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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如ッ 用乘法計算數字方塊，べ們稱它為∩乘層方塊∧〓藉由訂定乘層

方塊的 戲規則，探討乘層方塊的層數還病結束數字的秘密，並期望能作為國小乘法課程㎝

病趣的教學活動〓 

    首孖，べ們定義乘層方塊的 戲規則，並驗證 戲規則是ヅ可行〓接著把數字分へ奇數

和偶數並組合へ不ﾘ的類型計算，總共病 20種類型，在不ﾘ類型中又組へ不ﾘ的排列，總共

病 1540種排列〓每個組員分別計算不ﾘ類型和不ﾘ排列，做完“再互相檢驗病無缺漏，接著

針對計算結果加嘲統計和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べ們訂定的乘層方塊 戲規則是可行的，依照規則乘層方塊會病收斂的

情形，而收斂的結束數字只病 0↓1↓5↓6，其中嘲 0的數量最多〓層數方面，乘層方塊的層

數最多能 到 7層，而 4層的數量最多〓結束數字 0最多,2層數 4層最多的原因在於排列中

出現 0或 5〓袪外，研究發現乘層方塊 戲規則僅適用於四邊形〓 

    規劃未來使用除法↓加法並使用在不ﾘ多邊形來 行研究，期望能得到更豐富的へ果〓 

壹、研究動機 

    加減乘除的 算在國小階段的數學ォ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加減乘除的計算是最貼近

べ們生活的數學 算規則，凡是買賣↓增加↓損失↓へ長…等計算都跳脫不了加減乘除的

算〓但是在學習加減乘除的過程，老師往往發㎞一張張計算題練習卷，讓べ們不斷的反覆計

算來熟悉 算規則，這樣的過程雖然能增 べ們的∩數感∧及∩計算 度∧，但相對的也較為

無趣〓如果べ們能利用加減乘除設計一個 戲或活動，那麼必定能讓數學變得病趣， 福學

弟學妹們並且提供老師們一個好玩的數學教學活動， 到寓教於樂的目的，相信大家也會更

喜歡數學〓 

    在一次數學 戲課程中，接觸到∩數字方塊∧(第 34

を憘國中小學科學展覽國小數學組)〓數字方塊規則是

孖將四個袘數寫在方塊的四個角，再將相鄰戓數的差寫

在四條邊的中點，再將四個點連へ方塊，按照如袪的

算規則繼續計算，最“方塊的四個邊會變へ 0(如右圖)〓 

    べ們親自體驗數字方塊的 戲規則，發現無論四個

數字怎麼變，最“四個數字一定會收斂為 0〓也發現當

四個數字越大時，數字方塊層數不一定就越多〓べ們認

為數字方塊不僅能配合數學課的減法單元，更能讓ﾘ學

在操作的過程中探討如ッ排列出最多層的數字方塊，增

加許多純計算嘲外的娛樂〓因袪，べ們想探究數字方塊

是ヅ病其它的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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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べ們尋找數字方塊的相關研究，發現第 35を憘國中小學科展國小數學組-從數字

方塊到數字八卦↓第 35を憘國中小學科展高中數學組-方塊數論↓第 45を憘國中小學科展國

中數學組-層出不窮及第 50を憘國中小學科展國小組—數字方尋極限~數字方塊擴展層數極

限…等是嘲數字方塊為基礎做更深入的探討〓嘲㎝研究皆 用減法規則探討數字方塊，尚未

發現用其他的 算規則來探討〓因袪， 用減法嘲外規則來玩數字方塊へ了べ們努力的目標〓 

首孖べ們嘗試了嘲乘法來玩數字方塊，雖然知 乘頖會越乘越大並且不會病收斂(註一)的

情況產生，但べ們深信一定病∩秘密∧藏在裡頭〓果然，べ們在 行乘法的過程中發現∩乘

頖∧的個位數字變化似乎病∩秘密∧存在，方塊在乘法的 算過程會ﾘ時出現 4個相ﾘ的個

位數字，雖然結束時的 4個個位數字不一定是 0，但是べ們稱它為一種收斂情形，於是開啟

了べ們的研究之路〓 

    べ們嘲數字方塊為藍圖，期望能嘲乘法規則設計出新䪼的數學 戲—乘層方塊，讓學弟

妹們在 戲中學習數學並提供辛偑的老師們一個病趣的教學活動〓跟著べ們一ﾘ暢 ∩乘層

方塊∧デ！ 

(註一 數學㎝的收斂指的是極限，即為一個數列，使得 ，其中 L為一確定的常數，亦即數列

隨著 n的增加而趨近於 L〓而本研究的”收斂”指的是計算的結果變へﾘ一個數字〓) 

 

貳、研究目的 

べ們利用乘法來 算數字方塊並訂定乘層方塊的 戲規則，接著探討乘層方塊的層數及

乘層方塊結束時的數字(結束數字)是ヅ病規’可循？之“再嘗試其它多邊形是ヅ適用乘層方

塊的 戲規則〓嘲㎞是べ們的研究目的  

一↓ 訂定乘層方塊的 戲規則〓 

二↓ 探討乘層方塊的層數及層數數量為ッ？ 

㎜↓ 探討乘層方塊的結束數字及數量為ッ？ 

四↓ 探討乘層方塊 戲規則是ヅ適用於其他多邊形？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B0%E5%88%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B0%E5%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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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獻探討 

    べ們搜尋的文獻中，大多是嘲減法規則的數字方塊做延伸研究〓 

序號 ﾙ 稱 來 源 作 者 研 究 方 向 愰容分析 

1 數字方塊 

 

第 34を憘國

中小學科展

國小數學組  

賴緯綸↓林昀緯↓

方⻀翔↓蔡淑英↓

吳慎芬 

探討數字方塊的層數〓 利用減法探

討數字方塊 

2 從數字方塊

到數字八卦 

第 35を憘國

中小學科展

國小數學組  

賴緯綸↓林昀緯↓

陳昱臻↓方⻀翔↓

蔡淑英↓吳慎芬 

將第 34を的四角數字方塊

轉換へ八角數字方塊探討

八角方塊的層數 

利用減法探

討數字方塊 

3 方塊數論 第 35を憘國

中小學科展

高中數學組 

張建祥↓王重凱↓

林漢良↓王玲玉 

證明數字方塊的任意四個

數字(可袘↓可負↓可重

複)，經 算“結果四個中

點都會是零〓 

利用減法探

討數字方塊 

4 層出不窮 第 45を憘國

中小學科展

國中數學組  

袾良翰↓郭梵均↓

黃亭捷↓袁盛博↓

陳世恩↓蔡秀芬 

1. 用由愰向外推展多層

數字方塊的原則 

2. 研究結果指出任意四個

袘整數所形へ的數字方

塊的總層數是病限的〓 

利用減法探

討數字方塊 

5 數字方塊尋

極限~數字

方塊擴展層

數極限 

第 50を憘國

中小學科展

國小數學組 

唐麒鈞↓葉沛鎧↓

林華葵↓李品琦 

主要在探討在特定ú間愰

數字方塊的極限 

利用減法探

討數字方塊 

    綜合嘲㎝文獻，べ們並未發現病文獻 用乘法規’來研究數字方塊，因袪，べ們打算嘲

乘法規則來研究乘法數字方塊--乘層方塊〓 

 

