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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17-感言 

得獎感言 

解構奧運會徽，發掘藝「數」之美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但成功非靠努力不可」，不管是面對學業、考試或者比賽，這句話

都能成為驅使我們前進的動力，而這一次的研究之旅，我們實踐了這句話的精神！

起初，我們有些擔心能否勝任這趟研究，因為閱讀了歷屆作品，再加上看到老師密集訓

練學長姐的過程，讓我們感受到這是一件艱困的任務，但我們還是抱著一顆學習的心情勇敢

地接下了這項挑戰，沒想到榮獲全國第一名，對我們而言，是一種莫大的肯定及鼓勵！

還記得我們從升國二的暑假開始尋找想要研究的主題，以前我們認為數學研究就是一堆

理論與證明，枯燥乏味，但是經過這次的研究，讓我們體會到用數學的角度去切入生活中的

事物是一件多麼有趣的事情。

2020 東京奧運讓我們感受到運動賽事所帶來的熱血與震撼，而我們的主題就是從奧運的

會徽出發，回想研究的過程，起初老師給我們很大的發揮空間，接著，才慢慢開始聚焦在特

定的條件下尋找規律，我們逐漸投入，享受與同儕、老師討論的過程，及解惑時所帶來的成

就感，終於完成說明書並前往市賽。比賽結束後，我們對自己的表現不是很滿意，評審提到

我們在口述部分沒有妥善分工，但沒想到的是我們竟然得到市賽第一名。

進入全國賽後，我們針對兩個部分做了加強，第一個是「數學的嚴謹性」，市賽時老師讓

我們用自己比較容易理解的方式去解釋觀察到的現象，我們多半使用舉例去說明，但是難以

囊括所有的情況，因此進入全國賽後，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補上完整的證明。第二個是「口語

表達」，為了彌補市賽時的缺點，我們分工合作，大家各司其職，懂得相輔相成，又因疫情

關係，全國賽改成線上評審，因此除了準備報告與問答，還需要熟悉軟、硬體的操作，我們

犧牲很多午休時間，甚至利用假日和老師、教授做線上指導，不斷地討論、訓練、修正，所

有人都不喊累，只為了能在全國賽中百分之百的發揮。

全國賽當天十分順利，連承辦單位都誇獎我們動作流暢，一看就是做足了準備，也因為

線上等待時間較長，讓我們反覆排練多次，進而緩解了緊張的氛圍，在頒獎典禮當天，我們

懷著忐忑的心情等待主持人公布名次，聽著主持人唸出第三名、第二名，心想居然都沒有我

們？愣了一下才明白，原來我們獲得了第一名！此刻心中湧現無比的感動，猶如作夢一般。



 

ii 

感謝主辦單位給予機會，讓我們透過這次的比賽拓展視野並成長茁壯，也感謝評審肯定

了我們的努力，更要感謝老師細心的指導與鞭策，勉勵未來欲投入科展的學弟妹們，成功不

是一蹴可及，秉持努力不懈的精神，盡情享受你們的研究之旅吧！ 

 
全國賽的頒獎典禮，校長、教務主任陪同並給予支持 

 
桃園市賽，學生與海報合影 

 
研究過程，學生善用軟體進行觀察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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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觀察 2020 東京奧運會徽，發現圖形是由矩形組成，且矩形可經由三種元件（30°與 150°

的菱形、60°與 120°的菱形、正方形）的各邊中點連線而成，本研究旨在利用這三種元件，探

討平面鑲嵌。首先，找出利用元件拼貼一圈的組合個數，進一步向外擴增成正十二邊形，計

算面積、對角線的長度，觀察旋轉之幾何變換，藉此得出拼貼成線對稱圖形時對稱軸上元件

的擺放情形。接著，探討奧徽鑲嵌背景圖中不同大小正十二邊形的面積關係，並將線段變成

曲線，推廣至拼貼成正 n 邊形的四邊形元件探討，得出如果 n 為偶數，則圖中的四邊形皆為

菱形，且菱形的圈數為
𝑛

2
− 1，種類個數為⌈

𝑛

4
−

1

2
⌉。最後，觀察類似奧徽之非平面鑲嵌頂點相

接圖，改成用正方形貼接圖形，計算出邊長有 1:√2的關係。 

壹、 研究動機 

 在今年 2020 年東京奧運開幕式中，出現好多架無人機在國立競技場上空，排列成今年奧

運會會徽的圖形[1]，我們看到這個場景覺得非常壯觀，然而要能精準排出圖形，想必操作無

人機的人員一定對圖形的相對位置有所了解，於是引起我們對奧運會徽的好奇。 

 
                           圖片來源：[1]                              圖片來源：[2] 

 在視覺藝術課時要自己設計徽章，老師給我們看了一些歷屆奧運的會徽和各種運動的代

表圖形，也簡單介紹了奧運環，告訴我們其中藏有規律，而 2020 年東京奧運的會徽其中共有

三種長方形，整個圖形都是由這三種長方形轉換角度拼湊而成，藍白相間，其設計採用日本

江戶時代流行的「市松模樣」方格圖紋[2]，另外，我們也注意到頒獎台的設計延續了奧運會

徽「市松紋」的理念[3]，而近期很火紅的動漫「鬼滅之刃」裡頭，主角炭治郎的衣服也是「市

松紋」的圖形。 

奧運會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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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東京奧運頒獎台 

圖片來源：[3] 

鬼滅之刃的主角：竈門炭治郎 

圖片來源：[4] 

 如此神秘的奧運會徽裡頭還蘊藏了哪些規律，可以延伸出哪些其他相關的圖形呢？於是

我們便決定著手於此篇研究。 

貳、 研究目的 

一、將奧運會徽中長方形對角線切出的四塊區域，以邊長為對稱軸做鏡射，再將部分圖形經

由旋轉與平移後，得出奧徽鑲嵌背景圖 ，利用裡面的三種元件「30°與 150°的菱形

」、「60°與 120°的菱形 」、「正方形  」進行平面鑲嵌，運用整數解的概念去

探討選擇不同角度數量下拼成一圈時的組合個數。 

二、接著往外拼貼成正十二邊形，計算三種元件和正十二邊形的對角線長度及面積，觀察旋

轉後相同的圖形，並應用於線對稱圖形的討論與分析，歸納出如果要拼貼成線對稱正十

二邊形時，對角線的元件應該如何擺放。 

三、討論奧徽鑲嵌背景圖，觀察其鑲嵌結構以及由內至外嵌入元件的角度；計算圖中不同大

小正十二邊形的面積關係；並將線段變成曲線，推廣至 n 個圓交疊，討論拼貼成正 n 邊

形的四邊形元件，觀察 n 為多少時，圖中的四邊形皆為菱形，以及菱形的圈數與種類個

數如何用 n 來表示一般式，並加以證明。 

四、最後回到奧運會徽這種非平面鑲嵌之頂點相接圖，以類似的手法將正方形拼接於正十二

邊形中，探討圖形中不同大小正方形的邊長比，並進一步觀察圖中空隙之鏢形設計。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電腦、紙、筆 

