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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浩瀚的宇宙 
 

( A )01.世華參加學校舉辦的觀星活動，當時正是火星最接近地球的時候，由觀察得知當日火星升起的位

置應在臺灣地區的哪一個方向？〔94.基測Ⅰ〕 

(A)東方 (B)南方 (C)西方 (D)北方 

 

( D )02.0如圖為北斗七星在十萬年前、現在及十萬年後，隨時間作改變的三種不同形狀示意圖。依據圖

中所示甲、乙、丙三人的敘述，何者正確？〔95.基測Ⅰ〕 

甲：北斗七星的每一顆星，都有自己的運動方向。 

乙：因北斗七星的形狀會改變，可推知北斗七星是由一些不同星系中的行星所構成。 

丙：北斗七星，組成的天體都離地球很遠，人們很難在短時間內用肉眼看出星座改變的形狀。 

(Ａ)乙 (Ｂ)甲、乙 (Ｃ)乙、丙 (Ｄ)甲、丙。 

 
解析：乙：是由銀河系中數顆恆星所構成。 

  

( D )03.0阿貴晚上觀星，看到了月亮旁邊伴著火星，牛郎星、織女星遙遙相對，此時恰有一顆流星劃過

天際。這時下列哪一個星體離阿貴最近？〔95.基測Ⅱ〕 

(Ａ)月亮 (Ｂ)火星 (Ｃ)織女星 (Ｄ)流星。 

解析：流星是在地球的大氣層內所產生之現象，所以離阿貴最近。 

 

( A )04.0下列有關恆星的敘述，何者正確？〔96.基測Ⅰ〕 

(Ａ)每一顆恆星都會自行發光       (Ｂ)每一顆恆星都繞著太陽運轉  

(Ｃ)每一顆恆星到地球的距離都一樣 (Ｄ)宇宙中每一顆恆星都在銀河系內。 

解析：(Ｂ)銀河系裡的恆星是繞著銀河系的中心運轉，而非太陽；(Ｃ)各恆星到地球的距離不會皆相同

；(Ｄ)宇宙還有許多其他的星系。 

 

( B )05.0蓉蓉發明一艘可以光速行進的太空船。已知有四顆星球與地球的距離分別為：超人星 25 光年，

凱蒂星 1.7 光年，寶貝星 2.2 天文單位，小咪星 1.3 天文單位。若蓉蓉欲搭光速太空船從地球出

發前往上述星球，則 1 小時之內可到達的星球有哪些？（光年：光走一年的距離；天文單位：

地球到太陽的距離，約為光走 500 秒的距離）〔96.基測Ⅰ〕 

(Ａ)超人星與凱蒂星 (Ｂ)寶貝星與小咪星 (Ｃ)凱蒂星與小咪星 (Ｄ)無法到達任何一顆星 

 

解析：光走 500 秒的距離為一天文單位，則光在 1 小時內可走 
500

3600
＝7.2 天文單位。 

( A )06.0 如果太空船航行到金星軌道附近，此時太空人用肉眼觀察到的天體與之前他在地球上看到的相

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96.基測Ⅰ〕 

(A)星座的形狀看起來相同        (B)織女星看起來變暗 

(C)月亮看起來變大              (D)太陽看起來變小 

 

( C )07.0已知 1 光年為以光速行進 1 年的距離，且光速為 3×10
5 公里／秒，若阿信觀察到一顆距離地球 

10 光年的恆星，則下列何者為最合理的推論？〔97.基測Ⅰ〕 

(Ａ)此恆星可能是天王星                  (Ｂ)此恆星的半徑約為 10 光年  

(Ｃ)阿信觀察到的是此恆星 10 年前發出的光 (Ｄ)此恆星距離地球 10×365×3×10
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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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Ａ)天王星為行星，不是恆星；(Ｂ)無法判斷半徑大小，但不可能等於距離的 10 光年；   (Ｄ) 

3×10
5×86400×365×10。 

 

( C )08.0若把宇宙中與太陽最近的行星稱為「甲星」，與太陽最近的恆星稱為「乙星」，則下列對於兩

星體的推論何者最不合理？〔99-2基測〕 

(A)甲星位於銀河系內 

(B)乙星位於銀河系內 

(C)甲星像太陽般自行發光、發熱 

(D)乙星像太陽般自行發光、發熱 

 

( D )09.0 下列對「光年」一詞的使用的何者正確？           〔100-1 聯測〕 

(A)太陽不斷發光，已持續了約 50 億光年 
(B)發光強度北極星比織女星要強了 1 光年 

(C)目前人類製造的太空船，飛行速率都小於 1 光年 

(D)從地球到太陽系內的每顆行星，距離都不到 1 光年 

 

解析：光年為光走一年的距離，是為長度單位，（A）時間以年表示。（B）發光強度以星等表示。   

（C）速率以公尺／秒或公里／小時表示。故選（D）。 

( A)010.0 以太陽為中心，類地行星之運行軌道由內到外的排列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100-1 基測〕                                   

(A)水星 → 金星 → 地球 → 火星    (B)水星 → 地球 → 火星 → 金星 
(C)火星 → 地球 → 水星 → 金星    (D)火星 → 地球 → 金星 → 水星 

 

解析：類地行星由內到外的排序為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故選（A）。 

 

( A )011.0在近乎真空的太空中，有三艘太空船甲、乙、丙，其中丙太空船與甲、乙太空船相距不遠且未

互相接觸，若甲、乙太空船意外相撞但未發生爆炸，試判斷丙太空船中的太空人是否能聽見由

甲、乙相撞處直接傳來的聲響，及其主要的原因為何？〔100-2基測〕 

(Ａ)幾乎不能聽見，因聲音需要經由介質來傳播  

(Ｂ)幾乎不能聽見，因聲音在太空中的傳播速率太慢  

(Ｃ)能清楚聽見，因聲音可經由障礙物反射來傳遞  

(Ｄ)能清楚聽見，因聲音可像熱用輻射的方式來傳播 

 

( A )12.0如圖所示，一顆小行星以橢圓形軌道繞著太陽運行，小行星在甲、乙、丙三個位置時與太陽的

距離分別為 R甲、R乙、R丙：小行星與太陽之間的萬有引力大小分別為 F甲、F乙、F丙。若運行的過

程中，太陽與小行星的質量變化忽略不計，且已知 R甲＞R乙＞R丙，下列關係何者正確？〔100.基

測Ⅱ〕(Ａ) F甲＜F乙＜F丙 (Ｂ) F甲＝F乙＝F丙 (Ｃ) F甲＞F乙＞F丙 (Ｄ) F甲＝F丙≠F乙。 

 

 
( A )13.0比較下列天體的體積，何者最大？〔100.基測Ⅱ〕 

(Ａ)土星 (Ｂ)火星 (Ｃ)月球 (Ｄ)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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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太陽系 
 

( C )01.0月球和地球都曾遭受小行星的撞擊，但現在只有月球表面上充滿了隕石坑，而地球表面僅有少

數的隕石坑。下列有關此現象的敘述，何者正確？〔95.基測Ⅱ〕 

甲：地球有大氣包圍，會產生天氣現象，而降雨可沖刷土石，將隕石坑削平。 

乙：構成月球的岩石比地球岩石堅硬，所以月球表面的隕石坑可以保留下來。 

丙：月球表面的大氣非常稀薄，對小行星撞擊的阻擋作用較弱。 

丁：太陽系中地球的形成最晚，故歷經小行星撞擊的時段比月球少。 

(Ａ)甲、乙 (Ｂ)丙、丁 (Ｃ)甲、丙 (Ｄ)乙、丁。 

 

解析：月球表面的空氣稀薄，無足夠的水氣產生天氣現象，故不會形成風化、侵蝕等作用使地貌改變，

此與構成月球表面岩石的堅硬度無直接關係；地球並非太陽系中形成最晚的行星，且因地球有大

氣包圍，因此可以減少地表受到小行星及隕石的撞擊。故答案為(Ｃ)。 

 

( A )02.0如果太空船航行到金星軌道附近，此時太空人用肉眼觀察到的天體與之前他在地球上看到的相

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96.基測Ⅰ〕 

(Ａ)星座的形狀看起來相同 (Ｂ)織女星看起來變暗 (Ｃ)月亮看起來變大 (Ｄ)太陽看起來

變小。 

 

解析：(Ａ)各星座與太陽系距離遙遠，在地球及金星看，形狀不會有明顯差異； 

(Ｂ)織女星距離約 26 光年，地球和金星繞太陽的軌道距離約相差 0.3 天文單位，與織女星距離

比較可忽略不計，故由兩處看到的織女星亮度可說是差不多，但題目為「太空船」上，由

於太空中無大氣的消光現象，則甚至可能會變亮； 

(Ｃ)金星軌道距月球較遠，月亮看起來會變小； 

(Ｄ)金星軌道距太陽較近，太陽看起來變大。 

 