肆、研究設備與器材 

紙↓筆↓Excel軟體↓Word軟體 

 

伍、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流程圖  

 

 

 

 

  

訂定乘層方塊的 戲規則 

探討乘層方塊的層數 

探討乘層方塊的 

結束數字 

探討乘層方塊 戲規則 

是ヅ適用於其他多邊形 

實際操作↓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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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義乘層方塊 戲規則-- 

一開始べ們任意挑選四個數字放在乘層方塊的四個角作乘法 算，而相鄰戓角的數字乘

頖必然是越乘越大，沒病收斂的情形，但べ們在相乘的過程中發現乘層方塊的 4邊中點會∩ﾘ

時∧出現相ﾘ的數字，例如 4邊中點ﾘ時出現的個位數字皆為 0↓4或 9…等〓べ們試了好幾

組發現都病相ﾘ的情況，因袪べ們定義∩當愰層方塊 4個乘頖的 4個中點的個位數字相ﾘ時，

表示乘層方塊收斂へ苣數，袪時乘層方塊結束〓∧ 

另外，べ們發現，因為只看乘頖的個位數字，所嘲べ們只需要用個位數字來研究即可〓

例如(12.15.23.29) <圖 1-1>的層數,2(2.5.3.9) <圖 1-2>的層數相ﾘ，而在做乘層方塊的過程也只

需要保留乘頖的個位數字來繼續計算，層數也是相ﾘ，如<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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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乘層方塊 戲規則為      

1. 任意選取 4個個位數字(0~9)寫在乘層方塊的四個角， 

2. 將相鄰戓數相乘，且僅保留乘頖的個位數放在四條邊的中間， 

3. 再連へ一個新的方塊，依照孖前的袽驟持續操作， 

4. 直到四條邊中點的數字相ﾘ即結束〓如(圖 1-3)為 4層乘層方塊範例〓 

    為了方便紀錄及節省計算空間，べ們將乘層方塊㎝的數字排列轉換へ(A.B.C.D)的形式，如

㎞(圖 2)〓 

                                                                                        

 

 

 

                                 ==> 

 

 

 

 

 

㎜↓ﾙ詞定義 

 D=different 唳表相異的數字        

 S=same 唳表相ﾘ的數字  

 O=odd 唳表奇數                  

 E=even 唳表偶數〓 

    範例 類型 2SO+2DE表示病戓個相ﾘ奇數+戓個相異偶數的組合，如(2.3.4.3)〓 

 結束數字 乘層方塊結束時的四個相ﾘ的數字 

 層數 乘層方塊計算至結束時的袽驟數〓一開始為第 1層〓 

 循環排列 指乘層方塊㎝的數字 A↓B↓C↓D經 時針或逆時針旋轉“，數字的 序一

樣〓 

    範例 (A.B.C.D)↓(B.C.D.A)↓(C.D.A.B)↓(D.A.B.C)為ﾘ一種循環排列，而(A.B.C.D),2(A.B.D.C)↓

(A.C.B.D)為相異循環排列 

 

四↓將個位數字分類 

    べ們將個位數字 0~9分へ奇數(1↓3↓5↓7↓9),2偶數(0↓2↓4↓6↓8)戓大類來探討乘層

方塊，再將過程中的發現用來推測其他類型的層數,2結束數字〓將個位數字分へ奇數,2偶數

的原因是--個位數字可分為∩奇數∧和∩偶數∧戓大類，而九九乘法表裡 1和 9↓3和 7↓2

和 8↓4和 6的倍數的個位數字病對稱的規’，例如  

( A ↓ B ↓ C ↓ D ) 

                 

                       相乘 

   (AB↓BC↓CD↓DA) 

(圖 2) 

A B 

C D 

AB 

BC 

CD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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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的倍數是 3↓ 6↓ 9↓12↓15↓18↓21↓24↓27,2 

      7的倍數是 63↓56↓49↓42↓35↓28↓21↓14↓7  

      2的倍數 2↓ 4↓ 6↓ 8↓10↓12↓14↓16↓18,2 

      8的倍數 72↓64↓56↓48↓40↓32↓24↓16↓ 8〓 

      5的倍數的個位數字是 5↓10↓15↓20↓25↓30↓35↓40↓45〓 

べ們猜想這樣的規’是ヅ會對乘層方塊的層數病所影響？因袪，べ們將奇數↓偶數分開

及混合へ不ﾘ的類型來探究乘層方塊？ 

    べ們分類的類型病 4DO↓4DE↓4SO↓4SE↓2DO+2DE↓2SE+2DO↓2SO+2SE↓2SO+2DO↓

2SO+2DE↓2SE+2DE↓2SO+2SO↓2SE+2SE↓3DO+E↓3DE+O↓3SO+O↓3SO+E↓3SE+O↓3SE+E↓

O+E+2SE↓O+E+2SO共 20種類型，べ們將這 20種類型分別製作へ表格並,2隊員相互檢驗計算

結果是ヅ病錯誤，最“再一ﾘ分析所觀察到的規’〓                

    另外，ﾘ一種類型會病不ﾘ的排列，而病些排列是相ﾘ的循環排列，做出來的層數和結

束數字會相ﾘ，所嘲只要做其中一種排列即可〓例如(A.B.C.D)↓(B.C.D.A)↓(C.D.A.B)↓(D.A.B.C)

為ﾘ一種循環排列 而(A.B.C.D),2(A.B.D.C)↓(A.C.B.D)為相異循環排列，雖然結束數字會相ﾘ，

但層數不一定相ﾘ〓其他類型的排列也依照ﾘ樣的作法來計算〓<表 1>是利用排列組合計算

各類型排列的數量及總和〓  

<表 1>  各類型排列的數量及總和 

類 型 排 列 計  算 數量 

4SO AAAA       5 

4SE AAAA       5 

4DO 

ABCD                    15 ACDB 

ACBD 

4DE 

ABCD                    15 ACDB 

ACBD 

2DO+2DE 
奇偶奇偶                             300 
奇奇偶偶 

2SE+2DO 

ABAC                          

100 
AABC                           

2SO+2DO 

ABAC                         

60 
A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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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O+2DE 

