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難之趣 
屯門區小學數學比賽專題特刊  

第十七屆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數字問題 
 
 數字問題是一種有關數字和運算符號排列的數學問題，是數學競賽裡較機智和有趣

的題目。數字問題大致可分為三大類：①填運算符號，②填數字，③數陣圖。 
 

填運算符號 
 
 這類題目要求在一串數字中填上適當的運算符號，使得數式成立。由於沒有限制填

入運算符號的種類和擺放的位置，故此，克服這類題目的關鍵就是在於決定運算符號的

種類和位置。試看以下例題： 
 
例一：加上運算符號使以下算式成立 
   1 2 3 4 5 6 7 8 9 = 100。 
解答：由於運算符號的位置不定，我們可從幾方面著手去把這些數字湊成 100。 

比如說，用 123 開頭，再加加減減湊成 100； 
即  123 – 45 – 67 + 89 = 100 
或  123 + 45 – 67 + 8 – 9 = 100 
或者把最後的 8 和 9 乘起來得 72，再把前邊的數加起來湊成 100。 
即  1 + 2 + 3 + 4 + 5 + 6 + 7 + 8 9×  = 100。 

 
例二：加上運算符號（包括括號）使下式成立。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 1990 
解答：這題數的重點在於怎樣湊出 1000。即 
   ( )8888 8 888 888 888 8 1990÷ + − ÷ + =  

或   ( )8888 8 888 88 88 8 8 8 1990÷ + − ÷ + − + =  
或   ( )8888 8 888 88 8 8 8 8 8 1990÷ + − ÷ − ÷ − ÷ =  

這裡 3 條算式都是先用8888 8 888÷ + 湊出 1999，再用括號內

的數式做出 9，最後把 9 減去，湊成 1990。當然，還有許多

方法可以湊出答案的！同學不妨試試。 
（本題解答由 2B(95)班吳世昌同學提供）

1 



 解決「運算符號」題，要注意數字情況與得數的特點，採用逆推和湊數相結合的方

法解決。有時問題得數容易湊成，解法很多，有的思路較窄，解法很少。 
 

填數字 
 
 解這種題的要訣，需要仔細觀察數字的特點，分析數字間的關係，進行推理、試算

等，有的需要找出填寫數字的突破口，逐步把問題解決。 
 
例三：填出下面加法數式中用子母表示的數字（不同字母代表不同數字）。 

 F O R T Y 
  T E N 

+  T E N 
 S I X T Y 

解答：以上共有 10 個不同的英文字母，所以每個字母就代表 0 至 9 等 10 個數字。 
 初步觀察： 
     第一列 Y + 2N = Y； 
     第二列 T + 2E = T。 
 

  第
五

列 

第

四

列 

第

三

列

第

二

列

第

一

列

  F 9 R T Y
    T 5 0
 +   T 5 0

可見第一列沒有向第二列進位，因此可以確定 N = 0。 
而第二列 E 只能是 5。這樣第二列向第三列進 1。 
現在假設 O 是 9，因為 O、I 不同，顯示第三列會向第四列

進位，而第四列也向第五列進 1。若果 O 是 8，那麼第三列

進 1 後只能得 9，不能向第五列進 1；若果第三列進 2 得 10，
那麼 I 代表 0，但Ｎ已知是 0，亦不可能。所以 O 是 9，I 是
1。至此，我們得出右式：   S 1 X T Y

 
 因為第三列要進 2 至第四列，所以 T 和 R 一個是 7 的話，另一個就一定是 8。經

過驗算會發現 T 是 8，R 是 7，這樣 X 是 4，還餘下 2、3、6，必然 F 是 2，S 是

3，Y 只能是 6 了。所以我們有 
 

 2 9 7 8 6 
  8 5 0 

+  8 5 0 
 3 1 4 8 6 

（本題解答由 2C(94)班梁美紅同學提供） 

這題目最先由數學教師艾倫韋恩(Alan Wayne)在 1947 年發表在 8-9 月的《美國數

學月刊》(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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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例子可以知道，要對付這種文字題，能否突破缺口是解題的關鍵。讓我們再

