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天主教道明中學第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三年級地球科學 
一、選擇：(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 （  ）如圖所示，世華村五十年前位於海岸邊，但現今遠離海岸線。下列哪一項

人為因素最可能加速海岸線產生此種變化？ 

(A)在河流上游興建水庫 (B)在河流沿岸設置砂石場採砂 (C)砍伐森

林，減少山坡的植被 (D)超抽地下水，造成地盤下陷。 

 

2. （  ）臺灣北部海岸有名的跳石礫灘，如下圖所示，是世界少見的地形

景觀。這些礫石是由崩落的岩塊經下列何項作用所形成？ 

 

(A)經長途搬運沉積海邊，再受海浪作用 (B)經長途搬運沉積海

邊，再受風蝕作用 (C)未經長途搬運直接沉積海邊，再受海浪作用 (D)未經長途搬運直

接沉積海邊，再受風蝕作用。 

 

3. （  ）下圖為日、地、月三者相對位置示意圖。依據圖中所示，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七夕情人節(農曆七月初七)時，月球應在丁位置 (B)中秋

節(農曆八月十五日)賞月時，月球應在甲位置 (C)某日發生

日食，此時月球應在丙位置 (D)月球在丙位置引起的滿潮水

位較在乙位置高。 

4. （  ）某地質觀察紀錄如下：「營地位於溪流旁，四周的山壁呈現一層一層的岩層，岩層組成

的顆粒細小均勻，岩層中有時可看見貝殼的化石。」此紀錄所描述的最可能是下列哪一

種岩層？ (A)火成岩層 (B)沉積岩層 (C)變質岩層 (D)花岡岩層。 

5. （  ）當日、地、月之相對位置排列約成一直線時，當天潮汐的水位變化最大，稱為大潮。當

颱風侵襲臺灣時若適逢大潮，常常由於潮水高漲而無法迅速將大量雨水排除，造成水患。

由下列颱風侵襲臺灣的日期判斷，下列何者可能曾遇上大潮？ (A)賀伯颱風，民國 85

年 7 月 31 日(農曆 6 月 16 日) (B)象神颱風，民國 89 年 10 月 30 日(農曆 10 月 4 日) (C)

桃芝颱風，民國 90 年 7 月 30 日(農曆 6 月 10 日) (D)康森颱

風，民國 93 年 6 月 9 日(農曆 4 月 22 日)。 

6. （  ）附圖為月球繞地球公轉軌道示意圖，月球由甲處運行至乙處

的期間，地球大約自轉了幾圈？ 

(A)半圈 (B)1 圈 (C)15 圈 (D)180 圈。 

7. （  ）日食發生時，日、地距離為 X1，日、月距離為 X2；月食發

生時，日、地距離為 X3，日、月距離為 X4，則下列有關距

離長短的比較關係何者正確？ (A) X1＞X2；X3＞X4 (B) X1＞X2；X3＜X4 (C) X1＜X2；X3

＞X4 (D) X1＜X2；X3＜X4。 

8. （  ）「地球到太陽的平均距離」為 1 天文單位。下列敘述中的距離，何者大於 1 天文單位？ 

(A)太陽與月球間的最長距離 (B)地球與月球間的最長距離 (C)太陽與金星間的最短距

離 (D)地球與金星間的最短距離。 

9. （  ）下列何者與臺灣地區缺水較無關聯？ (A)人口眾多，經濟發達 (B)雨量集中 5～9 月 (C)

地形陡峭，河流短促 (D)無冰雪可補充河、湖或地下水。 

10. （  ）一個良好的地下蓄水層必須符合下列哪些特性？甲.孔隙大；乙.質地緻密；丙.滲水性好；

丁.不透水。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11. （  ）各區域海洋的鹽度均有所差異，試問下列哪一個因素將會使某區域海水的鹽度增高？ (A)

海洋上空的降水量增加 (B)水產養殖業者大量抽取地下水 (C)日照強烈使海水大量蒸

發 (D)河流的淡水大量注入海洋。 

12. （  ）在自然力量中，改變地形最主要的力量是下列何者？ (A)火山、板塊飄移 (B)冰川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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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 (D)河水。 

13. （  ）關於河流的作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河流的搬運能力與流速、流量有關 (B)河流

