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解難之趣
屯門區小學數學比賽特列刊
第十一屆 二零零零年五月四日

速算

速算？甚麼是速算呢？不用計算機，甚至連筆、紙都不用，光憑心算，能夠很快

算出 1234×567 的積，就是我們要討論的「速算法」嗎？不！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很

少會遇上它，要是真的遇上，還不如「速速」拿起計算機去「算算」吧！不過，在日

常生活中，我們卻常遇到以下的情況：

一天，小明跟朋友到餐室吃東西，侍應忙碌

好一陣子，一一為他們「落單」後，留下如右的

記賬單。小明想算一算總數，但──該如何算才

會快而準呢？

17 + 14 + 18 + 14 + 18 + 16 + 18 + 11 = ?
答案不難算出來，不過，就這樣「從左到右」

的加起來？是不是快而準的呢？

當我們遇到以上的題目時，很少會有計算機

之類的工具在手，而且用計算機也不一定是最快

的！這時，我們需要一些計算的「小技術」──

速算法。

17 + 14 + 18 + 14 + 18 + 16 + 18 + 11

 = 111721416318 ++×++×
 = 54 + 16 + 28 + 28
 = 70 + 56 （可略去）

 = 126
轉「加」為「乘」，再把分為小組的數加起來、湊合成零字尾的數，是速算法中的

常用技術。不過，還有更快的方法嗎？

若果同學的「心算」有一定的水平的話，或者會有以下的計算：

17 + 14 + 18 + 14 + 18 + 16 + 18 + 11

= (17 + 18) + (14 + 11) + (14 + 16) + (18 + 18)

= 35 + 25 + 30 + 36
= 60 + 30 + 36 （可略去）

= 126
適當地把加法順序重組，湊成更多零字尾的數，算起來當然會快而準了。

田記茶餐廳
照單付賬  多謝合作

早�Ａ 17

凍茶  波蘿包 14

早�Ｂ 18

熱啡  旦撻２ 14

腿治  熱啡 18

特� 16

早�Ｃ 18

熱啡  旦撻 11

No. 7811
多謝光顧

總計 ？？？



2

當然，同學或會發現，要應用速算的技術，基本的四則運算也要達到一定水平，

要是不能察覺 17 + 18 = 35，再配合 14 + 11 = 25，然後 35 + 25可湊成整數 60的話，那

我們就沒所謂速算的餘地了；還是快快去溫習小學的四則運算吧！

所以，要討論速算的技術前，我們得重溫一下進行四則運算應該注意的地方。

四則運算

（一） 掌握運算順序

(1) 在沒有括號的算式裡，如果只有加、減法，或者只有乘、除法，一般要從左

到右依次演算。

例1：試算出 45 – 18.5 + 24.85 – 18.35。

解答：45 – 18.5 + 24.85 – 18.35

  = 26.5 + 24.85 – 18.35

  = 51.35 – 18.35

  = 38

例2：試算出 875.0
17
3

5.8 ÷× 。

解答： 875.0
17
3

5.8 ÷×

  = 
8
7

5.1 ÷

  = 
7
8

2
3 ×

  = 
7

12

註：(i) 熟記一些常用的數據，對速算有很大的幫助。如分數與小數的互化：

5.0
2
1 = 25.0

4
1 = 75.0

4
3 =

125.0
8
1 = 375.0

8
3 = 625.0

8
5 =

875.0
8
7 = 0625.0

16
1 = 05.0

20
1 =

04.0
25
1 = 5.1

2
3 = ⋯⋯

(ii) 盡早忘記帶分數！小學的時候，老師總要求同學把答案用帶分數表示，不過，

這種表示法到了中學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當引入代數乘法時，我們會以「•」去取代「×」，以免跟 x 混淆。這個「•」

書寫起來，若有若無，當用到分數上，很容易會混淆
5
3

2 到底代表一個帶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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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代表乘式
5
3

