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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第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月考（段）國中三年級地球科學科試卷	
1. (	 	 	 )	以下有關梅雨的敘述，何者正確？(Ａ)為臺灣帶來豐沛的淡水資源	 (Ｂ)梅雨鋒面在天氣圖上表示為	 	 (Ｃ)在

暖氣團勢力大於冷氣團時形成	 (Ｄ)梅雨鋒面接近臺灣時，將使雲量減少。	

2. (	 	 	 )	附圖為北半球某地區的地面天氣簡圖，圖框內之實線為等壓線。若要判定甲地地表大致的風向，
最需要下列哪一項資料？(Ａ)甲地地表的溫度	 (Ｂ)甲地地表的溼度	 (Ｃ)各等壓線之間的距離	

(Ｄ)每條等壓線的氣壓值。	

3. (	 	 	 )	有關影響臺灣天氣的兩大氣團性質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大陸氣團冷而溼	 (Ｂ)海洋氣團暖
而乾	 (Ｃ)海洋氣團冷而溼	 (Ｄ)大陸氣團冷而乾。	

4. (	 	 	 )	關於地球大氣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大氣中最多的氣體是氮	 (Ｂ)所謂的固定氣體是指氣體被固定在某個區
域不會移動	 (Ｃ)水氣是屬於變動的氣體	 (Ｄ)大多數的氣體都集中於地表附近。	

5. (	 	 	 )	臺灣的乾旱通常是在什麼情況下最先要提出預警？	 (Ａ)今年的颱風帶來少量雨水時	 (Ｂ)今年的梅雨期來得太早時	
(Ｃ)今年的寒流來得多時	 (Ｄ)連續五年沒有乾旱時。	

6. (	 	 	 )	圖是某地區的地面天氣簡圖，黑線表示該地區等壓線分布情形。若圖中甲、乙、丙、丁四
地的海拔高度相同，而乙地的天氣狀況是多雲且有降雨的現象，根據圖中等壓線分布判

斷，下列有關四地的氣壓值大小比較關係，何者最合理？	

(Ａ)甲＞乙＞丙＞丁	 (Ｂ)丙＞丁＞乙＞甲	 	

(Ｃ)乙＞甲＞丙＞丁	 (Ｄ)丁＞丙＞甲＞乙。	

	

7. (	 	 	 )	臺灣冬季時經常受到來自蒙古及西伯利亞的氣團影響，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Ａ)東部的花蓮、臺東地區因受此
氣團影響，常有溫暖季風出現而顯得異常乾燥	 (Ｂ)北部的基隆、宜蘭地區因與氣團前緣接觸，受地形影響容易降

雨	 (Ｃ)中部的臺中、彰化地區因為位處迎風面，所以極易降雨	 (Ｄ)南部的嘉義、臺南地區因受此氣團影響，變得

寒冷而潮溼。	

8. (	 	 	 )	下列何者不是對流層的特性？	 (Ａ)隨著高度增加，溫度有明顯的遞減現象	 (Ｂ)水氣對流旺盛	 (Ｃ)大氣的運動產
生天氣現象	 (Ｄ)天氣較穩定，少有變化。	

9. (	 	 	 )	早期臺灣西南沿海盛行晒鹽產業，而西南沿海冬季能晒鹽，主要是因該季節為當地乾季。關於此地區冬季時，季風
種類與地形迎風面的關係，下列推論何者最合理？(Ａ)冬季時此地區為東北季風迎風面	 (Ｂ)冬季時此地區為西南季

風迎風面	 (Ｃ)冬季時此地區為東北季風背風面	 (Ｄ)冬季時此地區為西南季風背風面。	

10. (	 	 	 )	關於鋒面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若冷空氣向暖空氣推移，所形成的鋒面稱為暖鋒	 (Ｂ)若暖空氣向冷空氣推
移，將使冷空氣沿鋒面爬升	 (Ｃ)若冷空氣將暖空氣推移且抬升，在鋒面附近常有降雨	 (Ｄ)若冷、暖空氣勢力相

當，鋒面附近將是晴朗的好天氣。	

11. (	 	 	 )	附圖是某日東亞的地面天氣簡圖，數字代表該等壓線的氣壓值，單位為百帕。圖中以
黑點標示的甲地，其海拔高度約為	 0	m。下列是甲地已知的天氣現象敘述，何者無法從

此天氣簡圖中得知？(Ａ)氣溫為	 35℃	 (Ｂ)風向大致為南風	 (Ｃ)氣壓值高於	 1008	百帕	

(Ｄ)天氣主要受高氣壓影響。	

12. (	 	 	 )	小妮暑假到阿里山旅遊，山腳下的氣壓為	 1013	百帕、氣溫為	 30℃。關於山上的氣壓與

氣溫的推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山上較靠近太陽，所以氣溫高於	 30℃	 (Ｂ)山上

