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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 九年級地球科學補行評量講義 

                                

1.  下列關於臭氧的敘述，何者「錯誤」？ 

(A)具有毒性     (B)平流層中含量最多的氣體是臭氧 

(C)具有刺激性氣味  (D)空氣汙染會使臭氧濃度增高  

2. 關於大氣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水氣在大氣含量中變動最大，能影響天氣變化 

(B)水氣與二氧化碳都是溫室氣體，能產生溫室效應 

(C)臭氧能吸收紫外線以保護地球上的生物 

(D)氮氣為含量最多的固定氣體，從原始大氣起含量就 

   不曾變動過  

3. 右圖為大氣溫度與高度變化

關係圖，圖中大氣分成四層

是依據垂直方向上的何種性

質而區分的？ 

(A)紫外線強度    

(B)氣壓變化  

(C)氣溫變化      

(D)水氣含量變化 

4. 有關高氣壓中心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高氣壓中心氣流下沉，水氣不容易達到飽和 

(B)高氣壓中心通常是陰雨天氣狀況 

(C)在北半球高氣壓中心氣流的方向是逆時鐘向外 

(D)高氣壓中心的氣壓值一定在 1000hPa 以上 

5. 下列何者為雲形成的主因？ 

(A)高空中的水氣比地面多且溫度低，容易凝結成雲 

(B)高空中有強風，空氣流動較快，水氣容易聚集 

(C)氣流上升時，因空氣分子碰撞而凝結 

(D)空氣上升體積膨脹、溫度下降，使空氣中的水氣達 

   到飽和 

6. 我們可以從天氣圖上的等壓線得知下列哪些訊息？ 

甲.高、低氣壓中心的位置；乙.氣流流動的方向； 

丙.風速較大或較小處；丁.相對溼度的大小。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7. 下圖為某地垂直及水平方向的空氣流動情形，圖中甲、

乙、丙、丁何處最容易形成雲？ 

(A)甲    (B)乙    (C)丙    (D)丁 

8. 以下何者可符合北半球地面附近的風向？ 

(數字代表氣壓值，單位為百帕) 

(A)                    (B)  

   

(C)    (D)  

9. 為何夜間或清晨戶外時常會出現露水？ 

(A)夜晚及清晨汙染物較少，有助於露水形成 

(B)冷鋒常在半夜通過降雨所致 

(C)夜間或清晨空氣中的水氣量較高，容易達飽和 

(D)夜晚及清晨氣溫較低，空氣中所能容納的水氣量 

   較少而達飽和 

10. 右圖為某日臺灣附近的地面天氣簡

圖，則此時臺北的風向最接近以下

何者？   (A)西北風   (B)東北風  

(C)西南風  (D)東南風 

11.  有關臺灣的梅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梅雨帶來的雨量占全年雨量的 25%至 35% 

(B)梅雨期剛好是臺灣梅子成熟時期而得名 

(C)梅雨可能造成土石流等災害 

(D)若某年是梅雨期雨量稀少的「空梅」，則在隔年有 

   發生乾旱的危機 

12. 下列何處經常是適合颱風形成與發展的地區？ 

(A)赤道的海面           (B)北緯 5~15 度的海面 

(C)北緯 20 度附近的陸地  (D)北緯 40~50 度的海面 

13. 有關颱風侵襲或影響臺灣所造成的狀況，以下何者「有

誤」？    

(A)颱風中心移至臺灣海峽時，臺東地區受太平洋高壓 

   的影響，產生焚風 

(B)颱風中心由臺灣北部通過時，造成臺灣北部吹西北 

   風，稱西北颱 

(C)颱風在臺灣的東部時，東部地區風雨驟，而颱風登 

   陸點往往造成較嚴重的災害 

(D)颱風中心移至臺灣海峽時，南部地區會因颱風引進 

   的西南氣流而降下大雨 

14. 下圖為臺灣附近某日的地面天氣圖，請判斷以下的敘

述何者「錯誤」？ 

(A)臺灣南部正遭受到颱風的侵襲 

(B)臺灣北方有一道滯留鋒面 

(C)若大陸冷高壓增強，臺灣將會有氣溫下降的現象 

(D)颱風將會受大陸冷高壓影響而增強 

15. 有關鋒面，以下何者「錯誤」？ 

(A)冷鋒通過之後降雨機率大，有時會有陣雨或雷雨 

(B)臺灣只有在冬季會受鋒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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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會影響臺灣的鋒面只有冷鋒及滯留鋒 