看一個更精彩的例子。 
 
例四：下面算式中的「偶」字可取 0、2、4、6、8 的某個值，「奇」字可取 1、3、5、7、

9 中的某個值。問當奇偶取何值時會使下式成立？ 
 

    偶 奇 偶

奇 奇 6 偶 偶 奇 奇 偶

  偶 奇 偶  

   奇 奇 奇 

   奇 偶 偶 

    偶 奇 偶

    偶 奇 偶

      0

 
解答：由於這個算式是除法直式，所以應選擇商數和除數作為解題的突破點。 

為方便敘述，我們把算式中一些關鍵性位置用字母表示，設商數為 abc，除數為

xy6 等，如下面的算式： 
 

    a b c
x y 6 偶 偶 奇 奇 偶 ……第一行

  d e f  ……第二行

   奇 g h ……第三行

   i j k ……第四行

    偶 奇 偶 ……第五行

    偶 奇 偶 ……第六行

      0
 

這個算式裡有下面的數量關係： 
 xy6 (奇奇 6)  a = def (偶奇偶) .....................(1) ×
 xy6 (奇奇 6)  b = ijk (奇偶偶) .....................(2) ×
 xy6 (奇奇 6)  c = 偶奇偶  .....................(3) ×
首先，由(1)式可以知道 。而且 91≠a ≠a ，否則，若 a = 9，就算取 xy6 = 116，
仍會有 116  9 = 1044，不可能。 ×
同理，得知 1≠b 和 。又因為 dbf 9≠b ≠  ijk，所以 ba ≠ 。 
現在假設 a = 2。（ａ取較少值對往後計算有利！） 
因為 a = 2（假設），所以 x < 5。現在不妨先取 xy6(奇奇 6)為 116、136、316、
336 等幾個數（這幾個數都是符合上述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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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我們有 
 116 ×  2 = 232  （偶奇偶）.....................(4) 
 136 ×  2 = 272 
 316 ×  2 = 632 
 336 ×  2 = 672 
現在我們再用上述４個數字去估計 b 的值。因為 1≠b ，不妨取 b = 3（仍是一句，

b取較少值對往後計算有利）。則我們有 
 116 ×  3 = 348  （奇偶偶） 
 136 ×  3 = 408  （不合上述條件） 
 316 ×  3 = 948  （奇偶偶） 
 336 ×  3 = 1008  （不合條件） 
現在我們只須要考慮 116 和 316 能否符合算式的其他條件。 
因為 xy6 (奇奇 6)  c = 偶奇偶，這「偶奇偶」與(4)相同，我們索性再假設 c = 2，
現在我們有 

×

 
2 3 2

x y 6 6 偶奇奇偶

6 3 2
9 奇奇

9 4 8
6 3 2
6 3 2

0

除了偶 = 2 外，其他

數字與 3 相減後均不

能得到 9。但若偶 = 
2，則第一個數字是

7，不可能。 

無論奇代甚麼數

字，與 4 相減後均

不能得到 6。 

或 
2 3 2

1 1 6 2 6 9 1 2
2 3 2

3 7 1
3 4 8

2 3 2
2 3 2

0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出正確的算式（答案不止一個）。 
（本題解答由 2C(94)班梁美紅同學提供） 

 
上題解答並非正確的推理方法（正確的方法太過冗長！），

只是用「屢敗屢戰」的方法去嘗試得出算式。不過，由於商數沒

有限制，從一些特別情況去考慮，亦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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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陣圖 
 
 數陣圖是一種有趣的填數字遊戲。我們會向同學介紹三種數陣圖：封閉型數陣圖、

輻射型數陣圖和複合型數陣圖。讓我們先看看封閉型的例子： 
 
例五：將 1 至 12 這十二個數填入□內，使下圖中四條邊上□內的數的和相等。 
 

 ⎯  ⎯  ⎯ 
⏐      ⏐

      
⏐      ⏐

      
⏐      ⏐

 ⎯  ⎯  ⎯ 
 

 
解答：要解這條數，先要計算一下每條邊的數字的和是多少，再把這些數字調配一下，

就可以得出正確的答案了。現在我們去執行上述步驟： 
 因為 1 + 2 + ... + 12 = 78 
   78 4 1÷ 9=  ...... 2 
 所以每條邊上四個數的和應該是 19 再加些數。 
 