肆、 文獻探討 

一、平面鑲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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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鑲嵌又稱密鋪，是指能用一種或多種幾何圖形覆蓋整個平面或填充整個空間，且每

個幾何圖形之間不存在空隙、也不重疊的幾何結構，與密鋪（Tessellation）或稱平面填充、

細分曲面（subdivision surface）不同在於後者指的是二維的空間填充，前者則可以存在任

何維度與不同結構中（如歐幾里得或羅氏幾何）。[5] 

二、2020 年東京奧運會徽 

  
奧運會徽 帕奧會徽 

(一) 結構與設計理念 

 二○二○年東京的會徽由三種不同的長方形組成，代表來自世界各地參加奧運

的隊伍各有其國家、文化和思想，也就是採用「和而不同」（Unity in diversity）方式，

來呈現奧運和帕運的多元性，並串聯為四海一家的深遠意涵。東京奧組委表示，格

子的設計在世界各國早已流行甚久，東京奧運會徽上的格子圖案有著濃厚的日本特

色，優雅中兼具成熟。[6] 

 東京奧運會徽其實也充滿野老朝雄個人的設計風格。他涉獵的領域跨越藝術、

建築和設計，在二○○一年推出名為「朝雄模式」設計圖案，特色就是以幾何圖形

為原點，手法雖為極簡，但能組合出多樣化且令人驚豔的作品。[6] 

(二) 市松紋： 

 市松紋是用兩種顏色的方塊，間隔交叉排列表現出來的模樣。在江戶時代開始

流行，紋樣名稱以最初穿著的歌舞伎藝「佐野市松」命名。這種以線條、色塊規律

排列的圖案是屬於幾何圖形類的紋樣，在瓷器, 布料或包裝紙上最常看到，是很耐

看的一個類別。而這樣的設計展現出純粹的和風視覺，讓人感覺到滿滿的日本味。

東京 2020 年奧運的 Logo 就是採用了市松的圖案，響應了奧運環的傳統又融入了

和風的市松格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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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會徽而被許多人所認識的「市松紋」，名稱其實是來自於江戶時代中期

的歌舞伎演員「佐野川市松」。他曾在《心中萬年草》一劇中，飾演主人翁粂之助，

並穿著深青、白兩色方格子交錯的褲子，蔚為風潮，此後人們便將這種花紋稱之為

市松，也成了日本相當具代表性的圖樣。2020 東京奧運會徽正是由 45 個四邊形的「組

市松紋」組成，蘊含了「包容與和諧」的意義。近期《鬼滅之刃》大放異彩，主角

炭治郎身上「綠黑格紋」圖樣的羽織裝也跟著爆紅，這個綠黑格紋也是市松紋！[8] 

三、過去相關之科展與研究 

 過去有以下幾件與鑲嵌有關之科展作品，在第 45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作品「平面與

立體鑲嵌之研究」中，討論了形成平面鑲嵌時，每個頂點周圍多邊形的邊數以及數量需

滿足之方程式，並且推廣至立體鑲嵌，探討圍繞一頂點之多面體的立體角[9]。在第 60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作品「M.C-Escher 極限圖的結構解析與實務研究」中，對荷蘭著名

版畫藝術家 Escher 的鑲嵌作品進行結構解析與實作，利用旋轉與鏡射的技巧去設計平面

鑲嵌圖形[10]。 

 另外，在一篇投稿於藝術類的作品「2020 東京奧運 Logo」中，提到了 Logo 的設計

理念以及美的形式原理(包含反覆、漸變、對稱、統一)如何運用在 Logo 圖形裡頭[11]，

而本篇研究將會針對這些美的呈現進一步探討數學原理，運用鑲嵌的法則進行整數解討

論，最後能歸納出一般式。 

伍、 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生成元件，討論平面鑲嵌的個數組合 

(一) 奧運會徽的解構到重構 

 解構奧運會徽會發現裡面有三種不同的長方形，且是由一組圖案重複 3 次，每

次旋轉 120 度所組成，如下圖所示，(參考美的形式原理-反覆[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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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出原本奧運會徽中長方形的對角線後，圖形被切成四塊區域，分別以各自的邊長

做鏡射，便會得到三種元件。 

原圖的長方形 對角線切四塊→以邊長做鏡射 外為菱形為三種元件 

    

 
 

  

 
 

  

 將奧運與帕奧運會徽圖中每個長方形經由上表中的鏡射技巧將背景結構畫出來

如下表，而這兩個背景圖的缺空部分皆為正十二邊形，因此可以放入圖形變成鋪滿

的平面鑲嵌。(參考美的形式原理-統一[11]) 

 會徽做鏡射後的背景結構圖形 缺空放入正十二邊形 

奧

運

會

徽 
   

帕

奧 

運

會

徽    

將帕奧運會徽經由旋轉與平移重組後，便可得到下圖中最右邊那個外圈為正十二邊

形的鑲嵌圖形，我們將其稱作「奧徽鑲嵌背景圖」。 

 

→  

 
缺空放入正十二邊形 底下的正十二邊形旋轉 180° 奧徽鑲嵌背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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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奧徽鑲嵌背景圖中的元件有以下 3 個，其中所有元件的邊長皆相同。 

1. 角度為 30°與 150°的菱形，圖示： 。 

2. 角度為 60°與 120°的菱形，圖示： 。 

3. 正方形，圖示： 。 

(三) 如果要在平面上鋪滿一圈，元件中的角度與數量如下表，則角度與數量需滿足方程

式 30a+60b+90c+120d+150e=360。 

角度 30° 60° 90° 120° 150° 

數量 a b c d e 

1. 選擇單一角度 

編號 a b c d e 

A1 12 0 0 0 0 

A2 0 6 0 0 0 

A3 0 0 4 0 0 

A4 0 0 0 3 0 

圖示 

    

A1 A2 A3 A4 

發現：因為 150 不是 360 的因數，所以選擇單一角度時，不能選 150°。 

2. 選擇兩個角度 

編號 a b c d e 

B1 10 1 0 0 0 

B2 8 2 0 0 0 

B3 6 3 0 0 0 

B4 4 4 0 0 0 

B5 2 5 0 0 0 

B6 9 0 1 0 0 

B7 6 0 2 0 0 

B8 3 0 3 0 0 

B9 8 0 0 1 0 

B10 4 0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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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7 0 0 0 1 

B12 2 0 0 0 2 

B13 0 3 2 0 0 

B14 0 4 0 1 0 

B15 0 2 0 2 0 

B16 0 1 0 0 2 

舉例圖示，可換位置。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發現：一定要有ａ和ｂ其中一種，才能做出兩種角度的組合。 

3. 選擇三個角度 

編號 a b c d e 

C1 7 1 1 0 0 

C2 5 2 1 0 0 

C3 3 3 1 0 0 

C4 1 4 1 0 0 

C5 4 1 2 0 0 

C6 2 2 2 0 0 

C7 1 1 3 0 0 

C8 6 1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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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 4 2 0 1 0 

