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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曾經看過報導有擲筊比賽連續 30 個便可以帶大獎回家，我們覺得很不可思議，

但那有沒有可能是因為跟筊本身形狀、材質，或者是擲筊的方式有關。而我們也

有看過不肖人士利用灌鉛和灌水銀的方式詐欺作法騙財而讓迷信的人們有錯誤

的解讀，甚至對他們或是他們的家人造成傷害，所以我們想要從科學的角度來做

實驗，試著做出永遠的聖筊，告訴大家不要輕易被欺騙，讓那些迷信的人能明辨

是非，對擲出來的結果，不要太過執著，但人們仍可保有信仰，我們目的純屬對

不良的筊做研究。 

 

                     貳、研究目的 

一、討論重心對筊的平凸面出現機率的影響 

二、討論形狀對筊的平凸面出現機率的影響 

三、討論材質對筊的平凸面出現機率的影響 

四、討論多項因素對筊的平凸面出現機率的影響 

五、討論改造後的筊擲出聖筊的機率 

 

                    參、研究設備器材 

1. 筊 

2. 電子秤 

3. 小型電鑽 

4. 鐵粉 

5. 保麗龍膠 

6. 黏土 

7. 砂紙（粗、細） 

8. 美工刀 

9. 量尺 

 

 

 

 

 

 

 

 

 



 - 2 -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實驗準備 

（一）測量重心： 

方法： 

1.用線貼在筊的一端垂直懸著，沿線用筆畫一直線。 

 

2. 再找另一邊貼上線，同上，畫一條線。 

     

3.找出三線之交點即為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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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原始機率 

測量未改造的筊其平凸面出現的機率，用來和改造的筊做比較 

筊 

 

平凸 

 
A 

 
 

 

B 

 

平 

 
 

48 

 
 

53 

 

凸 

 
 

52 

 
 

47 

 

比例  1：1  1：1 

 

（三）平凸面定義 

 

    （凸面）              （平面） 

 

（四）笑筊、哭筊、聖筊 

 

（笑筊）                （哭筊）               （聖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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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變重心對機率的影響 

（一）測試階段 

實驗一 

1、想法： 

我們想以改變重心的方式來影響筊的平凸面出現機率，所以我們用鑽頭鑽洞，並

填入鐵粉。雖然鐵的密度小於汞與鉛，但基於實驗安全性及方便性，所以我們還

是選擇鐵粉為填充物。希望能用此方法將筊均勻分布的質量改變，進而改變重心。 

2、步驟： 

（1）先找到重心 5，以重心到右邊界的距離平分三等份取兩點如 3、4，再以重

心到上下邊界的中心各取一點如 1、2。 

 

（2）分別在不同筊的 1、2、3、4 位置上鑽洞（直徑 0.5cm），我們在鑽頭上做記

號，以固定鑽入的深度。 

     

 

（3）因為孔很小，我們用紙做成漏斗狀，藉此將鐵粉填入，以不會溢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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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保麗龍膠將鐵粉黏入筊裡。 

（5）我們以固定的櫃子為基準高度，以圖示方式釋放筊，並記錄平凸面出現次

數。 

 
 

實驗二 

1、想法： 

實驗一的結果平凸面出現機率仍相等，我們認為可能是因為洞太小或太淺所導

致，即使填入鐵粉的比重較大，增加的重量依舊不夠，改變重心的幅度太小，不

足以對筊的平凸面出現機率造成太大影響。 

於是，我們針對實驗一中，平凸面出現差值比較大的位置，將洞的半徑擴大，以

填入更多的鐵粉，再做一次實驗。 

2、結果：仍為平凸面出現機率各半。 

 

實驗三 

1、想法： 

因為實驗二中，似乎洞 2 之凸面出面機率大於平面出現機率，於是，我們針對洞

2 做實驗，將其洞半徑擴大，填入更多的鐵粉看看會不會拉大其平凸面出現機率

的差值。 

2、結果：仍為平凸面出現機率各半。 

 

 

（二）正式實驗 

1、想法： 

我們針對測試階段的問題加以改良，將洞的半徑擴大，試圖增大變因對筊的平凸

面出現機率的影響效應，並設計出下列三種填充情況： 

（1）洞內無填充物 

（2）洞內填鐵粉 

（3）洞內填黏土和鐵粉 

且因應洞的半徑擴大，我們挑選三個可能性較大的位置來進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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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步驟： 