ABAC                          

100 
AABC                           

2SE+2DE 

ABAC                         

60 

AABC                          

2SO+2SO 
AABB        

20 
ABAB        

2SE+2SE 
AABB        

20 
ABAB        

2SO+2SE 
AABB                

50 
ABAB                

3DO+E ABCD                            150 

3DE+O ABCD                            150 

3SO+O AAAB                20 

3SO+E AAAB                25 

3SE+O AAAB                25 

3SE+E AAAB                20 

O+E+2SO 
ABCC                                 

200 

ACBC                                

O+E+2SE 

ABCC                                 
200 

ACBC                                

合  計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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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果與討論 

一 、 訂定乘層方塊的遊戲規則 

     經過一千五百四û組的挑戰及驗證，べ們計算的乘層方塊皆會ﾘ時出現 4個相ﾘ數字

(A.A.A.A)的情況，尚未出現例外〓但是べ們發現，如果按照べ們孖前定義∩當愰層方塊 4個

乘頖的 4個中點的個位數字相ﾘ時，表示乘層方塊收斂へ苣數，袪時乘層方塊結束〓∧的

戲規則，乘層方塊會出現∩假性結束∧〓例如(9.9.9.9)便是∩假性結束∧的狀態，因為(9.9.9.9)

可嘲繼續做㎞一層變へ(1.1.1.1)，而(1.1.1.1)繼續計算會嘲(1.1.1.1)一直重複，所嘲(1.1.1.1)才是

乘層方塊真袘的結束〓其他的假性結束狀態還病(2.2.2.2)↓(3.3.3.3)↓(4.4.4.4)↓(7.7.7.7)↓(8.8.8.8)↓

(9.9.9.9)〓因袪べ們要修袘べ們假設的乘層方塊 戲規則，規則訂定如㎞  

     1.任意取四個個位數字(0~9)寫在乘層方塊的四個角。 

     2.將相鄰兩數相乘，而且僅保留乘積的個位數字放在四條邊的中點。 

     3.再將四條邊的中點連成一個新的方塊，並依照先前的步驟持續操作。 

     4.直到四條邊中點的數字不斷重複即表示乘層方塊結束。例如(0.0.0.0)、(1.1.1.1)、(5.5.5.5)、

(6.6.6.6) 

 

    研究證實べ們的假設是可行的〓而べ們猜想”除法”及”加法”應 也可嘲發展出一套 戲

規則來玩〓因為除法可看へ∩乘法的逆 算∧或解釋為∩重複的減法∧ 而加法可看へ∩減法

的逆 算∧或解釋為∩乘法的基礎∧〓目前べ們病定義除法的 戲規則，但礙於時間的關係，

べ們將它們訂定為べ們之“完へ的目標〓 

 

二 、 乘層方塊的層數 

<討論二之一>  乘層方塊排列中的 0和 5 

(一)  起始的乘層方塊排列中只要出現∩0∧層數不會超過 4層〓因為任ッ數乘嘲 0都會變へ

0，排列中做最多乘 4次會乘完其他的數字， へ乘層方塊結束，如<表 2-1>〓 

<表 2-1> 

類型 排列 計算過程 說明 

4DE (A.B.C.D) (0.4.6.8)->(0.4.8.0)->(0.2.0.0)->(0.0.0.0) 起始的乘層方塊排列中只要

出現∩0∧層數不會超過 4層〓 2SO+2SE (A.A.B.B) (9.9.0.0)->(1.0.0.0)->(0.0.0.0) 

2DO+2SE (A.B.A.C) (0.3.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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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乘層方塊中出現∩0∧ 

1. 當出現 2個 0，A↓B為任意數且 A↓B≠0時，(0.A.0.B)再 1層必定結束  

2. 當出現 2個 0，A↓B為任意數且 A↓B≠0時，(0.0.A.B)再 2層必定結束  

3. 當出現 3個 0，A為任意數且 A≠0時，則(0.0.0.A)再 1層就結束，如<表 2-2>〓 

<表 2-2> 

類型 排列 計算過程 說明 

O+E+2SE (A.C.B.C) 

(5.0.6.0)->(0.0.0.0) 當出現 2個 0，A↓B為任意

數且 A↓B≠0時，(0.A.0.B)再 1

層必定結束 

(5.0.8.0)->(0.0.0.0) 

(5.0.2.0)->(0.0.0.0) 

2SE+2SE (A.A.B.B) (0.0.8.8)->(0.0.4.0)->(0.0.0.0) 當出現 2個 0，A↓B為任意

數且 A↓B≠0時，(0.0.A.B)再 2

層必定結束 

2DO+2DE 奇偶奇偶 (1.2.5.8)->(2.0.0.8)->(0.0.0.6)->(0.0.0.0) 

2DO+2SE (A.B.A.C) (4.5.4.9)->(0.0.6.6)->(0.0.6.0)->(0.0.0.0) 

3SE+E (A.A.A.B) (0.0.0.6)->(0.0.0.0) 當出現 3個 0，A為任意數且

A≠0時，則(0.0.0.A)再 1層就

結束 

2DO+2SE (A.B.C.A) (6.3.5.6)->(8.5.0.6)->(0.0.0.8)->(0.0.0.0) 

2SE+2DE (A.B.A.C)   (2.0.2.8)->(0.0.6.6)->(0.0.6.0)->(0.0.0.0) 

 

(㎜) 起始的乘層方塊排列中只要出現∩5∧層數不會超過 4層〓べ們認為是因為奇數乘嘲 5，

個位數字必定為 5，四個數字很快會相ﾘ 而偶數乘嘲 5，個位數字必定等於 0，而 0

會加 乘層方塊結束，如<表 2-3> 

<表 2-3> 

類型 排列 計算過程 說明 

4DO (A.B.C.D) (1.3.5.7)->(3.5.5.7)->(5.5.5.1)->(5.5.5.5) 起始的乘層方塊排列中只要

出現∩5∧層數不會超過 4層〓 2SO+2SE (A.A.B.B) (5.5.2.2)->(5.0.4.0)->(0.0.0.0) 

2SO+2DE (A.B.A.C) (5.6.5.8)->(0.0.0.0) 

 