2× 。還是早一點用假分數去取代帶分數為妙。

(2) 在沒有括號的算式裡，如果既有加、減，又有乘除法，要先乘除後加減。

例3：試算出 15.0
5
3

72.0
3
2

110 ÷+×− 。

解答： 15.0
5
3

72.0
3
2

110 ÷+×−

  = 
20
3

5
3

72.0
3
5

10 ÷+×−

  = 10 – 1.2 + 4

  = 12.8

(3) 在有括號的算式裡，要先算括號裡的數式。

例4：試算出 8.10
7
1

)09.3
10
1

3(156.7 ÷×



 −÷× 。

解答： 8.10
7
1

)09.3
10
1

3(156.7 ÷×



 −÷×

  = ( )[ ] 8.10
7
1

09.31.3156.7 ÷×−÷×

  = ( ) 8.10
7
1

01.0156.7 ÷×÷×

  = 
8.107

10056.7
×

×

  = 10

註：(1) 其實筆者已用上速算的技術（偷雞！），將「 8.10÷ 」看為「
8.10

1× 」，十分有

利進行約分，只要先將
7
56.7
約為 1.08，以後的計算會容易得多！

(2) 盡早將「 ba ÷ 」的形式改用
b
a
去表示。對剛升上中學的同學來說，要一下子

把小學時用得很「舒暢」的習慣改過來，是件很難的事情。不過，同學們往

後自會體現箇中道理。

在計算時，特別要提防被一些特殊的數據干擾，產生計算的錯誤。

例如： (1)
9
8

97.7497.74 ×−

這道題目容易受「從左到右」的法則影響下，被「同

數相減得零」所干擾，產生下面的錯誤：

9
8

97.7497.74 ×−  = 
9
8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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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7
4

7
7
4 ×÷×

這道題目容易被這個「 ÷」號干擾，再加上「先乘除後加減」這深植
腦海的口訣，以為真的要「先」乘「後」除，錯誤地如下演譯：

7
7
4

7
7
4 ×÷×  = 





 ×÷





 × 7

7
4

7
7
4

   = 44 ÷
   = 1

但我們只要緊守將「 ba ÷ 」轉為
b
a
的原則，問題就變得清晰易解了：

7
7
4

7
7
4 ×÷×  = 

7
4

77
7
4 ××

 = 49

（二） 靈活掌握計算方法

從上面例子，同學或已察覺得到，四則運算要做得好，除了要掌握運算的順序外，

還要靈活運用不同的計算方法。分數、小數混合運算比較複雜，究竟把小數轉成分數

方便呢？還是把分數轉成小數對運算有利呢？這實在不能一概而論，只能根據具體情

況合理地進行選擇，切忌一成不變。

例5：試算出 25.715.0
29
6

5.0 ×÷× 。

解答： 25.715.0
29
6

5.0 ×÷×

  = 
4
29

15.0
29
3 ×÷

  = 
3
20

4
3 ×

  = 5

沒有將 0.5 轉為
2
1
，因為 365.0 =× 是明顯的結果，無謂浪費氣力；至於將 7.25 轉

為假分數
4
29
，馬上令題目變得容易。若果同學能迅速將 0.15轉為最

簡分數
20
3
的話，那計算的速度將更為提高。

因此，同學在進行運算的時候，一定要靈活多變，盡可能將數

據變得有利計算，以下的例題將令同學對「靈活」的義意有更深刻

的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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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試算出 )75.1
4
3

