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明中學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國一生物科試題卷 

考試範圍：單元 2.3-3.4                        命題老師：張永進    審題老師:陳慧珊 

一﹑選擇題：(每題二分) 

1.關於血管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動脈內均是充氧血，靜脈內均是缺氧血 (B)分布最廣的血

管是微血管 (C)和心房相接的均是靜脈，和心室相接的均是動脈 (D)血液的流動方向由小動脈→

微血管→小靜脈。 

2.小高心臟內的某一個瓣膜不能完全閉合，當他的心室收縮時，其心臟內的充氧血會逆流回心房。根

據上述，推測此閉合不全的瓣膜最可能位於下列何處？  (A)主動脈和左心室之間 (B)右心房和右

心室之間 (C)肺靜脈和左心房之間 (D)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間。 

3.右圖為某植物莖橫切面的示意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植物不可能形成

年輪 (B)土壤中的礦物質主要是由乙運送 (C)葉片製造的養分可由甲運送至

根儲存 (D)物質在丙內的運送方向為由上往下。 

4.小智想知道某一植株在不同環境條件下，葉片行光合作用時速率的快慢，應依據下列哪一資料進行

推測最為合理？ (A)單位時間內產生氧氣的量 (B)單位時間內產生二氧化碳的量 (C)單位時間

內消耗葡萄糖的量 (D)單位時間內消耗葉綠素的量。 

5.關於血液在人體循環系統中的流向，下列何者不正確？ (A)左心室→主動脈 (B)大靜脈→左心房 

(C)右心房→右心室 (D)右心室→肺動脈。 

6.關於綠色植物製造養分及運輸的過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植物於夜晚時可製造較多的養分 

(B)植物製造的養分只能藉著韌皮部由上往下單向運輸 (C)植物製造

的養分可由根部儲存，或提供植物成長 (D)綠色植物由呼吸作用製造

養分。 

7.右圖為人體消化系統的簡圖。關於此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

乙、戊只負責磨碎或推進食物 (B)己分泌的消化液由導管送入丁進行

消化作用 (C)戊的內壁有很多絨毛，主要是吸收食物中水分、礦物質

的場所 (D)丙分泌的膽汁不含任何消化酵素，但可協助脂質的消化。 

8.護理人員在抽血時會抽取 A 血管的血，輸血時血液會輸入 B 血管，請問 A、B 血管依序分別為下列

何者？ (A)靜脈，動脈 (B)動脈，靜脈 (C)皆為動脈 (D)皆為靜脈。 

9.下列何者並非循環系統的功能？ (A)運送氧氣 (B)運送養分 (C)排出過多的水分 (D)運送細胞

代謝廢物。 

10.右圖為葉片橫切面的放大圖，則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甲、戊的

細胞內均含有少量的葉綠體及粒線體 (B)乙為進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場所 

(C)水主要由丁進入植物體內 (D)植物的葉片為組織層級。 

11.有關於疫苗的敘述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不需要年年施打流感疫苗，

曾經施打一次即長年有記憶性 (B)疫苗為治療疾病的最好藥劑 (C)第一次疫苗注射和第二次感

染的病原體不一定相同 (D)當第二次反應高峰過後，專一性防禦反應會一直保持在較高的程度。 

12.將某植物枝條插於裝有黑色墨水的量筒中，1 小時之後將莖橫切，取一薄片置於顯微鏡

下觀察，視野下所見影像如右圖所示，則此植物最可能是何種植物？(A)菊花 (B)芥

藍菜 (C)榕樹 (D)玉米。 

13.植物根部的根毛與小腸內壁的絨毛均是和吸收有關的構造，請問根毛或絨毛呈現突起狀，其意義

為何？ (A)保護內部組織 (B)增加吸收的表面積 (C)便於分泌化學物質 (D)防止病菌入侵。 

14.關於人體心血管系統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心房、心室間有瓣膜，可防止血液逆流 (B)



心臟收縮時，心臟血液流入動脈 (C)心臟舒張時，靜脈的血液流入心臟 (D)心室的血液會直接流

入心房。 

15.關於維管束植物體內水分與礦物質之吸收與運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水分主要是由氣孔吸