( C )03.已知 1光年為以光速行進 1年的距離，且光速為 3×10
5公里／秒，若阿信觀察到一顆距離地球 10

光年的恆星，則下列何者為最合理的推論？ 〔97.基測Ⅰ〕 

(A)此恆星可能是天王星 

(B)此恆星的半徑約為 10 光年 

(C)阿信觀察到的是此恆星 10 年前發出的光 

(D)此恆星距離地球 10×365×3×10
5公里 

 

( D )04.如表為小暉所查到的太陽系中四顆行星的特性資料，他根據此表之中的某三項特性將甲、乙兩星

歸為一類，丙、丁兩星歸為另一類，則此表中何種特性不是此一分類的依據？〔97.基測Ⅱ〕 

特性 

行星 

質量 

（單位：地球質量） 

密度 

（單位：g/cm
3） 

衛星數目 表面重力 

（單位：地球表面加速度） 

甲 0.81 5.25 0 0.9 

乙 1 5.52 1 1 

丙 318 1.33 16 2.64 

丁 95.18 0.69 18 0.925 

(Ａ)質量 (Ｂ)密度 (Ｃ)衛星數目 (Ｄ)表面重力。 

 

解析：質量、密度及衛星數目，甲、乙兩星與丙、丁兩星有明顯差異存在，而表面重力項目，       

丁（0.925）與甲（0.9）、乙（1）沒有明顯差異存在，所以不是依此分類。 

 ( A )05.0根據目前人類對於太陽系的了解，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98.基測Ⅰ〕 

(Ａ)太陽系的成員中有彗星                 



4 

 

(Ｂ)目前還沒有發現任何一顆類木行星具有氣體  

(Ｃ)金星大氣成分比例與地球大氣成分比例相近  

(Ｄ)除了月球外，尚未發現太陽系中其他星球有地質活動。 

解析：(Ｂ)類木行星主要由氣體所構成； 

(Ｃ)金星大氣二氧化碳比例很高，地球大氣則以氮、氧為主； 

(Ｄ)月球較無明顯地質活動，反而是金星及木星某些衛星上有明顯地質活動。 

 

( C )06.0關於太陽系中類地行星與類木行星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98.基測Ⅱ〕 

(Ａ)類地行星的密度比類木行星小     (Ｂ)類地行星的體積比類木行星大  

(Ｃ)類地行星與類木行星的數量一樣多 (Ｄ)土星是類地行星當中離太陽最遠的一顆星。 

 

解析：(Ａ)(Ｂ)類地行星的體積較小、密度較大；(Ｃ)類地行星與類木行星皆為四顆； 

(Ｄ)類地行星中離太陽最遙遠的是火星。 

 

7.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1)、(2)題：〔99.基測Ⅰ〕 

  科學家定義「地球到太陽的平均距離」為「1 天文單位」，並用此單位來表示太陽系中各天體之

間的距離。例如，木星與太陽的平均距離約為 5 天文單位；土星與太陽的平均距離約為 9.5 天文單位

。當彗星運行到太陽附近，尤其與太陽的距離小於 1.5 天文單位時，有些彗星會發展出很明顯的掃帚

狀長尾巴，稱為「彗尾」。 

（ A）(1)判斷下列各行星與太陽的平均距離，何者最合理？ 

(Ａ)水星約 0.4 天文單位 (Ｂ)火星約 0.7 天文單位  

(Ｃ)金星約 1.5 天文單位 (Ｄ)海王星約 8 天文單位 

（ C）(2)彗星會產生「彗尾」的主要原因為何？ 

(Ａ)彗星是高溫的氣體所組成         (Ｂ)彗星與地球大氣層摩擦而燃燒  

(Ｃ)彗星部分物質受太陽光照射而形成 (Ｄ)彗星與地球的距離小於 0.5 天文單位 

 

解析：(1)(Ｂ)火星大於 1 天文單位；(Ｃ)金星小於 1 天文單位；(Ｄ)海王星大於 9.5 天文單位。故選  

(Ａ)。 

(2)彗星由冰雪和灰塵組成，在接近太陽時，外圍物質受熱後形成氣體噴出，再經太陽照射產生彗

尾。故選(Ｃ)。 

 

( C )08.0若把宇宙中與太陽最近的行星稱為「甲星」，與太陽最近的恆星稱為「乙星」，則下列對於兩

星體的推論何者最不合理？〔99.基測Ⅱ〕 

(Ａ)甲星位於銀河系內           (Ｂ)乙星位於銀河系內  

(Ｃ)甲星像太陽般自行發光、發熱 (Ｄ)乙星像太陽般自行發光、發熱 

 

解析：甲星為「水星」，無法自行發光、發熱，位於太陽系中。乙星稱為「毗鄰星」，能自行發光、發

熱，屬於銀河系的恆星。故選(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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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晝夜與四季 
 

( A )01.0世華參加學校舉辦的觀星活動，當時正是火星最接近地球的時候，由觀察得知當日火星升起的

位置應在臺灣地區的哪一個方向？〔94.基測Ⅰ〕 

(Ａ)東方 (Ｂ)南方 (Ｃ)西方 (Ｄ)北方。 

解析：火星與地球同在黃道面附近，地球由西向東自轉，晚上所見火星軌跡與白天見太陽軌跡在約同一

平面，皆為東升西落。 

 

( D )2.0如圖為一年中某日陽光照射地球的示意圖，由圖中所提供的資料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94.基測Ⅱ〕 

(Ａ)當天日照總時數比較，乙＞甲＞北極點 (Ｂ)當天日照總時數比較，甲＞乙＞北極點    

(Ｃ)北極點當天完全看不到太陽           (Ｄ)南極點當天完全看不到太陽。 

 
解析：(Ａ)、(Ｂ)當天日照總時數比較，北極點＞甲＞乙；(Ｃ)北極點當天一整天都看得到太陽。 

 

3.圖(一)為波波一年來持續在正午時間觀察太陽在天空中位置的示意圖。他發現在 X 點時身影長度最短

（影長小於身長），在 Y 點時身影長為身長的一半（影長等於
2

1
身長），在 Z 點時身影長度最長（影

長大於身長），則：〔94.基測Ⅱ〕 

 

 
圖(一) 

 
圖(二) 

（D）(1)如圖(一)所示，若當天正午的太陽位於 Z 點時，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當天白晝較黑夜長           (Ｂ)當天白晝與黑夜等長  

(Ｃ)一年中太陽會有兩天位於此點 (Ｄ)一年中太陽會有一天位於此點。 

（B）(2)如圖(二)所示，下列何處可能為波波居住的位置？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解析：(1) (Ａ)(Ｂ)當天白晝較黑夜短；(Ｃ)一年中太陽僅在冬至正午時位於此點。 

 

( A )4.0有關臺灣四個節氣，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95.基測Ⅰ〕 



6 

 

(Ａ)春分、秋分當天正午時，陽光直射赤道 (Ｂ)夏至當天正午時，陽光直射南回歸線      

(Ｃ)冬至當天正午時，陽光直射北回歸線 (Ｄ)此四個節氣當天，其晝夜皆等長。 

解析：(Ｂ)夏至當天正午時，陽光直射北回歸線；(Ｃ)冬至當天正午時，陽光直射南回歸線；(Ｄ)只有

春分、秋分時晝夜等長。 

 

5.心心的家位在臺中。在一個陽光普照的週末，爸爸帶著全家到新竹品嚐有名的貢丸湯。下午 2 點過後

，他們從新竹驅車到臺北的木柵動物園，直到晚上才回到家。請根據上文的敘述，回答下列問題： 

〔95.基測Ⅱ〕 

（B）(１)下午心心的爸爸在開車時，若朝著下列哪個方向前進，最可能會有逆著陽光開車的危險？ 

(Ａ)偏東方 (Ｂ)偏西方 (Ｃ)偏南方 (Ｄ)偏北方。 

（A）(２)心心在回家的途中，看到又圓又大的月亮已高掛在夜空中。下列何者最可能為月亮升起的

方向？(Ａ)東方 (Ｂ)西方 (Ｃ)南方 (Ｄ)北方。 

解析：(1)因為夕陽西下。 

(2)因為日、月、星辰都是東升西落。 

 
 

 ( A )06.0春分當天，由北極上空向下俯看地球，則下列哪一個圖形最能表示地球自轉與公轉的方向？ 

（圖中黑點表示地球的北極點）〔96.基測Ⅰ〕 

(Ａ) 

 

(Ｂ) 

 

(Ｃ)   (Ｄ)  

解析：由北極上空向下看，地球的自轉和公轉皆為逆時針方向。 

 