C10 2 3 0 1 0 

C11 2 1 0 2 0 

C12 5 1 0 0 1 

C13 3 2 0 0 1 

C14 1 3 0 0 1 

C15 5 0 1 1 0 

C16 2 0 2 1 0 

C17 1 0 1 2 0 

C18 4 0 1 0 1 

C19 1 0 2 0 1 

C20 3 0 0 1 1 

C21 0 1 2 1 0 

C22 0 2 1 0 1 

C23 0 0 1 1 1 

舉例圖示，可換位置。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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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發現：一共有 23 種可能。 

4. 選擇四個角度 

編號 a b c d e 

D1 1 2 1 1 0 

D2 3 1 1 1 0 

D3 2 1 1 0 1 

D4 1 1 0 1 1 

舉例圖示，可換位置。 

   
 

D1 D2 D3 D4 

發現：一共有 4 種可能。 

二、拿不同數量的 3 個元件拼貼成正十二邊形 

  在平面上鋪滿一圈後，如果再往外拼貼，可以拼貼成正十二邊形，下表分別舉了邊

長為 1 與 2 的拼貼例子。 

邊長 1 2 

拼貼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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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算圖形的長度與面積 

分別計算元件與正十二邊形中，對角線的長度以及圖形的面積。 

1. 元件對角線的長度 

先備知識： 

角度 45°、45°、90° 30°、60°、90° 15°、75°、90° 

邊長比例 1：1：√2 
1

2
：

√3

2
：1 

√6−√2

4
：

√6+√2

4
：1 

圖示 

 
  

如果 3 個元件的邊長皆為 1 單位，計算對角線長度如下表： 

名稱 元件一 元件二 元件三 

圖形 角度為 30°與 150°的菱形 角度為 60°與 120°的菱形 正方形 

兩 

條 

對 

角 

線 

 

短 = 
√6−√2

2
 

 

短 = 1 

 

短 = 長 = √2 

 

長 = 
√6+√2

2
 

 

長 = √3 

2. 元件的面積 

已知菱形的面積為對角線相乘除以 2，計算元件一、二、三的面積如下： 

(1) 元件一：(
√6−√2

2
) × (

√6+√2

2
) ÷ 2 =

1

2
 

(2) 元件二：1 × √3 ÷ 2 =
√3

2
 

(3) 元件三：1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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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十二邊形對角線的長度 

360° 平分成 12 等分，每一等分是 30°，如果正十二邊形的邊

長為 1 單位，則對角線的長度為 (
√6+√2

2
) × 2 = √6 + √2。 

4. 正十二邊形的面積 

將正十二邊形切成 12 塊三角形，運用畢氏定理，計算以邊長 1 為底的高： 

 √(
√6+√2

2
)

2

− (
1

2
)

2

= √7+2√12

4
=

√(3+4)+2√3×4

2
=

√3+√4

2
=

√3+2

2
 

因此正十二邊形的面積為三角形面積乘以 12： 

 1 ×
√3+2

2
×

1

2
× 12 = 6 + 3√3 

 

(二) 旋轉後相同的圖形(拿三個元件拼貼) 

編號 外框輪廓與角度 拼貼組合 舉例 

E1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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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特性：拼貼完後的多邊形對角相等，舉例：編號 E2。 

編號之間的關係：E2 和 E3 是線鏡射關係。 

 

(三) 線對稱圖形 

 拼貼成邊長為 1 的正十二邊形時，如果圖形為線對稱，會有兩種對稱軸，分別

為「點對點的對稱軸」和「邊對邊的對稱軸」，如下方所示。 

  

點對點的對稱軸 邊對邊的對稱軸 

接下來，我們將討論對稱軸上的元件有哪些擺放方式。 

1. 點對點的對稱軸 

  對稱軸上的線段長度為√6 + √2，也就是正十二邊形的對角線，如果拿元件

的邊長拼在對稱軸上，因為邊長為 1，故長度加總會出現整數，但對稱軸上的線

段長度沒有整數，所以只能拿元件的對角線拼在對稱軸上。 

    
對稱軸上的線段長度 拿元件的邊長拼在對稱軸上→不合 



13 

 

  考慮拿元件的對角線拼在對稱軸上，回顧元件的對角線，長度與簡稱如下： 

․ 元件一的短對角線=
√6−√2

2
 (簡稱 S1)、長對角線=

√6+√2

2
 (簡稱 L1)； 

․ 元件二的短對角線=1 (簡稱 S2)、長對角線=√3 (簡稱 L2)； 

․ 元件三的短對角線=長對角線=√2 (簡稱 S3)。 

設拿了 a個S1、b個L1、c個S2、d個L2、e個S3，則會滿足方程式 
√6−√2

2
𝑎 +

√6+√2

2
𝑏 +

𝑐 + √3𝑑 + √2𝑒 = √6 + √2，其中 a、b、c、d、e 為整數，則解的組合有以下兩種： 

(1) 組合一：a=1、b=1、e=1，也就是一個 S1、一個 L1 和一個 S3。 

經由排列組合將三個對角線擺放，又分成三種情形，而此三種情形皆可以拼

出線對稱圖形，如下表所示。 

 情形一 情形二 情形三 

對
稱
軸
擺
放 

 

   

線
對
稱
圖
形 

舉
例
： 

   

(2) 組合二：b=2，也就是兩個 L1。 

 

當兩個元件二擺上去後，剩下左右兩塊白色區域的面積皆

為 
6 + 3√3−1

2
=

5 + 3√3

2
，設拿 f 個元件一、g 個元件二、h 個

元件三去拼貼一半的白色區域，則會滿足方程式 

1

2
𝑓 +

√3

2
𝑔 + ℎ =

5 + 3√3

2
，f、g、h 為整數，則 g=3 且 f 為奇數，有以下三種解： 

 f=1、g=3、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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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的白色區域上方及下方的角度皆為 60°(如圖一)，可以放一個元件二或者

兩個元件一，但因為元件一的數量只有一個，故上下僅能放元件二(如圖二)，

接著旁邊的空隙角度皆為 30°(如圖三)，但元件一的數量只有一個，所以無法

拼貼(如圖四)。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f=3、g=3、h=1  

 

 

 

見下方數狀圖，白色區域從上下角落開始拼貼，60°可以放一個元件二或者兩

個元件一，所以有兩種分支的情況，而再繼續往下會發現都無法拼貼完成。 

 

 f=5、g=3、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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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下方數狀圖，白色區域從上下角落開始拼貼，60°可以放一個元件二或者兩

個元件一，所以有三種分支的情況，而再繼續往下會發現都無法拼貼完成。 

 

因此，拿兩個 L1 擺放在對稱軸上無法拼貼成線對稱圖形。 

2. 邊對邊的對稱軸 

  首先，如果拿元件的邊長或對角線拼在對稱軸上，擺放完後兩邊的空隙長度

為 0.5，所以沒有元件可以放入剩下的兩邊。 

  
拿元件的邊長拼在對稱軸上→不合 拿元件的對角線拼在對稱軸上→不合 

  如果將元件的邊長貼齊正十二邊形的邊長，僅擺放元件三會是線對稱圖形，

但對稱軸上的線段長度為√3 + 2，拿兩個元件三後一定要再拿一個元件二的長對

角線，如此就會發生像上方討論的不合情況。 

   →  

非線對稱圖形 線對稱圖形→對稱軸上的線段長度限制下不合 

因此拼貼成邊長為 1 的線對稱正十二邊形時，對稱軸不會是邊對邊的對稱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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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討論，可以得到性質 1： 