1()875.0
12
5

7(75.24 −×÷× 。

解答：若果只「死守」著從左到右的原則，同學一定會浪費氣力──只要在全面審題

時發現 075.1
4
3

1 =− ，前面的複雜計算根本就可以「按兵不動」：

  )75.1
4
3

1()875.0
12
5

7(75.24 −×÷×

  = 0)875.0
12
5

7(75.24 ×÷×

  = 0
熱身運動的份量也差不多了，是時候「殺入」正題，介紹一

些速算的技術！

速算

在一些四則混合運算的題目中，數的加、減、乘、除，有時

可以利用數與數的組成和分解，數的某些特點，又或是運算定律、性質以及和、差、

積、商的變化規律等，把按常規計算起來比較複雜的運算變得簡單、快捷，就是所謂

的速算。

同學可記得以下速算的小技巧？

2 5 3 5

× 2 5 → × 2 5

? ? ? 6 2 5

這是對於「拾位相同，個位同是 5」的數乘的速算小技巧。是否很利害呢！其實這

技巧不單止適用於「拾位相同」，甚至適用於「百拾位相同」、「千百拾位相同」⋯等數

乘上：

1 1 5 1 2 5

× 1 1 5 → × 1 1 5

? ? ? ? ? 1 3 2 2 5

當然，情況越複雜，乘法運算的素求就會越提高；連 1112× 都要數數手指，拿筆

算算，那還有速算的味道？噓！同學勿報以「噓」聲，這技巧還不止於此，對於個位

是 5的速算還有以下兩種：

先個位相乘，

2555 =× 。

拾位加1為2，

然後 623 =× 。

先個位相乘，

2555 =× 。

百拾位加1為12，然

後 13211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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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前面的數相加是偶數：

25112545 =×

個位 2555 =×

拾位 11
2

24
24 =++×

(2) 5前面的數相加是奇數：

753635105 =×

個位 755055 =+×

拾位 36
2

1310
310 =−++×

除了「個位同是 5」的速度算外，只要兩數的「個位的和是 10，拾位相同」的話，我

們都可以用類似的速算法的：

2 8 3 8

× 2 2 → × 2 2

? ? ? 6 1 6

是否覺得有趣呢？同學不妨自己動手去做一下，也想一想，到底「拾位不同」會

否有同樣的速算法呢？在此，筆者為同學多介紹一種，就是「個位相同，拾位的和是 10」

的速算術。例如

81336949 =×

個位 8199 =×

拾位 33964 =+×

04188222 =×

個位 422 =× < 10，接寫

時在 4前補上一個 0。

拾位 33964 =+×

先個位相乘，

1628 =× 。

拾位加1為2，

然後 6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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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上述速算法的「機關」，筆者會在後一節「從算術到代數」漂亮地解釋一下。

另一個速算小技巧，是一個數 11× 的規律：所得的積首尾兩位數字不變，中間的數字就

是被乘數相鄰的兩個數字相加的和，滿十進一。例如

478511435 =×
4 3 5 × 11

4 7 8 5

再看以下算式：

6 7 8 5 4 × 11

6 13 15 13 9 4

7 4 6 3 9 4

7463941167854 =×

看過一些速算的小技巧，讓我們談談以下幾種常用的速算方法。

（一） 改變運算的順序

這是最常用的技術，通過改變運算的順序，可使某些數組合成易於計算的數值（最

常是把它們合成「０」字尾，或將小數合成整數），從而簡化計算的工序。

例7：試算出 1234 + 5678 + 8766 + 4322。

解答：切勿因循於法則上，巧妙的調動，將減省不少繁瑣的計算。

  1234 + 5678 + 8766 + 4322

  = (1234 + 8766) + (5678 + 4322)

  = 10000 + 10000

  = 20000

例8：試算出 12345 – (1234 + 2345)。

解答：12345 – (1234 + 2345)

  = 12345 – 1234 – 2345

  = 10000 – 1234

  = 8766

（二） 改變運算符號

加數不一定要用加法，乘數也不一定要用乘法，轉加為乘，轉

乘為除⋯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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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9：試算出 12585.4 ÷÷ 。