 ( B )07.0現有身高皆為 160 公分的甲、乙、丙三人，在北回歸線經過的區域不同高度的 3 個地點如圖所

示。三人記錄夏至當日自己的最短影子長度，所獲得的數據分別為 X、Y、Z，其大小關係為何

？〔96.基測Ⅰ〕 

(Ａ) X＞Y＞Z (Ｂ) X＝Y＝Z (Ｃ) X＜Y＜Z (Ｄ) X＝Y＜Z。 

 
解析：夏至當天太陽直射北回歸線，正午時會感覺太陽在頭頂正上方，此時影子最短，幾乎看不見，即 

X＝Y＝Z＝0。 

 

8.請在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下列問題： 

如圖為某時刻地球上晝夜分布示意圖，灰色部分表示夜晚區域，甲、乙、丙、丁、戊、己為地球表面

上六個不同地點。〔97.基測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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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哪些地點的白天比夜晚長？ 

(Ａ)甲、乙 (Ｂ)甲、丙 (Ｃ)丙、己 (Ｄ)丁、己。 

（D）(2)若僅考慮太陽照射角度的影響，下列哪些地點的四季變化比較不明顯？ 

(Ａ)甲、戊 (Ｂ)乙、己 (Ｃ)戊、己 (Ｄ)丙、丁。 

（A）(3)哪一個地點此時最接近正午時刻？ 

(Ａ)甲 (Ｂ)丙 (Ｃ)戊 (Ｄ)己。 

解析：(1)北半球偏向太陽，北半球高緯度地區晝長＞夜長，所以為甲、乙兩地。 

(2)赤道地區太陽光入射角度變化小，日照時數變化也小，故四季變化最不明顯。 

(3)甲處最靠近太陽，是最近正午時刻。 

 

( D )09.0下列為在臺灣可觀測到的自然現象：(甲)晝夜交替；(乙)月相變化；(丙)四季變化；(丁)星星

東升西落。前述現象中，哪些主要是由地球自轉所造成？〔97.基測Ⅱ〕 

(Ａ)甲、乙 (Ｂ)乙、丙 (Ｃ)丙、丁 (Ｄ)甲、丁。 

解析：地球自轉形成晝夜交替及星球（北極星除外）東升西落的視運動，而月相變化為月與地相對位置

不同所致，四季變化則為地軸傾斜加上繞日公轉造成。 

 

( A )010.0甲、乙、丙三地的位置如圖所示。假設某日正午太陽直射赤道，則甲、乙、丙三地當天白晝時

間長短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97.基測Ⅱ〕 

(Ａ)甲＝乙＝丙 (Ｂ)乙＞甲＞丙 (Ｃ)丙＞乙＞甲 (Ｄ)甲＞乙＞丙。 

 
解析：正午陽光直射赤道時，此時日期為春分或秋分，自轉軸位於晝夜分界面上，地表各地晝夜等長，

故甲＝乙＝丙。 

( A )011.0 關於地球上所觀察到的太陽與月亮，下列哪一個正確？  〔98.基測Ⅰ〕 

(A)晝夜隨著太陽升落更替，但不隨著月亮升落更替 

(B)每天月亮剛升起時是新月，隨著上升漸漸變成滿月 

(C)月亮每天東升西落的原因，是月亮繞地球公轉所造成 

(D)每天當太陽從地平線升起時，月亮幾乎同時落入地平線 

 

( C )012.0如圖是小英在住家附近，持續一年的時間，觀察太陽正午時在天空中位置的示意圖，發現太陽

正午的位置只在圖中的甲、乙兩點之間移動，且乙在頭頂正上方。推測小英居住的地點最接近

下列哪一個緯度？                                                〔98.基測Ⅰ〕 

(Ａ)赤道 (Ｂ)北回歸線 (Ｃ)南回歸線 (Ｄ)北緯45度。 

 
解析：由於太陽正午最高經過頭頂正上方，即天頂處，可知其位於回歸線上，而太陽最低點在北方，可

知為南半球情形。故答案為南回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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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013.0如圖為地球某日的日照區域與陰影區域示意圖，則此日是在一年中的哪一個月？〔98.基測Ⅱ〕 

(Ａ)三月 (Ｂ)六月 (Ｃ)九月 (Ｄ)十二月。 

 
解析：從圖可知太陽直射南回歸線處，故應為冬至，答案為十二月。 

 

(C )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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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基測Ⅱ〕  

 (A)半圈   (B) 1 圈  (C) 15 圈  (D) 180 圈 

 

( A )015.0晝夜長短的不同來自於太陽光直射地球位置的改變。下列哪一個示意

圖最能表示臺灣在全年中「晝最長夜最短」當天，太陽照射地球的方向？〔99.基測Ⅰ〕 

(Ａ)  (Ｂ)  (Ｃ)  (Ｄ)  

 

 

( A )016.0附圖表示甲、乙、丙、丁四個建築物在臺灣的位置，同一年內此四個

建築物在正午日照下影子偏北的天數分別為 X甲、X乙、X丙、X丁。若

不考慮天氣因素，下列關係何者正確？〔99.基測Ⅱ〕             

(Ａ) X甲＝X乙  

(Ｂ) X甲＞X乙  

(Ｃ) X丙＝X丁  

(Ｄ) X丙＜X丁 

                                                              

解析：太陽最北，將直射臺灣 23.5 度。所以丙、丁兩處，在夏至前所見的正午太陽會偏北，使得影子偏

南；相反地，在甲、乙兩處，一年四季所見正午太陽皆為南方天空，所以影子皆朝北，偏北的天

數比丙、丁兩處多，故選(Ａ)。 

 

( B )017.0 右圖為某一時刻地球自轉的示意圖，圖中的與兩地位於赤道上。若已
知在此時刻，圖中的、、為白天，、、為晚上，則依照此時

陽光入射地球的角度推論，此時北半球最有可能為下列哪一天？        

〔100-1 聯測〕   (A)春分    (B)夏至   (C)秋分     (D)冬至 
 

 

 

解析：由圖可知，此時陽光直射地球的位置較接近北回歸線。故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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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018.0 右圖為地球繞太陽運行的公轉軌道示意圖，箭號為地球自轉方向，甲、乙為軌道上的兩位置

。依據此圖，下列有關此時北半球的季節與地球公轉方向的敘述，何者正確？  [100-1 基測] 

(A) 北半球為夏季，地球公轉方向朝甲前進 

(B) 北半球為夏季，地球公轉方向朝乙前進 
(C) 北半球為冬季，地球公轉方向朝甲前進 
(D)北半球為冬季，地球公轉方向朝乙前進 
 

 

解析：由圖得知太陽直射北半球，北半球為夏季，地球運轉方向為逆時針公轉，方向由甲→乙前進。 

故選（B）。 

 

( C )19.0在某年 12 月 22 日（冬至）正午時，將四根長約 1 m 的竹竿，分別垂直立於下列四處的平台。

若不考慮天氣與地形等影響，依據當時各地陽光，何處的竿影最長？〔100.基測Ⅱ〕 

 (Ａ)北極 (Ｂ)赤道 (Ｃ)北回歸線 (Ｄ)南回歸線 

 

( C )20.0下列有關地球自轉與相關現象的敘述，何者錯誤？〔100.基測Ⅱ〕 

(Ａ)地球自轉的方向為由西向東       (Ｂ)地球自轉造成晝夜交替的現象  

(Ｃ)地球自轉造成一天之中月相的變化 (Ｄ)地球自轉造成恆星東升西落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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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月相與潮汐 
 

( D)01.某日，小明全家要到淡水的紅樹林，觀察退潮時招潮蟹、彈塗魚等生物的活動情形。從報上得知

當日潮汐預報，如下表，小明應選在下列哪一個時間到達比較適合？〔90.基測Ⅱ〕 

次數 第一次滿潮 第一次乾潮 第二次滿潮 第二次乾潮 

時間 00：21 06：42 13：07 19：20 

    (A)凌晨一時  (B)上午十時 

(C)下午一時  (D)下午四時 

( B )2.0 小玟全家到淡水海邊釣魚。根據經驗，漲潮時段是魚兒上鉤機率最大的時候。從報上得知潮汐預

報，如表所示。則下列哪一個時段下竿釣魚，可能釣到的魚數量最多？〔93.基測Ⅱ〕 

     

次數 當日第一次乾潮 當日第二次滿潮 當日第二次乾潮 翌日第一次滿潮 

時間 06：42 13：07 19：20 01：11 

    (A) 05：00～06：00 (B) 11：00～12：00 

(C) 14：00～15：00 (D) 18：00～19：00 

 