【性質 1】利用三個元件拼貼成邊長為 1 的正十二邊形時，如果要使拼貼出來的圖

形為線對稱圖形，則擺放在對稱軸上的元件一定是以下三種情況： 

情形一 情形二 情形三 

   

反之，如果對稱軸上的元件是以上三種情形，則圖形不一定是線對稱。 

原因是如果有旋轉後相同的圖形，則可經由旋轉後得到不是線對稱的圖形，下表例

子為圖形中有編號 E2， 

  

擺法一：線對稱 擺法二：旋轉後變成不是線對稱 

另外，拼貼成邊長為 2 的正十二邊形時，如果圖形為線對稱，以下舉例幾個對稱軸

的元件擺放情形： 

點對點的對稱軸，用兩個情形一圖形拼貼於正中間(如下圖)。 

 

邊對邊的對稱軸，這時就可以將元件二擺放在對稱軸上(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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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奧徽鑲嵌背景圖的結構與變化 

  拼貼成邊長為 2 的正十二邊形中，有一種情況就拼貼成是

奧徽鑲嵌背景圖(如右圖)，我們發現了此圖形有很多特別的結構

與變化，因此接下來會針對我們觀察到的幾點做討論。 

(一) 解構圖形：觀察鑲嵌結構以及嵌入角度。 

1. 線對稱圖形，對稱軸有 24 條。 

2. 嵌入角度由中心往外分別為 30°、60°、90°、120°、150°，逐漸變大，且三個元件中

所有可能的角度皆出現。 

 圖示 單一點鑲嵌/編號 嵌入角度 

第一圈 

 A1 

30° 

第二圈 

 

 

B16 

60° 

第三圈 

 

 
C17 

90° 

第四圈 

 

 

C21 

120° 

第五圈 

 

 

C22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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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邊長=1 vs 邊長=2 的正十二邊形： 

  觀察奧徽鑲嵌背景圖，可以發現裡面有邊長為 1 的正十二邊形，如下方圖形中，

外圍黑色大的正十二邊形邊長=2，裡面紅色小的邊長=1，因兩者為相似圖形，故面

積比等於邊長平方比，由此可知大正十二邊形面積等於小正十二邊形面積的 4 倍， 

 →  →  =  ×4 

這個關係也可以用奧徽鑲嵌背景圖的元件拼貼結構去解釋，以下說明 2 種方式： 

1. 利用元件的個數去計算面積，已知元件一、二、三的面積分別為
1

2
、

√3

2
、1， 

 

= 元件一 × 5 + 元件二 × 6 + 元件三 × 3 

=
1

2
× 5 +

√3

2
× 6 + 1 × 3 =

11 + 6√3

2
 

 

= 元件一 × 20 + 元件二 × 24 + 元件三 × 12 

=
1

2
× 20 +

√3

2
× 24 + 1 × 12 = 22 + 12√3 

由上表數據可得 22 + 12√3 =
11+6√3

2
× 4，也就是面積有 4 倍的關係。 

2. 觀察下方圖形，此圖為四個相同且邊長為 1 的正十二邊形重疊組合而成， 

    

重疊的部分皆為兩個元件一和一個元件二拼貼而成(即編號 B16)，將重疊的部分經

由平移重組後，後剛好可以補在旁邊空白的對應位置，如下圖所示。 

 

 

 
重疊的部分 平移重組 移動的對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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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移重組後移動到對應的位置 

  另外，我們也發現了圖形挖空後可重複放入的有趣現象，將小的正十二邊形挖

空後，可以在空缺中再放入一樣的圖形，如此重複下去，底下舉兩個例子： 

舉例 單一圖形 重複放入 

1 

  

2 

  

 

(三) 線段變成曲線，延伸討論 n 個圓，也就是拼貼成正 n 邊形的情況 

  如果將奧徽鑲嵌背景圖的線段變成曲線(如下圖)，它的結構會是 12 個互相交疊

的圓，因此我們好奇當圓的數量改變時，會有什麼相同的性質？相異的變化？ 

   

1. 繪製 n 個圓以及交點連線成四邊形的過程： 

步驟一：畫一個半徑為 r 的圓 O，圓心稱作中心點，在圓 O 上畫出 n 個等分點； 

步驟二：以這 n 個等分點為新的圓心，半徑為 r 畫出 n 個互相交疊的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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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畫出 n 個圓中兩兩之間的交點，以及外圈點； 

        (註：中心點對新的圓心做點對稱，對稱過去的點稱作外圈點) 

步驟四：將 n 個圓的交點與外圈點連線，形成四邊形。 

舉例：n=8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下表呈現 n=3~11，進一步討論拼貼成正 n 邊形的四邊形元件： 

n 3 4 5 

圖示 

   

n 6 7 8 

圖示 

   

n 9 10 11 

圖示 

   

2. 觀察上表，我們發現在 n 個圓的交點與外圈點連線所形成的四邊形中，不是全部

都是菱形，舉例：n=5，內圈的四邊形為箏形，外圈的四邊形為菱形。 

外圈點 

中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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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 內圈的四邊形為箏形 外圈的四邊形為菱形 

於是，我們推論出以下兩個性質： 

【性質 2】如果 n 為偶數，則 n 個圓的交點與外圈點連線形成的四邊形皆為菱形。 

證明： 

  首先，看最內圈的四邊形(如圖)，因為每一圈都

有 n 個四邊形，所以∠1 =
360°

𝑛
，如果最內圈的四邊形

是菱形，則∠2 = 180° −
360°

𝑛
，也就是∠2會等於正 n 邊

形的內角度數。※ 

討論兩圓的交點數，有以下兩種情形： 

․ 有兩個交點，其中一個點是中心點。(如圖一) 

․ 只有一個交點，也就是中心點，這種情形只有 n 是偶數時才有。(如圖二) 

  

圖一：兩個交點 圖二：一個交點 

接著，分成 n 為奇數與偶數，討論在繪製步驟三的圖中，一個圓上有幾個點： 

(1) n 為奇數 

一個圓與其他 n−1 個圓的交點個數為 n，計算方式如下： 

        (n − 1) × 2               − (n − 1)                            + 1                            = n 

 

加上外圈點之後，每個圓上會有 n + 1 個點。(舉例：n=5，如圖三) 

與 n−2個圓交 2點 扣除交點為中心點 計算一次中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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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 為偶數 

一個圓與其他 n−1 個圓的交點個數為 n，計算方式如下： 

        (n − 2) × 2               − (n − 2)                            + 1                         = n − 1 

 

加上外圈點之後，每個圓上會有 n 個點。(舉例：n=6，如圖四) 

  

圖三：n=5，有 6 個點 圖四：n=6，有 6 個點 

最後，一樣分成 n 為奇數與偶數，計算∠2的角度： 

(1) 如果 n 為偶數，一個圓上有 n 個點，連起來是正 n 邊形，所以 ∠2 會等於

180° −
360°

𝑛
，根據前面※可知，最內圈的四邊形會是菱形。(如圖六) 

