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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與同學互相討論具有研究價值的數學題目時，認識到了平時常見但不知道真

正名稱的遊戲─鬼腳圖，也知曉許多有趣的題目，腦海中忽然靈光一閃，每次

玩鬼腳圖，簡單的很快就輕鬆破解，但複雜的只能按部就班地一線一線劃到底

才知道結果，那有沒有辦法直接依照鬼腳圖的組成，例如:3 直 4 橫，探討哪一

點是相對應終點的機率最高。 

 

二、研究目的與方法 

 鬼腳圖，或許大部分人都曾經玩過但不知道它的名稱，有以下規定: 

1.碰到節點就要轉朝該方向下移動。 

2.行進過程中只能往下或平行移動。 

圖例: (3 直 3 橫) 

 
 

      

  

    

  

    

  

    

        

  

    

 

 

有以下定義: 

 一個 n 直 m 橫的鬼腳圖可分解為 n 條鉛直線 m 條水平線。 

 其中鉛直線上方的起點由右到左依序為L1 、L2 、L3 、L4 ~Ln 。 

 而在鉛直線下方的終點由右到左依序為L1
′ 、L2

′ 、L3
′ 、L4

′ ~Ln
′ 。 

在本次研究中主要探討「相對應終點的機率」。 

例如:「若從L1 開始往下走，則在所有3直3橫的鬼腳圖中，走到L1
′ 、L2

′ 、L3
′

哪一點當終點的結果數最多?」 

而本次分析的鬼腳圖種類有: 3直4橫、3直5橫、4直4橫、4直5橫。 

再將以上種類的鬼腳圖分別列出所有的結構。例如:3直5橫有25-2個不同的結構。 

將列出後的結構簡化(去 H 字形)分類後得到若干簡圖，每一種簡圖對應至少一

個結構。(因不影響行進方向，故可簡化如下圖之區域，使圖形更加簡單) 

L2

在這裡鍵入方程式。 

L1

在這裡鍵入方程式。 

L’
1 L’

2 L’
3 

L3

在這裡鍵入方程式。 



 
再統整出簡圖上每一個起點至所有的終點分別對應幾個結構。 

例如:「在3直4橫的鬼腳圖中，從L1 會走到L1
′ 的有4個結構、走到L2

′ 的有5個結構、

走到L3
′ 的有5個結構。」 

最後找出隱藏在不同種類的鬼腳圖中但卻是共有的規律。 

 

貳●正文 

一. 3直4橫鬼腳圖 

 

結構數= 24 − 2 = 14種 

所有結構圖: 

○1                                ○6  

  
○2                                ○7  

  
○3                                ○8  

  
○4                                ○9  

  
 



○5                                ○10  

  
○11                                ○13  

  
○12                                ○14  

  
 

簡圖: 

a. 原:○1 、○3 、○7 、○10  

b.  原:○2 、○5 、○12 、○14  

c.  原:○4 、○6 、○8 、○9  

d.  原:○11  



e.  原:○12  

 

 分析L1 起點的結果: 

從L1 走到L1
′  :簡圖 b.→ 4個結構(○2 、○5 、○12 、○14 ) 

從L1 走到L2
′  :簡圖 c.、簡圖 d. → 5個結構(○4 、○6 、○8 、○9 、○11 ) 

從L1走到L3
′  : 簡圖 a.、簡圖 e. → 5個結構(○1 、○3 、○7 、○10 、○12 ) 

 

 分析L2 起點的結果: 

從L2 走到L1
′  :簡圖 a.、簡圖 e. → 5個結構(○1 、○3 、○7 、○10 、○12 ) 

從L2 走到L2
′  :簡圖 b. → 4個結構(○2 、○5 、○12 、○14 ) 

從L2 走到L3
′  : 簡圖 c.、簡圖 d. → 5個結構(○4 、○6 、○8 、○9 、○11 ) 

 

 分析L3 起點的結果: 

從L3 走到L1
′  :簡圖 c.、簡圖 d. → 5個結構(○4 、○6 、○8 、○9 、○11 ) 

從L3 走到L2
′  :簡圖 a.、簡圖 e. → 5個結構(○1 、○3 、○7 、○10 、○12 ) 

從L3 走到L3
′  :簡圖 b. → 4個結構(○2 、○5 、○12 、○14 ) 

 

製成表格如下: 

起點  終點 L1
′  L2

′  L3
′  

L1 4 5 5 

L2 5 4 5 

L3 5 5 4 

 

經由以上分析可得到以下結論: 

1.從L1走到L1
′ 、從L2走到L2

′ 、從L3走到L3
′ 結構數最少 

2.由起點走到非位於同一直線上之終點機率較高(結構數較多) 

 

二. 3直5橫鬼腳圖 

 

結構數= 25 − 2 = 30種 

(由於結構數高於20因此本處改呈現簡圖與對應之結構數。) 



簡圖: 

a.       d. 

 

b.       e. 

 

c.       f. 