解：將除數以分式表示，轉除為乘，「玄機」馬上出現。

12585.4 ÷÷  = 
1258
5.4

×

   = 
1000

5.4

   = 0.0045

例10：試算出 25715324× 。

解答：這是一個很好的例題，當乘數去辦，會是一道繁瑣的題目，但當它是除數，卻

簡單得出奇。

  25715324×  = 1004715324 ×÷
 = 17883100

（三） 湊整

有些題目我們可以把其中的數轉化成整十、整百、整千⋯⋯，從而使計算簡便。

例11：試算出 9 + 99 + 999 + 9999 + 99999。

解答：9 + 99 + 999 + 9999 + 99999

  = (10 – 1) + (100 – 1) + (1000 – 1) + (10000 – 1)
  = 11110 – 5 （可略去）

  = 11105

例12：試算出 999991111× 。

解答： 999991111×  = ( )11000001111 −×

  = 111100000 – 1111

  = 111098889

例13：試算出 4228× 。

解答：雖然兩個數的「個位的和是 10」，但拾位並不相同，我們不能用之前介紹的小技

巧去計算。但用湊整的方法，仍可以令計算變得輕鬆。

解法一：

4228×  = ( ) 42230 ×−

= 4224230 ×−×
= 1260 – 84

= 1176

解法二：

4228×  = ( )24028 +×

= 2284028 ×+×
= 1120 – 56

=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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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添０折半

用 5乘一個雙數，由於 2105 ÷= ，因此，可以先用 2除被乘數，然後再用 10 去乘

所得的商，也就是在商後面潻一個「０」。如果被乘數是一個單數，則先用 10 乘，再

用 2除，使計算簡單。

例 14：試算出 52838× 。
解答： 52838×  = 1022838 ×÷

  = 101419×
  = 14190

例15：試算出 5.1634× 。

解答： 5.1637×  = ( )5.01634 +×

  = 634 + 5.0634×
  = 634 + 317

  = 951

（四） 抽公因式

抽公因式是初中數學裡最重要的技巧，因此，在數學競賽的速算題中，經常會見

到此類問題。

例16：試算出 1827812624244223 ××+××+××+×× 。

解答： 1827812624244223 ××+××+××+××
  = 827826824823 ×+×+×+×
  = ( )262427238 +++× （抽公因式後，括號內的運算順序同時改變）

  = 1008× （可略去）

  = 800

例17：試算出 111111111111 +×−×× 。

解答： 111111111111 +×−××
  = ( ) 111111111 +−××

  = 11101111 +××
  = ( )1101111 +××

  = 11111×
  = 1221

例18：試簡化
212212212212
361361361361
。

解答：
212212212212
361361361361

 = 
1001001001221
1001001001136

×
×

    = 
221
136

    = 
1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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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因式分解

跟「抽公因式」一樣，因式分解同樣是初中數學最重要技巧。先將數分解成因子，

再進行湊整，令計算變得快捷簡便。

例19：試算出 5.06425.0125.0 ××× 。

解答：只要將 64 分解為 248 ×× ，再利用 18125.0 =× ， 1425.0 =× ， 125.0 =× ，問題

馬上變得容易。

  5.06425.0125.0 ×××
  = )25.0()425.0()8125.0( ×××××

  = 1

例20：試算出 666699994444 ÷× 。

解答： 666699994444 ÷×

  = 
11116

1111911114
×

×××

  = 11116×
  = 6666

（六） 運用公式

此章節將介紹三條常用於速算的公式，第一條同學應該在小學時或已學會；第二

條嚴格來說不是公式，但學會箇中的技巧卻受用無窮；最後一條公式是中二才會接觸

的恆等式，可算是到了最艱深的境界。

(i) 數的總和 ＝ （頭＋尾）×項數÷２

這公式在第四章《數列》已作過介紹，在速算上應用不多，因為若然問得太深入

的話，就會似數列問題多過似速算了。

例21：試算出
111
24

...
111
14

111
13

39
12

...
39
3

39
2

39
1 −−−−++++ 。

解答：
111
24

...
111
14

111
13

39
12

...
39
3

39
2

39
1 −−−−++++

  = ( ) ( )24...1413
111
1

12...321
39
1 +++−++++

  = 
( ) ( )





 +××

×
−



 +××

× 2
241312

373
1

2
12112

133
1

  = 2 –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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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2：試算出(2 + 4 + 6 + …  + 98 + 100) – (1 + 3 + 5 + …  + 97 + 99)。

解答：哈！哈！是不是為要應用上述公式而苦惱呢？筆者早就說過它在速算上應用的

機會不多，但作為騙人的「煙幕」卻時有出現，這道題目其實只是改變運算順

序的題目。下次不要上當了！

(2 + 4 + 6 + …  + 98 + 100) – (1 + 3 + 5 + …  + 97 + 99)