(2) 如果 n 為奇數，一個圓上有 n + 1 個點，連起來是 n + 1 邊形，所以 ∠2 不

會等於180° −
360°

𝑛
，因此最內圈的四邊形不會是菱形。(如圖五) 

  

圖五：∠2 ≠ 180° −
360°

𝑛
 圖六：∠2 = 180° −

360°

𝑛
 

  以上只有討論最內圈的四邊形，不過因為從第二圈開始，連線的長度皆為正

n 邊形的邊長，因此從第二圈往最外圈的四邊形皆為菱形。 

注意：當 n 為奇數時，除了最內圈是箏形，其他圈的四邊形也是菱形。 

■ 

與 n−2個圓交 2點 扣除交點為中心點 與 1 個圓交於中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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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3】如果 n 為偶數，菱形的圈數為
𝒏

𝟐
− 𝟏，菱形種類個數為⌈

𝒏

𝟒
−

𝟏

𝟐
⌉，其中⌈𝒙⌉為

取頂符號，表示不小於 x 的整數中最小的一個。 

證明圈數： 

  從性質 2 可知，如果 n 為偶數，則每一圈的四邊形皆為菱形，分別計算每一

圈菱形的鄰角，並記錄成數對的形式： 

 

    圖一 

第

一

圈 
 

數對表示： 

(
360°

𝑛
, 180° −

360°

𝑛
) 

第

二

圈 

 

數對表示： 

(
720°

𝑛
, 180° −

720°

𝑛
) 

第

三

圈 

 

 

數對表示： 

(
1080°

𝑛
, 180° −

1080°

𝑛
) 

由此可推得第 i 圈菱形的鄰角數對為 (
360°×𝑖

𝑛
, 180° −

360°×𝑖

𝑛
)。 

  假設總共可以拼貼出 k 圈的菱形，則第 k 圈菱形的鄰角數對為 (
360°×𝑘

𝑛
, 180° −

360°×𝑘

𝑛
)，因為最後會拼貼成正 n 邊形，所以最外圈(也就是第 k 圈)菱形的其中一個

角度會等於正 n 邊形的內角(見上表中的圖一)，於是分成以下兩種形況討論： 

(1) 
360°×𝑘

𝑛
= 180° −

360°

𝑛
 

⇒
360°×(𝑘+1)

𝑛
= 180° ⇒

(𝑘+1)

𝑛
=

1

2
  ⇒ 𝑛 = 2𝑘 + 2 ⇒ 𝑘 =

𝑛

2
− 1 

(2) 180° −
360°×𝑘

𝑛
= 180° −

360°

𝑛
 

360° × 1 

360° × 2 

360°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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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𝑘 = 1 只有一層 ⇒
360°

𝑛
= 180° −

360°

𝑛
 ⇒ 𝑛 = 4 

在這種情況下也可以表示成𝑘 =
𝑛

2
− 1。 

因此，如果 n 為偶數，菱形的圈數 k 為
𝑛

2
− 1。 

■ 

證明種類個數： 

  假設總共可以拼貼出 k 圈的菱形，觀察菱形的種類，第一圈的菱形會和最外

圈(也就是第 k 圈)的菱形相同，鄰角數對皆為(
360°

𝑛
, 180° −

360°

𝑛
)，其實菱形的種類

會有對稱性，接下來證明第 𝑖 圈的菱形種類 = 第 𝑘 + 1 − 𝑖 圈的菱形種類： 

  第 𝑘 + 1 − 𝑖 圈菱形的鄰角數對為(
360°×(𝑘+1−𝑖)

𝑛
, 180° −

360°×(𝑘+1−𝑖)

𝑛
)，又剛剛

證得菱形的圈數 k 為
𝑛

2
− 1，將𝑘 =

𝑛

2
− 1分別代入兩個鄰角度數： 

→
360°×(𝑘+1−𝑖)

𝑛
=

360°×(
𝑛

2
−1+1−𝑖)

𝑛
=

360°×(
𝑛

2
−𝑖)

𝑛
=

180°𝑛−360°𝑖

𝑛
= 180° −

360°×𝑖

𝑛
  

→ 180° −
360°×(𝑘+1−𝑖)

𝑛
= 180° − (180° −

360°×𝑖

𝑛
) =

360°×𝑖

𝑛
  

得到數對(
360°×𝑖

𝑛
, 180° −

360°×𝑖

𝑛
)，會等於第 𝑖 圈菱形的鄰角數對。 

  因此，菱形種類中，第 1 圈=第 k 圈、第 2 圈=第 k-1 圈、第 3 圈=第 k-2 圈、……，

如果圈數為偶數，則菱形種類數量為(
𝑛

2
− 1) ÷ 2 =

𝑛

4
−

1

2
；如果圈數為奇數，則菱

形種類數量為圈數除以 2 後取整數部分再加上 1，用取頂符號表示即為⌈
𝑛

4
−

1

2
⌉。 

■ 

另外，我們也發現當圈數為奇數時，中間那一圈的菱形必為正方形，因為中間那

一圈是第 
𝑘+1

2
 圈，菱形的鄰角數對為(

360°×(
𝑘+1

2
)

𝑛
, 180° −

360°×(
𝑘+1

2
)

𝑛
)，將𝑘 =

𝑛

2
− 1代

入可得到(
360°×

𝑛

4

𝑛
, 180° −

360°×
𝑛

4

𝑛
) = (90°, 90°)，也就是正方形。如果 n=4、8、12，

圈數=1、3、5 為奇數，故中間那一圈的菱形會是正方形。(如下表) 

n 4 8 12 

圈數 1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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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深色

為正方

形) 

   

3. 計算區塊面積 

12 個圓交疊後，會切出甲、乙、丙、丁、戊、己 6 種區塊圖形，每種區塊圖形有

12 塊，故總共會切出 72 塊 (如下圖)。 

 

計算甲、乙、丙、丁、戊 5 種區塊圖形的面積，並探討其與三個元件的關係： 

(1) 甲區塊面積=戊區塊面積 

     

將甲圖的四個頂點相連成一個菱形(如上圖)，再把上方兩邊切出的弓形下移

拼到底下的粉色弓形上，會變成角度為 30°與 150°的菱形。故甲區塊面積與角

度為 30°與 150°的菱形面積相等，面積為(
√6−√2

2
) × (

√6+√2

2
) ÷ 2 =

1

2
。 

因為在奧徽鑲嵌背景圖中，中間與最外圈的元件相同，因此戊區塊面積會等

於甲區塊面積。依此類推，其他圖形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算出來。 

(2) 乙區塊面積=丁區塊面積 

與角度為 60°與 120°的菱形面積相等，面積為1 × √3 ÷ 2 =
√3

2
。 

(3) 丙區塊面積 

與正方形元件面積相等，面積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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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討非平面鑲嵌之頂點相接圖 

  本來奧運會徽中長方形的拼貼並非平面鑲嵌，是由四邊形的頂點彼此相接而成的圖

形，且拼貼於正十二邊形中。因為正方形是長方形中最特別的例子，於是接下來我們拿

正方形拼接於正十二邊形中(如下方最右邊的圖)，並進一步做討論。 

   

