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學年度

資訊學科能力競賽初賽

程式設計試題

答題注意事項：

1. 請留意題目的說明，題目中未提及的事項，請勿自行假設。例如題目若要求

輸入一個整數，則勿假設此整數必為正整數。

2. 評分時的測試資料由評分老師提供，僅測試完成題目上的輸入輸出範例，並

不能保證該題能得到滿分。

3. 每題程式需在 秒內執行出結果，否則不予計分。

4. 輸出格式需完全和題目規定相同，不可以輸出多餘空白。

5. 不可以加 等系統函數，如因這樣而無法 ，請自行負責。

6. 程式編寫時間：

7. 程式測試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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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二值化

彩色影像檔的每個像素（ ）包含紅 、綠 、藍 三個顏色的亮度值。灰

階（ ）影像檔的每個像素為黑色 到的白色 不同亮度的階度值。

人眼對綠色的亮度感最大，而對藍色最小，在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較適合人類眼

睛的灰階影像方程式如下：

影像二值化（ ）在圖形識別裡佔了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個將影像

以 與 表示的影像處理過程。首先，將彩色影像的每一像素轉換成灰階值

後，再與門檻值 （ ，）相比：若計算得到的灰階值 小於該門檻值 ，

則將此點的顏色設為黑色 ；否則，將此點的顏色設為白色 。

註：此計算過程中所得的灰階值 為一浮點數，僅為與門檻值 進行比較，毋

需轉換成整數值。

門檻值 的取得有很多方法，我們採取一個最簡單最快速的方式，將所有像素

的灰階值 加總後取平均。

給定一個    的彩色影像檔，內含每一像素的 值。請將此彩色影像轉換

成 ，輸出門檻值 、並計算白色像素個數與黑色像素個數。

第一行為整數 （ ），表示此影像為    大小。

之後有 行，每一行代表 個像素，每一個像素皆由 三個顏色值組成（每

個顏色的值是介於 到 之間的整數，整數間以一個空白字元分隔）。

共一行，有 個以空白隔開的數值。其中， 為門檻值（顯示至小數點後第三位）、

為白色像素個數、 為黑色像素個數（如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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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語言控制顯示小數位數的方法

可使用 函式，但需 函式庫。

例如：

顯示的結果為

註 ： 語言控制顯示小數位數的方法

─ 印出小數點後兩位的浮點數。

例如： " "

顯示的結果為

5  

 14  72  55  67 135 177 194 144  15   9  40  84  37 228 128  

216  58   0  91 246  19  30  75 137 110  16 166  34 232  20  

135 253  30  96  22  51  19 254   9  48 210 218 107 104  84  

 26 156  70 163 173 154 101  64  39 126   3 194 204  74 179  

193 234 225  81 242 109  87  59 147 173 107 190  10 138  82

118.531 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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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音樂會

小綠綠要舉辦期末小小音樂會，音樂老師希望同學們依照演奏樂曲的時間長短來

安排演出的順序。上、下半場時間大約相同。若無法平分，上半場時間需大於下

半場時間。

在音樂理論中，速度（ ）決定了一段音樂的快慢，是音樂的重要元素，亦

影響作品的情感與演奏難度。音樂速度一般以文字或數字標記於一首樂曲的開端，

現代習慣以每分鐘多少拍（ ，簡稱 ）作單位。演奏速度「♩

＝ 」表示： 是其 值，表示每分鐘演奏 個四分音符 ♩ 。

舉例來說： 拍 小節的曲子，速度為「♩ 」，問其演奏時間

拍意思是每 個 四分音符 ♩ 成 小節，共 小節，則全曲有

個 ♩ 。「♩ 」表示每分鐘演奏 個四分音符 ♩ ，所以 個共需

分又 秒。

再舉一例來說： 拍曲子共 小節，速度為 「♩ 」，問其演奏時間

拍意思是每 個 八分音符 ♪ 成一小節。共 個小節，表示全曲共有

個 ♪ 。 附點四分音符 ♩ 的時值是三個 ♪ 那麼長，所以

個 ♪ 的長度就等於 個 ♩ 。 「♩ 」 的意思就是每分鐘會

演奏掉 個 ♩ ，所以 個 ♩ 共需 分鐘，也就是 分

秒演奏完。

現在，請為小綠綠寫出一套自動安排節目表的程式。計算每首曲目的演出時間，

計算總演出時間，依序排序後，分出上半場與下半場的演出。

第一行為演出曲目數 （ ）。

接下來的 行，每一行有演出曲目名稱、節拍、總小節數、演奏速度。

例如： 曲目為 拍 小節的曲子，演奏速度為「♩ 」記錄如下：

。 曲目為 拍 小節的曲子，演奏速度為 「♩ 」記錄如下：

。

第一行為總演出時間（m’s”）。

表示分鐘， 表示秒數（四捨五入並顯示至整數位）。

接下來有 行，依演奏時間由小至大排序。

若演奏時間相同時，以曲目名稱之字典序排序。

每一行包含曲目名稱與演奏時間（m’s”），以空白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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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分鐘， 表示秒數（四捨五入並顯示至整數位）。

上下半場中間以三個減號「 」隔開，如 所示。

註 ： 語言控制顯示小數位數的方法

可使用 函式，但需 函式庫。

例如：

顯示的結果為

註 ： 語言控制顯示小數位數的方法

─ 印出小數點後兩位的浮點數。

例如： " "