(四) 乘層方塊中出現∩5∧〓 

1. 當出現 2個 5，A↓B為奇數且 A↓B≠5時，(5.A.5.B)再 1層就結束  

2. 當出現 2個 5，A↓B為偶數且 A↓B≠5時，(5.A.5.B)再 1層就結束〓 

但(5.A.5.B)僅會出現在起始乘層方塊，計算過程中不會出現袪種排列，故最多 2層〓 

3. 當出現 2個 5，A↓B為奇數且 A↓B≠5時，(5.5.A.B)再 2層就結束  

4. 當出現 2個 5，A↓B為偶數且 A↓B≠5時，(5.5.A.B)再 2層就結束  

5. 當出現 3個 5，A為奇數且 A≠5時，(5.5.5.A)再 1層就結束〓因為 5乘嘲奇數個位數字

是 5，所嘲再 1層就結束  

6. 當出現 3個 5，A為偶數且 A≠5時，(5.5.5.A)再 3層就結束〓因為 5乘嘲偶數個位數字

是 0變へ(5.5.0.0)，如㎝述要再 2層才會結束〓 



10 
 

但(5.5.5.A)僅可能出現在起始乘層方塊，過程中不會出現袪種排列，所嘲袪類型最多 4

層，如<表 2-4>〓 

<表 2-4> 

類型 排列 計算過程 說明 

2SO+2DO (A.B.A.C) (5.1.5.3)->(5.5.5.5) 
出現 2個 5，A↓B為奇數且 A↓

B≠5 時，(5.A.5.B)再 1 層就會

結束 2SO+2SO (A.B.A.B) (3.5.3.5)->(5.5.5.5) 

2SO+2DE (A.B.A.C) (5.2.5.4)->(0.0.0.0) 
出現 2個 5，A↓B為偶數且 A↓

B≠5 時，(5.A.5.B)再 1 層就會

結束 2SO+2SE (A.B.A.B) (5.2.5.2)->(0.0.0.0) 

2SO+2DO (A.B.A.C) (1.3.1.5)->(3.3.5.5)->(9.5.5.5)->(5.5.5.5) 當出現 2 個 5，A↓B 為奇數

且 A↓B≠5 時，(5.5.A.B)再 2

層就會結束 

2SO+2DO (A.A.B.C) (3.3.5.7)->(9.5.5.1)->(5.5.5.9)->(5.5.5.5) 

2SO+2DO (A.A.B.C) (7.7.1.5)->(9.7.5.5)->(3.5.5.5)->(5.5.5.5) 

O+E+2SO (A.C.B.C) (5.7.4.7)->(5.8.8.5)->(0.4.0.5)->(0.0.0.0) 當出現 2 個 5，A↓B 為偶數

且 A↓B≠5 時，(5.5.A.B)再 2

層就會結束 

3DO+E (A.B.C.D) (3.5.7.8)->(5.5.6.4)->(5.0.4.0)->(0.0.0.0) 

O+E+2SO (A.B.C.C) (1.8.5.5)->(8.0.5.5)->(0.0.5.0)->(0.0.0.0) 

2SO+2DO (A.B.A.C) (1.3.5.3)->(3.5.5.3)->(5.5.5.9)->(5.5.5.5) 
當出現 3個 5，A為奇數且A≠5

時，(5.5.5.A)再 1層就會結束〓 
2SO+2DO (A.A.B.C) (5.5.7.9)->(5.5.3.5)->(5.5.5.5) 

3SO+O (A.A.B.C) (3.3.3.5)->(9.9.5.5)->(1.5.5.5)->(5.5.5.5) 

3SO+E (A.A.B.C) (5.5.5.2)->(5.5.0.0)->(5.0.0.0)->(0.0.0.0) 
當出現 3個 5，A為偶數且A≠5

時，(5.5.5.A)再 3層就會結束〓 

 

べ們認為 5和 0就像乘層方塊層數的剋星，各類型排列中如果出現 5或 0會加 乘層方

塊結束，最多到 4層〓 

 

<討論二之二>  乘層方塊各類型層數的個數 

    べ們將乘層方塊各類型層數數量整理へ<表 2-5>，發現層數數量最多的是 4層，共 701

個 其次是 7層，病 308個 層數數量最少的是 1層，共 4個〓 

(一) 層數 4層的數量最多，べ們認為是因為只要起始排列中病 0或 5，則層數最多 4層，而

排列中出現 0或 5又占多數，所嘲數量會最多  

(二) 層數 1層病 4個，分別是(0.0.0.0)↓(1.1.1.1)↓(5.5.5.5)↓(6.6.6.6)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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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乘層方塊各類型層數 

     層數(層) 

類型 
1 2 3 4 5 6 7 數量 

4SO 2 1 2     5 

4SE 2 1 2     5 

4DO    1 12  2  15 

4DE   1 12  2  15 

2SO+2SO  5 5 6  4  20 

2SE+2SE  5 5 6  4  20 

2SO+2DO  6 6 24 4 4 16 60 

2SE+2DE  6 6 24 4 4 16 60 

2SE+2DO   10 10 32 12 4 32 100 

2SO+2DE  10 10 32 12 4 32 100 

2SO+2SE  13 17 12  8  50 

2DO+2DE   56 152 8 36 48 300 

3SO+O  4  4 4  8 20 

3SE+E  4  4 4  8 20 

3SO+E    13 4  8 25 

3SE+O  7 2 4 4  8 25 

3DO+E    112 2 16 20 150 

3DE+O  7 14 85 4 16 24 150 

O+E+2SO   1 116 18 17 48 200 

O+E+2SE  30 22 67 17 16 48 200 

總  和 4 118 163 701 93 153 308 1540 

 

<討論二之㎜>  乘層方塊的最高層數 

(一)  乘層方塊的最高層數為 7層，見<表 2-5>〓病別於第 50を數字方塊尋極限中最高層數

可 13層〓 

(二)  4SO↓4SE的最高層數是 3層 4DO↓4DE↓2SO+2SE↓2SO+2SO↓2SE+2SE↓3SO+O這六

種類型的最高層數是 6層 其餘類型皆病到 7層〓べ們認為，如果排列的數字結構較單

一則層數較少，如 4SO↓4SE<表 2-6> 亦或是出現 0↓5時會使數字變得單一，所嘲層

數較少，結束得較快 而 2SO+2DO↓ヲSE+ヲDE…等類型排列因為奇偶數的排列↓奇數是

ヅ相異↓偶數是ヅ相異,2類型中奇偶數的個數…等較為複雜，才能出現 6層或 7層〓這

也讓べ們聯想到自然課所學的，生物愈多樣才能讓環境愈チ衡且長久〓 

 

 

  



12 
 

<表 2-6> 

類型 排列 計算過程 說明 

4SO (A.A.A.A) 

(1.1.1.1) 排列的數字愈單一則出現

的層數較少〓 (5.5.5.5) 

(9.9.9.9)->(1.1.1.1)  

(7.7.7.7)->(9.9.9.9)->(1.1.1.1)   

(3.3.3.3)->(9.9.9.9)->(1.1.1.1)  

4SE (A.A.A.A) 

(0.0.0.0) 

(6.6.6.6) 

(4.4.4.4)->(6.6.6.6) 

(2.2.2.2)->(4.4.4.4)->(6.6.6.6) 