收 (B)礦物質主要是由根部吸收 (C)兩者皆以蛋白質通道的擴散作用向上運輸 (D)水分主要是

靠維管束的韌皮部運輸。 

16.上生物課時，老師要大家提出自己對於植物內部構造的見解，哪一位同學說錯了？ (A)哈特利：

榕樹莖可以每一年不斷加粗，是因為它有形成層 (B)獅子丸：樹木之所以有年輪，是因為春夏和

秋冬時，木質部細胞生長速度不一樣所導致的 (C)煙捲：葉脈中韌皮部在木質部上方 (D)多拉 B

夢：維管束中，運輸水分的叫木質部，運輸養分的叫韌皮部。 

17.小勇複習課程內容時，以人體血液運輸及氣體交換的概念，推估肺

動脈、肺靜脈、肝動脈及肝靜脈中，O2含量的高低，並作成右圖。

但老師認為此圖有錯誤，下列何者可能是老師的理由？ (A) O2含

量在肺靜脈內應較肺動脈內高 (B) O2含量在肺靜脈與肝靜脈應該

相同 (C) O2含量在肺動脈與肝動脈應該相同 (D) O2含量在肝靜

脈內應較肝動脈內高。 

18.人體器官中，肛門是屬於哪一種器官系統？ (A)泌尿系統 (B)生殖系統 (C)消化系統 (D)神經

系統。 

19.人體某種血管一般分布在較靠近皮膚表層的部位，因其內血液含氧量較低，且含較多二氧化碳及

其他代謝廢物，請問此血管應為下列何者？ (A)動脈 (B)靜脈 (C)微血管 (D)淋巴管。 

20.地震時，許多人手腳被壓在倒塌的建築物下許久，最後該處組織壞死，必須截肢才能保住性命，

試問組織壞死的原因為何？ (A)該處細胞的細胞核自動消失，因此組織壞死 (B)該處細胞多餘的

熱無法經由皮膚排除 (C)該處細胞的代謝廢物無法經由呼吸系統移除 (D)循環系統無法運送養

分及氧氣到該處細胞，也無法移除細胞的廢物，導致該處細胞死亡。 

21.右圖是人體血液循環所流經的部分構造示意圖，圖中的乙為心臟，丁為

肝臟。根據右圖，若只考慮甲、乙、丙、丁四構造，將血液從丁流到丙

所經過的構造都依序列出，則下列何者正確？  (A)丁→乙→丙 (B)丁

→甲→丙 (C)丁→甲→乙→甲→丙 (D)丁→乙→甲→乙→丙。 

22.老王突然心臟麻痺，急需進行心臟按摩，試問這時應按壓哪一個部位來

做按摩的動作？ (A)胸腔中央偏左方 (B)腹腔中央偏左方 (C)腹腔中央偏右方 (D)胸腔中央

偏右方。 

23.下列何者不是非專一性的防禦作用？ (A)皮膚 (B)產生抗體 (C)發炎反應 (D)吞噬作用。 

24.下列哪些消化液與脂質的消化有關？甲.唾液；乙.膽汁；丙.胃液；丁.胰液。 (A)只有乙丁 (B)

只有甲丙 (C)只有甲丙丁 (D)甲乙丙丁。 

25.右圖為植物體內物質的運輸示意圖，甲、乙、丙分別表示輸送的方向，

則下列敘述中哪一項錯誤？ (A)甲的輸送方向能釋放出二氧化碳，並

吸收水分進入植物體內 (B)乙可為養分的輸送方向 (C)丙可為水分

的輸送方向 (D)甲的輸送方向能釋放出氧氣及水分。 

26.關於人體養分分解和吸收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腸腺分泌的腸

液只能分解蛋白質 (B)肝臟所製造的膽汁，可以分解脂質 (C)小腸中

含有鹽酸，可防止食物腐敗 (D)消化後的養分主要在小腸被吸收。 

27.已知某藥品的設計是將蛋白質以脂質包裹，當外層的脂質被消化液分解後，內部的蛋白質才能釋

出。若人體攝入此藥品，則推測其所含的蛋白質釋出之地點應在下列哪一消化器官中？ (A)胃 (B) 