= (2 – 1) + (4 – 3) + (6 – 5) + …  + (98 – 97) + (100 – 99)
= 4 34 21

個50

1...11 +++

= 50

(ii)
( ) 1

11
1

1
+

−=
+ nnnn

要利用這條公式，一定要留意數串的分母，若果發現它們是一串連續的數字，那

就是最大的提示了。從這類例題中，同學要學習那「加減相消」的技術。

例23：試算出
42
1

30
1

20
1

12
1

6
1

2
1 +++++ 。

解答：驟眼看去，是很難理解怎樣使用上述公式的，但只要將分母進行分解，玄機自

會顯露出來。

  
42
1

30
1

20
1

12
1

6
1

2
1 +++++

  = 
76

1
65

1
54

1
43

1
32

1
21

1
×

+
×

+
×

+
×

+
×

+
×

（分母是一串連續數字）

  = )
7
1

6
1

()
6
1

5
1

()
5
1

4
1

()
4
1

3
1

()
3
1

2
1

()
2
1

1( −+−+−+−+−+−

  = 
7
1

1− （除首項和末項，所有中項均加減相消）

  = 
7
6

例24：試算出
8579

1
...

2519
1

1913
1

137
1

71
1

×
++

×
+

×
+

×
+

×
。

解答：分母雖然仍是一串數字，但它們的差不是 1，計算起來就有點複雜了。

  
8579

1
...

2519
1

1913
1

137
1

71
1

×
++

×
+

×
+

×
+

×

  = 






×
++

×
+

×
+

×
+

×
×

8579
6

...
2519

6
1913

6
137

6
71

6
6
1

  = 



 −++−+−+−+−× )

85
1

79
1

(...)
25
1

19
1

()
19
1

13
1

()
13
1

7
1

()
7
1

1(
6
1

  = 




 −×

85
1

1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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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5
84

6
1 ×

  = 
85
14

(iii) ))((22 bababa −+=−

例25：試算出 22 99101 − （註： 1011011012 ×= ）。

解答： 22 99101 −  = (101 + 99)(101 – 99)

   = 2200 ×
   = 400

例26：試算出 222222222222 1234...93949596979899100 +−−+++−−++−− 。

解答： 222222222222 1234...93949596979899100 +−−+++−−++−−
  = ( ) ( ) ( ) ( ) ( ) ( )222222222222 1234...93949596979899100 −−−++−−−+−−−

  = (100 + 99)(100-99) – (98 + 97)(98 –97) + …+ (4 + 3)(4 – 3) – (2 + 1)(2 – 1)

  = 199 – 195 + 191 –187 + …  + 7 – 3
  = 44 344 21

個25

4...44 +++

  = 100

從算術到代數

不論是小學抑或中學，當我們完成四則混合運算後，很自然地就要學習代數。不

過，不知怎地，大多在算術表現輕鬆的同學，在代數卻忽然遇上難題。若果算術(Arithmetic)

是指數字的四則運算，那代數(Algebra)就是符號（數式）的四則運算了。在算術裡，

由於全是數字的運算，很多數學的規律都會被數字本身所「遮蓋」，為要學習這些被隱

藏的定律，我們用符號「代」替數字，令它們「重現」眼前。

大家不要以為代數是件新玩意，必然會有另一套不同於算術四則運算的法則，剛

才不是說過，代數就是用符號去「代」替數字的嗎？那麼，符號本身就是數字！所以，

一切在算術上應用的法則，都適合用於代數上；只是記號上有些大同小異而矣。

首先，為要避免跟常用的符號「x」混淆，乘號「×」會被「．」或括號「(   )」

所取代，最方便是乾脆甚麼都不用；至於除號「÷」，之前已經指出，為避免產生混淆，
一概會用分數形式取代（如下表）。

算  術 代  數

加法 4 + 7 a + b

減法 4 – 7 a – b
乘法 74 × ba ⋅ , (a)(b), ab ,

除法 74 ÷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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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號的不同，馬上會引起一個歧異：