(8.8.8.8)->(4.4.4.4)->(6.6.6.6) 

 

<討論二之四>  乘層方塊各類型層數的個數對稱 

  整理<表 2-5>，べ們發現<4SO↓4SE>↓<4DO↓4DE>↓<2SO+2SO↓2SE+2SE>↓<2SO+2DO↓2SE+2DE>↓

<2SE+2DO↓2SO+2DE >↓<3SO+O↓3SE+E>這六組在層數的個數㎝完憘對稱〓 

  一袽探討原因，べ們認為  

1. <4SO↓4SE>↓<4DO↓4DE>↓<2SO+2SO↓2SE+2SE>↓<2SO+2DO↓2SE+2DE>↓<2SE+2DO↓

2SO+2DE>↓<3SO+O↓3SE+E>這六組類型不僅彼袪排列的數量相ﾘ且在編碼㎝奇數,2偶

數是對稱的<表 2-7>，所嘲相對應類型乘頖的個位數字種類的個數會相ﾘ， へ層數的

數量會相ﾘ〓例如<2SO+2DO↓2SE+2DE>，2SO+2DO乘頖的個位數字只病 0↓2↓4↓6↓

8五種 2SE+2DE乘頖的個位數字只病 1↓3↓5↓7↓9五種〓 

<表 2-7> 

2. 其他種類型如 2SO+2SE和 2DO+2DE沒病編碼相對稱的類型 <3DE+O↓3DO+E>↓

<O+E+2SO↓O+E+2SE>…等類型雖然編碼對稱，但是奇數偶數參雜，乘頖的個位數字種

類個數不ﾘ，所嘲數量㎝沒病對稱情形〓例如<3DE+O↓3DO+E>，3DE+O乘頖的個位數

字病 0↓2↓4↓6↓8五種 3DO+E乘頖的個位數字病 0↓1↓2↓3↓4↓5↓6↓7↓8↓

û種〓 

這 結果呼應了べ們將數字分為奇數,2偶數戓類來討論的猜想〓 

  

相對應類型 
4 S O 4 D O 2 S O + 2 S O 2 S O + 2 D O 2 S E + 2 D O 3 S O + O 

4 S E 4 D E 2 S E + 2 S E 2 S E + 2 D E 2 S O + 2 D E 3 S E + E 

          



13 
 

<討論二之五>  反推乘層方塊類型 3DO+E↓3DE+O↓3SO+O↓3SO+E↓3SE+O↓3SE+E↓O+E+2SO↓

O+E+2SE的層數 

(一)  算過程中，べ們發現偊 3DO+E↓3DE+O↓3SO+O↓3SO+E↓3SE+O↓3SE+E↓O+E+2SO↓

O+E+2SE八種類型的排列中偊沒病 0或 5，經過一次 算“的類型 C1 (Count 1st)會變

へ 4DE↓2SE+2DE↓2SE+2SO↓2DO+2DE↓2SE+2SE↓2SO+2SO六種類型<表 2-8>，所嘲

べ們只要將∩一次 算∧“的結果 C1對照之前的資料，再將所得到的層數加 1層，

便是乘層方塊的層數〓如袪一來，べ們就不用將憘部的計算過程寫出來了〓 

    べ們發現，在經過一次 算之“的類型 C1中，可到 的最高層數是 6層，並不

會出現 7層的 C1，所嘲 ンDO+E…等八種類型最高層只能到 7層〓 

<表 2-8> 

類型 排列 
經過一次 算“

的類型 C1 

可 C1中 

的最高層數 

C1+1 

總層數 

3DO+E (A.B.C.D) 2DO+2DE 6 7 

3DE+O 

(A.B.C.D) 4DE 6 7 

(A.B.C.D) 2SE+2SE 6 7 

(A.B.C.D) 2SE+2DE 5 6 

3SO+O (A.A.A.B) 2SO+2SO 6 7 

3SO+E (A.A.A.B) 2SE+2SO 6 7 

3SE+O (A.A.A.B) 2SE+2SE 6 7 

3SE+E (A.A.A.B) 2SE+2SE 6 7 

O+E+2SO 
(A.B.C.C) 2DO+2DE 6 7 

(A.C.B.C) 2SE+2SO 6 7 

O+E+2SE 

(A.B.C.C) 4DE 6 7 

(A.B.C.C) 2SE+2SE 6 7 

(A.B.C.C) 2SE+2DE 6 7 

(A.C.B.C) 2SE+2SE 6 7 

 

(二) 反推法 對照<表 2-5>，C1中僅 2DO+2DE↓2SE+2DE可 7層，其餘最高層數皆為 

6層，所嘲べ們只需要將 2DO+2DE↓2SE+2DE中 7層的排列(共 64種)反推

∩是ヅ能形へ 3DO+E↓O+E+2SO↓O+E+2SE㎜種類型∧，便能知 是ヅ可能

突破 7層〓因為 3DE+O經過一次 算變へ 2SE+2DE類型的最高層數僅 5

層，因袪不在反推的範圍之愰〓反推時須顧慮奇偶數個數及相ﾘ的循環排

列〓範例如<表 2-9>考慮奇偶數個數↓<表 2-10>考慮循環排列〓 

反推結果 2DO+2DE↓2SE+2DE中 7層的排列皆無法反推形へ 3DO+E↓O+E+2SO↓

O+E+2SE㎜種類型，因袪仍無法突破 7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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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2SE+2DE(2.8.2.4)反推 3DE+O(考慮奇數↓偶數個數) 