（1）洞內無填充物 

a. 先找到重心，接著在其右邊以及上下距

離各為 1 公分處做記號，因為我們認為左右

對稱，所以只需選擇其中一邊做實驗，但是

因為上下並不對稱，所以上下分別做實驗。 

b. 分別在不同筊的位置一、二、三上鑽洞，

我們在鑽頭上做記號，以固定鑽入的深度。 

 

（2）洞內填鐵粉 

a. 先找到重心，接著在其右邊以及上下距離各為 1 公分處做記號，因為我們認

為左右對稱，所以只需選擇其中一邊做實驗，但是因為上下並不對稱，所以上下

分別做實驗。 

b. 分別在不同筊的位置一、二、三上鑽洞，我們在鑽頭上做記號，以固定鑽入

的深度。 

c. 準備足夠的鐵粉 

d. 將鐵粉填入洞中並用保麗龍膠固定 

 

 

（3）洞內填黏土和鐵粉 

a. 先找到重心，接著在其右邊以及上下距離各為 1 公分處做記號，因為我們認

為左右對稱，所以只需選擇其中一邊做實驗，但是因為上下並不對稱，所以上下

分別做實驗。 

b. 分別在不同筊的位置一、二、三上鑽洞，我們在鑽頭上做記號，以固定鑽入

的深度。 

c. 準備足夠的鐵粉以及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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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以黏土為底，後填入鐵粉並以保麗龍膠固定 

 
 

 

 

三、改變形狀對機率的影響 

（一）想法：: 
我們這次實驗是藉著改變筊的形狀來測量是否能改變筊的平凸面出現機率。 

1、我們猜想削去上部 5 或下部 1 使筊變瘦長對筊的重心所造成的改變應該很大。 

2、我們猜想只改變筊的一邊 2 或一角 3 的形狀，應該可以造成筊在落地過程中

的翻轉情形改變。 

3、由於削去上部、下部、削去一邊還有削去一邊角均可大幅改變平凸面出現機

率，我們想既然讓他變瘦長效果不錯，變的較扁說不定效果也很好，於是我們將

筊的背面 4 削去，希望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二）步驟︰ 

1、先選定要改變形狀的部份及消去的寬度 

 

 

2、將重心標記於筊上，並標出要削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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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標記出的部份割去 

 

 

4、將割完的部分用砂紙磨光滑 

  

 

5、實驗樣品

  

 

 

四、改變材質對機率的影響： 

(一)想法： 

   因為我們認為上部、邊和角是最容易著地的地方，所以我們把保麗龍膠塗在

這三個地方，改變它的材質，希望能夠增加筊碰撞地面時的彈性，並藉此改變筊

的平凸面出現機率。選擇保麗龍膠的原因除了它具有彈性之外，又具有快乾容易

塗抹均勻的特性，在還沒完全乾的時候，保麗龍膠還能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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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驟：  

  １.將筊的上部、邊和角，分別塗上厚厚的保麗龍膠，改變其材質。 

 

   2.等保麗龍膠定型後，我們擲筊測量其平凸面出現次數。 

 
       （上部）               （邊）                 （角）        

 

 

五、改變多項因素對機率的影響 

（一）想法：我們綜合上面重心、形狀、材質的實驗，將實驗結果中平面出現機

率大於凸面出現機率的變因加以合併，並探討兩個平面出現機率大於凸面出現機

率的變因結合會不會拉大平凸面出現機率的差異，或者互相抵消。 

（二）步驟： 

1、重心＋形狀 

（1） 重心實驗位置 1＋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1（下部） 

 

（2） 重心實驗位置 1＋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3（一邊角） 

 

（3） 重心實驗位置 1＋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4（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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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心＋材質 

重心實驗位置 1＋材質實驗（邊） 

 

3、材質＋形狀 

（1） 材質實驗位置 2（邊）＋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1（下部） 

 

（2） 材質實驗位置 2（邊）＋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3（一邊角） 

 

（3） 材質實驗位置 2（邊）＋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4（背面） 

 

 

六、聖筊的機率 

（一）想法：我們將平面出現機率大於凸面出現機率的筊，搭配凸面出現機率大

於平面出現機率的筊，兩個一起投擲，希望測出的聖筊機率能大於 1/2。 

（二）步驟：  

實驗編號 ⊕筊 筊 

1 重心實驗位置 1 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2（邊） 

2 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1（下部） 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2（邊） 

