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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高中數學課本第二冊講到排列組合的時候，我們學到了很多不同的計數方式，

其中包括了一筆劃原理，我們學到了許多圖形一筆劃走完方法數的計數方式，但

我們不禁好奇，若是像貪吃蛇一樣，在 2×N或 3×N的方格中，欲一筆劃走過所

有格子的方法數共有幾種?我們想要了解這個問題。 

 

二、研究目的 

在 2×N 或 3×N 的方格中，自角落出發共有幾種一筆劃不重複走完所有方格的方

法數?  

 

貳●正文 
 

一、研究過程問題簡化與解決問題的思路： 

 

(一) 首先，我們透過窮舉的方式，觀察所有可能的路徑，試圖找出當 N增加時，

前後項是否有關連性，再逐步將其推廣。而在計算路徑時，我們盡可能用前

幾步的路徑來簡單分類路徑方便計算。  

 

二、主要問題結果與討論： 

 

(一) 2×N方格中，自角落出發一筆劃不重複走完所有方格的方法數討論: 

首先我們先考慮 2×1~2×4的方格，方法表列如下: 

2×1 2×2 2×3 2×4  
 

 

 

 

  

  

  

  

 

  
   

   

   

   

   

   

 

    

    

    

    

    

    

    

    

表 1：2×1~2×4的方格一筆劃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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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方格數增加時，可觀察到之間的遞迴關係：每一種走法皆在新增一欄向外延伸

出一種(圖 1-a)，但唯結束在末欄者可選擇向外轉再多出一種(圖 1-b) 

 

      

 

        

   

 

 

依此關係，可推得：2×N的方格恰有 n種一筆劃走完的方法。 

(二) 3×N方格中，自角落出發一筆劃不重複走完所有方格的方法數討論: 

初步觀察： 

與 2×N 的情況相同，我們先由窮舉的方式，尋找當 N 漸漸增加時方法數共通的

特性與分類方式，其中我們應用了數個策略： 

1. 盡可能是其簡化為較少格數(3×(N-k)或 2×N等已知方法數)之情形。 

2. 在無法簡化的部分，利用排列組合的概念來計數。 

3×1至 3×3的方法數列舉如下： 

3×1 3×2 3×3  

 

 

 

 

  

  

  

  

  

  

  

  

  

  

 

 

 

 

 

 

   

   

   

   

   

   

   

   

   

   

   

   

   

   

   

   

   

   

   

   

   

   

   

   

 

表 2：3×1~3×3的方格一筆劃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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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1：2*N方格一筆劃走法之遞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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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3×7的方法數部分列舉如下： 

3×7 

             

   

   

   

 

 

 

       
       
       

       
       
       

       
       
       

       
       
       

       
       
       

       
       
       

       
       
       

       
       
       

 

表 3：3×7的方格一筆劃走法(部分) 

 

我們以其前數步的方向進行探討，並應用前述之策略，描述如下： 

1. 先向下 2格：可簡化為 3×(N -1)方格之方法數。(見上表 2：3×3中第一列與 3

×2) 

2. 向右 K格後向下 1格再向左(即向內轉)(K<N)：可簡化為 3×(N-K-1)方格之方法

數。(見上表 2：3×3中第三列第一個及 3×1) 

3. 向右 N格：可簡化為 2×N方格之方法數。 (見上表 2：3×3中第二列) 

4. 向右 K格後向下 1格再向右(即向外轉)，且 N-K+1為偶數(K<N)：此時轉彎處

的右側方法數會出現一組合級數(見上表 3-1~4)，而左側則簡化為 2×K之方法

數(見上表 3-5~8)。 

 

詳細分類： 

觀察 3×N 的方格一筆劃走完方法數，可將其分類為以下數種(令 3×t 格之一筆劃

走完方法數為 )： 

1. 向下走 2格：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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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第一欄之後，剩餘方格一筆劃走完方法數即可視為 3×(N-1)方格之方法

數。 

總方法數：  

 

 

 

 

 

2. 向右走 K格後，向下 1格後向左(1≦K≦(N-2))： 

此情況下，向右轉後便必須將此 3×K 格內之所有格子走完(一種方法)，再走

後方 3×(N－K)格。 
總方法數： 

 

 

 

 

 

 

3. 向右走至剩 2M格後，向下 1格後向右(1≦M≦(N－1)/2)： 

此部分的一筆劃走法可視為兩個步驟： 

(1) 完成右方 3×2M的方法數(圖 4-a) 

(2) 完成下方 2×(N－2M－1)的方法數(圖 4-b) 

※此處使用 2M是因為左方必須剩餘偶數格，否則無法完成一筆劃。 

 

 

(1) 此處的 3×2M格因限制了起點/終點，故無法直接套用前項。而可將此問題

視為外圍的線凸出去填補內部(2M－2)格，每次填補兩格，又可由上面或

下面填補(圖 5)，則方法數可用組合表示。若上方補 2格，下方補(2M－4)

格，則方法數為；若上方補 4 格，下方補(2M－6)格，則方法數為，以此

類推。 

 

 

 

 

 

3×(N-1)格 

  

  

 

3×(K－1) 

格 
 

3×(N－K－1)格 

  

  

 

…… 

 

3×2M 
格 

 ……  

 2×(N－2M－1)

格  

3×2M格 

圖 2：3*N方格一筆劃走法分類 1 

圖 3：3*N方格一筆劃走法分類 2 

(a)                                         (b)  

圖 4：3*N方格一筆劃走法分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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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數： 

 

(2) 左側的 2×(N－2M－1)方格即利用已知的結果，方法數為 N－2M－1。 

根據乘法原理，總方法數為此兩步驟相乘。 

總方法數： 

 
 

4. 向右走 N格： 

完成第一列後，下方便可視為一 2×N之方格。(圖 6) 

總方法數： 

 

 

 

 

 

 

綜上所述，可得： 

 
試解其一般項 ： 

 
 
  

 …… 

2×N格 

圖 5：3*N方格一筆劃走法分類 3-(1)想法 

圖 6：3*N方格一筆劃走法分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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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式相減，此時分 N為奇數偶數討論： 

1. 當 ： 

 

 
2. 當 ： 

 

 
導出一般項： 

1. 當 ： 

為使係數消去，乘一 2的次方：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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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 ： 

為使係數消去，乘一 2的次方： 

  

 ×  

 ×  

  

 ×  

 ×  

得： 

 

 
 

參●結論 
一、2×N的方格恰有 N種一筆劃走完的方法。 
二、3×N的方格一筆劃走完的方法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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