=in6;  SOL[7]=in7;  SOL[8]=in8;  SOL[9]=in9; 

 SOL[10]=in10;SOL[11]=in11;SOL[12]=in12;SOL[13]=in13;SOL[14]=in14;SOL[15]=in15;SOL[16]=in16;SOL[17]=in17;SOL[18]=in18; 

 SOL[19]=in19;SOL[20]=in20;SOL[21]=in21;SOL[22]=in22;SOL[23]=in23;SOL[24]=in24;SOL[25]=in25;SOL[26]=in26;SOL[27]=in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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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28]=in28;SOL[29]=in29;SOL[30]=in30;SOL[31]=in31;SOL[32]=in32;SOL[33]=in33;SOL[34]=in34;SOL[35]=in35;SOL[36]=in36; 

 SOL[37]=in37;SOL[38]=in38;SOL[39]=in39;SOL[40]=in40;SOL[41]=in41;SOL[42]=in42;SOL[43]=in43;SOL[44]=in44;SOL[45]=in45; 

 SOL[46]=in46;SOL[47]=in47;SOL[48]=in48;SOL[49]=in49;SOL[50]=in50;SOL[51]=in51;SOL[52]=in52;SOL[53]=in53;SOL[54]=in54; 

 SOL[55]=in55;SOL[56]=in56;SOL[57]=in57;SOL[58]=in58;SOL[59]=in59;SOL[60]=in60;SOL[61]=in61;SOL[62]=in62;SOL[63]=in63; 

 SOL[64]=in64;SOL[65]=in65;SOL[66]=in66;SOL[67]=in67;SOL[68]=in68;SOL[69]=in69;SOL[70]=in70;SOL[71]=in71;SOL[72]=in72; 

 SOL[73]=in73;SOL[74]=in74;SOL[75]=in75;SOL[76]=in76;SOL[77]=in77;SOL[78]=in78;SOL[79]=in79;SOL[80]=in80;SOL[81]=in81; 

  
 if ( type==0 ) {      max_count=81-(29+int(1+4*Math.random()));} 
 else if ( type==1 ) { max_count=81-(24+int(1+4*Math.random()));} 
 else if ( type==2 ) { max_count=81-(19+int(1+4*Math.random()));} 
  for(i=1 ; i<=max_count ; i=i+1){ 
   KILL[i]=int(1+81*Math.random()); 
  for(j=1 ; j<i ; j=j+1){ 
   m=KILL[i]; 
   n=KILL[j]; 
   if(m==n){ i=i-1;break; } 
  } 
  } 
 SDK[1]=in1;  SDK[2]=in2;  SDK[3]=in3;  SDK[4]=in4;  SDK[5]=in5;  SDK[6]=in6;  SDK[7]=in7;  SDK[8]=in8;  SDK[9]=in9; 

 SDK[10]=in10;SDK[11]=in11;SDK[12]=in12;SDK[13]=in13;SDK[14]=in14;SDK[15]=in15;SDK[16]=in16;SDK[17]=in17;SDK[18]=in18; 

 SDK[19]=in19;SDK[20]=in20;SDK[21]=in21;SDK[22]=in22;SDK[23]=in23;SDK[24]=in24;SDK[25]=in25;SDK[26]=in26;SDK[27]=in27; 

 SDK[28]=in28;SDK[29]=in29;SDK[30]=in30;SDK[31]=in31;SDK[32]=in32;SDK[33]=in33;SDK[34]=in34;SDK[35]=in35;SDK[36]=in36; 

 SDK[37]=in37;SDK[38]=in38;SDK[39]=in39;SDK[40]=in40;SDK[41]=in41;SDK[42]=in42;SDK[43]=in43;SDK[44]=in44;SDK[45]=in45; 

 SDK[46]=in46;SDK[47]=in47;SDK[48]=in48;SDK[49]=in49;SDK[50]=in50;SDK[51]=in51;SDK[52]=in52;SDK[53]=in53;SDK[54]=in54; 

 SDK[55]=in55;SDK[56]=in56;SDK[57]=in57;SDK[58]=in58;SDK[59]=in59;SDK[60]=in60;SDK[61]=in61;SDK[62]=in62;SDK[63]=in63; 