 每個角上填的數的和加上餘數 2 之後，應是 4 的倍數。經驗算後，只有 

1 + 2 + 3 + 4 = 10、5 + 6 + 7 + 8 = 26、9 + 10 + 11 + 12 = 42，符合要求。 
 

現在四個角上分別填上 1、2、3、4，每條邊上四個數的和為 19+增加的數（就

是 1 + 2 + 3 + 4 + 2 = 12，12 4 3÷ = ），19 + 3 = 22（每條邊上四個數的和）。 
 

具體填數，適當調配（如下）。另二解，每條邊上四個數的和分別為 19 + 7 = 26、
19 + 11 = 30。同學自己動手構作答案！ 

 
1 ⎯ 11 ⎯ 6 ⎯ 4
⏐      ⏐

12      5
⏐      ⏐

7      10
⏐      ⏐

2 ⎯ 9 ⎯ 8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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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讓我們看看輻射型數陣圖的例題。 
 
例六：把１至７這七個數分別填入下圖的○內，使每條線段上三個○內的數的和相等。 

 

 

 
 
 
 
 
 

解答：首先，我們會發覺在計算每條線段上三個數的和的過程中，都要用到中心數。而

且，在上一例題知道，解數陣題必須知道每條線段上三個數的和。所以確定中心

數和每條線段上三個數的和是解題的關鍵。為此我們假設

中心數為 a，每條線段上三個數的和為 k。我們有以下關

係式： 
    3k = (1 + 2 + 3 + 4 + 5 + 6 + 7) + 2a 

即  3k = 2a + 28 

於是得 
3

228 ak +
=  ......... (*) 

下面我們將利用(*)去求出 k 之值。 

由於 k 是整數，因此
3

228 a+
必是整數；也就是說

3
228 a+

餘數是 0。 

當 a = 1， 
3

228 a+   商 10 餘 0，可以； 

當 a = 2， 
3

228 a+   商 10 餘 2，不行； 

當 a = 3， 
3

228 a+   商 11 餘 1，不行； 

當 a = 4， 
3

228 a+   商 12 餘 0，可以； 

當 a = 5， 
3

228 a+   商 12 餘 2，不行； 

當 a = 6， 
3

228 a+   商 13 餘 1，不行； 

當 a = 7， 
3

228 a+   商 14 餘 0，可以； 

 如果以 1 為中心，數陣圖每條線段上三個○內數的和

就是 10。我們把 1 填在中心，然後把其餘的六個數，兩

個兩個的組合在一起，使它們的和為 9，即(2,7)、(3,6)
和(4,5)，把每組內的兩個數填入圖中的每一條線段，得

如右圖的基本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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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 = 4，k = 12，得第二個解： 當 a = 7，k = 14，得第三個解： 

  
 

 最後要為同學介紹的數陣圖叫做複合型數陣圖，它既有封閉型的要求，又有輻射型

的要求，難度也比前兩種數陣圖為高。不過，既然它有著前兩種數陣圖的特徵，因此以

前的解題方法仍然適用。讓我們看看以下例題。 
 
例七：將 1 至 16 這十六個數分別填入下圖的○內，使每條線段上四個○內數的和相等，

兩個八邊形八個頂點上○內數的和也相等。 
 

 

 
 
 
 
 
 

解答：由於要求兩個八邊形八個頂點上○內數的和相等，所以每個八邊形八個頂點上○

內數的和應該是 
   ( )  = 1 2 3 16 2+ + + + ÷... 136 2÷  

        = 68 
由於每條線段上四個○內數的和相等，所以每條線段上四個○內數的和應該是 
   = ( )1 2 3 16 4+ + + + ÷... 136 4÷  

        = 34 
由於每條線段上四個數的和(34)是個偶數，所以每條線段上的四個數中奇數的個

數一定是雙數；同樣地，每個八邊形的八個頂點上的數的和也是偶數，所以這八

個頂點上奇數的個數一定是雙數。 
每條線段上四個數的和的一半是34 2 17÷ = ，這就是說，一個奇數與一個偶數一

定要組成 17。配搭的方法有以下幾種情況： 

 (1,16), (2,15), (3,14), (4,13), (5,12), (6,11), (7,10), (8,9)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採用試驗的方法，得到如右解答（解

答不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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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1. 加上運算符號（包括括號）使下列各式成立。 
 (a) 5  5  5  5  5  5  5  = 1 
  5  5  5  5  5  5  5  = 2 
  5  5  5  5  5  5  5  = 3 
  5  5  5  5  5  5  5  = 4 
  5  5  5  5  5  5  5  = 5 
  5  5  5  5  5  5  5  = 6 
  5  5  5  5  5  5  5  = 7 
  5  5  5  5  5  5  5  = 8 
  5  5  5  5  5  5  5  = 9 
  5  5  5  5  5  5  5  = 10 
 