3 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3（一邊角） 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2（邊） 

4 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4（背面） 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2（邊） 

 

⊕表示出現平面出現機率大於凸面出現機率 

   表示出現凸面出現機率大於平面出現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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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改變重心對機率的影響 

（一）數據： 

 

 

 

   ○洞內無填充物 

   □洞內填鐵粉 

   △洞內填黏土混合鐵粉        

 

 

編號 

 

 

 

 

平凸面 

位置一 位置二 位置三 

1 2 3 4 5 6 7 8 9 

○1  □1  △1  ○2  □2  △2  ○3  □3  △3  

平面 70 59 59 48 60 60 54 53 53 

凸面 30 41 41 52 40 40 46 47 47 

比例 7：3 6：4 6：4 1：1 6：4 6：4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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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由實驗數據得知，位置一實驗的結果平面出現機率大於凸面出現機

率，比例皆為 6︰4 以上；而在位置二則是洞內無填充物的結果是平凸各半的，

而洞內填鐵粉和鐵粉黏土的結果為 6︰4；在位置三，所有實驗結果都是平凸各

半。 

 

二、改變形狀對機率的影響 

（一）數據： 

 

形狀 

平凸 

 

1 下部 

 

2 一邊 

 

3 一邊角 

 

4 背面 

 

5 上部 

 

平 

 

68 

 

41 

 

67 

 

66 

 

57 

 

凸 

 

32 

 

59 

 

33 

 

34 

 

43 

 

比例 

 

7：3 

 

4：6 

 

7：3 

 

7：3 

 

6：4 

 

改變重心 

0 

0.5 

1 

1.5 

2 

2.5 

3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筊編號 

平 

面 

/ 

凸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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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 

1、削去筊的下部、一邊角或背面，出現平面機率均明顯大於出現凸面機率，比

例皆為 7:3。 

2、削去筊的上部，出現平面的機率大於出現凸面的機率，比例為 6:4。 

3、削去筊的一邊，出現凸面的機率大於出現平面的機率，比例為 4:6。 

 

 

三、改變材質對機率的影響 

（一）數據： 

 

 

 

 

 

 

 

           塗抹位置 

平凸 
1 上部 2 邊 3 角 

平 53 61 49 

凸 47 39 51 

比例 1：1 6：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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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 

1.保麗龍膠塗抹在筊的上部及角時，不會改變其平凸面出現機率。 

2.保麗龍膠塗抹在角的邊上時，會造成出現平面機率大於出現凸面機率，比例為

6：4。 

 

 

四、改變多項因素對機率的影響 

（一）數據： 

1、重心＋形狀 

（1） 重心實驗位置 1＋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1（下部） 

 

（2） 重心實驗位置 1＋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3（一邊角） 

 

（3） 重心實驗位置 1＋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4（背面） 

 

 

改變材質 

0 

0.2 

0.4 

0.6 

0.8 

1 

1.2 

1.4 

1.6 

0 1 2 3 
筊編號 

平 

面 

/ 

凸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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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心＋材質 

重心實驗位置一（無塡充物）＋材質實驗位置 2（邊） 

 

平凸 

 

 

出現次數 

 

平 

 

55 

 

凸 

 

45 

 

比例 

 

11：9 

 

 

3、材質＋形狀 

（1） 材質實驗位置 2（邊）＋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1（下部） 

 

（2） 材質實驗位置 2（邊）＋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3（一邊角） 

 

（3） 材質實驗位置 2（邊）＋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4（背面） 

 

 

           筊 

平凸 
(1) (2) (3) 

平 55 57 43 

凸 45 43 57 

比例 11:9 6: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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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筊 

平凸 

 

(1) 

 

(2) 

 

(3) 

 

平 

 

48 

 

51 

 

55 

 

凸 

 

52 

 

49 

 

45 

 

比例 

 

1：1 

 

1：1 

 

11：9 

 

（二）結果： 

1、重心＋形狀 

（1）結果為平凸面出現的機率幾乎相等。 

（2）結果為平面出現機率大於凸面出現機率，但平面出現機率較只有一種變因

時低。 

（3）結果為平面出現機率小於凸面出現機率。 

 