 SDK[64]=in64;SDK[65]=in65;SDK[66]=in66;SDK[67]=in67;SDK[68]=in68;SDK[69]=in69;SDK[70]=in70;SDK[71]=in71;SDK[72]=in72; 

 SDK[73]=in73;SDK[74]=in74;SDK[75]=in75;SDK[76]=in76;SDK[77]=in77;SDK[78]=in78;SDK[79]=in79;SDK[80]=in80;SDK[81]=in81; 

 for(i=1 ; i<=81 ; i=i+1){ 

  SDK[KILL[i]]= "  "; 

 } 

 in1=SDK[1];  in2=SDK[2];  in3=SDK[3];  in4=SDK[4];  in5=SDK[5];  in6=SDK[6];  in7=SDK[7];  in8=SDK[8];  in9=SDK[9]; 

 in10=SDK[10];in11=SDK[11];in12=SDK[12];in13=SDK[13];in14=SDK[14];in15=SDK[15];in16=SDK[16];in17=SDK[17];in18=SDK[18]; 

 in19=SDK[19];in20=SDK[20];in21=SDK[21];in22=SDK[22];in23=SDK[23];in24=SDK[24];in25=SDK[25];in26=SDK[26];in27=SDK[27]; 

 in28=SDK[28];in29=SDK[29];in30=SDK[30];in31=SDK[31];in32=SDK[32];in33=SDK[33];in34=SDK[34];in35=SDK[35];in36=SDK[36]; 

 in37=SDK[37];in38=SDK[38];in39=SDK[39];in40=SDK[40];in41=SDK[41];in42=SDK[42];in43=SDK[43];in44=SDK[44];in45=SDK[45]; 

 in46=SDK[46];in47=SDK[47];in48=SDK[48];in49=SDK[49];in50=SDK[50];in51=SDK[51];in52=SDK[52];in53=SDK[53];in54=SDK[54]; 

 in55=SDK[55];in56=SDK[56];in57=SDK[57];in58=SDK[58];in59=SDK[59];in60=SDK[60];in61=SDK[61];in62=SDK[62];in63=SDK[63]; 

 in64=SDK[64];in65=SDK[65];in66=SDK[66];in67=SDK[67];in68=SDK[68];in69=SDK[69];in70=SDK[70];in71=SDK[71];in72=SDK[72]; 

 in73=SDK[73];in74=SDK[74];in75=SDK[75];in76=SDK[76];in77=SDK[77];in78=SDK[78];in79=SDK[79];in80=SDK[80];in81=SDK[81];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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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獨程式製作流程圖 

 
開始 

在中央九宮格(註*)中

填入不重複九個數字 接上段 

挑取中央九宮格中第一列 

填入中左九宮格第三列。 

挑取中央九宮格中第二列 

填入中左九宮格第一列。 

挑取中央九宮格中第三列 

填入中左九宮格第二列。 

挑取中央九宮格中第一行 

填入中左九宮格第三行。 

挑取中央九宮格中第二行 

填入中左九宮格第一行。 

挑取中央九宮格中第三行 

填入中左九宮格第二行。 

挑取中央九宮格中第一行 

填入中左九宮格第三行。 

挑取中央九宮格中第二行 

填入中左九宮格第一行。 

挑取中央九宮格中第三行 

填入中左九宮格第二行。 

填入左上、右上、左下、右下九宮格，

不跟已填入的數字重複，將格子填滿。 

隨機剔除不要的數 

輸出數獨題目 
列印題目 

挑取中央九宮格中第一列 

填入中右九宮格第二列。 

挑取中央九宮格中第二列 

填入中右九宮格第三列。 

挑取中央九宮格中第三列 

填入中右九宮格第一 

輸出答案 
列印解答 

結束 

接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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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30814  數獨酷-程式設計 

利用電腦製作程式解決數學問題創意性不錯，畫面設 

計優美。但對於問題難易度之量化定義不夠清楚。另 

可考慮不同型別之統計資料；若能設計解題方法則更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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