奧運會徽之頂點相接圖 正方形拼接 

(一) 討論不同大小正方形的邊長比 

  正十二邊形的內角為
180°×(12−2)

12
= 150°，如圖一，利用正十二邊形的內角扣掉正

方形內角 90°再除以 2 可以得出圖一 90°旁的兩個角皆為 30°；如圖二，因剛剛求出的

30°得到紅線框起來的等腰三角形的頂角為 120°。一圈 360°扣掉等腰三角形的頂點 120

°與兩個正方形內角 90°得到夾角 60°； 

  
圖一 圖二 

如圖三，利用圖二求出的夾角 60°和正方形四邊等長的條件得到紅框圖形為正三角形。

從正三角形可以得知圖中小的正方形對角線會等於大的正方形邊長；如圖四，正方

形從對角線畫下去後，會分成兩個一樣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圖三 圖四 

綜合圖三與圖四的討論，得出小的正方形邊長：大的正方形邊長=1：√2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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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收縮圖的關聯 

正方形由小到大排列後，任選兩項中較小的邊長比上較大的邊長皆為 1:√2，所以可

以把每個小正方形的內角放在大正方形邊的中點上(如下圖)。 

 

(三) 鏢形拼貼 

在正方形拼接的圖形中，我們發現正方形之間的空隙為鏢形，因此也可以改用鏢形

去拼接，然而鏢形也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去設計，下方舉了兩種例子： 

  

 

正方形之間的空隙為鏢形 → 鏢形拼接 1 鏢形拼接 2 

鏢形拼接 1 所使用的鏢形為正三角形減掉等腰直角三角形；鏢形拼接 1 所使用的鏢

形為正三角形減掉三分之一的正三角形，如下圖所示。 

  
鏢形拼接 1 之鏢形製作 鏢形拼接 2 之鏢形製作 

然而，如果看製作鏢形的正三角形，一樣可以得出小的正三角形邊長：大的正三角

形邊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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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將奧運會徽中長方形對角線切出的四塊區域，以邊長為對稱軸做鏡射，再將部分圖形經

由旋轉與平移後，得出奧徽鑲嵌背景圖 ，裡面有三種元件「30°與 150°的菱形 」、

「60°與 120°的菱形 」、「正方形  」，反之，奧運會徽的三個矩形也可經由這三種

元件的各邊中點連線而成，利用奧徽鑲嵌背景圖中的三種元件進行平面鑲嵌，我們歸納

出如果選擇單一、兩個、三個、四個角度拼成一圈，分別有 3 種、16 種、23 種、4 種組

合個數，其中如果選擇兩個角度拼成一圈時，一定要選擇 30°和 60°其中一個。 

二、三種元件和正十二邊形的對角線長度及面積如下表： 

名稱 元件一 元件二 元件三 正十二邊形 

圖形 30°與 150°的菱形 60°與 120°的菱形 正方形 邊長為 1 

對角線

長度 
長 = 

√6+√2

2
、短 = 

√6−√2

2
 長 = √3、短 = 1 √2 √6 + √2 

面積  
1

2
  

√3

2
 1 6 + 3√3 

如果拿三個元件拼貼一圈時，旋轉 180 度後會相同的圖形一共有三種，分別為 (E1)、

(E2)、 (E3)，其中 E2 和 E3 為線鏡射圖形。且如果要拼成線對稱圖形時，我們得

出【性質 1】利用三個元件拼貼成邊長為 1 的正十二邊形時，如果要使拼貼出來的圖形

為線對稱圖形，則擺放在對稱軸上的元件一定是以下三種情況： 

   
情形一 情形二 情形三 

反之，如果對稱軸上的元件是以上三種情形，則圖形不一定是線對稱。 

三、 討論奧徽鑲嵌背景圖的結構與變化，得到以下結論： 

1. 線對稱圖形，對稱軸有 24 條。嵌入角度由中心往外分別為 30°、60°、90°、120°、150°，

逐漸變大，且三個元件中所有可能的角度皆出現。 

2. 計算圖中不同大小正十二邊形的面積關係，可得大的面積等於小的面積的 4 倍，因此

圖形可經由四個相同且邊長為原長一半的正十二邊形重疊組合，將重疊的部分經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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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後，補在旁邊空白的位置。且若將圖形中的小十二邊形挖空後，可重複放入。 

3. 將線段變成曲線，推廣至 n 個圓交疊，討論拼貼成正 n 邊形的四邊形元件，得到： 

【性質 2】如果 n 為偶數，則 n 個圓的交點與外圈點連線形成的四邊形皆為菱形。 

【性質 3】如果 n 為偶數，菱形的圈數為
𝑛

2
− 1，菱形種類個數為⌈

𝑛

4
−

1

2
⌉，其中⌈𝑥⌉為取頂

符號，表示不小於 x 的整數中最小的一個。 

四、回到奧運會徽這種非平面鑲嵌之頂點相接圖，將正方形拼接於正十二邊形中，得出小的

正方形邊長：大的正方形邊長=1：√2，而圖中空隙處為鏢形，亦可設計鏢形進形拼接。 

柒、 結論暨未來展望 

一、結論： 

1. 利用三種元件進行平面鑲嵌，如果選擇兩個角度拼成一圈時，一定要選擇 30°和 60°其

中一個。利用不同數量的三種元件拼貼成邊長為 1 的正十二邊形時，如果要使拼貼出

來的圖形為線對稱圖形，則擺放在點對點的對稱軸上必為兩個元件一及一個元件三；

反之，如果對稱軸上的元件如上述擺放，則圖形不一定是線對稱。 

2. 奧徽鑲嵌背景圖為線對稱圖形，嵌入角度由中心往外分別為 30°、60°、90°、120°、150°，

三個元件中所有可能的角度皆出現；將線段變成曲線後，推廣至 n 個圓交疊，討論拼

貼成正 n 邊形的四邊形元件，如果 n 為偶數，則 n 個圓的交點與外圈點連線形成的四

邊形皆為菱形；且如果 n 為偶數，菱形的圈數為
𝑛

2
− 1，菱形種類個數為⌈

𝑛

4
−

1

2
⌉，其中

⌈𝑥⌉為取頂符號，表示不小於 x 的整數中最小的一個。 

3. 回到奧運會徽這種非平面鑲嵌之頂點相接圖，將正方形拼接於正十二邊形中，得出小

的正方形邊長：大的正方形邊長=1：√2。 

二、未來展望： 

1. 利用三個元件拼貼成正十二邊形的組合有好多種，除了根據面積關係去討論整數解之

外，還需要考慮角度的位置關係，這個部分可再繼續延伸，並且討論得更加完整。 

2. 未來我們可以利用這些研究結果設計商標、益智遊戲或建築花紋等，

甚至延伸到立體鑲嵌(如右圖)，發明積木等生活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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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17-評語 