2、重心＋材質：為平凸面出現的機率幾乎相等。 

 

3、材質＋形狀：所有結果均為平凸面出現的機率幾乎相等。 

 

 

五、聖筊的機率 

（一）計算理論機率： 

     

 

 

 

 

 

 

 

 

 

 

 

 

 

 

機率 

筊 
平 凸 

⊕ 筊 0.7 0.3 

   筊 0.4 0.6 

筊 理論機率 

笑筊 0.7 × 0.4 ＝ 0.28 

哭筊 0.3 × 0.6 ＝ 0.18 

聖筊 0.7 × 0.6 ＋ 0.3 × 0.4 ＝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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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據： 

1、 

重心實驗位置一（無塡鐵粉） 

＆ 

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2（邊） 

  

 

平凸 笑筊 哭筊 聖筊 

個數 23 21 56 

比例      0.23      :      0.21     :     0.56 

理論機率      0.28      :      0.18     :     0.54 

  

2、 

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1（底部） 

＆ 

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2（邊） 

 

 

 

平凸 笑筊 哭筊 聖筊 

個數 21 16 63 

比例      0.21       :        0.16         :     0.63 

理論機率      0.28       :        0.18         :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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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3（角） 

＆ 

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2（邊） 

  

 

平凸 笑筊 哭筊 聖筊 

個數 24 20 56 

比例 0.24       :        0.20         :     0.56     

理論機率 0.28       :        0.18         :     0.54 

 

4、 

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4（背面） 

＆ 

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2（邊） 

  

 

 

平凸 

 

 

笑筊 

 

哭筊 聖筊 

個數 26 13 61 

比例     0.26      ：        0.13       ：     0.61 

理論機率 0.28       :        0.18         :     0.54 

 

（三）結果： 

1、聖筊出現機率全都大於 50％，且實驗值均大於理論值。 

2、笑筊出現的機率都大於哭筊出現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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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未改造的筊，按照我們的釋放方式，可得平凸面出現機率各半的情況。這點

頗讓人意外的。因為筊的形狀是一側平一側凸，重心應比較靠近凸面，按理說，

著地時，平面出現機率應該會大於凸面出現機率，而事實上卻是平凸面機率各

半，我們認為其結構一定有某種特別之處，截至目前的觀察，發現應該與其凸面

上的稜線有關。 

 

二、改變重心對機率的影響： 

     

在正式實驗中，我們對這次實驗結果從兩方面進行比較分析﹕ 

（一）洞的位置不同但相同填充情形的互相比較： 

1、 由於我們所用來測量重心的方法，僅可測出重心在平面上的投影，在考量到

重心的深淺差異可能會影響平凸面出現的機率這點後，於是進行了下述的測

試：在筊的原重心位置挖洞（這樣一來，改造後的筊之新重心與原重心相較

之下，只有深度上的不同），測量其平凸面出現機率。測試結果發現：平凸面

出現機率仍相等，顯示重心深淺改變並不會對筊的平凸面出現機率造成影

響。因此以下討論均可不需考慮重心深度改變對筊的平凸面出現機率的影響。 

2、 筊在落地過程中，應該是繞著重心進行翻轉，終而呈現出平面或凸面。因此，

經改造後的筊，若其新重心的與原重心不重合時，則筊在落地過程的翻轉情

形必定出現差異，而可能導致平凸面出現機率改變。 

3、 在無填充物的實驗中，我們發現位置一的筊其平凸面出現機率有頗顯著的差

異。因為該一改造後的筊，其新重心偏離原重心的程度相當大，因此對筊在

落地過程的翻轉情形影響極為可觀，而導致平凸面出現機率大幅改變。 

4、 在無填充物的實驗中，我們發現位置二的筊其平凸面出現機率仍相等。我們

發現那是由於該一改造後的筊，其新重心偏離原重心的幅度較小，使得平凸

面出現機率的差異不夠明顯。 

5、 在無填充物的實驗中，我們發現位置三的筊其平凸面出現機率仍相等。但是

其新重心偏離原重心的幅度其實相當可觀，接著，我們又發現其新重心事實

上僅沿著通過原重心的水平線偏離原重心，因此，我們推測：若筊的新重心

僅沿著通過原重心的水平線偏離原重心，將不影響筊的平凸面出現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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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洞的位置相同但不同的填充物的互相比較: 