的空氣稀薄，所以氣壓低於	 1013	百帕	 (Ｃ)山上接收到的紫外線與山腳下相同，

所以氣溫不變	 (Ｄ)山上到海平面的距離比較遠，所以氣壓高於	 1013	百帕。	

13. (	 	 	 )	附圖為某季節地面天氣簡圖，試問此時臺灣的天氣為何？	
(Ａ)受到蒙古高氣壓影響	 	

(Ｂ)受到太平洋高氣壓影響	 	

(Ｃ)夏季盛行西南季風	 	

(Ｄ)西南部此時為雨季。	

	

	

14. (	 	 	 )	圖為臺灣地區甲、乙城市	 30	 年來的平均月降雨量變化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若當年梅雨不明顯或缺少颱風，則乙城市較易發生乾旱	 	

(Ｂ)乙城市因地形關係，不易受東北季風所帶來的雨量影響	 	

(Ｃ)梅雨及颱風提供了甲、乙兩城市重要的降水來源	

(Ｄ)由降雨紀錄判斷，乙城市位於臺灣南部。	

	

15. (	 	 	 )	關於氣團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氣團是指在垂直方向上，溼度、溫度均相當一致的一大團空氣	 	

(Ｂ)大陸冷氣團是高氣壓，海洋暖氣團是低氣壓	 	

(Ｃ)臺灣夏季易受太平洋熱帶海洋暖氣團影響而帶來豪雨，此為颱風	 	

(Ｄ)臺灣冬季易受蒙古大陸冷氣團增強影響而帶來冷空氣，造成溫度驟降，此為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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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	北半球地面天氣圖上所出現的鋒面，如圖所示，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甲為暖鋒，乙為冷鋒，丙為高氣壓中心，丁為滯留鋒	 	

(Ｂ)甲為滯留鋒，乙為冷鋒，丙為高氣壓中心，丁為暖鋒	 	

(Ｃ)甲為冷鋒，乙為滯留鋒，丙為低氣壓中心，丁為暖鋒	 	

(Ｄ)甲為滯留鋒，乙為冷鋒，丙為低氣壓中心，丁為暖鋒。	

	

17. (	 	 	 )	地表附近空氣水平流動時，是受到哪些力量的作用？(甲)地表的摩擦力；(乙)氣壓不同造成
的推力；(丙)地球自轉的偏向力；(丁)地球重力。	 (Ａ)甲、乙、丁	 (Ｂ)甲、丙、丁	 (Ｃ)

乙、丙、丁	 (Ｄ)甲、乙、丙。	

18. (	 	 	 )	如圖為雲的形成過程示意圖，圖中「空氣塊」在上升過程中，體積及溫度的變化，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Ａ)體積膨脹、溫度上升	 (Ｂ)體積膨脹、溫度下降	 (Ｃ)體積收縮、溫度上

升	 (Ｄ)體積收縮、溫度下降。	

19. (	 	 	 )	臺灣地區常見許多自然現象，有些甚至導致災害發生，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Ａ)每年
五至七月是颱風侵襲臺灣的主要時期	 (Ｂ)洪水經常是由暖鋒過境所帶來的降雨所造成	

(Ｃ)臺灣位於太平洋板塊的邊界上，所以地震頻繁	 (Ｄ)颱風常造成淹水，卻也是臺灣不可

或缺的雨量來源。	

20. (	 	 	 )	附圖為冷鋒附近地面與上空的示意圖，由甲地到丙地繪出氣壓的變化，下列圖示何者正確？	
(Ａ)	 	 (Ｂ)	 	 (Ｃ)	 	 (Ｄ)	 	

21. (	 	 	 )	承上題有關甲、乙、丙三地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丙地降雨機率比乙地大	 (Ｂ)甲地溼度比丙地大	 (Ｃ)甲地偏北風，丙地偏南風	 (Ｄ)甲地氣溫高於丙地。	

22. (	 	 	 )	下列有關氣壓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地面空氣是由低氣壓流向高氣壓	 (Ｂ)在低氣壓中心附近，因氣流上升，較
不容易下雨	 (Ｃ)在北半球地面高氣壓中心的空氣，依順時針方向向內流動	 (Ｄ)氣象人員利用天氣圖中等壓線的分

布，大致知道空氣的流動方向。	

23. (	 	 	 )	如圖甲、乙是兩個氣團，其性質分別為何？	
(Ａ)甲丙	 (Ｂ)甲丁	 (Ｃ)乙丙	 (Ｄ)乙丁	

(甲)甲是冷氣團，乙是暖氣團；(乙)甲是暖氣團，乙是冷氣團	

(丙)甲是高氣壓，乙是低氣壓；(丁)甲是高氣壓，乙是高氣壓。	

	

