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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七年級生物科第 3 次定期評量試卷 
 

 ___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 單一選擇： 

(每個答案 2.5 分，計 100 分，共 4 頁) 

1. 下列有關生態系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地球上若沒有太陽照射，人類及其他動

物仍可靠電能發光而生存下來  

(B)植物需要空氣中的二氧化碳進行呼吸作

用 

 (C)生物體需要大量的水分來產生能量  

 (D)台灣高山地區溫度較低，適合針葉樹生長 

2.海綿寶寶調查比奇堡湖中的生物，他發現比   

  奇堡湖有 3 種野草、4 種魚、6 種昆蟲和 2 

 種藻類，有關比奇堡湖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共有 4 個群集 (B)共有 4 個族群 (C)共 

有 15 個群集 (D)共有 15 個族群 

3.「就在那一年，阿里山森林發生了火災，很多

的樹木焚燒死亡，鳥類、昆蟲與松鼠等動物

都消失了，大地一片寂靜。但是後來，經常

的下雨，雜草出現了，昆蟲回來了，灌木的

生長，也漸漸取代雜草，多年後，喬木也回

來了，鳥類與松鼠…，大家都回來了，這座

曾被火焚身的森林又復活了」以上為台灣登

山客的隨手筆記，請問這段文章主要是在描

述下列何種現象？   

 (A)族群的遷入與遷出  (B)生態的消長或演替

(C)森林景象的四季變化   (D)群集中生物間

的互動關係。 

4.以下為海洋生態系中的食物鏈：「矽藻→浮游

動物→小魚→大魚」，根據此食物鏈各層級生

物體總能量所繪製的能量塔，若其中浮游動

物的總能量約為 1000 能量單位，則乙階層所

含的總能量最接近下列何者？   (A)10 能量

單位   (B)100 能量單位 (C)1000 能量單位   

(D)10000 能量單位。 

 

 

 

 

 

 

5. 下圖為某生物族群大小的變化，根據資料顯

示，下列哪一敘述是錯誤的？    

(A) A 段是代表族群生育率上升的時期  (B) 

B 段代表遷出＋死亡＞遷入＋出生  (C) C 段

可能是族群出生和遷入都增加了   (D) D 段

表示族群個體增加與減少的數量相等。 

 

 

 

 

 

 

 

 

 

  

6.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食物網中的物種

越多，生態系愈不穩定   (B)食物網中若只有

一種生物發生變動，不會影響生態系的平衡  

(C)因為生態系中的能量能夠循環再利用，所

以食物鏈一般都很長   (D)能量在食物鏈傳

遞過程中，大部分以熱能的形式散失。 

7.非洲草原生態系中的獵食性動物，主要是下列

何者？(A)斑馬(B)獵豹 (C)野牛(D)老虎 

8.下列敘述中，何者與熱帶雨林生態系無關？ 

(A)生物種類繁多，生物多樣性高(B)亞馬遜河

流域的雨林是複雜且穩定的生態系(C)雨林的

底層多為耐陰植物(D)樹木以針葉林為主 

9.槍蝦與鰕虎魚之間的關係和下列何組生物相 

同？(A)鷸和蚌 (B)黑鮪魚和沙丁魚 (C)海

葵和小丑魚 (D)鮣魚和鯊魚 

10.下列關於「碳循環」的敘述，何者正確？  

(A)人類直接攝取汽水就可以獲得豐富的碳元

素(B)植物進行光合作用的目的是消耗二氧化

碳 (C)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和溫室效應的

程度有密切相關 (D)細菌進行分解作用時，

可以固定二氧化碳 

11.下列有關淡水生態系的敘述，何者正確？   

(A)池塘是面積大、水深，陽光不見底   (B) 

湖泊屬於流動水域，通常溶氧量低 (C)溪流的

生產者主要以浮游藻類為主  (D)淡水生態系

常見的消費者為魚、蝦或昆蟲等。 

12.下列有關海洋生態系的敘述，何者錯誤？   

(A)依離岸距離與水深可細分為潮間帶、淺海

區和大洋區   (B)位於淺海區之外，水深超過

200 公尺為大洋區  (C)淺海區的底部有大型

藻類生長，生物種類繁多   (D)大洋區的下層

陽光無法到達，因此沒有任何生物生存。 

 

             (背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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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志明想要調查陽明山上的櫻花樹數量，先將

整個區域劃分為 30 個小樣區，隨機抽出 5 個

區域來數算，共有 450 棵櫻花樹。請問：志

明所估計出來的櫻花樹總數約有幾棵？  

(A)500 棵(B)2700 棵(C)3700 棵(D)4500 棵 

14.大雄要估算華江橋下小水鴨的數目，他先捉

了 360 隻小水鴨做記號後野放，十天後再捉

了 250 隻小水鴨，結果 30 隻有記號，由此可

知小水鴨的總數應大約為多少隻？   

(A)1000 隻   (B)3000 隻   (C)7500 隻   

(D)10800 隻。 

15.捉放法不適合用在估計下列何種生物的數 

量？ (A)校園中的樟樹 (B)森林中的台灣黑 

熊 (C)池塘中的吳郭魚 (D)草原中的野免。 

 

