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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小學數學競賽選拔賽決賽試題 

第 二 試: 綜合能力測驗 (考試時間 60 分鐘) 

   縣市    國民小學 年級 編號：   姓名：     性別：__ 
 

請將答案填入考卷中對應題號的空位內，每一題都必須詳細寫下想法或理由。

每題 20 分，共 60 分。 

1. 請在下面的8 8× 方格表上放置 n 枚籌碼，使得無論如何選定 4 行且同時選定

4 列移除其上面所有的籌碼，都無法清空方格表上所有的籌碼。請問 n 的最

小值為何?如何放置? 
 

 
 
 
 
 
 
 
 
 

【參考解法】 
現驗證若籌碼數少於或等於 12 個時，一定都可依題意所述之方式清空籌碼。不

妨假設現共有 12 枚籌碼，根據鴿籠原理至少有 4 行中的籌碼都各不超過 1 枚，

(5 分)任選籌碼數不超過 1 枚的 4 行，將其它 4 行中的所有籌碼移除，此時方格

表上的籌碼總數至多只有 4 枚，再選定 4 列移除其上面所有的籌碼，即可清空

方格表上所有的籌碼。(5 分) 
所以最少需 13 枚籌碼，(5 分)如下圖所示是一種放置方法的例子：在左上方5 5×
的方格表內放置 10 枚，使得每行每列各恰有 2 枚籌碼，其它 3 枚籌碼則放置在

右下方3 3× 的方格表內，使得每行每列各恰有 1 枚籌碼。在此情況下無論如何

選定哪 4 行移除其上面所有的籌碼，棋盤上剩下的籌碼都至少佔據五列，反之

亦然，故無法清空方格表上所有的籌碼。(5 分) 
 從每一行、每一列都至少放一枚籌碼開始討

論，即至少需 8 枚籌碼，2 分 
 判斷出可從 8 枚籌碼開始討論且 8 枚籌碼不

可能，2 分 
 列舉說明 9、10、11、12 枚籌碼無法題意所

述之方式清空籌碼，每得一種正確的情況 2
分；若該情況說明不完整，至多 1 分。 

 觀察出無論如何取走 4 行(列)的籌碼後，至

少需有 5 列(行)上仍有籌碼，2 分。 



2. 有五個砝碼，它們的重量分別為 130 g、140 g、150 g、170 g、200 g，而它們

的外觀完全相同，無法看出輕重。現有一台有刻度的磅秤，可以秤出重量小

於或等於 400 g 的物體之重量。請問要如何操作才能在秤三次內保證找出重

量為 170 g 的砝碼？ 
【參考解法】 
由於磅秤只可以秤出重量小於或等於 400 g 的物體之重量，而最輕的三個砝碼之

總重量大於 400 g，故每次至多可秤二個砝碼。 
第一次可先任取二個砝碼秤重，此時可能的重量有： 

130 140 270+ = g、130 150 280+ = g、130 170 300+ = g、130 200 330+ = g、
140 150 290+ = g、140 170 310+ = g、140 200 340+ = g、150 170 320+ = g、

150 200 350+ = g、170 200 370+ = g。(5 分) 
可發現其中僅 300 g、310 g、320 g、370 g 這四種重量會有 170 g 的砝碼，而其

餘六種都沒有。(5 分)若第一秤的重量為 300 g、310 g、320 g、370 g 這四種重量

其中之一，則再任取這兩個砝碼之一秤重，即可辨別出 170 g 的砝碼；(5 分)若
第一秤為其它六個重量之一，則第二秤、第三秤分別秤未取出的一個砝碼，如

果其中有秤出 170 g，即為此砝碼，如果都未秤出 170 g，則未秤重的砝碼為 170 
g 的砝碼。(5 分) 

 僅舉例而無策略，不給分。 
3. 黑板上已經寫上一個 0，然後要求 A、B 兩人輪流在黑板上已寫出的表達式

的右端添加符號：A 每次添加一個「＋」(加號)或一個「－」(減號)，B 則添

加 1 到 101 之間的某一個正整數。兩組人各作 101 次，A 先開始，B 則先後

將 1 到 101 之間的所有正整數各恰寫出一次(不一定依照數的大小順序填

寫)。遊戲結束時，在黑板上所寫出的算式之值擦掉正負號後的數值就是 B 所

得的分數。A 要設法使 B 的得分越少越好，B 要使自己的得分越多越好，請

問 B 保證最多可以得到多少分？A、B 的策略分別為何? 
【參考解法】 
若 A 採用這樣的策略：當黑板上的算式之值大於 0 時，他就添加一個「－」號；

小於 0 時，他就添加一個「＋」號；等於 0 時，則隨意添加。(6 分)於是每一步

之後(包括最後一步)，黑板上所寫的算式之值擦掉正負號後的數值都不會大於

101，從而 B 的得分就不可能超過 101。(4 分)接下來證明 B 可以使自己的分數

得到 101 分。將前 100 個正整數分為兩個和數相等的組，每組 50 個數： 
1、4、5、8、…、4 3k − 、4k 、…、97、100 與 
2、3、6、7、…、4 2k − 、4 1k − 、…、98、99 

B 分別數出 A 已經寫出的加號的個數與減號的個數。B 的策略為：只要加號的

個數還不多於 50，那麼她就在各個加號之後依次寫上第一組中的數；相應地，

只要減號的個數還不多於 50，就在各個減號之後依次寫上第二組的數。而一旦

某種符號出現第 51 次，乙就在後面寫上數 101。(6 分)此時，黑板上所有與 101
同號的數之和擦掉正負號後的數值至少比前 100 個正整數中其餘的數之和大

101。接下來，B 可任意利用前 100 個數中尚未利用過的數。這就表明，B 至少

可以獲得 101 分。(4 分) 



答：101 分 
 提出 A 的可行策略，6 分；證明所提出的策略可行，4 分 
 提出 B 的可行策略，6 分；證明所提出的策略可行，4 分 
 給出答案為 101 且有提出策略，但策略說明不清楚，4 分 
 僅給出答案為 10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