1、在位置一的筊的結果中，我們發現無填充物的筊之平凸面出現機率差值最大，

填入鐵粉或黏土的結果反而使其機率差值下降。所以我們猜想：在位置一挖洞

後，筊的新重心沿著通過原重心的垂直線往遠離洞的一側偏移，而當我們填入物

體時，由於填充的物體密度較筊本身大，使得填充物尚未填滿洞前重心就已經回

到了原本的位置，而當填充物再填入尚未填滿的空間時，重心便往接近洞的一側

移動，但當物體填滿洞之後的新重心的偏移量卻較無填充物時小。由於無填充物

的筊，其新重心偏離原重心的程度最大，也因此導致筊的平凸面出現機率差值最

大。 

2、在位置二的筊的結果中，無填充物並不會對筊的平凸面出現機率造成影響，

但填充物體卻可使筊的平凸面出現機率發生變化。因此我們猜想：將位置二挖洞

後，筊的新重心沿著通過原重心的垂直線往遠離洞的一側偏移，但偏移程度較

小，故而當我們填入物體時，只要少量物體就可以使重心回到了原本的位置。相

對之下，當填充物再填入尚未填滿的空間時，可使重心大幅度地往接近洞的一側

移動，使得物體填滿洞之後的新重心的偏移量較無填充物時大。由於無填充物的

筊，其新重心偏離原重心的程度最小，也因此導致筊的平凸面出現機率差值最小。 

3、在位置三的筊的結果中，我們發現無論是何種變因皆無法改變筊的平凸面出

現機率。於是我們更加肯定上述的推測：若筊的新重心僅沿著通過原重心的水平

線偏離原重心，將不影響筊的平凸面出現機率。由於位置三的筊在挖洞到填入物

體的過程中，其新重心都只是沿著通過原重心的水平線移動，因此無論何種變因

均不影響筊的平凸面出現機率。 

4、綜上所述，當筊的新重心沿著通過原重心的垂直線偏離原重心時，將影響筊

的平凸面出現機率。 

 

三、改變形狀對機率的影響： 

    

（一）改造後的筊，其新重心沿著通過原重心的垂直線之偏移程度並不高，或是

其新重心僅沿著通過原重心的水平線移動，但筊的平凸面出現的機率仍然有顯著

的差異。因此我們猜想：不對稱的改變筊的形狀會影響筊在落地過程中的翻轉情

形，且切削後的表面也會影響其著地時接觸面的性質而造成與地面接觸時的翻轉

情形發生變化。 

（二）為了解接觸面的性質對筊的平凸面出面機率的影響，我們又進行了一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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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對稱削去筊的兩邊（位置 2），觀察其平凸面出現的機率。由於對稱削去位

置 2，可使新重心與原重心幾乎重合，因此我們可以說幾乎不改變筊的重心，且

改造後形狀仍對稱，推測此等手法將不影響筊在落地過程中的翻轉情形。但依照

我們的釋放方式，邊與地面接觸的機會很大，所以可用來討論著地時接觸面的性

質之影響。而實驗結果顯示，改造後的筊其平凸面出現機率仍然各半，我們推測

可能是改造後的筊僅有局部的接觸面性質改變，所以無法有效顯現出接觸面性質

改變所造成的效應。 

（三）綜上所述，改變形狀對筊的平凸面出現機率的主要影響是當其形狀不對稱

時，將影響其落地過程中的翻轉情形。 

 

四、改變材質對機率的影響： 

 

（一）本項實驗中，由於塗抹的保麗龍膠本身密度很小，因此對筊之重心的影響

可以忽略不予考慮。 

（二）實驗結果中發現：保麗龍膠塗抹在筊的上部（位置 1）時，平凸面出現的

機率不受影響。我們認為是因為保麗龍膠塗抹的位置在筊的正中間，雖然在筊與

地面接觸的過程中，會改變筊的彈性，但並沒有改變其與地面接觸時的翻轉情

形，只是增加其彈跳次數，因此平凸面出現機率仍相等。 

（三）相對地，保麗龍膠塗抹在筊的邊（位置 2）時，造成筊的兩邊著地時的彈

性不同，連帶影響其與地面接觸時的翻轉情形，使得平凸面出現機率產生差異。 

（四）再者，保麗龍膠塗抹在角（位置 3）時，雖然兩角著地時的彈性有差異，

但是就我們的釋放方式而言，筊在著地軌跡中，角（位置 3）與地面接觸機會很

低，即使兩角有差異，卻無法顯示出其效果。 

（五）綜上所述，改變材質對平凸面出現機率的主要影響是改變筊與地面接觸時

的彈性，且當筊的兩側著地情形有差異時，將影響筊在與地面接觸過程中的翻轉

情形。 

 