 

其中: 

簡圖 a : 共1個結構簡化後之結果。 

簡圖 b : 共1個結構簡化後之結果。 

簡圖 c : 共9個結構簡化後之結果。 

簡圖 d : 共9個結構簡化後之結果。 

簡圖 e : 共5個結構簡化後之結果。 

簡圖 f : 共5個結構簡化後之結果。 

 

 分析L1起點的結果: 

從L1走到L1
′  :簡圖 a.、簡圖 d.→ 10個結構數 

從L1走到L2
′  :簡圖 b.、簡圖 c. → 10個結構數 

從L1走到L3
′  : 簡圖 a.、簡圖 e. → 10個結構數 

 分析L2起點的結果: 

從L2走到L1
′  :簡圖 b.、簡圖 c. → 10個結構數 

從L2走到L2
′  :簡圖 e.、簡圖 f. → 10個結構數 

從L2走到L3
′  : 簡圖 a.、簡圖 d. → 10個結構數 

 

 



 分析L3起點的結果: 

從L3走到L1
′  :簡圖 e.、簡圖 f. → 10個結構數 

從L3走到L2
′  :簡圖 a.、簡圖 d. → 10個結構數 

從L3走到L3
′  :簡圖 b.、簡圖 c. → 10個結構數 

製成表格如下: 

起點 終點 L1
′  L2

′  L3
′  

L1 10 10 10 

L2 10 10 10 

L3 10 10 10 

 

結論: 

1.在3直5橫的鬼腳圖中，每一起點走到任意終點之機率相同。 

2.任意起點走到特定終點之機率相同。 

 

三. 4直4橫鬼腳圖 

 

結構數= 21   (由於結構數高於20因此本處改呈現簡圖與對應之結構數。) 

簡圖: 

 

a.  =1個       h.                              

 

b.  =2個        i.  

 

c.  =1個       j.  

 

d.  =2個        k.  

 

= 1個 

= 1個 

= 1個 

= 2個 



e.  =4個         l.  

 

f.  =1個        m.  

 

g.  =1個         n.  

 

 分析L1起點的結果: 

從L1走到L1
′  :簡圖 b、d.→ 4個結構數 

從L1走到L2
′  :簡圖 e、f、l、n. → 8個結構數 

從L1走到L3
′  : 簡圖 c、h、i、k. → 5個結構數 

從L1走到L4
′  : 簡圖 a、g、j、m. → 4個結構數 

 

 分析L2起點的結果: 

從L2走到L1
′  :簡圖 e、g、k、m → 8個結構數 

從L2走到L2
′  :簡圖 a、c、i、j→ 4個結構數 

從L2走到L3
′  :簡圖 d、l → 4個結構數 

從L2走到L4
′  : 簡圖 b、f、h、n → 5個結構數 

 

 分析L3起點的結果: 

從L3走到L1
′  :簡圖 a、h、j、l→5個結構數 

從L3走到L2
′  :簡圖 b、k→ 4個結構數 

從L3走到L3
′  :簡圖 f、g、m、n→ 4個結構數 

從L3走到L4
′  :簡圖 c、d、e、i→ 8個結構數 

 

 分析L4起點的結果: 

從L4走到L1
′  :簡圖 c、f、i、n→ 4個結構數 

從L4走到L2
′  :簡圖 d、g、h、m→ 5個結構數 

從L4走到L3
′  :簡圖 a、b、e、j→ 8個結構數 

從L4走到L4
′  : 簡圖 k、l → 4個結構數 

 

= 2個 

= 1個 

= 1個 



表格如下: 

起點  終點 L1
′  L2

′  L3
′  L4

′  

L1 4 8 5 4 

L2 8 4 4 5 

L3 5 4 4 8 

L4 4 5 8 4 

 

結論: 

1.每一個起點至其中一個對應終點的機率會高出許多。 

2.除了特別高的機率走向特定一點外，走向其他終點的機率相近。 

 

四. 4直5橫鬼腳圖 

 

結構數=77種  (因為結構數及簡圖數量過多不利於呈現，因此直接分析結果) 

 

 分析L1起點的結果: 

從L1走到L1
′  :18個結構數 

從L1走到L2
′  :26個結構數 

從L1走到L3
′  :19個結構數 

從L1走到L4
′  :13個結構數 

 

 分析L2起點的結果: 

從L2走到L1
′  :28個結構數 

從L2走到L2
′  :15個結構數 

從L2走到L3
′  :16個結構數 

從L2走到L4
′  :18個結構數 

 

 分析L3起點的結果: 

從L3走到L1
′  :18個結構數 

從L3走到L2
′  :16個結構數 

從L3走到L3
′  :15個結構數 

從L3走到L4
′  :28個結構數 

 

 分析L4起點的結果: 

從L4走到L1
′  : 13個結構數 

從L4走到L2
′  :20個結構數 



從L4走到L3
′  :26個結構數 

從L4走到L4
′  :18個結構數 

 

表格如下: 

起點    終點 L1
′  L2

′  L3
′  L4

′  

L1 18 26 19 13 

L2 28 15 16 18 

L3 18 16 15 28 

L4 13 20 26 18 

 

結論: 

1.起點與機率最高之對應終點存在某種關係，例如當L1、L2其中一者為

起點時，走到另一者之終點機率較高，意即當L1為起點時，走到L2
′ 之

機率較高，同樣關係亦存在於L3、L4中。 

2.起點與機率次高之對應終點亦有類似上述之關係，例如當L1為起點時，

走到L3
′ 之機率為次高，L3為起點時，走到L1

′ 之機率為次高，同樣關係

亦存在於L2、L4中。 

 

參●結論 

 

1.由起點走到位於同一條線上之終點機率相對較低。 

2.起點與機率最高之對應終點存在某種關係，例如當L1、L2其中一者為起點

時，走到另一者終點(L1
′ 、L2

′ )機率相對最高，意即當L1為起點時，走到L2
′ 之

機率相對最高，同樣關係亦存在於L3、L4中，如下圖所示。 

4.起點與機率次高之對應終點亦有類似上述之關係，例如當L1為起點時，走

到L3
′ 之機率為次高，L3為起點時，走到L1

′ 之機率為次高，同樣關係亦存在

於L2、L4中，如下圖所示。 

5. 在3直5橫的鬼腳圖中，每一起點走到任意終點之機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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