24. (	 	 	 )	下列三種地面天氣圖為臺灣典型的天氣現象，甲、乙、丙三圖天氣系統發展，由春天到冬天先後順序為下列何者？	

甲	 乙	 丙	

(Ａ)甲→乙→丙	 (Ｂ)乙→甲→丙	 (Ｃ)乙→丙→甲	 (Ｄ)丙→甲→乙。	

25. (	 	 	 )	圖是過去某次影響臺灣的颱風路徑預測圖，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Ａ)此颱風影響臺灣的日期應該是	 1	月	 30	日～2	月	 2	日之間	 (Ｂ)颱風的暴風半徑會	

逐漸變大	 (Ｃ)當颱風中心位置在臺灣海峽時，東部地區可能會出現焚風	 (Ｄ)臺中在這幾天所量測到的氣壓值會先	

升後降。	

26. (	 	 	 )	當一團含有塵粒和未飽和水氣的空氣上升時，下列敘述哪些正確？(甲)此空氣因上升而體積膨脹，導致溫度下降；
(乙)此空氣因溫度下降而使水氣含量達飽和，可凝結成雲；(丙)此空氣在上升過程不斷吸收水氣而達飽和，凝結產生

雲；(丁)此空氣隨高度升高，體積反而縮小使水氣凝結成雲。	 (Ａ)丙丁	 (Ｂ)甲乙	 (Ｃ)乙丙	 (Ｄ)甲丁。	

27. (	 	 	 )	颱風發展所需的能量主要為何？	 (Ａ)空氣上升由地面帶到高空	 (Ｂ)空氣下沉由高空帶到地面附近	 (Ｃ)水氣凝結
時放出大量的熱	 (Ｄ)水氣凝結時吸收大量的熱。	

28. (	 	 	 )	甲點位於北半球，其天氣圖中的等壓線如附圖所示，則甲點的空氣受到氣壓、地表摩擦力
與地球自轉的影響下，水平氣流方向接近下列何者？(Ａ)↖	 (B	)↗	 (C	)↘	 (D	)↙	。	

	

29. (	 	 	 )	已知對流層內每升高 100 公尺，大氣溫度會下降	0.65℃	。則世界第一高峰喜馬拉雅山的聖母峰高約	8800 公尺，假設現
在海平面的溫度是	 25℃，那麼聖母峰頂上的溫度大約是幾度？(Ａ)－	57	.	2℃	 (B	)－	32	.	2℃	 (C	)	0	℃	 (D	)	16	.	2℃	。	

30. (	 	 	 )	關於地球低層大氣的組成氣體比例，下列何者正確？	
	

(Ａ)	 	 	 	 	 	 	 	 	 	 	 	 	 	 	 	 	 	 (Ｂ)	 	 	 	 	 	 	 	 	 	 	 	 	 	 	 	 	 	 	 	 (Ｃ)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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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空氣由高壓流向低壓形成了「風」，但實際觀測發現北半球地區，經過長距離吹送的風將會改變其方向而向右偏轉，問發	
生該現象的原因為何？(A)高低壓差值產生變化(B)海陸比熱不同(C)溫度高低差異(D)地球自轉。	

32.(	 	 	 )某日新聞報導提及：「日前地震造成了臺灣南部山區土石鬆動，且受到西南季風增強的影響，未來幾天在部分山區很有
可能因此發生土石流災害，要特別提醒您多加注意。」根據這段報導，對於生活在新聞所說部分山區的民眾而言，即使

未發生土石流，仍最可能發生下列何種狀況並需做好準備？(A	)強風即將發生，快固定家裡門窗	 	(B	)水庫即將見底，

趕緊先儲備用水	(C	)大雨即將來臨，出門要記得帶傘	 (D	)氣溫即將驟降，外出多帶件外套	

33.(	 	 	 )附圖為某山坡的地質構造示意圖，圖中的斜線為岩層的走向。下列選
項為比較甲、乙、丙、丁四處房子所在坡地的地質狀況，何者最合理？	

(A	)甲房子左側山坡的坡腳被挖除且位在順向坡上，最容易發生山崩	 	

(B	)乙房子蓋在山頂上，所以山崩發生都不會對其造成影響	

(C	)丙房子右側的山坡位在逆向坡上，所以不會發生山崩	 	

(D	)丁房子蓋在山腳下，最容易發生山崩	

	

【題組一】圖是某日某地地面天氣圖的一部分，請依圖回答下列問題：	

34.(	 	 	 )	有關甲、乙、丙、丁四當時氣象狀況，正確的是	 (A)丙的降雨機率最高	 (B)乙的風向大致是北北西風	 (C)丙的氣壓最	
高	 (D)丁的氣溫最高	

35.(	 	 	 )	X-Y垂直剖面圖應該如下列何圖所示？	
(Ａ)	 	 	 	 	 	 	 	 	 	 	 	 	 	 	 	 	 	 	 	 	 	 	 	 	 	 	 	 	 	 	 	 (Ｂ)	 	 	