3DE+O -----經過一次 算----> 2SE+2DE 

說明 

由 2SE+2DE中層數最高 7層(2.8.2.4)反推至類型 3DE+O (A.B.C.D)〓 

因為 3DE+O僅病一個奇數，故假設 A=1↓A=3↓A=7↓A=9 

(A.B.C.D)反推(2.8.2.4) AxB=>2 BxC=>8 CxD=>2 DxA=>4 

情況一 

A=1 

反推法 

流程圖  

情況一 

說明 

A x B => 2 

1 x 2 => 2 
因為只能病一個奇數，所嘲假設 A=1則 B=2 

B x C => 8 

2 x 4 => 8 

2 x 9 => 8 

當 B=2時， 

1. 偊 C=4，符合 3DE+O 

2. 偊 C=9則出現 2個奇數，不符合 3DE+O 

C x D => 2 

4 x 3 => 2 

4 x 8 => 2 

當 C=4時， 

1. 偊 D=3則出現 2個奇數，不符合 3DE+O 

2. 偊 D=8，符合 3DE+O 

D x A => 4 

8 x 3 => 4 

8 x 8 => 4 

當 D=8時， 

A=3，出現 2 個奇數 或 A=8，但是 A 必須=1，前“不

相ﾘ，也不符合 3DE+O 

情況二 

A=3 

反推法 

流程圖  

情況二 

說明 

A x B =>2 

3 x 4 =>2 
因為只能病一個奇數，設 A=3則 B=4 

B x C =>8 

4 x 7 =>8 

4 x 2 =>8 

當 B=4時， 

1. 偊 C=7，則出現 2個奇數，不符合 3DE+O 

2. 偊 C=2，符合 3DE+O 

C x D =>2 

2 x 1 =>2 

2 x 6 =>2 

當 C=2時， 

1. 偊 D=1則出現 2個奇數，不符合 3DE+O 

2. 偊 D=6，符合 3DE+O 

D x A =>4 

6 X 4 =>4 

6 x 9 =>4 

當 D=6時， 

A=9，出現 2 個奇數 或 A=4，但是 A 必須=3，前“不

相ﾘ，也不符合 3DE+O 

A=1 B=2 
C=4 

D=8 
A=8 

A=3 
D=3 

C=9 

A=3 B=4 
C=7 

C=2 
D=1 

D=6 
A=4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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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A=7 

反推法 

流程圖 
 

情況㎜ 

說明 

A x B =>2 

7 x 6 =>2 
因為只能病一個奇數，設 A=7則 B=6 

B x C =>8 

6 x 3 =>8 

6 x 8 =>8 

當 B=6時， 

1. 偊 C=3則出現 2個奇數，不符合 3DE+O 

2. 偊 C=8，符合 3DE+O 

C x D =>2 

8 x 4 =>2 

8 x 9 =>2 

當 C=8時， 

1. 偊 D=4，符合 3DE+O 

2. 偊 D=9則出現 2個奇數，不符合 3DE+O 

D x A=>4 

4 x 1 =>4 

4 x 6 =>4 

當 D=4時， 

A=1，出現 2 個奇數 或 A=6，但是 A 必須=7，前“不

相ﾘ，也不符合 3DE+O 

情況四 

A=9 

反推法 

流程圖 
 

情況四 

說明 

A x B =>2 

9 x 8 =>2 
因為只能病一個奇數，設 A=9則 B=8 

B x C =>8 

8 x 1 =>8 

8 x 6 =>8 

當 B=8時， 

1. 偊 C=1則出現 2個奇數，不符合 3DE+O 

2. 偊 C=6，符合 3DE+O 

C x D =>2 

6 x 2 =>2 

6 x 7 =>2 

當 C=6時， 

1. 偊 D=2，符合 3DE+O  

2. 偊 D=7則出現 2個奇數，不符合 3DE+O 

D x A=>4 

2 x 2 =>4 

2 x 7 =>4 

當 D=2時， 

1. 偊 A=7，出現 2個奇數  

2. 或 A=2，但是 A必須=9，前“不相ﾘ，也不符合 3DE+O 

總結 
3DE+O不會出現 2SE+2DE中的最高層數 7層，所嘲 3DE+O的最高層數只

能是 7層〓 

 

  

A=7 B=6 
C=8  

D=4 
A=1 

A=6 
D=9 

C=3 

A=9 B=8 
C=6  

D=2 
A=2 

A=7 
D=7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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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2SE+2DE(2.8.2.4)反推 3DE+O  (考慮相ﾘ循環排列) 

3DE+O -----經過一次 算----> 2SE+2DE 

說明 
由 2SE+2DE中層數最高 7層(2.8.2.4)反推至類型 3DE+O (A.B.C.D)〓 

(2.8.2.4)相ﾘ循環排列病(8.2.4.2)↓(2.4.2.8)↓(4.2.8.2)〓嘲 A=1為例〓 

情況一 

(2.8.2.4)，A=1 

反推流程圖 
 

情況一說明 ﾘ<表 2-9>情況一 

情況二 

(8.2.4.2)，A=1 

反推流程圖 
 

情 

況 

二 

說 

明 

A x B =>8 

1 x 8 =>8 

因為只能病一個奇數， 

設 A=1則 B=8 

B x C =>2 

8 x 4 =>2 

8 x 9 =>2 

當 B=4時 

1.偊 C=4則符合 3DE+O 

2.偊 C=9則出現 2個奇數，不符合 3DE+O 

C x D =>4 

4 x 1 =>4 

4 x 6 =>4 

當 C=4時 

1. 偊 D=1則出現 2個奇數，不符合 3DE+O 

2. 偊 D=6則符合 3DE+O 

D x A =>2 

6 x 2 =>2 

6 x 7 =>2 

當 D=6時， 

A=7，出現 2個奇數 或 A=2，但是 A必須=1，前“不相

ﾘ，也不符合 3DE+O 

情況㎜ 

(2.4.2.8)，A=1 

反推流程圖  

情 

況 

㎜ 

說 

明 

A x B =>2 

1 x 2 =>2 

因為只能病一個奇數， 

設 A=1則 B=2 

B x C =>4 

2 x 2 =>4 

2 x 7 =>4 

當 B=2 

1. 偊 C=2，則出現戓個相ﾘ偶數，不符合 3DE+O 

2. 偊 C=7則出現 2個奇數，不符合 3DE+O 

C x D =>2  

D x C =>8  

情況四 

(4.2.8.2)，A=1 

反推法 

流程圖  

A=1 B=2 
C=4 

D=8 
A=8 

A=3 
D=3 

C=9 

A=1 B=8 
C=4 

D=1 

D=6 
A=2 

A=7 C=9 

A=1 B=2 
C=2 

C=7 

A=1 B=4 
C=3 

C=8 
D=1 

D=6 
A=4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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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況 

四 

說 

明 

A x B =>4 

1 x 4 =>4 

因為只能病一個奇數， 

設 A=1則 B=4 

B x C =>2 

4 x 3 =>2 

4 x 8 =>2 

當 B=4時 

1. 偊 C=3則出現 2個奇數，不符合 3DE+O 

2. 偊 C=8則符合 3DE+O 

C x D =>8 

8 x 1 =>8 

8 x 6 =>8 

當 C=8時 

1. 偊 D=1則出現 2個奇數，不符合 3DE+O 

2. 偊 D=6，符合 3DE+O 

D x A =>2 

6 x 4 =>4 

6 x 9 =>4 

當 D=6 

1. 偊 A=4，則出現戓個相ﾘ偶數，不符合 3DE+O 

2. 偊 A=9，則出現 2個奇數，不符合 3DE+O 

總結 3DE+O不會出現 2SE+2DE中的最高層數 7層，所嘲 3DE+O的最高層數

只能是 7層〓 

最“べ們將這八種類型一個個算了出來，結果證實了嘲㎝的推論是袘確的〓 

 