顯示的結果為

註 ：四捨五入的方法

以四捨五入至小數第二位為例，處理步驟如下：

 原數 乘以 ，再加上 ，再將結果強制轉換為整數 型別，即可無條件捨

去小數的部份。  

 由於之前乘以 放大，所以最後要再除以 還原。

請注意除數 ，在 之右要加小數點，使這個除式得以浮點運算進行。

若你要四捨五入至小數第三位，把上述的 改成 即可，餘類推。

3 

AA 4 4 27 60 1 

BB 6 8 150 120 1.5 

CC 3 2 10 72 1 

5’8” 

CC  0’50” 

AA  1’48” 

--- 

BB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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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長度編碼（ ）

變動長度編碼（ ）是一種簡單的非破壞性資料壓縮法，壓縮和

解壓縮都非常快。它能夠用來壓縮由任何符號所組合而成的資料。

這個方法是利用一個符號加上一個數字來取代連續出現的相同符號。例如，

就以 來取代。原始字串有 個字元，壓縮後的字串有

個字元，壓縮率為 。變動長度編碼的優點是編碼快速，但缺點是對

於不重覆的資料反而加大容量。

請將一個字串資料進行 ，並計算該字串的壓縮率。

第一行是一個整數 （ ）。代表測試筆數。

接下來 行，每一行有一組字串，字串長度不超過 ，每一連續字元長度不

超過 ，如 所示。

輸出 行。

每一行有 個資料 ，兩者以半形空白隔開。

其中 為編碼過的字串， 為該字串的壓縮率（顯示至小數點後三位）。

如 所示。

3 

AABBBBDAA 

AAAAAAAABBBB 

ABCD 

A2B4D1A2 0.889 

A8B4 0.333 

A1B1C1D1 2.000 

 

註 ： 語言控制顯示小數位數的方法

可使用 函式，但需 函式庫。

例如：

顯示的結果為

註 ： 語言控制顯示小數位數的方法

─ 印出小數點後兩位的浮點數。

例如： " "

顯示的結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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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對獎

單數月的 日，對小綠來說，是一個既期待，又

怕傷害的日子。因為收集了兩個月的一大疊發票

終於可以拿來兌獎了。然而最令小綠心煩的，就

是「對發票」的過程。一張一張的確認，不僅耗

時間耗精力，更可能發生漏對的情況。

好友 幫小綠設計了一個自動發票掃描器，可以將一整疊的發票號碼逐一掃描

進入，省去了看發票的辛苦，小綠覺得 真是太貼心了 知道了，也不甘

示弱，他要設法讓小綠可以自動對發票。可是， 在程式設計課時都沒專心聽

講，身為 的姐姐，妳可以幫幫他嗎

統一發票對獎規則如下：

特別獎同期統一發票收執聯 位數號碼與特別獎中獎號碼相同者獎金 萬元

特 獎同期統一發票收執聯 位數號碼與特 獎中獎號碼相同者獎金 萬元

頭 獎同期統一發票收執聯 位數號碼與頭 獎中獎號碼相同者獎金 萬元

二獎 同期統一發票收執聯末 位數號碼與頭獎中獎號碼末 位相同者各得獎金 萬元

三獎 同期統一發票收執聯末 位數號碼與頭獎中獎號碼末 位相同者各得獎金 萬元

四獎 同期統一發票收執聯末 位數號碼與頭獎中獎號碼末 位相同者各得獎金 千元

五獎 同期統一發票收執聯末 位數號碼與頭獎中獎號碼末 位相同者各得獎金 千元

六獎 同期統一發票收執聯末 位數號碼與頭獎中獎號碼末 位相同者各得獎金 百元

前 行為中獎號碼。第 行為特別獎、第 行為特獎、第 行為頭獎。

第 行為一個正整數 ，代表小綠的發票張數。

接下來 行。為小綠的發票號碼，每一組號碼為 碼。

若全無中獎，輸出「 」

若有中獎，輸出中獎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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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31966 

57287066 

29828540 

85564445 

39775689 

5 

47696540 

38932438 

39335689 

57287065 

43231966

1200 

34231966 

57287066 

29828540 

85564445 

39775689 

5  

47696541 

38932438 

39335688 

57287065 

43231966

Thanks for patronage 



第 8頁 

 

：秘密紙條

湯姆和貝琪是一對兩小無猜的好朋友。他們喜歡在

上課時傳紙條，又怕被同學攔截，大聲的唸出來。

湯姆想到在電腦課上學到二進位的計算方式與

的編碼，他發現，如果把要給貝琪的訊息轉成

位元的 碼，再以 與 的二進位形式寫出來，

同學就不會知道他們傳遞的訊息是什麼了。

例如：湯姆想傳「 」由 轉換後的

編碼如下：

 
Figure E-1 ASCII Code

：請幫忙貝琪把湯姆傳來的訊息一一解碼。

：第一行為正整數 ，代表訊息則數。接下來 行，每一行

為連續 與 組合的字串，表示一則訊息。

：有 行。每一行為解碼後的訊息。

4 

010001000111001001100101011000010110110101110011 

01000011011011110110110101100101 

01010100011100100111010101100101 

0100100100100000011001000110111100101110 

Dreams 

Come 

True 

I 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