受侵蝕作用，源頭會逐漸後退，河谷逐漸加長 (C)河流的侵蝕作用以發生在海平面以上

的陸地為主 (D)向源頭侵蝕造成河谷加寬及加深。 

14. （  ）下列何者不屬於風化作用？ (A)植物根部生長撐破岩石 (B)海岸附近的岩石形成海蝕崖 

(C)岩石中的含鐵礦物氧化 (D)水反覆冰凍、膨脹和融化而撐開岩石。 

15. （  ）小華在美國 黃石公園的某處找到古代冰川的遺跡，試問這些遺跡應不包含下列哪一項？ 

(A)他所站的位置可以清楚的看見 U 型谷地 (B)地面滿布大大小小的凹洞 (C)地面的岩

石留下數條長長的刮痕 (D)U 型谷地上堆積著顆粒大小不一的石頭。 

16. （  ）如附圖所示，甲、乙、丙為同一條河流上不同地點的河

道剖面圖，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處的侵蝕作

用最強 (B)乙處的搬運作用最強 (C)丙處的岩石大都

有稜有角 (D)甲處無法找到鵝卵石。 

17. （  ）砂、頁岩互疊的地區，兩者在抵抗風化侵蝕的能力上有明顯的差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組成砂岩的沉積物顆粒較小，組成頁岩的沉積物顆粒較大 (B)砂岩抵抗風化、侵蝕的

能力大於頁岩 (C)頁岩堅硬程度大於砂岩 (D)砂岩層常會形成窪地，頁岩層則形成凸出

的山頭。 

18. （  ）由岩漿冷卻凝固所形成的火成岩中，可能在地底深處結晶，也可能在地表附近結晶，關

於在地底深處冷卻結晶的岩石，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屬於變質岩 (B)礦物顆粒較大 

(C)冷卻時間較為迅速 (D)會形成大理岩。 

19. （  ）關於礦物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顏色是判斷礦物最重要的方法 (B)硬度是抗

敲擊的能力 (C)礦物粉末的顏色就是它的晶形 (D)每一種礦物皆有特定的化學組成。 

20. （  ）花岡岩是建築上常見的石材，關於花岡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花岡岩由石灰岩

變質而來 (B)主要組成的礦物為石英、長石、雲母 (C)花岡岩外觀呈純白色 (D)花岡

岩為岩漿噴發至地表附近冷卻凝固而形成。 

21. （  ）關於方解石與石英的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A)方解石與石英的顏色皆為白色略透明 (B)

方解石的硬度比石英小 (C)方解石的結晶外形與石英相同 (D)方解石遇酸會有冒泡的

現象，石英則無。 

22. （  ）月亮雖然有公轉，但每天都是以同一面面對著地球，下列何者是最可能的原因？ (A)月

球上地表的每一部分都相同 (B)月球對著地球的一面和另一面一模一樣 (C)月球每天

自轉的角度和公轉的角度相同 (D)月球沒有自轉。 

23. （  ）在一個月之中，發生滿潮的時間為何時？ (A)只有農曆初一的正午與子夜 (B)只有在農

曆十五的正午與子夜 (C)只有農曆初一與農曆十五的全天 (D)每天都會出現。 

24. （  ）若今日的月亮在中午 12：00 時升起，且在上午 6 點正值滿潮，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明日上午 6 點 50 分也正值滿潮 (B)明日下午 4 點正在漲潮 (C)今日晚上 6 點 25 分也正

值滿潮 (D)發生在上午 8 點的滿潮可能為大潮。 

25. （  ）農曆六月十四日當天晴朗無雲，小東想看晚上的月亮，則他是否有機會看到月亮？ (A)