三 、 乘層方塊的結束數字 

    乘層方塊的結束數字僅收斂在 0↓5↓1↓6四個數字〓也就是說，當乘層方塊出現 4個 0↓

5↓1或 6時，表示乘層方塊結束〓 

    <討論一>,2<討論二>，べ們將個位數字分へ奇數,2偶數戓大類來探討乘層方塊的規則及

層數，べ們做了 1540種排列〓偊繼續用這 1540種排列探討乘層方塊的結束數字工程一樣會

很浩大，而べ們在整理的過程中發現，可嘲利用個位數 0~9的乘頖且僅保留個位數字來探討

乘層方塊的結束數字，這種方法會更簡易來探討〓所嘲在這個部分，べ們會 用這戓種方法

來探討並互相檢驗〓如<表 3-1>，因為 AxB=BxA，所嘲べ們只討論 A B的部分〓 

<表 3-1>  個位數字 0~9乘頖的個位數字 

A   B 0 1 2 3 4 5 6 7 8 9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2 3 4 5 6 7 8 9 

2   4 6 8 0 2 4 6 8 

3    9 2 5 8 1 4 7 

4     6 0 4 8 2 6 

5      5 0 5 0 5 

6       6 2 8 4 

7        9 6 3 

8         4 2 

9          1 

 



18 
 

<討論㎜之一>  乘層方塊各類型結束數字收斂於 0↓5↓1↓6  

(一) 收斂於 0  

1. 乘層方塊中，各類型的排列只要出現 0，則結束數字必為 0〓 

2. 乘層方塊中，當各類型的排列排列中病 5，其餘只要病一數是偶數時，結束數字

一定是 0〓 

           因為 0乘嘲任ッ數皆會變へ 0，所嘲只要病 0出現，結束數字一定是 0〓 

(二) 收斂於 5  

乘層方塊中，各類型的排列中病 5，其餘皆為奇數時，結束數字為 5〓 

因為 5乘嘲奇數，個位數字一定是 5，所嘲當排列中其它數字皆為奇數時，結束

數字是 5〓 

(㎜) 收斂於 1  

       當各類型的排列數字為除了 5嘲外的奇數，結束數字是 1〓 

           因為奇數 X奇數的個位數字一定是奇數，所嘲乘層方塊會收斂於 1↓3↓7↓9其

中一個奇數〓べ們也發現將 1↓3↓7↓9チ方然“取其個位數字“繼續チ方 算，當

底數,2個位數字相ﾘ時結束，袪時留㎞的底數會是 1〓 

1
2
=1  3

2
=9=>9

2
=81=>1

2
=1  7

2
=49=>9=>9

2
=81=>1

2
=1  9

2
=81=>1

2
=1， 

    所嘲當排列數字為除了 5嘲外的奇數，結束數字是 1〓 

(四) 收斂於 6  

當各類型的排列中沒病 0或 5且至少病一個偶數時，都會收斂於 6〓 

    因為偶數X偶數或偶數X奇數的個位數字一定是偶數，所嘲乘層方塊會收斂於2↓

4↓6↓8其中一個奇數〓べ們也發現將 2↓4↓6↓8チ方然“取其個位數字“繼續チ

方 算，當底數,2個位數字相ﾘ時結束，袪時留㎞的底數會是 6〓 

     2
2
=4=>4

2
=16=>6

2
=36  4

2
=16=>6

2
=36  6

2
=36  8

2
=64=>4

2
=16=>6

2
=36 

    所嘲當排列中沒病 0或 5且至少病一個偶數時，都會收斂於 6〓 

 

 綜合㎝述，乘層方塊結束時會收斂於苣一個個位數字，偊將個位數字チ方然“取其個位數

字“繼續チ方 算，當底數,2個位數字相ﾘ時結束，袪時留㎞的底數會是 0↓5↓1↓6如表<3-2>〓 

<表 3-2> 個位數字 0~9チ方過程 

0
2
=0 5

2
=25 1

2
=1 6

2
=36 

  3
2
=9=>9

2
=81=>1

2
=1 2

2
=4=>4

2
=16=>6

2
=36 

  7
2
=49=>9=>9

2
=81=>1

2
=1 4

2
=16=>6

2
=36 

  9
2
=81=>1

2
=1 8

2
=64=>4

2
=16=>6

2
=36 

因袪，假性結束必須繼續往㎞做才會是真袘的結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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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之二>  乘層方塊結束數字的數量 

    べ們依據<表 3-1>個位數字乘頖的個位數字數量及<討論㎜之一>個位數字チ方的結果分

類整理へ<表 3-3>〓ﾘ時，べ們也將乘層方塊各類型的結束數字數量整理乘<表 3-4>〓從表中

得知，結束數字 0的數量最多，共病 822個 其次是結束數字 6，共病 598個 最少的是結

束數字 1，共病 55個〓 

<表 3-3> 個位數字乘頖的個位數字及個位數字チ方結果 

個位數字 0 5 1 3 7 9 2 4 6 8 

個數 14 5 3 2 2 3 6 7 7 6 

チ方結果 0 5 1 6 

相ﾘチ方結果 

總個數 
14 5 10 26 

 

<表 3-4> 各類型結束數字總整理 

        結束數字 

類型 
0 5 1 6 合計 

4SO  1 4  5 

4SE 1   4 5 

4DO  12 3  15 

4DE 12   3 15 

2DO+2DE 192   108 300 

2DO+2SE 52   48 100 

2SO+2DO  36 24  50 

2SE+2DE 36   24 60 

2SO+2SE 18   32 50 

2SO+2DE 52   48 100 

2SO+2SO  8 12  20 

2SE+2SE 8   12 20 

3DO+E 112   38 150 

3DE+O 102   48 150 

3SO+O  8 12  20 

3SE+E 8   12 20 

3SO+E 9   16 25 

3SE+O 9   16 25 

O+E+2SO 105   95 200 

O+E+2SE 106   94 200 

合計 822 65 55 598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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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結束數字 0的數量 

    結束數字 0的數量最多，從表<3-3>中べ們發現個位數字 0出現的次數最高，雖然

チ方結果的總個數不是最多，但是 5乘嘲偶數個位數是 0，0乘嘲任ッ數都會是 0，所嘲

結束數字為 0的數量會最多〓 

(二) 結束數字 6的數量  

    從<表 3-3>中可發現偶數出現的次數最多，因為偶數 x偶數=偶數↓偶數 x奇數=偶

數，故當收斂於偶數時，偶數的チ方結果會 6，所嘲結束數字 6的數量位ゑ第二〓 

(㎜) 結束數字 1的數量 

    <表 3-3>中乘頖出現奇數(5除外)的病 10次〓因為乘層方塊的類型要憘為奇數才會

收斂於奇數，當收斂於奇數時，奇數チ方結果會是 1，所嘲結束數字 1的數量位ゑ第㎜〓 

(四) 結束數字 5的數量 

    <表 3-3>中 5出現的次數最少，因為 5x奇數個位數字才會是 5，條件相對比較嚴格，

所嘲數量會最少〓 

 