算  術 代  數 備    註

(1) 5328 ×÷ cba ×÷ cb× 的乘號不可刪去

(2) 5328 ÷÷
cba ÷÷

bca ÷ 這個表示法是算術所沒有的

在(2)裡， bca ÷ 其實是隱含有 ( )bca ÷ 的意思，因此，我們絕不能輕率地讀作「a除

b 乘 c」，令數式變成 cba ×÷ 。不過，若果應用分數形式去表示除法的話，無論在算術

或代數裡，意思都會變得一清二楚：

一般形式 分數形式 一般形式 分數形式

算

術
5328 ×÷ 3

528×
5328 ÷÷ 53

28
×

代

數
cba ×÷ b

ac cba ÷÷
bca ÷ bc

a

看過記號上的注意事項後，讓我們討論一下運算法則的差異。試看以下兩題：

(1) 4 + 4 + 4 + 4 = 44 ×  = 16

(2) 444444 =×××  = 256

在算術裡，它們都不是難題，許多同學甚至毋須中間的步驟，就可以直接得到答

案。不過，筆者早就說過，由於是全數字的關係，同學往往忽略了中間步驟蘊涵著的

數學規律，到了代數就有些混亂了：

(1) xxxxx 4=+++

(2) 
4xxxxx =⋅⋅⋅

於是，以下的題目就得到似是而非的答案：

(3) 422 xxx =+
(4) 422 2xxx =+

(3)的錯誤，是對(2)的誤解，將加法當乘法；而 (4)錯誤，

則是對(1)和(2)的混淆。其實同學只要小心應用 (1)或(2)，不難

得出正確的答案是

(5) 222 2xxx =+

這個 4字，是記錄了

x連續被加的次數。

這個 4字，是記錄了

x連續被乘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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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 3 x

× 2 y → × 2 y

? ? ? 6 xy

好了，談過一些記號和運算法則的差異後，讓我們看看代數的威力吧！還記得「拾

位相同，個位的和是 10」的乘法嗎？為使問題簡約一點，我們不妨考慮 2x× 2y，其中

2x、2y代表不同的 2位數，且 x + y = 10，則

2x× 2y = ( )( )yx ++ 2020

  = 20× 20 + 20x + 20y + xy

  = 20× 20 + 20(x + y) + xy

  = 20× 20 + 20× 10 + xy

  = 20(20 + 10) + xy

  = 20× 30 + xy

  = 600 + xy

所謂神機妙算，其實不過代數推演下的必然結果而矣。不過，同學們應該對代數

有些另眼相看吧！沒有？看看以下例題：

例27：試算出 




 ++×





 ++++−





 +++×





 +++

4
1

3
1

2
1

5
1

4
1

3
1

2
1

1
5
1

4
1

3
1

2
1

4
1

3
1

2
1

1 。

解答：這道題目若果只用普通的方法，就會面對許多沒必要的繁瑣步驟，但若果利用

代數的方法，將相同的東西以符號代替的話，推演會變得很簡單：

令
5
1

4
1

3
1

2
1 +++=x ，

4
1

3
1

2
1 ++=y ，則

原式 = (1 + y)(x) – (1 + x)(y)

   = x + xy – (y + xy)

   = x + xy – y – xy

   = x – y

   = 
5
1

從上面的推演可知，xy（即 )
5
1

4
1

3
1

2
1

( +++ × )
4
1

3
1

2
1

( ++ ）會被消去，故從開始

就沒必要算出來，只是這個特質在全數字的環境下很難覺察得到，到了代數就

無所遁形。再看以下例題。

例28：試算出
( ) 123456789212345678901234567891

1234567890
2 ×−

。

解答：設 x = 1235467890，則

原式 = 
( ) ( )21 2 +−+ xxx

x

   = 
xxxx

x
212 22 −−++

【 ( ) )1)(1(1 2 ++=+ xxx

   = x 122 ++= xx 】

   = 123456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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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

