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道明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國中部二年級第一次段考地理科試題 

範圍:B3L1~2-1(P.19)                                       

1. 農業和畜牧業是中國居民傳統的維生方式，這兩種維生方式的空間分布，與下列哪一個地理要素

的關係最為密切？ (A)地形種類  (B)氣候乾溼  (C)河川長短  (D)氣溫高低 

2. 洞庭湖原為中國第一大淡水湖，但自一九五○年代後，湖水面積日益縮減，其主要因素為何？ 

 (A)氣候變遷 (B)地勢抬升 (C)黃河河流改道 (D)農民圍湖造田。  

3. 承上題，今年洞庭湖所屬流域，高溫少雨，新聞報導指出「7月以來○○流域平均降水量160.3毫米，

較常年同期偏少50.4％，為1961年以來歷史同期最少，支流的水量較常年同期偏少2到8成，上中游

來水量為1949年以來同期最少；當前洞庭湖、鄱陽湖水位創有實測記錄以來同期最低。」，請問

洞庭湖屬於哪一個流域?  (A)珠江 (B)長江  (C)黃河  (D)淮河  

4. 承上題，洞庭湖周圍自古有「湖廣熟，天下足」的美稱，形容其糧食生產豐富，而今年卻適逢大

旱，糧食勢必減產，請問洞庭湖周圍栽種的糧食作物，最可能是哪一種?  

 (A)稻米 (B)小麥  (C)馬鈴薯 (D)青稞 

5. 「塔克拉瑪干」的原意是「有去無回之地」，某探險隊想深入這

個僅次於撒哈拉的世界第二大沙漠，應前往附圖中的哪個地區？

(A)甲 (B)乙 (C)丙 (D)丁 

6. 河套平原從秦朝開始，當地居民就能引水灌溉，從事農業生產，

這讓當地農業迅速發展，灌溉渠道遍布的樣貌，也使河套平原獲

得「塞上江南」的美稱。請問，河套平原是引哪一條河的水來灌

溉?  (A)珠江 (B)長江  (C)黃河  (D)淮河 

7.  中國與印度兩國長久以來面臨邊境糾紛，2020年5月9日印度錫金邦北部

的納庫拉地區邊界爆發衝突，雙方人員互丟石頭與鬥毆，造成數名士兵

受傷。請問：發生衝突的地區，其自然景觀為下列何者？(A)內陸乾燥的

沙漠 (B)奇異的石灰岩地形 (C)縱谷中的綠洲 (D)連綿高聳的山脈 

8. 根據中國的研究，「2000-2021年，東北地區糧食產量增長近2倍，糧食產

量佔全中國糧食總產量的比例由12.74%上升到25.36%」，請問中國東北平原能如此高產量的提供

糧食，最主要是用何種方式提高生產量?  (A)投入大量勞力  (B)使用大量肥料 (C)大量灌溉  (D)

