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北市一 O 六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電腦程式設計競賽決賽試題 

(高中組)  

說明： 

1. 本試卷共有四題，每題 25 分。 

2. 請記得隨時備份自己的程式。  

 

試題 1：尋找編碼權重 

問題敘述 

強強設計了一個隱密的資料傳輸機制，想要把非負整數用一個特別的進位制

編碼起來，這個進位制的每一位數可以使用的數字個數不一定相等，平常 b 進位

制裡一個 n位數字 (dn-1,dn-2,…,d2,d1,d0), 0di<b,0in-1 代表非負整數 D = 

dn-1bn-1 + dn-2bn-2 + … + d2b2 + d1b + d0 (其中每一位數 di 可以使用的數字都有 b 

個)，現在這個新的進位制裡一個表示方法 (dn-1,dn-2,…,d2,d1,d0) 代表的非負整數

D為 dn-1bn-1 + dn-2bn-2 + … + d2b2 + d1b1 + d0 其中 bi+1>bi, 0di<(bi+1/bi), 0<i<n-1, 

0d0<b1, 0dn-1<M/bn-1, bn-1M，使得每一個 [0,M] 範圍中的非負整數都有唯一的

表示方法，在傳送的過程裡強強不想讓任意的人都可以隨便看出來傳送的資料是

什麼，所以他把所使用的權重 { bi }, 0<i<n 混雜了許多其它的數字之後打亂順

序再傳送，他確認過傳送的集合 { Bi } 裡面符合基底規則的序列中最長的就是 

{ bi }，現在你收到了這一組數字 { Bi }，請寫一個程式由收到的 { Bi } 中找出

所使用的編碼方法的位數以及權重，如下列範例將 n 以及 { bi } 由小到大列印

出來。程式的輸入與輸出描述如下： 

輸入說明： 

N B0 B1 B2 B3 … BN-1 

輸入資料中第一個整數是傳送的集合 { Bi } 的元素個數 N，接下來 N 個整數就

是 Bi, 程式輸出此編碼方法的位數 n 以及由小到大排序的 n-1 個權重 b1 b2 

b3 … bn-1。 

 

輸出說明： 

n b1 b2 b3 … bn-1 

實際測資中參數的範圍如下：2<n60, 2N3000, 1<bi<263, 1<Bi<263, 如果找不到

大於 2 的 n，請輸出 -1，程式執行時間限制 3秒 

範例輸入： 

5 18 9 5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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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輸出： 

4 3 9 18 

範例輸入： 

5 8827 10760113 29003 203021 118243 

範例輸出： 

4 29003 203021 10760113 

 範例輸入： 

6 279936 8827 109319 35987 689 27209 

範例輸出： 

-1 

 

試題 2. 叢林昆蟲大調查 

問題敘述 

志明與春嬌是兩位國際知名的昆蟲學家，今年的夏天他們在靠近赤道的一個

小島上採集三種昆蟲(椿象、蝴蝶和蒼蠅；依序以 0、1、2 分別來當成它們的代號)

做為研究用途。在此島上有三處的叢林(它們分別以 A、B 和 C 來代表)是昆蟲最易

聚集之地方，每隔一段時間志明與春嬌協力要這三處叢林之一隨機採集一隻上述

的昆蟲(假設一定可採集到)；當志明與春嬌當採集到一隻昆蟲後可以選擇留在同一

處叢林繼續採集或離開到其它叢林繼續採集。 

假設他們一開始採集昆蟲的叢林為 A、B 和 C 的機率依序為 0.3、0.3、0.4；

而在這三處叢林會採集到椿象、蝴蝶和蒼蠅的機率如下表(表一)所示： 

表一 椿象 蝴蝶 蒼蠅 

A 0.1 0.8 0.1 

B 0.2 0.1 0.7 

C 0.3 0.4 0.3 

例如，在叢林 A 會採集到椿象、蝴蝶和蒼蠅的機率分別為 0.1、0.8、0.1。另外，

當採集到昆蟲後將從一處叢林轉移至另一處叢林(或留在原叢林)繼續採集的機率

如下表(表二)所示： 

表二 至 

A B C 

 

從 

A 0.2 0.3 0.5 

B 0.2 0.2 0.6 

C 0.4 0.3 0.3 

例如，如果目前是在叢林 B，則留在叢林 B 繼續採集的機率是 0.2、轉移至 A 繼續

採集的機率是 0.2、轉移至叢林 C 繼續採集的機率是 0.6。若所採集昆蟲的序列是

「椿象、蝴蝶」，則此昆蟲序列與可能對應到的叢林序列同時發生的機率計算如下

表(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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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椿象、蝴蝶 機率 