他可在半夜時看見月亮由東方地平線升起 (B)則他在傍晚時可見到月亮在西方地平線附

近 (C)他在傍晚時見到東方升起的月亮 (D)完全不可能看到月亮。 

26. （  ）月亮從上弦月變成下弦月的過程中，月球表面的受光面積有何變化？(假設沒有月食的發

生) (A)沒有變化 (B)越來越多 (C)越來越少 (D)先變少，再變多。 

27. （  ）月相每個月出現週期性盈虧變化的主要原因為何？ (A)月球繞地球公轉 (B)地球繞太陽

公轉 (C)地球自轉 (D)月球自轉。 

28. （  ）「漲潮」是指潮汐週期中的哪一個階段？ (A) 海水水位升至最高點時 (B)海水水位由

最高點下降至最低點的過程 (C)海水水位降至最低點時 (D)海水水位由最低點上升至

最高點的過程。 

29. （  ）如果只考慮月球對潮汐的影響，則附圖中地球上甲、乙、丙、丁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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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適合趁乾潮時觀察潮間帶生物者為何？ (A)甲丙 (B)乙丙 (C)甲乙 (D)乙丁。 

30. （  ）下列哪一節日所觀察到的月相與其他節日不同？ (A)中元節 (B)七夕

情人節 (C)元宵節 (D)中秋節。 

31. （  ）附圖所示為日地月相對位置及觀察者所在位置，則對於觀察者而言，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時為清晨 (B)月相為上弦月 (C)此時為

正午 (D)月相為滿月。 

 

32. （  ）澎湖群島上著名的「雙心石滬」是利用潮汐捕魚的裝置。若

附表為某日的潮汐預報單，則漁民何時可去收困在石滬裡的

魚？ (A)清晨三點 (B)早上九點 (C)下午三點 (D)下午

四點。 

33. （  ）地球上的觀察者無法每月均看見日、月食的主要原因為何？ 

(A)因為月球公轉速率比地球公轉速率快 (B)因為地球公轉

軌道面與月球公轉軌道面並不在同一平面上 (C)因為地面上的人們可能受到天候因素影

響，而無法每月均看見日、月食 (D)因為日食(或月食)發生時，觀察者所在的地區可能

剛好是黑夜(或白天）。 

34. （  ）附圖是日、地、月三個天體的相對位置示意圖，試由此圖判斷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z 地的觀察者正看到日出 (B)y 地

的觀察者正看到運轉到丙處的月球在東方地平線附近 (C)w

地的觀察者正看到日落 (D)x 地的觀察者看到運轉到乙處的

月球是東半邊在亮。 

35. （  ）黃河的侵蝕、搬運和沉積等作用，最終會對地表高低落差造成

什麼影響？ (A)使地表高低落差漸漸變大 (B)使地表高低落差漸漸縮小 (C)不一定 

(D)沒有影響。 

36. （  ）關於風化作用與侵蝕作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風吹拂岩石表面帶走細小的岩石

碎屑，是一種風化作用 (B)侵蝕地表最主要的力量是河流 (C)河流、冰川、風與海浪無

時無刻都對地表進行風化作用 (D)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峽谷地形是一種冰川侵蝕的結果。 

37. （  ）河流中攜帶的細小顆粒，會在水流速度較緩慢處沉積下來，日復一日不斷堆積、壓密、

膠結而形成何種岩石？ (A)火成岩 (B)沉積岩 (C)變質岩 (D)膠結岩。 

38. （  ）臺灣南部冬天時極少下雨，曾文溪的流水量沒有夏天多，可是仍然有水流入，試問這些

水主要來自哪裡？ (A)平地沒下雨，可是山頭上細雨不斷 (B)海水倒流補充河水 (C)

地下滲出的岩漿水 (D)下雨時，滲入地下的地下水。 

39. （  ）土石流具有攜帶沉積物的能力，數年前，莫拉克颱風造成臺灣中南部山區嚴重的土石流，

若在颱風過境後一週至下游出海口觀察，該區沉積物顆粒的特徵應為下列何者？(下層為

颱風來襲前，上層為颱風過境後) 

(A)  (B)  (C)  (D)  

40. （  ）「住在靠馬路的房屋，屋內地板常有很多灰塵與砂粒，可能是因馬路上的車輛行駛過去

產生的風將地面灰塵與砂粒吹起，透過開啟的窗戶進到房屋內，最後停留在屋內地板。」

有關上述砂粒從馬路到屋內的過程中所包含的地表地質作用及其順序，下列何者最合

理？ (A)先侵蝕後沉積 (B)先沉積後搬運 (C)先搬運後沉積 (D)先搬運後侵蝕。 

41. （  ）太魯閣國家公園以陡峭的峽谷聞名，此峽谷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下列哪一個？ (A)河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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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侵蝕岩層 (B)地震引起岩層崩塌 (C)冰川移動使得岩層被切割 (D)岩層被海流侵蝕