大規模機械化 

9. 中國黃河是世界泥沙含量最高的河川。若將黃河一年泥沙量堆成1

立方公尺的土堤並排排列，其長度是地球到月球的3倍距離，亦可繞

地球赤道27圈。請問：黃河流經附圖何處高原，水土流失嚴重，才

導致河水黃濁？ (A)甲 (B)乙 (C)丙 (D)丁 

10. 中國為養活不斷增加的人口，在全國各地挑選適合種植稻米、小麥

等糧食作物的地方，建立「全國性商品糧基地」，並擴大生產規模，

以確保國內糧食供給的穩定。根據上述，下列哪一個地理區，最可能被挑選作為全國性商品糧基

地？ (A)東南丘陵 (B)青藏高原 (C)準噶爾盆地 (D)長江中下游平原 

11. 附圖為中國 30°N 附近的地形剖面示意圖，圖中→所指的方

位為何？ (A)東方 (B)西方 (C)南方 (D)北方。 

12. 富雄到中國旅行的時候，寫下日記敘述他看到的特別景觀：

「這裡的溫度比很多地方都來得低，就算是七月，日均溫通

常也不超過20度，非常涼爽。除此之外，我一開始也不太能



適應此地較稀薄的空氣，差點都要得高山症了，不過強烈的陽光常常讓我在一個不注意之下，就

晒得滿臉通紅。這裡不但人煙稀少，我還能看到一些當地的少數民族和一種叫做犛牛的牲畜。真

希望有機會還能來到這『世界屋脊』看看。」請問上述的文字是在敘述哪個地形區？ （Ａ）內蒙

古高原（Ｂ）塔里木盆地（Ｃ）青藏高原（Ｄ）東南丘陵 

13. 附圖為中國的地面天氣圖。由圖中氣壓資料判斷，

此時最可能是哪一個季節？  

(A)春 (B)夏 (C)秋 (D)冬 

14. 近代以來，中國人口不斷增加，對糧食的需求也與

時俱增。傳統中國農民常透過下列哪些方式，來增

加糧食的生產？ (甲)製造堆肥以提高土壤肥沃度 

(乙)研發殺蟲劑以利減少病蟲害 (丙)改良耕具用以

提高耕作效率 (丁)發明農耕機器減少勞力使用 (戊)

開發邊際土地擴大耕種面積  

(A)甲乙丙 (B)甲丙戊 (C)乙丙丁 (D)丙丁戊 

15.  右圖是中國著名的南北向運河----京杭大運河，由北而南聯繫海

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交織成網狀水路

網，請問：下列關於京杭大運河的敘述何者錯誤？  

(A)大運河主要分布在季風氣候區  

(B)自北向南，由溫帶變成副熱帶氣候  

(C)主要地形在最低階的平原丘陵區  

(D)由北方的稻田逐漸轉為南方的麥田景觀 

16. 承上題，請問：該運河的航行地區主要位於下列哪兩個地形區

之間？(Ａ)東南丘陵、珠江三角洲 (Ｂ)珠江三角洲、長江三

角洲 (Ｃ)長江三角洲、華北平原 (Ｄ)華北平原、東北平原 

17. 地理課時，老師指定四位同學上台說明「中國地形的特色」，

請問哪一位同學的說法並「不符合」真實狀況？ 

 (A)俞婷：「中國地勢東高西低，呈三級階梯分布」 

 (B)珮吟：「中國地形種類複雜，以山地、高原為主體」 

 (C)子庭：「中國東半部平原、盆地在氣候條件配合下，成為人口稠密區」 

 (D)巧伶：「中國山地眾多，而山地的走向與板塊運動的內營力有關」 

18. 「一江春水向東流」、「暖溼的海洋氣流可深入內陸，提供充沛雨水。」以上描述與下列中國哪

一個地理特徵最相關？(A)面積範圍廣大 (B)地形種類複雜 (C)地勢西高東低 (D)礦產資源豐富 

19. 中國面積廣大，氣候類型多樣化，若依中國各地區的氣候類型判斷，下列哪一張圖最能符合中國

氣候特色? 

 
 

20. 中國的全國性商品糧基地中，為何珠江三角洲的農作物生長季節最長，具有一年多熟的優勢？ (A)

緯度低 (B)面積大 (C)地形平坦 (D)河川長度長 



21. 中國受季風氣候的影響極大。請問：華北平原12月的季風風向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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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有關秦嶺、淮河一線在中國地理上的分界意義，請問何者錯誤？ (A) 農業、畜牧業的分界 (B) 副

熱帶季風氣候與溫帶季風氣候的分界 (C) 大致與1月均溫0℃等溫線位置相符 (D) 大致與年降水

量750mm等雨量線位置相符 

23. 附圖為中國地勢三級階梯示意圖。請問：圖中何處應為四川盆地？(A)甲 (B)乙 (C)丙 (D)丁 

 
24. 中國近代農牧業皆面臨變革，下列四個地區居民對於自己所居家鄉的說法，與事實最為相符？ 

(A)來自東北平原的阿東：我的家鄉四季如春，農產品終年供應不絕  

(B)來自塔里木盆地的賽姬兒：隨著灌溉技術的發展，綠洲農業越來越發達 

(C)來自青藏高原的布瑪：隨著中國人口不斷增加，已經成為中國農業發展的重要產區 

(D)來自長江中下游平原的小林：隨著經濟情況的改善，小麥的

種植面積越來越擴大。 

25. 目前中國正全力建設川藏鐵路（四川盆地─青藏高原），確保在 

2026 年建成通車，請問根據位置判斷，其路線可能為圖中何者？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26. 下列何者不是中國中階梯與高階梯的分界線？ (A)秦嶺 (B)巫