五、改變多項因素對機率的影響 

（一）在重心＋形狀的實驗中，我們發現（1）、（2）組實驗的結果，其平面出現

機率均小於單一變因時的機率，據我們觀察，這兩組變因的組合有抵消重心移動

的情形。 

（二）在重心＋形狀的實驗中，我們發現重心實驗位置一（無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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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物）＋不對稱形狀實驗位置 4（背面），兩個變因分別都可使平面出現機率明

顯大於凸面出現機率，但組合之後，竟出現凸面出現機率大於平面出現機率的結

果。 

（三）在重心＋材質及形狀＋材質的實驗結果中發現：這兩組變因的組合均會導

致出現平面的機率較單一變因時低，我們猜測最主要的原因應為重心或形狀的變

因加上材質後，會使筊反彈，增加了一次重新落地的機會，使原本因重心改變或

形狀改變而使平面出現機率較大的筊增加了翻轉成凸面的可能，反而降低其平面

出現的機率，而降低其平凸面出現機率的差異。 

 

六、討論聖筊的機率 

（一）四個實驗中，聖筊出現機率全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且實驗值均大於理論

值。 

（二）另外，在各實驗中都可發現出現笑筊的機率都大於哭筊，主要是因為容易

出現凸面的筊，出現平面的失誤率較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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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依照我們的釋放方式，未改造的筊其平凸面出現機率各半。 

二、未改造的筊，其平凸面出現機率除了受到重心位置的影響外，與其凸面上的

稜線有很大的關係。 

三、筊的重心深度不影響其平凸面出現的機率。 

四、若筊的新重心僅沿著通過原重心的水平線偏離原重心時，將不影響筊的平凸

面出現機率。 

五、當筊的新重心沿著通過原重心的垂直線偏離原重心時，將影響筊的平凸面出

現機率。 

六、不對稱地改變筊的形狀，將影響其平凸面出現的機率。 

七、筊的兩側之接觸面性質不同時，將影響其平凸面出現的機率。 

八、將兩項使筊的平面出現機率大於凸面出現機率的變因組合後，可能造成其平

面出現機率等於凸面出現機率。 

九、將兩項使筊的平面出現機率大於凸面出現機率的變因組合後，可能造成其平

面出現機率小於凸面出現機率。 

十、增加平面出現機率的方法： 

(一)讓筊的上部重量減輕(可用挖去或削去)。 

(二)將筊的其中一角削去。 

(三)將筊的下部往內削去部分，使其變瘦長。 

(四)將筊的背部磨平，使筊厚度變薄。 

(五)將保麗龍膠塗在一邊上，使筊的彈性增加。 

 

十一、增加凸面出現機率的方法： 

(一)將筊的其中一邊削去。 

(二)挖去筊的上部重量，並且將筊的背部磨平。 

 

十二、將平面出現機率較多的筊搭配凸面出現機率較多的筊一起投擲，可使聖筊

的機率大於 50%。 

十三、未來工作：市售筊有平凸面出現機率不等的劣質品，其外觀上凸面較為平

滑，我們希望之後能繼續研究筊，找出其不對稱外形卻有對稱結果的原因。 

 

 

 

 

 

 

 



 - 24 - 

捌、參考資料 

一、連續八次聖筊的機率。 

參考網址：http://blog.roodo.com/meaningful/archives/1302268.html 

 

二、中華民國第四十八五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作品說明書----名稱：神調，（科別：

數學；組別：國中組） 

 

三、中華民國第四十五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作品說明書----名稱：對稱與不對稱，

（科別：物理；組別：國中組） 

http://blog.roodo.com/meaningful/archives/1302268.html


【評語】040802 

以機率問題來呈現信仰，進而探討材質、形狀對於聖筊落地

的影響，相當有趣。可惜未能找出絕對控制因素，希望繼續

加油，做出可控制其機率之聖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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