與波浪沖刷。 

42. （  ）以下描述某顆高山上的岩石成為岩石碎屑並經由河流到達平原的過程： 

甲、岩石中的鐵與氧氣作用成為氧化鐵，使岩石逐漸破裂鬆動； 

乙、岩石在地震時掉落河谷，途中撞擊到其他岩石而碎裂； 

丙、岩石碎屑在河流中翻滾碰撞，逐漸磨去稜角； 

丁、岩石碎屑在河流進入平原後，流速減緩而逐漸堆積。 

在此過程中，何者屬於風化作用？ 

(A)甲 (B)乙 (C)丙 (D)丁  

43. （  ）下圖為某日花蓮與新竹地區的海水面高度隨時間變化之

圖形，依據此圖，下列關於當日兩地潮汐的敘述何者正

確？(A)花蓮的潮差比新竹的潮差小  (B)花蓮和新竹的

潮汐週期皆約 6 小時  (C)在 18：00 時，花蓮正在漲潮，

新竹正在退潮  (D)在 12：00 時，花蓮正處於乾潮，新

竹則是滿潮  

44. （  ）下列何者不是搬運作用的現象？ (A)屏東的漂流木隨

海水漂流到小琉球 (B)冰島的火山灰隨風飄送到歐洲各地 (C)綠島的火成岩隨板塊聚

合漸漸往臺東靠近 (D)太魯閣的大理岩碎塊被河水帶至花蓮海邊。 

45. （  ）某次出遊時，小明朝自己頭頂附近的天空拍攝得到甲照片，在 30 天內的某日舊地重遊，

於同一地點朝自己頭頂附近的天空拍攝得到乙照片，兩張照片如圖(一)所示，其中白色部

分是當時小明看到的月相。圖(二)是月球、地球與太陽光相對關係示意圖，黑點代表地球

北極，參考圖(二)並根據月相與拍攝方位判斷，下列有關兩照片拍攝時間間隔的推論，何

者較合理？ 

圖(一) 圖(二) 

(A)相隔約 7 天 (B)相隔約 14 天 (C)相隔約 21 天 (D)相隔約 30 天。 

46. （  ）如附圖所示，何處為受壓地下水之補注區？ (A)甲、

乙之間 (B)乙、丙之間 (C)丙、丁之間 (D)丁之

右側。 

47. （  ）近年來，臺灣西南沿海地區大量抽取地下水發展養

殖漁業，試問大量抽取地下水與下列哪個現象最無

關？ (A)地層下陷 (B)土壤鹽化 (C)海水倒灌 

(D)優養化。 

48. （  ）關於地下水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地下水雖

有地層保護但也會受到汙染 (B)地下水的來源主要依賴海水滲透 (C)如果地下水因超

抽而導致海水滲入，將不堪飲用 (D)在沉積物鬆軟的地區，因超抽地下水導致的地盤下

陷將特別嚴重。 

49. （  ）在水循環的過程中，高空中固態水落下至地面，主要發生在哪一階段？ (A)蒸發 (B)

降雨 (C)成雲 (D)降雪。 

50. （  ）關於海水鹽類的主要來源，下列何者正確？ (A)在最初海洋形成時，就存在於海水中 (B)

在最初海洋形成後，原本存在海底地層中的鹽類經長時間溶解而成 (C)鹽類原本溶解於

雲層的小水滴中，再降至海洋，經長時間累積而成 (D)在各處地層中的鹽類經雨水、河

水及地下水溶解後，長時間累積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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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 自然與生活科技科 考試卷 ___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選擇：(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C 2.C 3.D 4.B 5.A 

6.C 7.B 8.A 9.D 10.A 

11.C 12.A 13.D 14.B 15.B 

16.C 17.B 18.B 19.D 20.B 

21.C 22.C 23.D 24.D 25.C 

26.A 27.A 28.D 29.D 30.B 

31.A 32.B 33.B 34.A 35.B 

36.B 37.B 38.D 39.B 40.C 

41.A 42.A 43.A 44.C 45.C 

46.D 47.D 48.B 49.D 50.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