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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一、選擇題 60％  ( 一題兩分，請注意：答案可能不止一個，全對才給分，答錯不倒扣) 
 
1. 右圖為位在東經 100 度某地春分所見的太陽日落軌跡。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因位在北半球，太陽於春分當天從西北落下  

(B)若在冬季拍攝，其落日軌跡會往右移  

(C)若春分時在比某地緯度更低之處拍攝，太陽落下的

位置會偏南，落日軌跡愈接近地平線  

(D)若另一地區與某地緯度相同，東經為 120度，其落日軌跡會相同，但落日時間較早  

(E)若夜間觀星，以某地適用的星座盤觀察時，北極星在盤中的位置會比臺北地區的星

座盤更接近地平線。 

 

2. 右圖為北緯 35°的某地，某天日出（春分）時天球示意

圖。則當天中午 12點，太陽離天頂的角度應為？ 

(A) 11.5° (B) 23.5° (C) 35° (D) 58.5°。 

 

3. 承上題，天球上的丁曲線應為？ 

(A) 赤緯－30° (B)天球赤道 (C)黃道 (D)北回歸

線。 

 

4. 一般認為銀河系中心有一個超大質量的黑洞。有些天文學家估計這黑洞的質量大約是

太陽的四百萬倍，太陽離此超大質量黑洞的距離約為 28,000 光年。如果太陽、該超大

質量黑洞與地球排成一直線，且二者對地球的主要影響只有萬有引力，則這個超大質

量黑洞和地球之間的萬有引力，大約是地球和太陽之間萬有引力的多少倍？(28,000 光

年大約是 91.8 10× 天文單位)  

(A) 121.2 10−×  (B) 72.5 10−×    (C) 32.2 10−×  (D) 64 10×  (E) 118.1 10× 。 

 

5. 右圖是面對北方的星空，其中位於北極星附近的 S 星以北極星為

中心，每隔 30 度所示的位置，當 4 月 1 日 22 時 S 星位於圖中 A

的位置，則 S星於 3月 1日幾時，位於圖中 A位置？  

(A)3月 1日 24時(或 3月 2日 0時)  

(B)3月 1日 22時  

(C)3月 1日 20時  

(D)3月 1日 18時。  

 

6. 承上題，在 1月 1日 20時，S星位於何位置？  

(A) A (B) B (C) D (D)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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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恆星的光度與其球狀的「表面積」成正比，並且與其「表面溫度四次方」成正比。已

知甲星的絕對星等為 -5.0、表面溫度為 10,000K，太陽的絕對星等為 5.0、表面溫度

為 6,000K。則甲星的半徑大約是太陽的幾倍？ 

(A) 3.6  (B) 7.2  (C) 12  (D) 36  (E) 100。 

 

8. 右圖為從太空看地球自轉與公轉的示意圖，地球繞

著太陽以逆時鐘方向公轉，地球本身也以逆時鐘方

向自轉，由地球上的 A 點來看，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一天 24 小時是連續兩次面對太陽所經過的時

間，稱為恆星日  

(B)一天 24 小時是連續兩次面對遙遠恆星所經過的

時間，稱為太陽日  

(C)恆星日比太陽日大約短了四分鐘  

(D)太陽日比恆星日大約短了四分鐘  

(E)太陽是一顆恆星，所以太陽日就是恆星日。 

 

9. 右圖為台灣地區之地面天氣

圖，圖中 a~e 點中，何處較可

能在下雨？ 

(A)a (B)b (C)c (D)d (E)e。 

 

10. 承上題，圖中 a及 b點所測得

的風向分別為？ 

(A)東北風、北風 

(B)西北風、南風 

(C)東北風、西南風 

(D)東南風、西南風。 

 

11. 臺灣在未來 24 小時的天氣變

化可能為？ 

(A)氣溫降低，氣壓升高 

(B)氣溫降低，氣壓降低  

(C)氣溫升高，氣壓升高  

(D)氣溫升高，氣壓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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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何者是 ZY剖面的正確圖形？ 

(A)  (B)  (C)  

(D)  

 

13. 科學家研究指出日─地關係的變化是造成冰期與間冰期交替出現的主因，冰期形成的

主要原因是夏季的太陽輻射量變弱，不足以融化上一冬季留下的冰雪。使得冰雪覆蓋

區域逐年往低緯度區擴展。較廣的冰雪覆蓋區反射較多的太陽輻射，地表吸收的太陽

輻射變少，冰雪融化量因此更形減少。此『冰─反照率機制』產生的正回饋，使得冰

雪覆蓋區逐年擴大。下圖(一)是取自印度洋深海岩心的氧同位素資料，呈現 50 萬年來

冰期─間冰期的變化，經分析發現至少存在甲、乙兩種變動（下圖(二)） 

 
            圖(一) 

   
            圖(二)甲                        圖(二)乙 

 

則由上圖(二)的甲,乙兩圖推測，影響 50 萬年來印度洋深海岩心的氣候變遷週期分別是多少? 