 (b)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 1992 
 
2. 下列題中不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數字，相同的字母代表相同的數字，問它們各代表

甚麼數字時，算式成立？ 
 

  S E V E N 
  S E V E N 

+   S I X 
 T W E N T Y 

 
3. 下式的「偶」字可取 0、2、4、6、8 中的某個值，「奇」字可取 1、3、5、7、9 中

的某個值。當奇偶取甚麼值時，這個算式成立？ 
 

   偶 偶 奇 
×    奇 奇 
  偶 奇 奇  
  偶 奇 偶 奇 
 奇 奇 奇 奇 奇 

 
4. 把 1 至 9 這九個數字分別填入下面空格內，使等式成立（每個空格只許填一個數字）。 
  □ □  □ □ □ ＝ □ □ □ □ ×
 
5. 把 1 至 11 這十一個數分別填在下圖五邊形的○內，使得每條邊虛線上三個數的和

是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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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將 1 至 10 這十個數分別填入下圖中的十個○內，使每條線段上四個○內數的和相

等，每個三角形三個頂點上○內數的和也相等。 
 

 

 

 
 
 
 
 
 
 

 
 
 
 

解答 
 
1. (a) ( ) (5 5 5 5 5 5 5 1+ + + )+ ÷ × =  

  5 5 5 5 5 5 5 2− ÷ − ÷ − ÷ =  
  5 5 5 5 5 5 5 3− ÷ − ÷ + − =  
  5 5 5 5 5 5 5 4− ÷ + − + − =  
  5 5 5 5 5 5 5 5+ + + − − − =  
  5 5 5 5 5 5 5 6+ − + − + ÷ =  
  5 5 5 5 5 5 5 7+ − + ÷ + ÷ =  
  5 5 5 5 5 5 5 8+ ÷ + ÷ + ÷ =  
  ( ) ( )5 5 5 5 5 5 5 9+ ÷ + + ÷ + =  

  ( )  5 5 5 5 5 5 5 10÷ + ÷ × + − =

(b) ( )2222 222 2 2 2 222 222 1992− + × × + − =  

解答不止一個，同學不妨自己動手一試！ 
 
 

第

六

列 

第

五

列 

第

四

列 

第

三

列 

第

二

列

第

一

列

 S E V E N
 S E V E N

+    S I X
T W E N T Y

2. 這題數的「缺口」在於Ｓ和Ｅ的選擇。 
首先，T 只能是 1。S 只可能是 6 或以上的數字，否則第五

列兩個 S 相加後將無法進位。；若果 S 是 5，則第五列相

加後，再加上第四列的進位，會使 T 和 W 都是 1，不可能。

而且，由第四列：E + E + 進位 = E + 10，可以知道，E 只

能是 8 或 9。決定了上述字母代表甚麼數字後，其他字母就

會很容易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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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 7 8 2 
  6 8 7 8 2 

+    6 5 0 
 1 3 8 2 1 4 

 
 
 
 

 
3. 為敘述方便，設乘數和被乘數分別為uv、 abc。 

根據 uabc×  = 偶奇奇，可以看出 1≠u （若果 u = 1，則 uabc×  = 偶偶奇），且 3≤u
（因為 a 為偶數，最小的偶數是 2，若果 ，則5≥u 52 ×bc 會是個 4 位數），此時 a
只能是 2（又是進位問題）。 
現在 32 ×bc  = 偶奇奇，則 ，c 可以是 5、7、9。但103 >×c 3×b 加上進位後是奇數，

則由 進位得來的數值只可能是 1，那麼 c 只可能是 5 了。 3×c
這時，如下圖所示，因為  = 偶，所以由32× 3×b 進位得來的數值只可能是 0 或 2，
則 b 只可能是 2 或 8。 
 