題組(一): 

荔枝椿象，俗稱臭蟲、臭屁蟲等。成蟲 

喜好於荔枝、龍眼或欒樹等無患子科植物的花

穗或枝梢吸食危害，導致落花落果，並造成嫩

枝及幼果枯萎或果皮黑化等症狀，若蟲體型為

長方形，呈橙紅色至淡橙色，外圍具有黑色框

線；成蟲期腹面為白色，背面呈褐色。受干擾

時有假死行為，同時分泌臭液，並掉落於地，

但很快又往樹上爬；族群密度高時，常造成枝

葉生長遲緩、花穗萎縮或脫落、甚至整個植株

枯死，嚴重影響荔枝產量與品質。  

  椿象在產卵期常在荔枝、台灣欒樹及 

龍眼聚集，產卵在葉背，有民眾發現曬在戶外

的衣服被不明昆蟲產卵就要小心，這可能是荔

枝椿象所為，發現這種昆蟲千萬不要用手打牠

或者靠近，以免被噴射 的臭液噴到皮膚腐蝕，

如果噴到眼睛，甚至會有失明的危險，要趕快

以清水沖洗。進行捕抓時最好用木棒敲打上方

枝條，再用塑膠袋承接害蟲後再殺死，切忌徒

手抓蟲，以避免對人體造成傷害。 

目前農試所等學術單位除了配合農作物的 

生長季節，施用化學藥劑外，並利用用平腹小

蜂寄生於椿象的卵內，使其無法孵化來達到生

物防治的目的，成效良好。  

 

 

 

  

         

 

 

 

(本圖文改編自網路資料)  

16.下列關於荔枝椿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只喜歡棲息在荔枝樹的嫩枝上，故稱荔枝

椿象(B)被干擾時，雖然會噴臭液，但是對人

體無害(C)屬於動物界節肢動物門的生物 

 （Ｄ）產卵時最具有毒性和攻擊性 

17.以下關於荔枝椿象的防治方法何者比較正 

確？  

(A)可請手腳靈活的工作者，直接以手抓取， 

後殺之(B)可利用平腹小蜂捕食荔枝椿象成蟲

的習性來生物防治(C)生物防治的方法能避免

施用農藥及其對生物的毒害(D)若不小心被荔

枝椿象毒液噴到，應立即用牛奶等酸性物質

中和。 

 

題組(二) 

    以下為一都市近郊的淺山生態系，其中形

成之食物網關係，箭頭所指為被捕食之方向，

試根據下圖回答 18-20 題: 

 

 

 

 

 

 

 

 

 

 

18.下列何種生物可做為初級消費者兼次級消費

者？  

(A)老鷹 (B)麻雀(C)松鼠(D)蝗蟲。 

19.若玉米受到農藥汙染，則何種生物體內的農

藥濃度最高？ 

(A)玉米 (B)鼠 (C)麻雀  (D)老鷹。 

20.當玉米被老鼠吃得精光，農友以捕鼠夾抓到

許多老鼠，試問，若此食物網的老鼠完全消

失不見了，則整個生態系會發生什麼狀況？ 

 (A)老鷹因食物變少而餓死 (B)蝗蟲因玉米增

加而發生大爆發(C)短期內松鼠有增加的可能

(D)長期而言整個生態系會瓦解 

21. 近期有研究報導可利用甲烷作為新能源，預

期甲烷燃燒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約為燃油或燃

煤的一半。」試問若能以甲烷來代替石油或

煤作為燃料，最能幫助何種環境議題？ (A)

人口的增加 (B)化石燃料的使用 (C)生物

累積作用 (D)水汙染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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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關於物種多樣性的介紹，其中哪一項敘述是

正確的？ (A)物種越多的區域，生態系越穩

定 (B)熱帶雨林與沙漠生態系比較，熱帶雨

林的物種多樣性較低 (C)物種多樣性越高的

地區，食物網會越簡單 (D)農夫不斷地改良

地瓜的品種，可增加物種多樣性。 

23. 下列何種做法有助於維持生態平衡？ (A)

購買美國牛蛙帶到池塘放養，增加本土的生

物多樣性 (B)高雄山區常有獼猴出沒，有些

甚而侵入民宅偷食，應設法捕殺，降低危害 

(C)山區若有毒蛇出沒，在不影響人類活動

下，不隨意捕捉，以維持生態平衡 (D)台灣

地狹人稠，應開發山坡地大量建築房屋，可

有效改善都市的人口密度。 

24.近年台灣中部山區的石虎數量有逐年下降的

趨勢，農政單位及環保人士發現石虎被路殺

的情況頻頻發生。請選出造成此現象的主要

原因？ (A)外來種的引入 (B)核能電廠的

興建 (C)棲地的破碎化 (D)人口往山區移

居。 

25. 近幾年國際間越來越重視自然生態的保

育，請問國際間所提倡的「華盛頓公約」的

目的應該為何？ (A)管制野生動植物的交易 

(B)保護原始森林 (C)保護海洋資源 (D)降

低溫室效應。 

26. 下列何種做法無助於漁業資源保育工作？ 

(A)限定捕撈的漁具與方法 (B)實施休漁期

以降低捕獲量 (C)設立漁業資源保育區 (D)