( C )3.0 下表為某日學力島甲、乙、丙、丁四個港口的潮汐資料，今有一艘郵輪的船底最大吃水深度為距

海水面下 8公尺深，若此郵輪必須於早上入港並於晚上出港，則下列哪一個港口最為適合？ 

   〔94.基測Ⅰ〕 

港口 第一次滿潮時間 水深（公尺） 第二次滿潮時間 水深（公尺） 

甲 09：37 8.7 20：48 7.8 

乙 08：47 7.3 20：13 7.6 

丙 07：27 9.0 19：03 9.5 

丁 06：17 7.9 17：53 8.8 

    (A)甲 (B)乙      (C)丙 (D)丁 

( D )4.下圖為太陽、地球與月球運行時相對位置的示意圖，當月球運行到下列哪一個位置時，會出現月全

食的天文景象？   〔94.基測Ⅰ〕               

 
    (A)甲 (B)乙 (C)丙 (D)丁 

( B )5.泡泡居住的城市位於北回歸線上，他的好友荳荳則居住在南回歸線上，恰好兩個城市都位於同一經

度線上。下列有關兩地異同現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94.基測Ⅰ〕   

(A)泡泡早上要上學時，荳荳卻是下午放學時刻 

(B)當天晚上泡泡看到上弦月，荳荳看到的也是上弦月 

(C)泡泡所居住的城市是夏季時，荳荳的城市也是夏季 

(D)泡泡當天如果看見日食現象，荳荳當天晚上則可以看到月食現象 

 

( B)06.嘉銘聽新聞報導說：「明晚有月食天文奇景可觀賞。」有關此天文現象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94.基測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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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明日應為農曆初一 

(B)明日海邊可能會出現最大潮差現象 

(C)因為月食的關係，所以即使天空晴朗無雲，整夜皆看不到月球 

(D)太陽、月球、地球三者的相對位置為月球介於太陽、地球之間 

 

( D)07.右圖為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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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基測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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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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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08.在地球上若能看到日食的現象，此時的太陽、月亮、地球三者的相對位置，最可能是下列哪一個

示意圖？   〔95.基測Ⅱ〕 

    (A)  (B)  

(C)  (D)  

 

( D)09.右圖為陽光照射地球示意圖，此時有關人所在位置的時間及月相的敘述，

下列何者正確？       〔95.基測Ⅱ〕 

(A)此時為中午，月相為上弦月    (B)此時為黃昏，月相為下弦月 

(C)此時為子夜，月相為上弦月    (D)此時為清晨，月相為下弦月 

 

10.根據下列所提供的資料，回答問題： 

在臺灣的小蘋打電話給旅居國外的小安，圖為 

兩人通話時，所在位置的地球、月球與太陽光方向 

的相對位置示意圖？       〔96.基測Ⅱ〕 

 

 

 

(1)（ B ） 下列何者為小安接電話時，當地最可能的時間？ 

(A) 08：00  (B) 12：00 

(C) 18：00  (D) 24：00 

(2)（ C ） 下列何者為小蘋打電話時，在臺灣所能看到的月相？ 

(A)新月 (B)上弦月       (C)滿月 (D)下弦月 

 

( D)11.觀測者觀察某天文現象，當時太陽、月球、地球的關係如右圖所示。對於觀

測者當時看到的天文現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97.基測Ⅰ〕 

(A)此現象發生於農曆十五日   (B)此現象適合於夜晚觀測 

(C)觀測者看到的是月全食     (D)此現象與光的直線前進有關 

 

( D )12.某天可觀察到日全食的景象，則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97.基測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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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當時地球位於月亮與太陽之間     (B)當天晚上會出現月食現象 

(C)當天約為農曆十五日左右         (D)當天子夜無法看到月亮 

 

( A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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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者最可能曾遇上大潮？〔97.基測Ⅱ〕 

(A)賀伯颱風，民國 85 年 07 月 31 日（農曆 06 月 16 日） 

(B)象神颱風，民國 89 年 10 月 30 日（農曆 10 月 04 日） 

(C)桃芝颱風，民國 90 年 07 月 30 日（農曆 06 月 10 日） 

(D)康森颱風，民國 93 年 06 月 09 日（農曆 04 月 22 日） 

 

( B )14.下列哪一個現象，其形成的主因是太陽系中天體間的引力作用？〔99.基測Ⅱ〕            

(A)空氣的流動 (B)潮汐的漲落   (C)山脈的抬升 (D)洋流的方向 

解析：(A)空氣的流動，主要是因氣壓差異；(C)山脈的抬升，主要是軟流圈的熱對流營力所造成；(D)洋

流方向，是由溫度差異、氣壓差異等多種因素所造成。故選(B)。 

 

( A )15.下列哪一種現象的變化必須同時考慮日、地、月三者間之相對位置？ 〔99.基測Ⅱ〕 

(A)日食的發生  (B)晝夜的交替  (C)季節的變化  (D)中午時刻太陽仰角的變化 

 

( B )16.若在臺灣中部觀測下列現象：(甲)滿月至下一次滿月；(乙)滿潮至下一次滿潮；(丙)日出至下一

次日出，則關於以上現象所經歷之時間長短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99.基測Ⅰ〕 

(A)甲＝乙＞丙 (B)甲＞丙＞乙    (C)乙＝丙＞甲     (D)乙＞丙＞甲 

 

( A )17.右圖為某日花蓮與新竹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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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聯測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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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B）花蓮與新竹的潮汐週期約為10.5小時。（C）18：00時，花蓮正在退潮，新竹正在漲潮。 

（D）12：00 時，花蓮正在漲潮，新竹正在退潮，並非在乾潮或滿潮期間。故選（A）。 

 

( D )18.下列關於地球上可見的自然現象中，何種現象發生原因與月球繞地球公轉最無關？ [100-1 聯測]                                 

(A)日食   (B)月食       (C)月相的圓缺變化        (D)月亮的東昇西落 

解析：月亮由東方升起、西方落下，是因為地球自轉所造成的。故選（D）。 

 

(A )19.阿義去海邊玩，將當天的潮汐資料整理成下方的示意圖，並標示其距離及時間。從右圖中可知，
潮差大約是多少？        [100-1 基測] 

 

(A)5 公尺 (B)13 公尺 

(C) 6 小時又 25 分鐘 (D)12 小時又 50 分鐘 

 

解析：潮差為滿潮與乾潮的高度差，由圖得知潮差為五公尺。故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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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20.圖(一)為地球與太陽光線相對關係示意圖，地球旁的箭頭表示地球自轉方向，黑點為北極，圓形
虛線表示月球繞行地球的軌道，甲、乙分別代表兩個不同時間月球的位置。圖(二)是四種月相
的示意圖。若在臺灣的小發某天下午 6 時左右於西方地平面附近看到了月亮，則下列何者較能

說明當時月球的位置與他所看到的月相？[100-1 基測] 

 

 

(A) 位置較接近甲，月相類似 2 

(B) 位置較接近乙，月相類似 2 

(C) 位置較接近甲，月相類似 4 

(D) 位置較接近乙，月相類似 4 

 

解析：由於地球由西向東自轉，各種星體皆為東升西落。由題幹得知下午 6 時可在西方見到月亮，表示

此時月亮位於乙處附近，則此時的月相類似 4。故選（D）。 

 

( C )21.0若不考慮天氣與地形等影響，對於位在臺灣的觀察者而言，於農曆 16 日較可能觀察到下列何種

現象？〔100.基測Ⅱ〕 

(Ａ)白天觀察到日食現象               (Ｂ)整個晚上都觀察不到月亮  

(Ｃ)月亮約在半夜 12 點升到天空最高處  (Ｄ)傍晚時太陽與月亮都在西邊地平線附近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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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火山與地震 
 

( B )01.0如圖為臺灣地區某次地震強度分布圖，高雄站測得地震強度為 3 級，地震規模為 6.2，理論上臺

南站測得之地震強度為 X 級，地震規模為 Y。有關 X、Y 值的大小，下列何者正確？〔91.基測

Ⅰ〕(Ａ) X＝3，Y＞6.2 (Ｂ) X＞3，Y＝6.2 (Ｃ) X＞3，Y＜6.2 (Ｄ) X＞3，Y＞6.2。 

 
解析：地震規模不隨地點改變。離震央愈近，地震強度通常愈大。 

 

( C )02.0小雄用保麗龍板製作斷層對河流地形影響的模型，箭頭所指為河流流向，斷層位於圖中虛線切

開處，如圖所示。圖中有關斷層所造成的地形變動，下列推論何者正確？〔94.基測Ⅰ〕 

(Ａ)若甲塊往上推動，在斷裂處會出現瀑布 (Ｂ)若甲塊往下滑移，在河流上游處會出現峽谷 

(Ｃ)若乙塊往上推動，在斷裂處會出現瀑布 (Ｄ)若乙塊往下滑移，在河流下游處會出現峽谷 

 
 

解析：(Ａ)若甲塊往上推動時，會形成堰塞湖；(Ｂ)若甲塊往下滑移時，在斷裂處會出現瀑布；(Ｄ)若

乙塊往下滑移時，會形成堰塞湖。 

 