口腔 (C)食道 (D)小腸。 

28.受傷部位發生發炎反應時具有紅、腫、熱、痛等現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紅是因為大量血

液流經受傷部位，微血管充血而呈紅色 (B)腫是因為大量血液流經之後，組織液累積在受傷部位 

(C)痛是因為大量白血球聚集且吞噬病原體 (D)熱是因為大量溫熱血液流經受傷部位。 

29.關於人體淋巴循環系統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淋巴來源為血漿→組織液→淋巴 (B)淋巴循

環在人體防禦機制上占有重要角色 (C)淋巴結中的血小板可固定病原體 (D)淋巴經淋巴管運

送，最後經由靜脈重新回到血液循環系統。 

30.某生設計的光合作用實驗裝置如右圖，葉片的 B 部位用黑紙遮住，日照數天後，

將葉片進行澱粉的檢測，結果葉片中 A 部位有澱粉反應，B 部位則否，則 B 部

位沒有澱粉反應較合理的解釋為何？ (A)有葉綠體，但缺二氧化碳 (B)有葉綠

體，但沒有光照 (C)沒有葉綠體及二氧化碳 (D)沒有葉綠體，且沒有光照。 

31.複式顯微鏡下觀察小魚尾鰭的血液流動情形如右圖所示，下列相關敘述何者

正確？ (A)由血流方向判斷小魚心臟的實驗位置是在觀察者的右邊 (B) 

甲是將血液輸往心臟的血管 (C)乙管的管壁最薄，紅血球可經由乙管進入組

織 (D)丙管內血液的流速最慢。 

32.人體血管管腔的大小比較為何？ (A)動脈最大、微血管最小 (B)動脈最大、靜脈最小 (C)靜脈

最大、微血管最小 (D)靜脈最大、動脈最小。 

33.人的眼淚中含有可抑制細菌生長的化學物質，屬於下列何種防禦作用？ (A)皮膜屏障 (B)發炎反

應 (C)泌液作用 (D)專一性防禦作用。 

34.右圖為人體部分消化器官的示意圖，若老王體內的甲處發生阻塞，則下列關於

他的消化及養分吸收功能，何者最可能發生？  (A)胰液無法排至小腸內 (B) 

消化脂質的功能下降 (C)腸液無法分解蛋白質 (D)吸收養分的功能下降。 

35.血絲蟲寄生於人體的淋巴管內會導致淋巴管因而阻塞而產生腫脹的現象，形成

所謂的「象皮病」，請問此一腫脹的現象是由於哪一種物質的堆積而產生？   

(A)血漿 (B)血小板 (C)紅血球破裂出血形成的血塊 (D)組織液（淋巴）。 

36.下列有關於人體的免疫防線的敘述何者錯誤？ (A)皮膜的阻隔：鼻腔或是唾液所分泌的黏液可以

抵抗外來病原體 (B)吞噬作用：胃腺分泌的鹽酸可以完全殺死細菌 (C)專一性防禦：有一類的白

血球可以分泌抗體協助消滅病原體 (D)專一性防禦：有一類的白血球可以破壞被感染的細胞。 

37.為何在移植樹木前，要將樹木大部分的枝葉剪除？ (A)減少水分蒸散，避免樹木因失水過多而死 

(B)提高光合作用效率 (C)加快養分的運送，使枝條快速獲得儲存的養分 (D)使形成層停止形成

新細胞。 

38.一般情形下，在水稻莖中沒有辦法觀察到下列哪一種構造？ (A)形成層 (B)韌皮部 

(C)木質部 (D)表皮。 

39.比較小腸絨毛模式圖中甲、乙兩血管，如右圖所示，當小腸吸收養分時，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血管旁的箭頭表示血管內的血流方向） (A)血液中葡萄糖含量：甲血管＜