增加魚苗購買與投入。 

27. 臺灣目前水庫普遍具有優養化的隱憂，使得

水質下降。下列何種現象並非造成水質優養

化的主要原因？ (A)家庭汙水中的清潔劑 

(B)畜牧業動物排泄物 (C)農民肥料的使用 

(D)工廠廢水中的重金屬。 

28. 為了降低對環境的破壞，下列哪項並非政府

制定的政策？ (A)鼓勵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B)鼓勵多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 (C)鼓勵多

參與淨灘活動 (D)推動環境教育提升全民環

境素養。 

29. 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經常互相影響，試

問下列何者是正確的？ (A)為改善台灣的南

北交通問題，應在全島增建高速公路與鐵

路，無需考慮生態保育 (B)台灣常有缺水之

患，應多在山區建造水庫，以因應旱季缺水

的問題 (C)農業採輪耕或有機栽培，可兼顧

經濟利益與生態保育，為有效且可行的方法 

(D)為了國家的競爭力，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應

大於生態保育的問題。 

30. 下列與碳足跡相關的敘述，何者錯誤？ (A)

涵蓋二氧化碳排放量相關的活動 (B)生活用

品與食品在製造、使用過程中所間接產生二

氧化碳 (C)生活中使用瓦斯與電力都會直接

產生二氧化碳 (D)採購進口蒜頭做菜，與碳

足跡無關。 

31. 若要因應化石燃料的枯竭問題，下述選項中

何者是科學家積極開發的替代性能源？甲.風

力發電；乙.太陽能；丙.生質能；丁.水力發電。 

(A)僅有甲乙 (B)僅有乙丁 (C)僅有丙丁 

(D)甲、乙、丙、丁。 

32. 下列有關「外來生物引入」的敘述，何者錯

誤？ (A)外來生物可能經由飛機，輪船等交

通工具引入 (B)引入外來種進行生物防治

時，並不會成為外來入侵種 (C)引入外來種

生物可能會影響生態平衡 (D)外來種生物有

可能使原生物種滅絕 

33.下列有關環境汙染的成因和相關敘述，何者

正確？ (A)臭氧層的破壞會導致全球溫度

上升 (B)化石燃料大量使用會造成水質優

養化(C)燃燒廢電纜或塑膠會產生戴奧辛的

有毒物質 (D)生物放大作用只會在海洋資

源間發生。 

34. 下列關於生物多樣性包含三種層次的敘述

何者正確？ (A)台灣的居民有閩南人、客

家人、原住民等屬於物種的多樣性 (B)台

灣有溼地、草原、森林等不同棲地是屬於生

態系的多樣性 (C)墾丁的珊瑚礁可見各種

的熱帶魚是屬於遺傳的多樣性 (D)紅樹林

地區的水筆仔、招潮蟹、彈塗魚等屬於生態

系的多樣性。 

35. 台灣目前擁有九座國家公園，請問下列各國

家公園與自然資源的配對，何者錯誤？ (A)

陽明山國家公園可見特有的台灣水韭水生

蕨類 (B)台江國家公園有豐富的水鳥和溼

地植物 (C)太魯閣國家公園有著名的大理

石峽谷和大理岩地質 (D)玉山國家公園內

可見櫻花鉤吻鮭。 

36. 下列關於全球環境問題的敘述，何者正確？ 

(A)二氧化碳落入湖泊，造成湖泊優養化 

(B)臭氧層被破壞，導致照射到地表的紫外

線量減少，同時降低地表的溫度 (C)由於

大氣中二氧化硫濃度增加，導致全球溫度上

升 (D)人類大量砍伐雨林樹木，會影響碳

物質的循環。 

 

        (背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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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設甲為汙染，乙為人口，丙為資源，則三者

隨時間變化而增減的關係應如下列哪一圖

形？ 

21.  

(A)  (B)   

(C)  (D)  
  

38. 關於環境中的各樣汙染，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A)工業廢水－重金屬－水中生物死

亡 (B) 家庭廢水－磷化合物－水中藻類

減少(C)垃圾廚餘－任意丟棄－土壤汙染 

(D)工廠排放的廢氣－呼吸道疾病－空氣汙

染。 

39. 如圖表示自然界中的碳循環途徑，請回答下  

列問題： 

 

 

在碳循環的過程中，下列何者不會使碳元素回

到大氣中 (A)燃燒作用 (B)分解作用 (C)光合作

用 (D)呼吸作用  

40.生物會與環境中的其他生物，產生許多互動的

關係，例如掠食的行為。則有關掠食的敘述，

下列何者正確？ (Ａ)掠食是指陸生動物特有

的行為 (Ｂ)掠食會影響族群的穩定平衡，應加

以制止 (Ｃ)黑殭菌與椿象的互動關係是屬於

掠食的關係 (Ｄ)掠食是能量在食物鏈裡傳遞

的一種方法。 

 

               (題目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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