最後，筆者打算介紹一下「估算」的技巧。「靠估」

也有技巧？讓我們看看以下例子：小明到超級市場買東

西，但口袋裡只有一張 50 元紙幣，於是他看一看購物

籃裡貨品的價目，得右列清單。

這時，我們沒有逼切的需要知道確切的數字，只要

一個約數就足夠了，利用 4 捨 5 入的原則，將價目進行

簡約，則

價目總數 ≒ 5 + 8 + 14 + 8 + 2 + 4 + 7

 ≒ 48

再看清單一次，發覺小數後一位大於 5的比小於 5的多，因此，

我們有理由相信上面價目的總數是少於$48元的（實額是$46.5元）。

小明應該夠錢付賬！

在數學裡，好些地方都會用到估算的技巧。除了使用「4 捨 5

入」外，我們還會用「<」（小於）和「>」（大於）兩符號的幫助。

例29：若
B
A

 = 
151311197535232129171
551719212321357911131
，求

B
A
小數後前3位是多少？

解答：由於題中所涉及的數太大，不太可能通過直接計算來確定前 3 位數，只能利用

估值的方法去解決。

  Θ
52
14

53
13 <<

B
A

  3.02.0 <<
B
A

  ∴ 此數的第一位數字為 2。

  又
523
136

523
135 <<

B
A

260.0258.0 <<
B
A

  ∴ 此數的第一、二、三位數字為 2、5、9。

從上面的例題可以知道，估值的常用方法：(i)省略尾數取近似值；(ii)用放大或縮

小的方法來確定某個數或某個算式的取值範圍進

行估算。

貨品 價目

汽水一罐 $4.70
薯片一包 $8.20
巧克力一盒 $13.90
牙擦一支 $7.50
原子筆一支 $2.20
簿一本 $4.00
紙巾一盒 $6.60



16

例30：試求 S = 

19
1

...
12
1

11
1

10
1

1

++++
的整數部份是多少？

解答：因為
19
1

10
1 > ，所以若將分母的 10 個數都換作

10
1
的話，則得數少於 S；相反，

若將 10個數都換作
19
1
的話，則得數大於 S，即

19
1

10

1

10
1

10

1

×
<<

×
S

10
19

1 << S

∴S的整數部分應為 1。

例31：試求 S = 
16
1

...
4
1

3
1

2
1

1 +++++ 整數部份是多少？

解答：若利用上例的技巧，則我們得：

116
16
1

16 ×<<× S

1 < S < 16

這樣就求不出 S 的整數部份了，說明估算得出的範圍可再精確一些。而且，光

是整體換上同一個數的「整體估算」技術行不通時，我們就必須進行「分段估

算」。

S = 
16
1

...
4
1

3
1

2
1

1 +++++

S = 
4 34 21434 21321

個數個數個數 842

16
1

...
9
1

8
1

...
5
1

4
1

3
1

2
1

1 +++++++++

  > 
4 34 21434 21

個數個數 84

16
1

...
16
1

8
1

...
8
1

4
1

4
1

2
1

1 +++++++++

  = 
2
1

2
1

2
1

2
1

1 ++++

  = 3

S = 
16
1

15
1

...
12
1

11
1

...
8
1

7
1

...
4
1

3
1

2
1

1

444

++++++++++++
4 34 214 34 21434 21

個數個數個數

  <

  = 
16
1

3
1

2
1

1
3
1

2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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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1

3
2

3 ++ （可略去）

  = 
48
35

3

∴
48
35

33 << S

則 S的整數部份為 3。

從上例的估算過程中，可以看出兩條估算的法則：（一）1，

2
1
，

3
1
，

4
1
相對來說是較大數，不能參與估算。（二）分段要

合理，不但分的段數要合理，而且分段估算也要合理。上例兩

種分段估算的方法都很特別，值得同學多加參考和活用。

當然，同學或會覺察到，這種分段估算的方法不止一種，

對！只要便於估算又能使結果達到要求，同學一樣可以自己動

手得到一個更好的範圍的。

例32：求 S = 1001
11
1

7
1

5
1

3
1

2
1 ×





 ++++ 的整數部分。

解答：這道題目可以用直接通分再求值的方法，求出 S 的整數部分。但是若將原式適

當變形，然後採用估值法則簡單得多。

Θ 131171001 ××= ，
30
1

1
5
1

3
1

2
1 =++ 。

∴ S = 13117
11
1

7
1

5
1

3
1

2
1 ×××





 ++++

  = 13117
30
1

11
1

7
1

1 ×××




 +++

  = 
30

1001
911431001 +++

  = 1001 + 143 + 91 + 
30
11

33

   = 
30
11

1268

∴ S的整數部分是 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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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試算出以下數式：