	

	

	

	

(Ｃ)	 	 	 	 	 	 	 	 	 	 	 	 	 	 	 	 	 	 	 	 	 	 	 	 	 	 	 	 	 	 	 	 (Ｄ)	 	

	

	

	

36.(	 	 	 )此地區的雲雨分布，應該如下列何圖所示？（雲區以陰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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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組二】圖為亞洲地區常見天氣圖中的鋒面系統示意圖	

37.(	 	 	 )請判斷甲、乙、丙、丁四地何處的氣溫可能較高	 (A)甲(B)乙(C)丙(D)丁。	
38.(	 	 	 )請判斷甲、乙、丙、丁四地何處的氣壓較低？(A)甲(B)乙(C)丙(D)丁。	
39.(	 	 	 )請判斷甲、乙、丙、丁四地何處的風速最大？(A)甲(B)乙(C)丙(D)丁。	
40.(	 	 	 )關於乙地的天氣概況與未來天氣預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因高壓籠罩，天氣晴朗炎熱(B)受暖鋒影響，帶來連續性降雨	
(C)冷鋒即將抵達，天氣由晴轉多雲時陰，且降雨機會大增(D)受暖鋒通過影響，溫度會急遽下降。	

41.(	 	 	 )關於鋒面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冷鋒是鋒面通過前降雨，暖鋒是鋒面通過後降雨(B)冷鋒鋒面移動速度較慢，滯留鋒鋒面移動速度較快	

(C)冷鋒和滯留鋒會帶來連續性降雨，暖鋒則否(D)冷鋒和滯留鋒會影響臺灣，暖鋒則否。	

【題組三】圖為大氣的垂直分層示意圖，依氣溫隨高度變化的情形，可將其分為甲、乙、丙、丁層，請根據此分層回答	

42.(	 	 	 )甲、乙、丙、丁四層的名稱，何者是正確的？(A	)甲為平流層	 (B	)乙為對流層	 (C	)丙為臭氧層	(D	)丁為增溫層。	
43.(	 	 	 )臭氧濃度最高的地方，主要是位在大氣的哪一層？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44.(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層氣壓隨高度升高而逐漸增加	 (B	)大氣溫度最高的地方出現	在乙層	

(C	)打雷、下雨等天氣現象，主要出現丙層	 (D	)丁層空氣稀薄，有可能發生極光。	

45.(	 	 	 )在一般標準大氣狀況下，關於對流層常見特性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氣壓隨高度的增加而遞增	

(B)氣溫隨高度的增加而遞增	

(C)厚度會隨地點及季節而變化	

(D)層頂臭氧含量最高，又名臭氧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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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四】日常生活中大氣的潮溼程度一般以相對溼度來表示，就是實際的水氣含量與飽和水氣含量的比值再乘以	 100％，即

相對溼度＝(實際水氣含量／飽和水氣含量)×100％。它的值顯示水蒸氣的飽和度有多高。在當時的氣溫之下，空氣裏的水氣

含量達至飽和，相對濕度就是 100%。空氣中相對濕度超過 100%時，水蒸氣一般會凝結成水出來。試回答下列問題：	

46.(	 	 	 )大氣中的水氣已達飽和程度，則較有可能因此發生何種天氣現象？(Ａ)晴朗無雲	 (Ｂ)成雲致雨	 (Ｃ)強風(Ｄ)沙塵暴。	
47.(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定溫下若空氣體積固定，則能容納的水氣含量固定(Ｂ)當空氣中水氣達到最大含量時，稱為	 	

飽和(Ｃ)氣溫愈高，所能容納的水氣含量愈高(Ｄ)除增加水氣含量外，亦可以增加溫度的方式來達到飽和。	

48.(	 	 	 )在某溫度下，每立方公尺空氣最多可容納	 30	公克水氣，若有一	 20	立方公尺的空氣團，其相對溼度為	 60％，則該空

氣團內含多少水氣含量？	 (Ａ)	 120	公克	 (Ｂ)	 180	公克	 (Ｃ)	 240	公克	 (Ｄ)	 360	公克。	

【題組五】右圖為某颱風中心通過臺灣轉弱成低壓後，在七月十七日凌晨2畤的地面等壓線分布圖	

49.(	 	 	 )颱風威力減弱的原因為何？(A)移動太慢，在海洋上消耗太多能量	 (B)進入陸地後，因摩擦生熱，能量増加	 (C)陸地溫度較低，導
致能量減少	 (D)陸地上無法供應形成颱風所需的水氣	

50.(	 	 	 )七月十七日凌晨 2點，臺灣大部分地區主要的風向為何？	 	
(A)西北風	 (B)西南風	 (C)東北風	 (D)東南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