【評語】030417 

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作品。作者們由奧運會徽的設計方式發

想，考慮用菱形(30 度與 150 度的菱形、 60 度與 120 度的菱形、

正方形) 拼貼出正 n 邊形時，具有某些對稱性的各種可能的拼貼方

式。題目有趣且證明思路清晰，編排也具可讀性，非常難得，實在

是一篇兼具美感與內涵的好作品! 在討論正 12 邊形時，提到了有可

能存在不是線對稱圖形的拼貼方式，這樣的拼貼方式有哪些可能

性？有可能進一步分析嗎？另一方面，在討論正 n 邊形時，對於 n

為奇數的情況，似乎沒有太多的著墨。除了最內圈不是菱形，其它

各圈的情況會是如何？這些都是可以進一步討論分析的內容。



作品簡報



作品名稱：解構奧運會徽探討平面鑲嵌

組別：國中組

科別：數學科



研 究 動 機

奧運會徽

在2020年東京奧運開幕式中，無人機在國立
競技場上空排列成奧運會會徽的圖形。

奧運會徽由三種長方形轉換角度拼湊而成，
藍白相間，其設計採用日本流行的市松紋。

2020東京奧運頒獎台 竈門炭治郎

研 究 架 構

• 平面與立體鑲嵌之研究(第45屆科展)
• M.C-Escher 極限圖的結構解析與實務研究

(第60屆科展)
• 2020 東京奧運 Logo(投稿類別：藝術類)

奧運會徽

奧徽鑲嵌背景圖

三個元件平面鑲嵌

鋪滿一圈

拼貼成正十二邊形

線對稱圖形

頂點相接圖

鏢形拼接

正方形拼接

線段變成曲線
n個圓交疊

正n邊形中的四邊形

菱形條件、圈數、種類

不同大小正十二邊形
面積關係

平
面
鑲
嵌

非平面鑲嵌

1

2

3

4



研 究 目 的

一. 將奧運會徽中長方形對角線切出的四塊區域，以邊長為對稱軸做鏡射，再將部分圖形經由旋轉與平移後，得出奧徽

鑲嵌背景圖 ，利用裡面的三種元件「30°與150°的菱形 」、「60°與120°的菱形 」、「正方

形 」進行平面鑲嵌，運用整數解的概念去探討選擇不同角度數量下拼成一圈時的組合個數。

二. 接著往外拼貼成正十二邊形，計算三種元件和正十二邊形的對角線長度及面積，觀察旋轉後相同的圖形，並應用於

線對稱圖形的討論與分析，歸納出如果要拼貼成線對稱正十二邊形時，對角線的元件應該如何擺放。

三. 討論奧徽鑲嵌背景圖，觀察其鑲嵌結構以及由內至外嵌入元件的角度；計算圖中不同大小正十二邊形的面積關係；

並將線段變成曲線，推廣至n個圓交疊，討論拼貼成正n邊形的四邊形元件，觀察n為多少時，圖中的四邊形皆為菱

形，以及菱形的圈數與種類個數如何用n來表示一般式，並加以證明。

四. 最後回到奧運會徽這種非平面鑲嵌之頂點相接圖，以類似的手法將正方形拼接於正十二邊形中，探討圖形中不同大

小正方形的邊長比，並進一步觀察圖中空隙之鏢形設計。



研 究 過 程 與 方 法

一、生成元件，討論平面鑲嵌的個數組合

原圖的長方形 對角線切四塊→以邊長做鏡射 外為菱形為三種元件 

    

 
 

  

 
 

  
 

(一) 奧運會徽的解構到重構

解構奧運會徽會裡面有三種不同的長方形，畫出長方形的對角線後，

圖形被切成四塊區域，分別以各自的邊長做鏡射，便會得到三種元件。

(二) 奧徽鑲嵌背景圖中的元件

1. 角度為30°與150°的菱形，圖示：

2. 角度為60°與120°的菱形，圖示：

3. 正方形，圖示：

角度 30° 60° 90° 120° 150° 

數量 a b c d e 
 

1. 選擇單一角度 2. 選擇兩個角度

3. 選擇三個角度 4. 選擇四個角度

角度與數量需滿足30a+60b+90c+120d+150e=360
背
景
結
構
圖
形

奧
運
會
徽

帕奧運會徽
背景結構圖形

(三) 在平面上鋪滿一圈

缺空放入
正十二邊形

→

底下的正十二邊形
旋轉180°

奧徽鑲嵌背景圖



二、拿不同數量的3個元件拼貼成正十二邊形

(一) 計算圖形的長度與面積

名稱 元件一 元件二 元件三 

圖形 角度為 30°與 150°的菱形 角度為 60°與 120°的菱形 正方形 

兩 

條 

對 

角 

線 

 

短 = 
 6− 2

2
 

 

短 = 1 

 

短 = 長 =  2 

 

長 = 
 6+ 2

2
 

 

長 =  3 

面 

積 
 
 6−  2

2
 ×  

 6 +  2

2
 ÷ 2 =

1

2
 1 ×  3 ÷ 2 =

 3

2
 1 × 1 = 1 

 
正十二邊形對角線的長度 正十二邊形的面積

6 + 2

2
× 2

= 6 + 2

1 ×
3 + 2

2
×
1

2
× 12

= 6 + 3 3

(二) 線對稱圖形

1. 點對點的對稱軸

拿元件的邊長拼在對稱軸上→不合

因邊長為1，但對稱軸上的線段長度為 6 + 2

S3

S2

L2

S1

L1

設拿a個S1、b個L1、c個S2、d個L2、e個S3，則會滿足方程式

6− 2

2
𝑎 +

6+ 2

2
𝑏 + 𝑐 + 3𝑑 + 2𝑒 = 6 + 2，其中a、b、c、

d、e為整數，則解的組合有以下兩種：

(1) 組合一：a=1、b=1、e=1，即一個S1、一個L1和一個S3。
 情形一 情形二 情形三 

對
稱
軸
擺
放 

   

線
對
稱
圖
形 

舉
例
： 

   

 

拼貼成邊長為「1」的正十二邊形



(2) 組合二：b=2，即兩個L1。

剩下左右兩塊白色區域的面積皆為
5 + 3 3

2
。

設拿f個元件一、g個元件二、h個元件三去拼貼一半的白色區域，會滿方程式
1

2
𝑓 +

3

2
𝑔 + ℎ =

5 + 3 3

2
，

其中f、g、h為整數，得 g=3 且 f為奇數，有以下三種解：

f=1、g=3、h=2 f=3、g=3、h=1 f=5、g=3、h=0 

2. 邊對邊的對稱軸

拿元件的邊長拼在對稱軸上→不合 拿元件的對角線拼在對稱軸上→不合

非線對稱圖形

→

線對稱圖形→對稱軸上的線段長度限制下不合

運用樹狀圖進行窮舉法：



【性質1】利用三個元件拼貼成邊長為1的正十二邊形時，

如果要使拼貼出來的圖形為線對稱圖形，則擺放在對稱軸

上的元件一定是以下三種情況：
情形一 情形二 情形三

反之，如果對稱軸上的元件是以上三種情形，則圖形不一

定是線對稱。

  

擺法一：線對稱 擺法二：旋轉後變成不是線對稱 

 