1. (a) ( ) ( )[ ]75.018.12.58.12.55.0 −÷+−+×

(b) 




 +−

45
13

6085.30
45
13

97

(c) 

5
16

4
15

3
1

13

6
1

2
9

18
7

)125.025.05.0()125.025.05.0(
×−

+×
×××÷++

(d) ( )4525454500 ×÷

2. (a) 4976 – 1998

(b) 574 + 499

(c) 199999 + 19999 + 1999 + 199 + 19

(d) 1
4
3

9999
4
3

999
4
3

99
4
3

9 ++++

(e) 599996 + 49997 + 3998 + 407 + 89

(f) 101374×
(g) 999911111×
(h) 6270274999 +×

3. (a) 54325×
(b) 5.1128×

4. (a) 5.875.87999 +×

(b) 
89.767.545.323.1
9.787.565.343.12

+++
+++

(c) 
29
1

9
1

29
9
5

6529
9
5

35 ÷−×+×

(d) 999999999999 −+×+
(e) 9999999999 ×+×++
(f) 035.106048.43199487.561994 ×+×+×
(g) 199619961995199519951996 ×−×

(h) 128)
384
1

192
1

96
1

48
1

24
1

12
1

6
1

3
1

( ×+++++++

(i) 
400300200...1296864432

300200100...9636423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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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12532625 ××
(b) 111177774444 ÷×
(c) 12532252400000 ÷÷÷

7. (a) 1999 + 1998 – 1997 + 1996 – 1995 +1994 – …  + 4 – 3 + 2 – 1

(b) 1000 + 999 – 998 – 997 + 996 + 995 – 994 – 993 + …  + 4 + 3 – 2 – 1

(c) 100 + 99 + 98 – 97 – 96 + 95 + 94 + 93 – 92 –91 + …  + 5 + 4 + 3 – 2 – 1

8. (a)
2119...531
2018...642

+++++
+++++

(b) 
99
1

63
1

35
1

15
1

3
1 ++++

(c) 
100...21

1
...

4321
1

321
1

21
1

1
+++

++
+++

+
++

+
+

+

(d) ( ) ( )2222222222 13...95979924...9698100 +++++−+++++

(e) )
19991999

1
1(...)

44
1

1()
33

1
1()

22
1

1(
×

−××
×

−×
×

−×
×

−

9. (a)
77
76

78×

(b) 39
40
39

39 ×

(c) 
116498382
381498382

−×
×+

(d) 
8888888888888888

123456787654321
×

++++++++++++++

10. 試算出
234623442345

2345
2 ×−

。

11. 試算出 





 +×






 +++−






 ++×






 ++

975
753

357
579

531
135

975
753

357
579

135
531

531
135

975
753

357
579

975
753

357
579

135
531

。

12. 若
76543213211110198
01112131234567891=

y
x

，求
y
x
小數點前 3位是多少？

13. 若 S = 

1991
1

...
1981

1
1980

1
1

+++
，試求 S的整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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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已知 x 是自然數，且 2293450075 =x ，試利用估值的方法求 x 之值。

15. 若 A = 100
70166915681467136612
71167015691466136712 ×

×+×+×+×+×
×+×+×+×+×

，求 A的整數部分。

16. 如下算式，A、B、C均為整數，右邊答案只寫出了四捨五入後的近似值：

16.1
753

≈++ CBA

試求A、B、C三個數。

顧問老師：梁志明、黃萬安、黃偉智、楊振雄、袁仲強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數學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