( A )03.0如圖為寶貝村發生地震後，該村地層斷裂產生位移情形的示意圖。圖中甲、乙分別為斷裂後所

形成之斷塊，則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95.基測Ⅰ〕 

(Ａ)乙對甲作相對向下運動    (Ｂ)乙為斷層面上方的岩層  

(Ｃ)此斷層由張裂作用所造成  (Ｄ)若原先地表有一河流由西向東流，則在斷層處易形成瀑布 

 
解析：(Ｂ)乙為斷層面下方的岩層；(Ｃ)此斷層由聚合作用造成；(Ｄ)若原先地表有一河流由西向東流

，在斷層處易形成堰塞湖。 

 

( B )04.0新聞報導：「921 集集大地震，地震規模是 7.3」。何者是「地震規模」代表的意義？  〔95.基

測Ⅱ〕(Ａ)地表震動的程度 (Ｂ)地震釋放的能量 (Ｃ)地震發生的深度 (Ｄ)地震持續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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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05.0當臺灣地區有地震發生時，中央氣象局會佷快的發布地震規模與各地地震強度。有關地震規模

與地震強度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97.基測Ⅰ〕 

(Ａ)規模用來表示地震破壞的程度，強度用來表示地震釋放能量的多寡  

(Ｂ)規模用來表示地震釋放能量的多寡，強度用來表示地震破壞的程度  

(Ｃ)規模用來表示地震釋放能量的多寡，強度用來表示地震影響的範圍  

(Ｄ)規模用來表示地震影響的範圍，強度用來表示地震釋放能量的多寡。 

解析：震度依地表震動程度及建物破壞程度而定；地震規模表示斷層釋放能量。 

 

( C )06.0下列有關火山爆發的敘述，何者正確？〔97.基測Ⅰ〕 

(Ａ)火山爆發是由於地表的搬運與堆積作用所激發  

(Ｂ)若海底火山爆發，岩漿會直接冷卻形成沉積岩  

(Ｃ)火山爆發是造成地表地勢高低起伏的原因之一  

(Ｄ)火山爆發大多是由地震所引發的地表活動現象 

解析：(Ａ)地下岩漿上升噴發，形成火山爆發；(Ｂ)形成火成岩；(Ｄ)少數地震是由火山爆發造成。 

 

( A )07.0附圖是某地震發生位置的示意圖，其中甲為岩層開始發生錯動的地方，甲沿著斷層面與地表相

交於丙點，乙為甲垂直投影在地表上的點。對於震源、震央的位置，下列判斷何者正確？〔99.

基測Ⅰ〕(Ａ)震央為乙 (Ｂ)震央為丙 (Ｃ)震源為乙 (Ｄ)震源為丙 

 
( B )08.0 下表是四個地震測站所記錄的幾次地震資料，其中哪二個測站記錄的地震資料最有可能是同一

次地震？〔100-1 聯測〕 

   

測站編號 甲 乙 丙 丁 

地震強度 2 級 3 級 3 級 3 級 

地震規模 4.2 4.6 4.2 4.2 

震源與地表的垂直距離 約 39km 約 39km 約 16km 約 39km 

測站與震央的水平距離 約 79km 約 79km 約 79km 約 50km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解析：同一次地震中地震規模應相同，與測站位置無關，且震源與地表的垂直距離也應相同，符合兩條

件者僅甲、丁。故選（B）。 

 

( C )09.0 右圖為某斷層剖面的示意圖，該斷層在某次錯動發生地震，其地
震規模 4.2，圖中星號為震央所在位置，震央與震源的直線距離
約 9.5 公里。經一段時間後，同一斷層面上再次錯動發生地震，
地震規模 6.5，震央與震源的直線距離約 7 公里，且已知震央為
圖中甲、乙、丙、丁其中之一，則此次地震的震央應位於何處？              

〔100-1 基測〕(A)甲     (B)乙      (C)丙        (D)丁 
 
解析：由圖中得知前次地震深度為 9.5km，震央位於丙丁之間；第二次震源深度為 7km 較前次深度淺，

而且震源必須在斷層面上，所以震央位在丙處。故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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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010.0附圖為某個島某一次地震的強度資料，方塊旁的數字代表方塊所在之處的地震強度。將此島依

圖中的虛線分為甲、乙、丙、丁四區，依此資料推測，震央最可能位於哪一區？〔100-2基測〕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11.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下列各題：〔100.基測Ⅱ〕 

  長時間觀察某個因斷層錯動所產生的瀑布，其地層剖面示意圖如圖

所示。已知圖中斷層兩側的地層甲在斷層活動前曾經是相連的，且在瀑

布產生後斷層就不再活動。點線是瀑布剛產生時地表與地層原始位置，

數年後地表逐漸變成如圖中長虛線所示。 

                                                    

（B）(１)瀑布剛產生時的地表逐漸變成附圖中長虛線所示，主要是地層

受到流水的何種作用？ 

(Ａ)風化 (Ｂ)侵蝕 (Ｃ)搬運 (Ｄ)沉積。 

（D）(２)下列四種斷層活動方式的示意圖，何者與產生此瀑布的斷層活動方式最為類似？ 

(Ａ)  (Ｂ)   

 

(Ｃ)  (Ｄ)  

 

( B )12.0下列有關板塊擠壓的敘述，何者正確？〔100.基測Ⅱ〕 

(Ａ)是促使地表趨於平坦的主要因素之一   

(Ｂ)是促使岩層斷裂而發生地震的主要因素之一  

(Ｃ)三角洲為板塊擠壓所造成最明顯的陸上地形  

(Ｄ)中洋脊為板塊擠壓所造成最明顯的海底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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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板塊構造運動 
 

( C )01.地球內部存在有軟流圈。下列何者為此推論的最佳依據？〔94.基測Ⅰ〕 

(Ａ)直接從地表向下鑽探             (Ｂ)觀察火山噴發的活動  

(Ｃ)分析地震波在地下傳播速度的變化 (Ｄ)由太陽系中其他行星的結構來推測 

 

( A )02.0地球形成之初為熔融狀態，冷卻後依成分不同由內而外分為甲（地核）、乙（地函）、丙（地

殼）三層，如圖所示，根據浮力原理，有關此三層密度之比較，下列何者正確？〔95.基測Ⅱ〕 

(Ａ)甲＞乙＞丙 (Ｂ)丙＞乙＞甲 (Ｃ)乙＞甲＞丙 (Ｄ)丙＞甲＞乙 

 
解析：密度小者浮在密度大者上面，甲＞乙＞丙。 

 

( C )03.有關板塊構造學說中的「板塊」是指地球中的哪一個部分？〔96.基測Ⅱ〕 

(Ａ)地殼 (Ｂ)地函 (Ｃ)岩石圈 (Ｄ)軟流圈 

解析：軟流圈以上的部分為岩石圈，漂浮在軟流圈上，分裂成七大板塊及數個小板塊。 

 

( C )04.板塊的運動無法完全地解釋下列哪一種現象？〔97.基測Ⅱ〕 

(Ａ)由褶皺形成的山脈 (Ｂ)火山帶的分布 (Ｃ)海洋與大陸的分界 (Ｄ)海溝的形成。 

解析：板塊的交界與褶皺山脈、海溝有極密切的關聯，而世界上主要火山的分布也大多在板塊交界，而

地理上海陸的分界則無法說明板塊運動，因為大多板塊均同時擁有大陸與海洋的部分。 

 

( D )05.0根據研究，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地殼年齡不超過 2 億年，原因最可能為何？〔97.基測Ⅱ〕 

(Ａ)地球在近 2 億年內才有海洋的出現 (Ｂ)海洋地殼會逐漸被海浪侵蝕而消失 (Ｃ)海洋地

殼形成後會慢慢變成大陸地殼 (Ｄ)海洋地殼會經由隱沒作用而進入地函熔融。 

解析：根據海底擴張理論，古老海洋地殼會在板塊交界處因隱沒作用被拉回地函，受地熱作用熔化成岩

漿再次噴發，所以海洋地殼年齡不超過兩億年。 

 

( D )06.0地震雖然造成災害，但也可藉以了解地球內部的結構，如圖即是目前我們已知的地球內部結構

示意圖，則地球上的震源最主要位在圖中哪些部分？〔97.基測Ⅱ〕 

(Ａ)甲、乙 (Ｂ)乙、丙 (Ｃ)丙、丁 (Ｄ)丁、戊 

 
解析：地震的發生位置大都於板塊中，而板塊為軟流圈以上部分，但不包含軟流圈，所以只有丁戊。 

 

( B )07.0韋格納在「大陸漂移學說」提出南美洲東岸與非洲西岸曾經相連，下列何者是他提出的證據？

〔99.基測Ⅰ〕 

(Ａ)兩地有相同的緯度 (Ｂ)兩地有吻合的化石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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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兩億年前盤古大陸的存在 (Ｄ)兩地分別在大西洋海底中洋脊兩側 