山 (C)太行山 (D)大興安嶺。 

27. 中國東半部距海較近，氣候特性受季風影響顯著，下列何者為中

國東半部的氣候特徵？ (A)受海洋影響，南北部溫差小 (B)受季風影響，冬夏乾溼分明 (C)因

距海較近，全年降水平均 (D)因高度影響，高山雪厚風小。 

28. 中國全境大致分屬三大氣候類型，下列關於這三大氣候類型的說明

何者正確？ (A)季風氣候與乾燥氣候大約以年降水量250毫米作為分

界 (B)季風氣候主要位於中國東半部，夏乾冬雨為其降水特徵(C)

乾燥氣候主要位於中國西北部，因緯度較高，氣候乾燥 (D)高地

氣候主要位於中國西南部，風力強勁，日夜溫差大 

29. 中國傳統農業以水稻和小麥為主要糧食作物，由於農業受自然環境

的影響甚大，也使作物的主要分布地區有別。請問：中國的小麥和

水稻種植分界，大致為附圖中的哪一條線？ (A)甲線 (B)乙線 (C)

丙線 (D)丁線 

30. 「連翹」是醫學臨床上常用的中藥材，由於它具有清熱解毒、消腫散結、疏散風熱的功效，因此

素有「瘡家聖藥」之稱，而該種藥材主要分布於中國秦嶺山脈中部、東部和太行山西側地區。若

以省區分布而言，山西省的產量約占全中國產量的 40%，河南占 30%，陜西占 20%左右。請問連



翹最主要的分布地區應位於下列哪一個地形區的範圍內？ (A)雲貴高原 (B)黃土高原 (C)青藏

高原 (D)內蒙古高原 

31. 承上題，依據連翹的分布位置判斷，其適合生長的環境，應與下列哪一張氣候圖所屬的氣候類型

最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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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中國的氣候受地形、緯度、距海遠近等因素影響，而有空間上的差異。