   2 b 5  2 8 5
×     3 v  × 3 9
  偶 奇 5   8 5 5

+  偶 奇偶 奇  + 2 5 6 5
 奇 奇 奇奇 奇  1 1 1 1 5

 
拫據 vb ×52  = 偶奇偶奇，v 可能是 5、7、9。若果 v = 5，則 552 ×b  = 奇□偶 5，
不合題意。若果 v = 7，則 會進位 3，但75× 7×b 必定是偶數，再加上進位得來的 3
後會是奇數，則 752 ×b  = □□奇 5，不合題意。若 v = 9，則 952 ×b  = □□偶 5。 
當確定了 v = 9 後，若果 b = 2，則 9225×  = 2025（偶偶偶奇），不合題意。若果 b 
= 8，則  = 2565（偶奇偶奇），切合題意。答案如上： 9285×

 
4. 為方便敘述，我們先將算式以文字作記： fcdeab □□□=× 。這裡， 有許多可

能： 、

eb×
632 =× 842 =× …、 5678 =× 、 7298 =× 等等。 

明顯地 b、e、f 應取較大數字，否則消耗太多較小數字，剩下的數字續填下去，積

無法維持四位數。 
在考慮 的各個組合前，我們大膽地多作一個假設：a、c 取值不可能超過 4；否

則剩下的數字填下去的話，又會進位。我們嘗試取

eb×
eb×  = 98× ，則 a、c 只能是 1、

3、4，逐一考慮以下情況： 

 

29318 □□□=× d  29138 □□□=× d 29418 □□□=× d 29148 □□□=× d  
28319 □□□=× d 28139 □□□ 28149 □□□=× d  =× d 28419 □□□=× d

10 



現在只差一點柬西──運氣！要是運氣好的話，可以省卻一點氣力，要不然，只要

堅持到底，仍會得到解答： 763215948 =× （共有七組解答，同學自己動動手，找出

餘下的解答！）。 
 
5. 設中心數為 a，虛線上三數的和為 k，我們有下列數式： 

 5k = (1 + 2 + 3 + … + 11) + 4a 

即   k = 
5

466 a+  …… (*) 

除了 a = 1, 6, 11 外，k 均非整數，故只有三個可能（解答不止一個）。 
 
a = 1，k = 14 a = 6，k = 18 a = 11，k = 22 

   
 
6. 我們先考慮右圖情況。設中心數為 a，每條線段上四個數的和為 k，則我們有下式： 

3k = (1 + 2 + 3 + … + 10) + 2a 

即   k = 
3

255 a+   ……(*) 

當 a = 2, 3, 5, 6, 8, 9，k 均非整數，不合題意。 

當 a = 1，k = 19
3

255
=

+ a
； 

當 a = 4，k = 21
3

255
=

+ a
； 

當 a = 7，k = 23
3

255
=

+ a
； 

當 a = 10，k = 25
3

255
=

+ a
； 

當 a = 1，餘下九個數的和為 54。考慮下圖情況，其實它等同於一個 3 階幻方，直、

橫、斜三個數的和為 18，即 
 3 8 7

10 6 2
5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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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須把幻方的直行的三個數填入上圖的同一層裡，對應的橫行就填入上圖相同的線

段內，就可以得到其中一個解答（共有 6 組不同解答）。

如右圖 
 
 
 
 
如此推類，當 a = 4, 7, 10 時，得以下三組基本解答： 
 
a = 4 a = 7 a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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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數學 
 
 據數學娛樂大師亨特(J.A.H. Hunter)的考證，字謎或字母算術(letter arithmetic)最早

在一千年前的印度和中國就出現過，然後才傳入歐洲。基本而言，數式可以是「加」、

「減」「乘」、「除」，只是不同的數字被不同的字母代表，構成既有趣又富挑戰性的

智力遊戲。 
 1931 年，梵吹夸特(M. Vatriquant)在著名的娛樂數學雜誌《斯芬克斯1》中，稱這類

數字謎題為「隱算術」(cryptarithm)。不過，這名字並沒令讓人們注意到這類問題。 
 1955 年，一個機緣巧合的情況下，亨特被一位記者問及應該怎樣去描述一個字母數

學的問題，以便更多地刊登這類有特色的問題。亨特錯有錯著地創造了一個比隱算術更

具吸引力的新名詞：「文字數學」(alphametic)，令原本可能枯橾乏味的梵吹夸特謎題，

以一種更令人喜愛的形式出現： 
 

(1)  A B C   B U T But we get wet, lout. 
   D E   W E 意思是：但我們弄濕了，蠢材！ 

  F E C   G E T  
 D E C    W E T 為免影響數式的美感，這裡的「×」

 H G B C   L O U T 號被隱去了！ 
 

這種「語帶相關」的文字數學廣受讀者的愛戴！變得風靡一時的玩意。 
 
印度數學家喀普爾(J. N. Kapur)的 8 卷文集《Fascinating World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1989)中，就刊有一個趣味盎然的謎題： 
 