 

( A )08.0有關中洋脊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99.基測Ⅱ〕 

(Ａ)此處常發生地震  

(Ｂ)此處常有地層受擠壓形成的褶皺山脈  

(Ｃ)臺灣附近的海溝是由中洋脊直接張裂形成  

(Ｄ)由板塊構造學說可知中洋脊兩側為同一板塊 

 

解析： (Ａ)中洋脊為海底火山，容易產生淺源地震 

(Ｂ)此處為張裂性作用，以正斷層為主 

(Ｃ)臺灣主要是菲律賓海板塊隱沒於歐亞板塊的聚合性作用造成 

(Ｄ)大西洋中洋脊的兩側，隸屬於不同板塊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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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板塊邊界的地質作用 
 

( B )01.0以下為喜馬拉雅山地表下，軟流圈熱流移動示意圖。若箭頭所示為軟流圈的移動方向，則下列

何者正確？〔93.基測Ⅰ〕 

(Ａ)    (Ｂ) 

 

(Ｃ)    (Ｄ)  

解析：(Ｂ)聚合性板塊交界帶，熱流方向向地心。 

 

( A )02.0板塊相互碰撞的隱沒帶會形成海溝，而在海洋板塊的張裂帶會形成中洋脊。下列對於這兩者的

比較，何者正確？〔94.基測Ⅱ〕 

(Ａ)海溝與中洋脊皆會發生很多地震         (Ｂ)海溝都位在陸地上，中洋脊都位在海底  

(Ｃ)海溝是板塊間彼此運動造成，中洋脊則否 (Ｄ)海溝處常有大量岩漿噴發，中洋脊則少有 

 

解析：(Ｂ)海溝都在海底、中洋脊大多位在海底（冰島由大西洋中洋脊高於海面形成）； 

(Ｃ)中洋脊也是板塊間彼此運動造成； 

(Ｄ)中洋脊處常有大量岩漿噴發，海溝為地函熱對流下降處，無岩漿噴發。 

 

( B )03.0如圖為全球板塊分布示意圖，圖中甲、乙、丙、丁四個地點海床岩石的年齡，哪一個最老？  

〔96.基測Ⅱ〕(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解析：甲、丙、丁三處都在張裂性邊界旁，皆為新生成岩石；乙位處隱沒帶，岩石年齡較甲、丙、丁老 

 

( C )04.0板塊的運動無法完全地解釋下列哪一種現象？〔97.基測Ⅱ〕 

(Ａ)由褶皺形成的山脈 (Ｂ)火山帶的分布 (Ｃ)海洋與大陸的分界 (Ｄ)海溝的形成。 

解析：板塊的交界與褶皺山脈、海溝有極密切的關聯，而世界上主要火山的分布也大多在板塊交界，而

地理上海陸的分界則無法說明板塊運動，因為大多板塊均同時擁有大陸與海洋的部分 

 

( D )05.0在喜馬拉雅山可以發現原本生活在海中的生物化石，且可以觀察到岩層呈現彎曲的褶皺。下列

何者是喜馬拉雅山形成的主要原因？〔98.基測Ⅰ〕 

 (Ａ)火山持續噴發，使得海洋地殼抬升 (Ｂ)海平面持續下降，使海底山脈露出  

(Ｃ)板塊張裂，岩漿大量湧出形成山脈 (Ｄ)兩個板塊互相擠壓，造成地殼隆起。 

解析：喜馬拉雅山由印澳板塊與歐亞板塊碰撞擠壓而成。 

  

( C )06.0對於板塊構造學說的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98.基測Ⅰ〕 

(Ａ)中洋脊分布於聚合性板塊邊界   (Ｂ)海溝常形成於張裂性板塊邊界  

(Ｃ)軟流圈的熱對流會造成板塊運動 (Ｄ)岩石圈是由海洋地殼與大陸地殼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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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Ａ)中洋脊分布於張裂性板塊邊界；(Ｂ)海溝常形成於聚合性板塊；(Ｄ)岩石圈是由全部地殼及

軟流圈之上的地函所構成，厚度約為 100 km。 

 

7.如圖為某處板塊構造之示意圖，請根據板塊構造學說回答下列問題：〔98.基測Ⅱ〕 

 
 

（D ）(１)圖中海溝所在的板塊邊界及其兩側的地殼種類，最有可能為下列何者？ 

(Ａ)張裂性板塊邊界；兩側皆為海洋地殼  

(Ｂ)聚合性板塊邊界；兩側皆為大陸地殼    

(Ｃ)張裂性板塊邊界；一側為海洋地殼，另一側為大陸地殼  

(Ｄ)聚合性板塊邊界；一側為海洋地殼，另一側為大陸地殼。 

 

（ D）(２)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圖中甲、乙、丙三處地殼形成的時間順序？ 

(Ａ)三者同時形成               (Ｂ)甲最早，乙次之，丙最晚  

(Ｃ)甲最早，乙、丙同時形成     (Ｄ)丙最早，乙次之，甲最晚。 

 

解析：(１)由圖可得知，中洋脊兩側為海洋地殼，是張裂性作用；此圖中的海溝一側為海洋地殼，另一

側為大陸地殼的聚合性作用。 

(２)由中洋脊的特性得知，中洋脊處產生新的海洋地殼，將較老的海洋地殼往兩側推擠，故年齡

愈老的海洋地殼距中洋脊愈遠。所以圖中的海洋地殼丙處最老，也是最早形成，甲處則最晚

形成。 

 

( D )08.0 下列何者屬於板塊的邊界？                        〔100-1 聯測〕 
(A)臺灣海峽中的澎湖群島         (B)非洲西岸靠大西洋的海岸線 

(C)加拿大與美國之間的國界線     (D)大西洋底綿延數千公里的火山山脈 

 

解析：大西洋底綿延數千公里的火山山脈即為中洋脊，是張裂性的板塊邊界。故選 （D）。 

 

( B )09.0 比較板塊張裂、分離的交界處與板塊聚合、擠壓交界處，何者是這兩交界處的共同特性？               

                                                                           〔100-1 基測〕 
(A)交界處都位於海平面以下 
(B)交界處發生地震的頻率都很高 

(C)兩側的地殼必有一邊是海洋地殼 
(D)兩側的板塊必有一邊會在此交界處隱沒消失 

 

解析：（A）張裂性與聚合性可能出在海洋（如中洋脊、海溝）或陸地（裂谷、褶皺山脈）。（C）聚合

性交界處兩側可能皆為大陸地殼。（D）只有聚合性交界處才會使板塊隱沒。故選（B）。 
 

( C )10.0下列四種曾經在地球上發生的事件中，何者發生的時間最晚？〔100-1基測〕 

(Ａ)海洋出現 (Ｂ)地殼出現 (Ｃ)三葉蟲出現 (Ｄ)原核生物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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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臺灣附近的板塊構造 
 

( D )01.0如圖所示的澎湖、臺北、嘉義、綠島四個地點，何處位於菲律賓海板塊上？〔90.基測Ⅱ〕 

(Ａ)澎湖 (Ｂ)臺北 (Ｃ)嘉義 (Ｄ)綠島。 

 
( C )02.0有關臺灣地質構造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95.基測Ⅰ〕 

(Ａ)臺灣位於歐亞板塊與太平洋板塊的交界帶  

(Ｂ)九二一大地震是由於板塊的張裂作用造成  

(Ｃ)臺灣地區多地震、斷層與褶皺是因板塊的擠壓作用所造成  

(Ｄ)臺灣位於兩大板塊的交界處，中央山脈為其主要的交界帶。 

解析：(Ａ)臺灣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帶；(Ｂ)九二一大地震是由於板塊的聚合作用造成；

(Ｄ)花東縱谷是兩個板塊的交界帶。 

 

 

( C )03.0臺灣島大約於數百萬年前開始形成，下列何者是臺灣島形成之主要原因？〔98.基測Ⅱ〕 

(Ａ)火山不斷噴發，冷卻凝固後形成  

(Ｂ)海流帶來大量的沉積物，慢慢累積形成  

(Ｃ)菲律賓海板塊不斷向歐亞板塊推擠，造成岩層隆起  

(Ｄ)中國大陸沿海受海流侵蝕形成臺灣海峽，使得部分陸地被分隔。 

解析：臺灣島的形成主要是菲律賓海板塊推擠歐亞板塊，經過長時間聚合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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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地表作用與沉積岩 
 

( B )01.0甲、乙兩村位於河流兩岸，如圖所示。已知甲處侵蝕作用小於沉積作用，乙處

侵蝕作用大於沉積作用。在這種條件下，假定河流流量不變，下列何者是數年

後河流自然演變的結構示意圖？（圖中虛線代表新河道位置）？〔90.基測Ⅱ〕 

                                                               