原因：

1. 點對點的對稱軸 2. 邊對邊的對稱軸

拼貼成邊長為「2」的正十二邊形

三、奧徽鑲嵌背景圖的結構與變化

(一) 解構圖形：觀察嵌入角度

(二) 邊長=1 vs 邊長=2 的正十二邊形

30° 60° 90° 120° 150°

= ×4面積關係：

1. 利用元件的個數去計算面積

2. 利用圖形平移重組去解釋

重疊的部分 平移重組 移動到對應的位置四個邊長為1的
重疊組合



(三) 線段變成曲線，討論n個圓，即拼貼成正n邊形

中心點
外圈點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n 3 4 5 

圖

示 

   

n 6 7 8 

圖

示 

   

n 9 10 11 

圖

示 

   

 

【性質2】如果 n 為偶數，則 n 個圓的交點與外圈點連線形成的

四邊形皆為菱形。

證明：

∠1 =
360°

𝑛
，如果最內圈的四邊形是菱形，

則∠2 = 180° −
360°

𝑛
，也就是∠2會等於正n

邊形的內角度數。

(2) n為偶數

一個圓與其他 n−1 個圓的交點個數為 n−1，計算方式如下：

n − 2 × 2 − n − 2 + 1 = n − 1

與n−2個圓交2點 扣除交點為中心點 與1個圓交於中心點

加上外圈點之後，每個圓上會有 n 個點。

(1) n為奇數

一個圓與其他 n−1 個圓的交點個數為 n，計算方式如下：

n − 1 × 2 − n − 1 + 1 = n

與n−2個圓交2點 扣除交點為中心點 計算一次中心點

加上外圈點之後，每個圓上會有 n + 1 個點。

從第二圈開始，連線的長度皆為正n邊形的邊長，因此從第二圈往

最外圈的四邊形皆為菱形。



【性質3】如果n為偶數，菱形的圈數為
𝒏

𝟐
− 𝟏，菱形種類

個數為
𝒏

𝟒
−

𝟏

𝟐
，其中 𝒙 為取頂符號，表示不小於x的整數

中最小的一個。

 

    圖一 

第

一

圈 
 

數對表示： 

(
360°

𝑛
, 180°−

360°

𝑛
) 

第

二

圈 

 

數對表示： 

(
720°

𝑛
, 180°−

720°

𝑛
) 

第

三

圈 

 

 

數對表示： 

(
1080°

𝑛
, 180°−

1080°

𝑛
) 

 

證明圈數：

由此可推得第i圈菱形的鄰角數對為 (
360°×𝑖

𝑛
, 180° −

360°×𝑖

𝑛
)

假設總共可以拼貼出k圈的菱形，則第k圈菱形的鄰角數對為

(
360°×𝑘

𝑛
, 180° −

360°×𝑘

𝑛
)，因為最後會拼貼成正n邊形，所以

最外圈菱形的其中一個角度會等於正n邊形的內角：

(1)
360°×𝑘

𝑛
= 180° −

360°

𝑛

⇒
360°×(𝑘+1)

𝑛
= 180° ⇒

(𝑘+1)

𝑛
=

1

2
⇒ 𝑛 = 2𝑘 + 2 ⇒ 𝑘 =

𝑛

2
− 1

(2) 180° −
360°×𝑘

𝑛
= 180° −

360°

𝑛

⇒ 𝑘 = 1 只有一層 ⇒
360°

𝑛
= 180° −

360°

𝑛
⇒ 𝑛 = 4

證明種類個數：

第 𝑖 圈的菱形種類 = 第 𝑘 + 1 − 𝑖 圈的菱形種類：

)360°×(𝑘+1−𝑖

𝑛
, 180° −

)360°×(𝑘+1−𝑖

𝑛

→ (
360° × 𝑖

𝑛
, 180° −

360° × 𝑖

𝑛
)

𝑘 =
𝑛

2
− 1

如果圈數為偶數，則菱形種類數量為
𝑛

2
− 1 ÷ 2 =

𝑛

4
−

1

2
；

如果圈數為奇數，則菱形種類數量為圈數除以2後取整數部

分再加上1，用取頂符號表示即為
𝑛

4
−

1

2
。



四、探討非平面鑲嵌之頂點相接圖

奧運會徽之頂點相接圖 正方形拼接

(一) 討論不同大小正方形的邊長比

(二) 與收縮圖的關聯

(三) 鏢形拼貼

150 − 90 ÷ 2
360 − 90 + 90 + 120

正三角形
正方形之間的空隙為鏢形 → 鏢形拼接1 鏢形拼接2

鏢形拼接1之鏢形製作 鏢形拼接2之鏢形製作

如果看製作鏢形的正三角形，一樣可以得出

小的正三角形邊長：大的正三角形邊長=1： 2。

等腰直角三角形



研 究 結 論

一. 將奧運會徽中長方形對角線切出的四塊區域，以邊長為對稱軸做鏡射，再將部分圖形經由旋轉與平移後，得出奧徽

鑲嵌背景圖 ，裡面有三種元件，反之，奧運會徽的三個矩形也可經由這三種元件的各邊中點連線而成，利用奧徽鑲

嵌背景圖中的三種元件進行平面鑲嵌，我們歸納出如果選擇單一、兩個、三個、四個角度拼成一圈，分別有3種、

16種、23種、4種組合個數，其中如果選擇兩個角度拼成一圈時，一定要選擇30°和60°其中一個。

二. 拿三個元件拼貼鑲嵌圖形時，得出【性質1】利用三個元件拼貼成邊長為1的正十二邊

形時，如果要使拼貼出來的圖形為線對稱圖形，則擺放在對稱軸上的元件一定是右圖

三種情況，反之，如果對稱軸上的元件是以上三種情形，則圖形不一定是線對稱。

情形一 情形二 情形三

三. 討論奧徽鑲嵌背景圖的結構與變化，得到以下結論：

1. 線對稱圖形，對稱軸有24條。嵌入角度由中心往外分別為30°、60°、90°、120°、150°，逐漸變大。

2. 計算圖中不同大小正十二邊形的面積關係，可得大的面積等於小的面積的4倍，因此圖形可經由四個相同且邊長

為原長一半的正十二邊形重疊組合，將重疊的部分經平移重組後，補在旁邊空白的位置。

3. 將線段變成曲線，推廣至n個圓交疊，討論拼貼成正n邊形的四邊形元件，得到：

【性質2】如果n為偶數，則n個圓的交點與外圈點連線形成的四邊形皆為菱形。

【性質3】如果n為偶數，菱形的圈數為
𝒏

𝟐
− 𝟏，菱形種類個數為

𝒏

𝟒
−

𝟏

𝟐
，其中 𝒙 為取頂符號。

四. 回到奧運會徽這種非平面鑲嵌之頂點相接圖，將正方形拼接於正十二邊形中，得出小的正方形邊長：大的正方形邊

長=1： 2，而圖中空隙處為鏢形，亦可設計鏢形進形拼接。



未 來 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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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利用三個元件拼貼成正十二邊形的組合有好多種，除了根據面積關係去討論整數解之外，還需要考

慮角度的位置關係，這個部分可再繼續延伸，並且討論得更加完整。

二. 未來我們可以利用這些研究結果設計商標、益智遊戲或建築花紋等，甚至延伸到立體鑲嵌(如右圖)，

發明積木等生活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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