  USA + USSR = PEACE 
 
在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一直以核武器相互威嚇對方，那時世界的和平，果真是掌握在

兩個大國的手上！ 

 這題目的解法也很巧妙。首先，3 位數加 4 位數得出一個 5 位數，那麼 USSR 一定

是個 9000 多的數，於是 USA 自然是一個 900 多的數，那麼 P 必然是 1，E 必然是 0。
這時，我們有左式： 

         
   9 S S R   9 3 3 8
 +   9 S A   + 9 3 2
  1 0 A C 0   1 0 2 7 0
         

                                                 
1 該雜誌的英文名稱為Sphinx，原指埃及神話裡的帶翼獅身女怪，傳說她常常叫過路的行人猜謎語，猜不

到出者即遭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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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 ，但 1 和 9 已被用去，所以 A 和 R 只能是 4、6；3、7；2、8 的組

合。由 可知，S 比 A 大 1。現在我們對 A 從小至大取值，若 ，則

10=+ RA
AS =+ 9 2=A 8=R ，

，這樣 C 會是 7，得右上式。同學們不妨嘗試其他數值，會發覺均不可能，所以

答案只有上式。 
3=S

 
 下面有一些由淺入深的例子。當然，沒有解文字數學或隱算術的一般方法；只有興

趣、耐性和一些技巧而矣。通常我們會對某一字母的可能性構作一個可能性的表列，然

後列出其他字母的一個或幾個的可能對應值，在此一過程中，某些字母代表的數值會因

為重複或其他原因而被捨去，最終在不斷的努力中求得可能的解。 
 

(2)        (3) D O
   L O S E  D O F L Y
 +  S E A L  I F
  S A L E S  D R Y
        D R Y

 
 

(4)    S E T  (5)
  +  N E T  T R I E D
    U S E  + D R I V E
  ×    A  R I V E T
   L U R E  

 
 

(6)   F U N   (7)
  ×  I N   T H E
   * * *   S E V E N
  * * *    + S E V E N
  F A C T   T E A S E R

 
 

(8)     I T  (9) A R T 
 I S T H A T  E V E T R U S T S 
   T R Y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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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下題是一條很有趣的問題；除非特別指明，否則題目沒有列明混算符號的情況下

都會是「加」數，但這題目到底是「加」定「減」呢？同學們請細心地分析吧！ 
 

(10)        (11) N O  
  P O S H    L A D T O O K  
  C H O P    K I T   
  S H O P    * * *  
         * * *  

 
(12)      I T  (13) X M A S 

 C A N M A R L   M A I L 
    C A N    + E A R L Y 
    S A I L   P L E A S E 
    * * * *     
            

 
(14)   S E N D   

 +  M O R E   
  M O N E Y   

 
 上式是一條家傳戶曉的文字數學題，它那語帶相關的趣味，常令讀者忍俊不禁，卻

又趣味盎然。 
 

(15)  T H R E E  (16) F I V E 
  T H R E E   F I V E 
 +   O N E   N I N E 
  S E V E N   + E L E V E N 
         T H I R T Y 

 
 
 一個極為悲傷的故事，它發生在每一天。兩條謎題的意思是，在結冰的道路上，汽

車雖然剎了車，卻依然滑著走；車禍即將發生！兩條數式中的字母代表相同的數字。 
(17)    I C Y  

   R O A D  C C C
 +   C A R  + N O
  S K I D S  C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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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題是一個「雙倍正確」的加式，其正確不僅在於加法本身，還有「THREE」代表

一個 3 的倍數，而「SEVEN」代表一個 7 的倍數。 
             

(18)    F O U R  (19) T E N  
     O N R   T E N  
   T H R E E   N I N E  
   T H R E E   E I G H T  
  E L E V E N   T H R E E  
          F O R T Y  
             

 
 左式中，「FOUR」能被 4 整除，而右式中的「NINE」是一個完全平方數。 
 

(20)    E E R Y  (21)  M A N 
 ×    O W L   M A N D I Z Z Y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R  
  R R R R R R   * * * Y 
          * * * * 