(Ａ)  (Ｂ)  (Ｃ)  (Ｄ)   

 

解析：由於甲處為河流內側流速較慢，侵蝕作用小於沉積作用，所以甲處數年後沉積物的量會增多而使

河岸突出，相反的外側乙處侵蝕作用大於沉積作用，所以乙處的沉積物會被河流帶走而愈來愈少

，河岸則向陸地凹陷。 

 

( D )02.0臺灣西部河流的跨河大橋，常發現橋墩裸露的現象。下列哪一項最有可能是造成此現象的原因

？〔91.基測Ⅰ〕 

(Ａ)河流上游山坡地被濫墾   (Ｂ)河流上游爆發土石流災變                              

(Ｃ)下游河流出海處築防坡堤 (Ｄ)靠近橋的下游河段遭濫採砂石。 

 

解析：臺灣西部河流下游段常有遭到盜採砂石的現象，因此而使河流中上游的侵蝕作用速率加快，所以

原本位於橋墩下的沉積物被流水沖蝕，導致橋墩裸露。 

 

( C )03.0臺灣北部海岸有名的跳石礫灘，如圖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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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基測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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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跳石礫灘位於臺北縣 金山鄉海岸，近大屯火山群，河流較短，因此從山上滾落的岩塊未經長途搬

運直接沉積於海中，再受到海水侵蝕，形成該礫灘。 

 

( A )4.0如圖為某處之地層剖面示意圖。有關地質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下列何者正確？〔92.基測Ⅰ〕 

(Ａ)頁岩形成比甲岩脈早        

(Ｂ)甲岩脈形成比礫岩層早  

(Ｃ) X－Y 斷層形成比甲岩脈早  

(Ｄ) X－Y 斷層形成比砂岩層早。 

                                                       

解析： 

地質事件先後順序為頁岩→砂岩→礫岩→




斷層－

甲岩脈

YX
→現今侵

蝕面（地表），由圖無法判斷甲岩脈入侵或 X－Y 斷層哪一個較早發生。 

 

( A )05.0如圖為經過地層變動後之某地區岩層中化石分布的剖面示意圖。下

列關於地層由年老至年輕的順序排列何者正確？ 〔92.基測Ⅱ〕 

(Ａ)甲→乙→丙→丁 (Ｂ)甲→丙→丁→乙  

(Ｃ)丁→丙→乙→甲 (Ｄ)丁→乙→丙→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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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三葉蟲是古生代的指標，恐龍是中生代的代表，長毛象則屬於新生代的代表性化石。 

 

( B )6.0如圖為一河流的立體示意圖，若於河中建一水壩，則下列甲、乙、丙、丁四個地點，何處泥沙沉

積量最大？〔92.基測Ⅱ〕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解析：水庫水面為暫時侵蝕基準面，上方之侵蝕物被帶入水庫(乙)沉積

，而下方之丙、丁之沉積物會被帶入海洋沉積，所以乙地點泥沙

沉積量最大。 

 

( B )7.0在某地的同一岩層中，找到了暴龍和三觭龍的化石。依據前述地層中的化石證據，下列推論何者

最合理？〔93.基測Ⅰ〕 

(Ａ)牠們的血緣關係相近 (Ｂ)牠們的生存年代相近  

(Ｃ)牠們的食物種類相近 (Ｄ)牠們的身體構造相近。 

 

解析：保存於同一岩層中的化石，其生存年代相近。 

 

( A )8.0下列何者是「海平面」又稱為「最終侵蝕基準面」的原因？〔93.基測Ⅱ〕 

(Ａ)河流高於海平面的部分以侵蝕作用為主 (Ｂ)河流低於海平面的部分以侵蝕作用為主    

(Ｃ)河流高於海平面的部分以沉積作用為主 (Ｄ)河流低於海平面的部分以搬運作用為主。 

 

解析：(Ｂ)沉積作用為主；(Ｃ)侵蝕作用為主；(Ｄ)沉積作用為主。 

( A )9.0下列何者是「海平面」又稱為「最終侵蝕基準面」的原因？〔93.基測Ⅱ〕 

(Ａ)河流高於海平面的部分以侵蝕作用為主 (Ｂ)河流低於海平面的部分以侵蝕作用為主    

(Ｃ)河流高於海平面的部分以沉積作用為主 (Ｄ)河流低於海平面的部分以搬運作用為主。 

 

解析：高於海平面的部分以侵蝕作用為主，低於海平面的部分則以沉積作用為主。 

 

( A )10.0圖中發生的地質事件分述如表。有關地質事件發生時間的先後順序，何者正確？〔94.基測Ⅰ〕 

(Ａ)丙→戊→甲→乙→丁 (Ｂ)丙→戊→乙→甲→丁  

(Ｃ)乙→丙→戊→甲→丁 (Ｄ)甲→乙→丙→丁→戊。 

 
 

解析：由下而上沉積作用：砂岩層、礫岩層、頁岩層之後，地殼變動造成三者皆傾斜，最後河流侵蝕到

三岩層。 

 

( B )011.0臺灣有許多呈彎曲的岩層裸露出地表如圖所示，下列有關此現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94.基測Ⅱ〕 

(Ａ)此彎曲現象為泥沙順著原先高低起伏之地勢沉積形成  

(Ｂ)此彎曲現象發生於地下深處，因岩石受力產生可塑性  

(Ｃ)岩層受侵蝕作用產生下凹，受沉積作用形成突起  

(Ｄ)頁岩因顆粒較小所以填充在礫岩的裂隙中 
 

甲──頁岩層沉積 

乙──地殼變動造成岩層傾斜 

丙──砂岩層沉積 

丁──河流流經該地區造成河道侵蝕 

戊──礫岩層沉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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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Ｂ)受外力擠壓造成的。 

 

( B )012.0如圖中砂岩層形成尖銳突出的山脊，而頁岩層形成低窪的山谷，下列何者為造成此現象的主要

原因？〔94.基測Ⅱ〕 

(Ａ)板塊碰撞將地表擠成波浪狀  

(Ｂ)砂岩與頁岩抗風化/侵蝕能力不同               

(Ｃ)構成砂岩和頁岩的組成物質黏性不同  

(Ｄ)砂岩受侵蝕的時間較頁岩受侵蝕的時間短。 

 

解析：(Ｂ)砂岩抗風化和侵蝕的能力較強，頁岩抗風化和侵蝕的能力較弱。 

 

( C )13.0如圖為某地層剖面示意圖，甲、乙、丙分別為三個沉積地層。

甲地層中有馬的骨骼化石，乙地層中有恐龍的骨骼化石，丙

地層中有三葉蟲的化石，丁為安山岩岩脈，戊為斷層。有關

此地層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94.基測Ⅱ〕 

(Ａ)斷層發生於中生代  

(Ｂ)此地區從來沒有存在海洋環境  

(Ｃ)丁、戊都是在新生代才形成的  

(Ｄ)若岩脈形成於 100 萬年前，則斷層發生可能在 600 萬年前。 

 

解析：(Ａ)(Ｃ)發生順序為丙→乙→甲→丁→戊，甲地層中有馬化石為新生代，所以丁、戊為新生代時

發生；(Ｂ)三葉蟲為海洋生物，所以有海洋環境存在；(Ｄ)斷層發生在岩脈入侵之後。 

 

( B )14.0圖為某處地層剖面示意圖，甲、乙為不同地層中之化石，下列推論何者正確？〔95.基測Ⅰ〕 

(Ａ)砂岩形成比頁岩早            

(Ｂ)乙化石形成在斷層發生之前  

(Ｃ)斷層發生在火成岩脈入侵之前  

(Ｄ)若甲是中生代的化石，則乙一定是古生代的化石。 

 

解析：(Ａ)砂岩在最上層，所以比頁岩形成年代晚； 

(Ｂ)順序：頁岩→礫岩→砂岩→火成岩脈入侵→斷層，乙在

頁岩層中，乙化石在斷層發生之前；(Ｃ)岩脈被斷層截切，

所以斷層在後；(Ｄ)只可確定乙在甲之前，但無法確定是古生代的化石。 

 

( D )15.0化石為古代生物的遺骸或生物活動所留下的痕跡，包括生理作用的排泄物等，下列哪一組岩石

中最容易發現化石？〔95.基測Ⅱ〕 

(Ａ)安山岩、花岡岩 (Ｂ)蛇紋岩、板岩 (Ｃ)大理岩、片岩 (Ｄ)砂岩、頁岩。 

 

解析：在沉積岩中較容易發現化石的存在。(Ａ)為火成岩；(Ｂ)、(Ｃ)為變質岩。故答案為(Ｄ)。 

 