圖中甲、乙、丙、丁哪一路線夏季氣候的空間變化趨勢，具有明顯的

「由溼熱，變乾熱」的特性？(A)甲  (B)乙  (C)丙  (D)丁 

33. 季風氣候區是中國重要的人口分布區，請問季風氣候的形成主要受到

何種因素的影響? (A)距海遠近 (B)地勢高低起伏 (C)海陸性質差異 

(D)緯度分布位置  

34. 圖為中國某行政區 2009 至 2014 年接待的國內旅遊人次統計，若根據

旅遊者夏季會傾向至避暑勝地，冬季則至避寒勝地旅遊的特性

來判斷，附圖最可能是下列何地的資料？ (A)山東省 (B)海南

省 (C)黑龍江省 (D)西藏自治區。 

35. 清代中葉時，中國因人口大幅成長，一波外來的移民就近湧入

沙漠邊緣的黃河河套地區開墾，以求獲得溫飽的糧食。請問：

這波移民最有可能來自何地？ (A)東南沿海 (B)東北平原 

(C)四川盆地 (D)黃河中游 

36. 中國在 1950 至 1980 年間，對一月月均溫低於 0℃的區域施行免費供煤取暖政策，但卻造成嚴重空

氣汙染，影響當地居民健康。該政策實際供煤的區域，大致以下列哪條河流為其南界？ (A)黃河 

(B)淮河 (C)長江 (D)珠江 

37. 小美到了中國，發現某地的氣候條件是年降水量 80 毫米，最冷

月均溫-6°C，最暖月均溫 28°C，請問該地的氣候類型應該是下列

何者?(A)溫帶草原 (B)溫帶沙漠 (C)溫帶季風 (D)副熱帶季風 

38. 附圖為中國某學者根據自然和人文的綜合數據，繪製的重要地

理分界帶。此分界帶大致為下列何種現象的過渡區？  (A)產業：

農業區與畜牧區  (B)水文：內流區與外流區  (C)氣候：溫帶季

風與副熱帶季風  (D)地形：第二級階梯與第三級階梯。 

39. 中國夏季普遍高溫，而青藏地區的拉薩 7 月均溫 14.9°C，比同緯

度的上海涼爽，請問:此氣溫差異的主因為何? (A)季風 (B)地形  (C)緯度 (D)距海遠近 

40. 中國依地形高低起伏形成三級階梯，其中高階地形的地形種類主要為附圖中

的哪兩種所組成？(Ａ)甲乙  (Ｂ)乙丙  (Ｃ)丙丁  (Ｄ)丁戊。 

41. 運河是指人工開鑿的規模較大的、可以是水流流過的運輸通道，通常連接湖

泊、河流和海洋，中國歷史上春秋時期興建邗溝至隋唐時代的大運河，多以

南北向修建為考量，這與下列哪一項中國自然因素密切相關?    

(A)地勢西高東低 (B)位置居中緯度 (C)年降水量多寡 (D)人口分布情況 

42. 來自中國四個不同地區的民眾，前往北京參加「我是大歌星」的選拔大賽。哪個人的家鄉冬冷夏

熱，年溫差最大？(A)靜騰 (B)中亮 (C)友嘉 (D)明偉 



靜騰 中亮 友嘉 明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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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右圖是根據這一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資料，所蒐集到的中國感染人

數資訊圖（圓圈大小代表人數多寡），從圖上可看出各地區感染人

數有明顯差異。根據你學過的中國地理資訊推測，病例最少的地區，

其原因為下列何者？ 

(A)傳統游牧生活少與人接觸 (B)經濟發達，醫療科技進步  

(C)當地地勢高聳，人煙稀少 (D)氣候嚴寒，病毒難以傳染 

44. 中國某行政區受到過去殖民統治的影響，早餐吃西式三明治跟通心麵，公車和英國一樣是雙層紅

色巴士，語言中夾雜許多英文。請問：上述行政區應該為下列何者？  

(A)上海 (B)天津 (C)澳門 (D)香港 

45. 「西元 1989 年，成千上萬的學生在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集會，表達

對國家領導的不滿，並要求民主改革……。」請問：文中的事件發生在右

圖哪一個地區？(A)甲 (B)乙 (C)丙 (D)丁。 

46. 建築師必須對當地氣候有充足認識才能建造出最適合人們居住的房屋。請

問：下列哪位建築師對中國的建築型態說法有誤？  

(A)吳信義：「南部區域因雨日多，建築常見騎樓設計」  

(B)林小巢：「北部區域房屋大多坐北朝南，以防冬天冷風」  

(C)陳東森：「雲貴高原因氣候乾燥少雨，故可建不耐大雨的窰洞」  

(D)王永慶：「蒙古西部因為游牧，需要經常搬遷，以蒙古包為主」 

47. 「中國位於東半球、北半球」，由此判斷下列何者是中國疆域正確的經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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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附圖是中國某地區最暖月月等溫線的分布圖。由其分布特徵判斷，甲

地最可能屬於何種地形？(A)高原 (B)山地 (C)平原 (D)盆地 

49. 中國某區，是中國最大的平原，清初原為禁區，19 世紀中葉後開放漢

人開發邊際土地，以增加糧食，使原來的「北大荒」改稱為「北大倉」，

請問上述的地區，應該是下列何者?   

(A)東北平原 (B)華北平原 (C)長江中下游平原 (D)珠江三角洲 

50. 中國境內的人口分布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相當明顯，下列為中國某四個地區的氣候圖，其中哪一

地區的人口密度可能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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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