AA 0.3(開始為 A)x0.1(A 採集椿象)x0.2(繼續在 A)x0.8(A 採集蝴蝶) 0.0048 

AB 0.3(開始為 A)x0.1(A 採集椿象)x0.3(轉移至 B)x0.1(B 採集蝴蝶) 0.0009 

AC 0.3(開始為 A)x0.1(A 採集椿象)x0.5(轉移至 C)x0.4(C 採集蝴蝶) 0.0060 

BA 0.3(開始為 B)x0.2(B 採集椿象)x0.2(轉移至 A)x0.8(A 採集蝴蝶) 0.0096 

BB 0.3(開始為 B)x0.2(B 採集椿象)x0.2(繼續在 B)x0.1(B 採集蝴蝶) 0.0012 

BC 0.3(開始為 B)x0.2(B 採集椿象)x0.6(轉移至 C)x0.4(C 採集蝴蝶) 0.0144 

CA 0.4(開始為 C)x0.3(C 採集椿象)x0.4(轉移至 A)x0.8(A 採集蝴蝶) 0.0384 

CB 0.4(開始為 C)x0.3(C 採集椿象)x0.3(轉移至 B)x0.1(B 採集蝴蝶) 0.0036 

CC 0.4(開始為 C)x0.3(C 採集椿象)x0.3(繼續在 C)x0.4(B 採集蝴蝶) 0.0144 

所以昆蟲序列「椿象、蝴蝶」的最終發生機率為 0.0917(為上述 9 種組合的機率和)。 

聰明的你(妳)請幫忙志明與春嬌計算在給定的多個昆蟲序列中哪一筆序列的

最終發生機率是最大的？ 

輸入說明 

第一行為一個正整數 n，1≦n≦50。 

第二行起共有 n 行，分別對應到不同的昆蟲序列。其中每一行的第一個輸入是某

一筆昆蟲序列的編號(為一個整數)；第二個輸入是此昆蟲序列中昆蟲代號所形成的

數字串(0 代表椿象、1 代表蝴蝶、2 代表蒼蠅)。上述 n 筆昆蟲序列的昆蟲代號數

字串長度不一定相同(最長不超過 50)；編號和數字串間是由一個空白鍵所隔開。 

輸出說明 

輸出上述 n 筆昆蟲序列中擁有最大的最終發生機率的那一筆昆蟲序列所對應之編

號。如果有多筆昆蟲序列同時擁有最大的最終發生機率，請照編號大小(由小到大)

依序將它們對應的編號輸出，編號間是用一個空白鍵來隔開。 

輸入範例一 輸出範例一 

3 

0 0221 

1 2101 

2 11122 

1 

 

輸入範例二 輸出範例二 

4 

0 221012 

1 212101 

2 110112 

3 001210 

2 

 

 



 

 4 

試題 3.  產品包裝 

問題敘述 

有一間工廠生產的產品，其外形每個高度都是 6 單位尺寸，而且長寬也都相

等，但長寬有六種不同的單位尺寸：1*1、2*2、3*3、4*4、5*5、6*6。因此，這

些產品都將是用大小為 6*6*6 單位尺寸的箱子打包後寄給客戶。為節省成本，希

望將一個客戶所訂購的產品放在最少的箱子中寄出。請你寫一個程式，找出寄送

某客戶所訂購產品最少需要多少個箱子。 

輸入說明： 

每組測試資料一列（就是一個客戶的訂單），含有 6 個整數，分別代表 1*1、

2*2、3*3、4*4、5*5、6*6 六種不同尺寸產品的數目。若此 6 個整數均為 0 代表輸

入結束。 

輸出說明： 

(顯示在螢幕上) (程式必須在 1 秒內執行完畢，否則不計分) 

對每一組測試資料，顯示寄送這些產品最少需要多少個箱子。 

輸入範例： 

0 0 0 3 0 0 

0 5 0 0 1 1 

78 95 94 29 19 12 

30 50 63 80 45 65 

0 0 0 0 0 0 

輸出範例： 

3 

3 

84 

206 

 

試題 4.   造型擺飾 

問題敘述 

    娜娜很愛作手工藝，今天她要利用一些竹片來拼貼出一個造型擺飾。一開始

的時候，她會在桌上由左至右擺出 n 片寬度和高度均為一公分，但長度不一的竹

片。接下來，她會反覆地使用額外的竹片（寬度和高度均為一公分，長度為被拼

貼的竹片之和）將兩兩相鄰的竹片（組）拼貼起來，直到最後所有竹片都變成一

組。（也就是說，總共會拼貼 n–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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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來說，如果桌上一開始的五片竹片長度分別為 2, 3, 1, 4, 1 公分，擺放如

下： 

               

圖一：初始的五片竹片 

娜娜可以每次都黏最左邊的兩組竹片，黏貼結果依序為： 

 
              

              

 
             

             

             

 
            

            

            

            

 
           

           

           

           

           

圖二：第一種黏貼方式 

照這個黏貼方式，最後的擺飾如上圖二，總共會留下右下角共 11 + 42 + 13 = 12 

立方公分的空間。 

娜娜也可以用另一種方式黏貼，如： 

               

              

 
              

             

 
            

             

            

 
           

           

            

           

圖三：第二種黏貼方式 

照第二種黏貼方式，最後的擺飾如上圖三，總共會留下右下角共 12 = 2 立方公

分的空間。 

當然還有其它黏貼方式，例如下圖四的黏貼方式，留下的空間為 (1+4+1)1 = 6 立

方公分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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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第三種黏貼方式 

娜娜覺得有這麼多種拼貼結果實在很有趣，她忽然想知道怎麼黏貼會留下最少的

空間，請你寫一個程式來幫她計算。 

輸入說明 

    輸入的第一行為一個正整數 T (T  10)，代表總共有幾組測資。每一組測資的

第一行為一個整數 n (n  50)，代表總共有幾片竹片；第二行有 n 個正整數，代

表由左至右的竹片長度 di（1  di  1000）。 

輸出說明 

    對每一組測資，將結果輸在獨立一行。請輸出該組測資所有拼貼方式中，留

下的最小空間為多少立方公分。 

輸入輸出範例 

輸入範例 輸出範例 

3 
5 
2 3 1 4 1 
8 
4 3 2 1 5 9 6 2 
7 
9 2 3 4 7 5 5 

2 
0 
3 

本題共有五個子任務，每個子任務佔本題分數之 20%，限制如下： 

子任務一：n  5 

子任務二：n  10 

子任務三：n  15 

子任務四：n  20 

子任務五：n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