( D )16. 如圖為某地區的地層剖面示意圖。依據圖中地形所示，推論下列有關 1、2、3、4 四座山頭形成

原因的敘述，何者最合理？〔96.基測Ⅰ〕 

(Ａ)地層因受到擠壓，產生斷層而形成     

(Ｂ)地層受到板塊擠壓後，經由變質作用而產生     

(Ｃ)地層因板塊活動擠壓後，發生火山活動而產生  

(Ｄ)地層受擠壓後，岩層因風化侵蝕程度不同而形成 

 

 



25 

 

 

解析：地層受擠壓發生褶皺後，因不同岩層抵抗風化侵蝕的能力不同，砂岩抗侵蝕能力較強，因而突出

形成山頭。 

 

( D )17.0小潔參觀地質博物館，在展示的山壁上看到了礫岩層與煤層，也看到了各種珊瑚礁與三葉蟲化

石的展出。下列是她的心得記錄，哪一項敘述最適當？〔96.基測Ⅱ〕 

(Ａ)若有礫岩層，表示此處曾為深海沉積環境 (Ｂ)若有煤層，表示此處曾為古海洋沉積環境 

(Ｃ)三葉蟲化石出現在古生代陸相的沉積環境 (Ｄ)珊瑚主要生長環境在熱帶溫暖的淺海海域 

 

解析：(Ａ)礫岩顆粒較大，應為陸地沉積；(Ｂ)煤是古代陸地森林沉積形成，為陸上沉積；(Ｃ)三葉蟲

為古生代的海生動物，應為海相沉積環境。 

 

( A )018.0如圖為某地區之地質垂直剖面示意圖，已知較晚發生的地質作用會影響較早發生的地質作用，

則依據圖中所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97.基測Ⅰ〕 

(Ａ)斷層的發生較岩脈的侵入晚  

(Ｂ)礫岩的沉積較斷層的發生晚  

(Ｃ)砂岩的沉積較岩脈的侵入晚  

(Ｄ)侵蝕面甲的形成較岩脈的侵入晚。 

      

 

解析：礫岩→侵蝕面甲→砂岩→岩脈→斷層，故選(Ａ)。 

 

( C )019.0原生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是單位較大的地質年代，「代」之下可再劃分為不同的「紀

」。恐龍繁盛的「侏羅紀」時期，應屬於下列哪一個地質年代？〔98.基測Ⅰ〕 

(Ａ)原生代 (Ｂ)古生代 (Ｃ)中生代 (Ｄ)新生代。 

 

解析：恐龍出現及最興盛時期即在中生代。 

 

( A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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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基測Ⅰ〕 

(Ａ)河流向下侵蝕岩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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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河流上游地區因流速較快，向下侵蝕作用常使岩層裸露呈現 V 型谷 

 

( A )21.0如圖為某地地層之垂直剖面圖，關於該地層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98.基測Ⅰ〕 

(Ａ)地層中的岩石都是沉積岩                

(Ｂ)地層中一定可以發現化石                

(Ｃ)地層中的岩石都是由高溫、高壓變質而成  

(Ｄ)地層的傾斜現象一定是受侵蝕作用所造成 

 

 

解析：(Ｂ)古代生物遺體雖較容易保存於沉積岩中，但仍須具有環境良好的掩埋或保存條件；(Ｃ)頁岩

、砂岩與礫岩均為沉積岩；(Ｄ)經地殼變動抬升而成。 

 

( A )22.0如圖的地層剖面圖中，甲、乙分別為不同的沉積岩層，丙為斷層，丁為岩脈，戊、己為兩個不

同的侵蝕面。若此地地層未曾倒轉，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98.基測Ⅱ〕 

(Ａ)丁形成的時間較乙形成的時間晚 (Ｂ)戊形成的時間較甲形成的時間晚                

(Ｃ)乙形成的時間較丙形成的時間晚 (Ｄ)丙形成的時間較己形成的時間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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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如題圖，在地層尚未反轉的情形下，愈下層的沉積年代愈久遠，最上層的沉積或侵蝕為最後才發

生；其中，岩脈(丁)被正斷層(丙)切割。由上可知，該地層事件的先後順序為：乙→丁→丙→戊

→甲→己。 

 

( A )23.0下列何者在河流出海口最常見？〔98.基測Ⅱ〕 

(Ａ)三角洲 (Ｂ)海溝 (Ｃ)斷層 (Ｄ)峽谷。 

 

解析： (Ａ)河道經長時間的風化、搬運與侵蝕作用後，容易在出海口處沉積形成三角洲 

(Ｂ)海溝容易出現在海面底下，聚合性板塊的交會處 

(Ｃ)斷層容易出現在板塊交會處 

(Ｄ)峽谷成因是河流向下侵蝕而成 

 

( B )24.0附圖隧道中的地層呈現垂直層狀的排列，關於此種垂直層狀的地質構造，下列判斷何者正確？

〔99.基測Ⅰ〕 

(Ａ)此構造是岩脈入侵的痕跡     (Ｂ)此構造是岩層受力作用的證據                        

(Ｃ)此構造是侵蝕作用造成的結果 (Ｄ)此構造是沉積岩層最初的沉積狀態 

 
 

( D )25.0毛毛在地質調查紀錄簿內描述在野外所看到的地層剖面，他描述地質事件的先後順序如下：岩

層甲沉積→斷層乙發生→岩脈丙侵入→侵蝕作用造成侵蝕面丁→岩層戊沉積。下列哪一個剖面

最能符合以上的描述？〔99.基測Ⅰ〕 

(Ａ)  (Ｂ)  (Ｃ)  (Ｄ)  

 

( B )26.0下列何者的主要成因不是風化作用？〔99.基測Ⅱ〕 

(Ａ)土壤                   (Ｂ)圓潤光滑的鵝卵石                                      

(Ｃ)因植物紮根而破裂的岩石 (Ｄ)因冰反覆凍結、融化而裂開的岩石 

 

解析：鵝卵石是石塊，經長途河水搬運所產生，故選(Ｂ)。 

 

( B )27.0若某礫岩層中所含的礫石表面都很平滑且外形呈橢圓形，則下列關於這些礫石形成橢圓形過程
的推論，何者正確？      〔100-1 聯測〕 
(A)在地殼深處，高溫高壓將岩石壓扁而逐漸變質而成  
(B)在河流中、下游，岩石碎屑經過不斷滾動磨擦而成 
(C)在火山附近的地區，岩漿流出後冷卻凝固後收縮而成  
(D)在水流平靜的深海平原，砂顆粒逐漸堆積變大聚集而成 

 

解析：礫岩經河流搬運的過程中，滾動磨擦會使得稜角部分逐漸磨平，形成光滑表面且外型呈現橢圓形

。故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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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28.0 沙灘上鬆散的沙子，最有可能是經過下列何種過程方能成為堅硬的砂岩？〔100-1 聯測〕 

(A)沙子經過高溫或高壓的變質作用而成 

(B)岩漿入侵沙子之間的縫隙後冷卻固結而成 

(C)沙子與化石外殼或骨略融合後增加黏性而成 
(D)由壓密和膠結作用增加顆粒間黏著的強度而成 

 

解析：鬆散的沙子經過壓密和膠結作用，會增加顆粒間的黏著強度形成堅硬的砂岩。故選（D）。 
 

 

( A )29.0 以下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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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基測〕 

 甲、岩石中的鐵與氧氣作用成為氧化鐵，使岩石逐漸破碎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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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甲為化學風化作用；乙、丙為侵蝕作用；丁為沉積作用。故選（A）。 
 

( D )30.0在地層中發現下列何者，最能作為該地層過去曾經位於海裡的證據？〔100.基測Ⅱ〕 

(Ａ)隕石 (Ｂ)馬的化石 (Ｃ)火成岩的岩脈 (Ｄ)三葉蟲的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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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臺灣的地形 
 

( B )01.0比較臺灣東部與西部的海灘，可以發現西部多沙灘，東部則多礫石，下列何者是造成此種差異

的主要原因？〔97.基測Ⅱ〕 

(Ａ)東西岸發生地震的頻率不同  

(Ｂ)東西岸的河流長度及山脈離岸遠近不同               

(Ｃ)東岸有板塊運動，而西岸的板塊運動已經停止  

(Ｄ)東岸火山活動較多，而西岸幾乎沒有火山活動。 

解析：東岸多礫石，西部多沙灘，主因為搬運距離不同所致，所以選(Ｂ)。 

 

( D )02.0若在海岸山脈山頂的岩層，找到 500 萬年前的珊瑚化石，下列推論何者最合理？〔99.基測Ⅱ〕 

(Ａ)海岸山脈形成於 500 萬年前  

(Ｂ) 500 萬年前的珊瑚可生存在高山上  

(Ｃ) 500 萬年前的珊瑚被岩漿掩埋變成化石  

(Ｄ)地殼變動將 500 萬年前的珊瑚化石抬升至高山 

 

解析：珊瑚存在於 500 萬年以前，可能因地殼變動，導致珊瑚脫離淺海而浮出水面，故選(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