乙血管 (B)血液中氧氣濃度：甲血管＜乙血管 (C)血液中二氧化碳濃度：甲血管＞

乙血管 (D)甲血管帶領血液返回心臟，乙血管帶領血液離開心臟。 

40.智勇觀察多年生植物莖和葉的橫切面，其構造分別如右圖所示，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根部吸收的水分大多由己部位散失 

(B)甲可將水分由莖輸往根部 (C)乙向外分裂產生丙，丙部位可

形成年輪 (D)丁行光合作用所產生的養分，可經由戊運往莖和根

部。 



41.根據下列事實的陳述，最可能作出何項判斷？  事實一：血液流經微血管時，會有部分液體滲出

至組織間。  事實二：從心臟送至體循環、肺循環的血液量和回流至心臟的血液量相等。  (A)人

體可回收由微血管滲出的液體 (B)人體的每一器官所含的血量相同 (C)血液在血管中流動的速

率都相同 (D)送回心臟的血液都含豐富的二氧化碳。 

42.一棵數十公尺高的大樹，根部所吸收的水分能送往莖部頂端的原因，下列何項敘述錯誤？ (A)蒸

散作用的進行 (B)木質部的細胞上下相連成細管 (C)根、莖、葉內輸送水分的部位，其內的水分

形成連續的管柱 (D)從根部吸收的水全部都用在蒸散作用。 

43.佩慈家裡鋪了原木地板，她看到原木條紋如右圖所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木材為形成層向外生成的韌皮部 (B)甲的細胞為春夏季節長出來的 (C)乙的細

胞比甲的細胞大 (D)甲的功能是將葉製造的養分運輸至根部。 

44.右圖為人體血球模式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能攜帶氧氣 (B)

乙能進入組織固定病原體 (C)丙具有防禦疾病的功能 (D)丁能使血液

凝固。 

45.榕樹莖內維管束含有形成層，不斷增生新的木質部細胞和新的韌皮部細

胞，使莖加粗，此時莖內所含有的細胞由內而外的排列順序為何？甲.新

的木質部細胞；乙.老的木質部細胞；丙.新的韌皮部細胞；丁.老的韌皮部細胞。 (A)甲→乙→丙

→丁 (B)甲→乙→丁→丙 (C)乙→甲→丁→丙 (D)乙→甲→丙→丁。 

46.右圖為人體血液循環和淋巴循環的部分示意圖，甲、乙和丙為不同的管道

名稱，圖中 代表液體的流動方向， 代表物質由微血管滲出。根據此

圖判斷，甲、乙和丙內有無紅血球的敘述，何者最合理？  (A)僅甲、乙有 

(B)僅甲、丙有 (C)甲、乙、丙皆有 (D)甲、乙、丙皆沒有。 

47.下列關於人體中細胞及構造功能的敘述，何者正確？ (A)瓣膜可防止血液逆流 (B)白血球可以協

助養分的運送 (C)靜脈主要負責進行物質的交換 (D)心臟收縮時可壓迫血液流入靜脈。 

48.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蔓延時人心惶惶，雖然 COVID-19 嚴重影響到人體健康，

但通常當病原入侵人體時，人體的免疫系統會有防禦措施，如下列哪一種血球在病原入侵時，會

急遽增加以吞噬病原體？ (A)紅血球 (B)白血球 (C)血小板 (D)鐮刀型紅血球。 

49.下述的哪些消化液可以幫助澱粉分解，轉變成人體可吸收的小分子？甲.唾液；乙.胃液；丙.膽汁；

丁.胰液；戊.腸液。 (A)甲、丁、戊 (B)甲、乙、丁 (C)甲、乙、丁、戊 (D)丙、丁、戊。 

50.右圖是人體甲、乙、丁三種不同的血管及其附近組織丙的示意圖，圖中箭頭表示血液的流動方向。

組織丙可能位於肺或肌肉，則有關甲、丁內血液中氣體含量比較的敘

述，下列何者正確？  (A)若組織丙位於肺，則丁內的 O2含量大於甲  

(B)若組織丙位於肌肉，則丁內的 CO2含量大於甲 (C)若組織丙位於

肌肉，則丁內的 O2含量小於甲 (D)若組織丙位於肺，則丁內的 CO2

含量大於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