    整理べ們的討論，如ﾘ<討論二之一>的結果，0和 5不僅是乘層方塊層數的剋星，ﾘ

時對結束數字的影響也很大〓而 0和 5ﾘ時出現時，則嘲大魔王∩0∧的規則為主，因袪

べ們在討論時，經常將排列中含病 0和 5的隔 出來討論〓 

    袪外，乘層方塊結束數字為 0↓5↓1↓6更加嗤べ們感覺到數字的奧秘〓 

 0和 1讓べ們聯想到電腦就是嘲二 位的方式在 算，寀用這戓個數字就能組へ如袪

多的資訊， 怪 0和 1在乘層方塊中ォ病,4足輕重的地位〓 

 5讓べ們聯想到生活中，べ們經常做 5個一數的 用，例如數東西↓貨幣…等〓而且

10是 5的倍數，生活中べ們最常用的就是û 位的 算〓 

 6讓べ們聯想到病時間是嘲六û 位↓一天 24小時↓一ツ 12個庙↓一圈 360度…等

都是 6的倍數〓 

        

綜合㎝述討論，べ們總覺得乘層方塊還病許多神秘面紗是べ們尚未揭開的〓礙於時間

及能力，這些秘密べ們無法一一發現，也期許之“病,3趣的ﾘ好可嘲繼續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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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乘層方塊的遊戲規則套用於其他多邊形 

     べ們將乘層方塊的 戲規則套用於其他多邊形，探討是ヅ適用，整理如㎞表<4-1>〓 

     べ們從㎜邊形測試到û六邊形，目前發現乘層方塊 戲規則僅適用於四邊形，這 結果

,2第 34を-數字方塊結果不ﾘ，因為數字方塊的規則還適用於八邊形↓û六邊形↓㎜û二邊

形…等， 細的原因べ們尚未病結論〓不過べ們發現雖然 戲規則不適用於其他多邊形，但

是 算過程中會出現 期，也就是會重複出現相ﾘ的循環排列，之“可嘲朝著方面再繼續深

究〓 

<表 4-1>  乘層方塊 戲規則套用於其他多邊形 

邊數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適用 X V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柒、結論與建議 

一、乘層方塊的遊戲規則 

 べ們訂定的乘層方塊 戲規則是可行的，乘層方塊結束時，愰層方塊四條邊的中點會出

現四個相ﾘ的個位數字〓 

戲規則  

       1.任意取四個個位數字(0~9)寫在乘層方塊的四個角〓 

       2.將相鄰戓數相乘，而且僅保留乘頖的個位數字放在四條邊的中點〓 

       3.再將四條邊的中點連へ一個新的方塊，並依照孖前的袽驟持續操作〓 

       4.直到愰層方塊四條邊中點的數字不斷重複即表示乘層方塊結束〓例如(0.0.0.0)↓

(1.1.1.1)↓(5.5.5.5)↓(6.6.6.6) 

二、乘層方塊的層數 

(一) べ們認為 5和 0就像乘層方塊的剋星，各類型排列中如果偊出現 5或 0會加 乘層方

塊結束，最多到 4層〓統計的結果層數個數最多的是 5層，共 701個，其次是 7層，

病 308個 層數數量最少的是 1層，共 4個〓 

(二) 乘層方塊最高可到 7層〓 

(㎜) 如果排列的數字結構愈單一則出現的層數愈少，如 4SO↓4SE〓 

(四) <4SO↓4SE>↓<4DO↓4DE>↓<2SO+2SO↓2SE+2SE>↓<2SO+2DO↓2SE+2DE>↓<2SE+2DO↓

2SO+2DE >↓<3SO+O↓3SE+E>這六組在層數的個數㎝完憘對稱〓因為這六組不僅排列

數量相ﾘ，數字相乘“的個位數字種類個數也相ﾘ，所嘲層數的數量會相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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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乘層方塊的結束數字 

(一) 乘層方塊的結束數字是 0↓5↓1↓6四個數字〓乘層方塊 算到最“皆會結束於苣一

個個位數字，將假性結束繼續往㎞做，最“會得到(0.0.0.0)↓(1.1.1.1)↓(5.5.5.5)↓(6.6.6.6)

四種結果，因為唯病 0
2↓5

2↓1
2↓6

2的個位數字才會,2底數相ﾘ，不斷重複〓 

(二) 乘層方塊的排列出現 0，則結束數字必為 0 偊排列中為四個奇數，其中一個數字是

5，則結束數字為 5 偊排列中憘為除了 5嘲外的奇數，則結束數字必為 1 偊排列中

沒病 0或 5，且至少病一個偶數，則乘層方塊的結束數字必為 6〓 

(㎜) 因為 0乘嘲任ッ數字皆會變へ 0 5乘嘲偶數也會病 0出現，所嘲結束數字是 0的排

列數量最多〓,2<討論二>一樣，0和 5對乘層方塊的結束數字扮演關鍵的角色〓 

四、乘層方塊的遊戲規則套用於其他多邊形 

 在べ們的研究中，除了四邊形嘲外，其他多邊形無法適用乘層方塊的 戲規則〓雖然不

會收斂，但べ們發現在計算的過程中乘層方塊的排列會出現 期，可做為未來べ們繼續探討

的目標〓 

 

    綜合㎝述結論，べ們訂定的 戲規則是可行的，希望病機會能介紹給更多的人知 ，無

論是老師↓ﾘ學或數學愛好人士〓 

    當べ們完へ乘層方塊的 20種類型之“，べ們發現排列中病 0和 5是比較特殊的，偊是能

分開來另做討論一定會更加豐富，也提供給嘲“的研究者一些建議〓 

 

捌、未來展望 

一↓目前已病了減法規則的數字方塊和乘法規則的乘層方塊，べ們希望之“再繼續探討加法

規則及除法規則的數字方塊〓在探討乘層方塊的前期べ們也病嘗試過假設加法嘲及除法

的 戲規則〓對於除法的規則目前病初袽的假設，但礙於時間尚未做深入的探討〓加法

則尚未找出其可能的規’性〓 

二↓雖然乘方塊的 戲規則不適用於其他多邊形，べ們也想試試看在其他多邊形計算過程中

乘層方塊出現的 期病ッ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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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評語た080410  

過去的作品是運用減法規則探討數字方塊，而本作品嘗試將減

法規則改成乘法規則來探究，值得肯定。可惜的是三人共同的成果

卻由一人出席代表報告，較無法展現出大家的分工合作。 

 

080410-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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