 
 下面的兩條除式，「*」號可以代表任何數字。 
 

(22)          (23)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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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為大家奉上 7 個 7 的問題。這題數算得上是文字數學登峰造極的作品，算式

中的 7 個 7 在破解過程中都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同學請耐心地會一會經典的問題： 
 

             
(24)        * * * 7 * * * * * *

 * * * * 7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答案： 
 

(1)   1 2 5     (2)  
 ×   3 7     9 7 1 2  
   8 7 5     + 1 2 0 9  
  3 7 5      1 0 9 2 1  
  4 6 2 5      

 
(3)     2 9    (4) 8 4 2  

  2 9 8 4 1    + 1 4 2  
    5 8     9 8 4  
    2 6 1    × 6  
    2 6 1    5 9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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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2 0 4   
   1 7 4 6 5   × 1 4   
  + 5 7 4 9 6   8 1 6   
   7 5 9 6 1   2 0 4   
          2 8 5 6   

 
 

(7)      1 2 7  (8) 5 2 
    8 7 3 7 6  5 6 2 9 1 2 
  +  8 7 3 7 6  2 8 0  
   1 7 4 8 7 9  1 1 2 
          1 1 2 

 
 

(9)       5 0 2  (10)    
 4 1 4 2 0 7 8 2 8   7 8 3 4  
    2 0 7 0    −) 4 8 7  
       8 2 8   3 4 8 7  
       8 2 8      

 
 

(11)      3 4  (12)  1 8 
  2 1 9 7 4 4 6   5 0 2 9 0 3 6 
    6 5 7   5 0 2  
     8 7 6   4 0 1 6 
     8 7 6   4 0 1 6 

 
 

(13)     3 7 8 4  (14)    
     7 8 6 0   9 5 6 7 
  +  9 8 2 0 5   + 1 0 8 5 
   1 0 9 8 4 9   1 0 6 5 2 

 
(15)   2 3 5 7 7  (16) 4 0 2 7 

   2 3 5 7 7   4 0 2 7 
  +   8 1 7   5 0 5 7 
   4 7 9 7 1   + 7 9 7 2 7 5 
          8 1 0 3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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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6 2 8  
   9 7 5 4  2 2 2
 +   2 5 9  + 3 7
  1 0 6 4 1  2 5 9

 
 

(18)    9 8 2 4  (19) 7 1 8 
     8 7 1   7 1 8 
   6 0 4 1 1   8 2 8 1 
 +  6 0 4 1 1   1 2 3 4 7 
  1 3 1 5 1 7   + 7 4 0 1 1 
          9 6 0 7 5 

 
 

(20)    3 3 6 7  (21) 2 4 7 
 ×    1 9 8   2 4 7 6 1 0 0 9 
   2 6 9 3 6   4 9 4   
  3 0 3 0 3    1 1 6 0  
  3 3 6 7     9 8 8  
  6 6 6 6 6 6   1 7 2 9 
          1 7 2 9 

 
 

(22)          (23)     
      9 7 8 0 9   1 0 1 1. 1 0 0 8
1 2 4 1 2 1 2 8 3 2 1  6 2 5 6 3 1 9 3 8   
   1 1 1 6     6 2 5     
     9 6 8    6 9 3    
     8 6 8    6 2 5    
     1 0 0 3   6 8 8   
      9 9 2   6 2 5   
       1 1 2 9   6 3 0  
       1 1 1 6   6 2 5  
         5     5 0 0 0
             5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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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6 9 8 7 8 9 8 0 4 6
 1 2 4 4 7 3 3 8 6 9 8 0 6 7 2 9 8 4 9 1 7 1 8
        7 4 6 8 3 9 8      
        1 2 2 9 6 6 9 2      
        1 1 2 0 2 5 9 7      
        1 0 9 4 0 9 5 9      
        9 9 5 7 8 6 4      
        9 8 3 0 9 5 8      
        8 7 1 3 1 3 1      
        1 1 1 7 8 2 7 4     
        9 9 5 7 8 6 4     
        1 2 2 0 4 1 0 9    
        1 1 2 0 2 5 9 7    
        1 0 0 1 5 1 2 1   
        9 9 5 7 8 6 4   
        5 7 2 5 7 7 1
        4 9 7 8 9 3 2
        7 4 6 8 3 9 8
        7 4 6 8 3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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