(A)甲：1000000；乙：41000  

(B)甲：41000；乙：23000  

(C)甲：1000000；乙：23000  

(D)甲：23000；乙：41000  

(E)甲：41000；乙：100000。 

 

14. 承上題，可能是受到下列哪兩個因子控制？  

(A)甲：歲差；乙：地球繞日公轉軌道偏心率的變化  

(B)甲：黃赤交角的變化；乙：歲差  

(C)甲：黃赤交角的變化；乙：地球繞日公轉軌道偏心率的變化  

(D)甲：歲差；乙：黃赤交角的變化  

(E)甲：地球繞日公轉軌道偏心率的變化；乙：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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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下列何種情形下，比較容易發生間冰期？  

(A)黃赤交角比較小，夏季在遠日點  

(B)黃赤交角比較大，夏季在遠日點  

(C)黃赤交角比較大，夏季在近日點  

(D)黃赤交角比較小，夏季在近日點。 

 

16. 右圖是太陽、地球與月球的相關位置示意圖。A～F

是月球在軌道上的位置，甲～丁是觀察者在地球的

位置，當月球繞至 C 處時，地球上的觀察者從甲移

動到乙的時間內，是屬於哪一種潮汐變化的現象？ 

(A) 滿潮 (B)乾潮 (C)漲潮 (D)退潮。 

 

17. 承上題，月球在下列哪一個運轉情形時，地球的潮

差會愈來愈小？  

(A)由 A處至 B處  

(B)由 B處至 D處  

(C)由 C處至 D處  

(D)由 D處至 F處  

(E)由 F處至 A處。 

 

18. 穩定同位素 O
18
與 O

16
的比值可用來當「古溫度計」，即是用來當作過去氣候的指標。例

如計算海洋沉積物中，底棲有孔蟲殼體所含 O
18
與 O

16
兩種氧同位素的比例，可推知當時

冰川體積變化。當冰期時，極區冰層中「O
18
的相對含量」較海水來得少，這是因為？ 

(A)海水中含有 O
16
的水較容易蒸發  

(B)海水中含有 O
18
的水較容易蒸發  

(C) O
16
會隨時間而衰變為 O

18
  

(D) O
18
會隨時間而衰變為 O

16
。 

 

19. 承上題，間冰期時，冰川融化形成大量淡水注入海洋，則該時期海水中「O
18
與 O

16
的比

值」，較冰期時海水中「O
18
與 O

16
的比值」變化情形為何？ 

(A) 變大 (B)變小 (C)不變。 

 

20. 冬季時假設北京和高雄的地面氣壓相同，但是北京的地面溫度遠比高雄的地面溫度

低，則下列哪一敘述不正確？ 

(A)北京的飽和水氣壓比高雄的飽和水氣壓低 

(B)北京的近地面空氣密度比高雄的近地面空氣密度大 

(C)北京與高雄兩地單位面積上空的空氣重量大約相同 

(D)北京的地面露點溫度一般比高雄的地面露點溫度低 

(E)近地面處北京的氣壓隨高度下降的變化比高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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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橄欖石類礦物在化學式中氧為 4時，矽應為多少？ 

(A) 1  (B)  2  (C)  3  (D)  4 

 

22. 組成海岸山脈的岩石主要有哪些？ 

(A) 火成岩和沉積岩  

(B) 沉積岩和變質岩 

(C) 變質岩和火成岩 

(D) 各占三分之一 

 

23. 深成岩中，氧化矽含量越高，其斜長石的鈣長石含量越如何？ 

(A) 越高 (B) 越低 (C) 無關 (D) 視深成岩種類而定 

 

24. 頁岩和泥岩的差別在下列哪一項？ 

(A) 顏色 (B) 礦物組成 (C) 頁理 (D) 粒度 

 

25. 下列哪一變質相之變質溫度最高？ 

(A) 綠色片岩相 (B) 藍閃片岩相 (C) 沸石相 (D) 角閃岩相 

 

26. 下列哪一地區的大陸地殼厚度最厚？ 

(A) 台灣 (B) 智利 (C) 冰島 (D) 喜馬拉雅山 

 

27. 台灣的斷層以哪一種最常見？ 

(A) 正斷層 (B) 逆斷層 (C) 平移斷層 (D) 轉型斷層 

 

28. 台北盆地四面環山，這些地層中，最古老的是屬於哪一地質年代? 

(A) 漸新世 (B) 上新世 (C) 中新世 (D) 全新世 

 

29. 在野外地質調查中，為了建立地層層序，應用下列哪一種方法是最費時的？ 

(A) 疊置定律 (B) 截切關係 (C) 放射性定年 (D) 包裹關係 

 

30. 上部沉積岩和下部變質岩之間有一個侵蝕面，此侵蝕面屬於下列哪一種？ 

(A) 交角不整合 (B) 非整合 (C) 假整合 (D) 平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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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答題 40％（共四題  一題十分  ） 

答題須知： 

1.請將答案寫在答案紙上。                2.不須抄題，但須標明題號，且按順序作答。 

3.僅可用藍黑色原子筆或鋼筆繕寫。        4.可以用立可白及立可帶修正。 

5.答案用紙不另發給，請妥為使用及維持清潔。 
 

1. 如果您要指導學生參加科展比賽，您會選定什麼主題的題目呢？而且要如

何指導學生做科展呢？ 

 

 

2. 您會運用那些教學模式在九年級的地球科學課堂上做有效率的教學呢？ 

 

 

3. 假如您是七年級導師您會如何規劃與實施您的班級經營？ 

 

 

4. 面對班上少數的怪獸學生或家長您要如何處理與因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