(D)滯留鋒帶來的降雨有時雨勢較大，會造成災害 

16. 如圖為北半球某處之地面天氣簡

圖，圖中的線條為等壓線，有關圖

中甲、乙、丙三地的敘述，下列何

者正確？  (A)乙地應為下沉氣流 

(B)甲地氣溫較丙地氣溫低  

(C)甲地的氣壓較丙地高 (D)甲地的降雨機率較丙地高 

17. 附表是中央氣象局某測站在 11 月 16～11 月 21 日每

日下午 4 時的觀測資料，由表中資料判斷冷鋒是在下

列哪兩日之間到達？

日期 11/16 11/17 11/18 11/19 11/20 11/21 

風速 

(m/s) 

2.7 1.4 0.6 3.1 3.5 1.5 

風向 南 西南 南南西 北 北 西北西 

天氣 多雲 晴 晴 陰雨 晴 多雲 

氣溫 

(℃) 

26.5 26.8 27.0 23.8 23.0 24.2 

 
 

(A)17 日~18 日之間   (B)18 日~19 日之間 

(C)19 日~20 日之間   (D)20 日~21 日之間 

18. 寒潮通常會伴隨著哪一種鋒面來襲？ 

(A)冷鋒  (B)暖鋒  (C)暖鋒  (D)囚錮鋒 

19. 大氣層依照不同特質分為四層，分別是：甲.增溫層；

乙.中氣層；丙.平流層；丁.對流層。其中哪兩層的氣溫

會隨高度增加而升高？  

(A)甲乙  (B)丙丁  (C)甲丙  (D)乙丁 

20. 下圖為北半球的兩個氣壓系統，請判斷以下敘述何者

正確？  

(A)甲處天氣陰雨，乙處天氣晴朗 

(B)甲為高壓中心，乙為低壓中心  

(C)甲處中心為下沉氣流，乙處中心為上升氣流 

(D)在水平方向上氣流會由甲處流向乙處 

21. 下圖中甲、乙、丙、丁四處，何處最容易有降雨機會？ 

(A)甲   (B)乙   (C)丙   (D)丁 

22. 以下哪些敘述符合大氣的功能？ 

(甲)提供植物行光合作用所需的二氧化碳； 

(乙)減緩隕石直接撞擊地球； 

(丙)吸收紫外線和宇宙射線； 

(丁)維持地球的適合生物生存的溫度； 

(戊)維持地球的圓球形狀。  

(A)甲乙丙 (B)甲乙丙丁 (C)甲乙丙戊 (D)甲乙丙丁戊 

23. 大氣中某些氣體的比例會隨時間、地點而改變，其中

以下列何者的變化最大？  

(A)二氧化碳  (B)臭氧  (C)甲烷  (D)水氣 

24. 右圖為某處天氣圖上的等壓線

圖，請問由戊到甲、乙、丙、丁

四點哪一處風速最大？ 

(A)戊到甲 (B)戊到乙  

(C)戊到丙 (D)戊到丁 

25. 臺灣位於季風氣候區，有關季風的產生及對臺灣的影

響，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臺灣夏季的風向大致以西南風或南風為主 

(B)臺灣夏季氣候多受太平洋高氣壓的影響  

(C)冬季由於海上高壓造成的東北季風為全臺帶來充 

   沛雨量 

(D)冬季高壓中心位於亞洲大陸，風向多為偏北風 

26. 臺灣的夏季，午後常發生雷陣雨，主要原因為何？  

(A)山區地形阻擋易產生雲層 (B)大氣的水平運動 

(C)滯留鋒徘徊 (D)大氣的垂直運動    

27. 氣團是水平方向上溫度、溼度相當一致的一大團空氣

長期，由於停留在一地區，具有該地區氣候特性。 

請比較影響臺灣兩大氣團的性質？  

(A)大陸氣團冷溼，太平洋氣團暖乾  

(B)大陸氣團冷乾，太平洋氣團暖溼  

(C)大陸氣團為高氣壓，太平洋氣團為低氣壓 

(D)大陸氣團為低氣壓，太平洋氣團為高氣壓 

28. 以下哪些是臺灣南部的主要降水來源？ 

甲.東北季風雨；乙.梅雨；丙.颱風雨；丁.午後雷陣雨。 

(A)甲、乙、丙、丁  (B)甲、乙、丙 

(C)甲、丙、丁      (D)乙、丙、丁 

29. 暴潮是一種海水面上升的現象，請問暴潮的發生和哪

一種天氣系統有關？  

(A)熱帶低壓經過      (B)太平洋暖氣團勢力增強 

(C)滯留鋒在附近徘徊  (D)強烈大陸冷氣團壓境 

30. 梅雨和颱風是臺灣地區雨量的主要來源，但也常帶來

災害。下列有關梅雨和颱風之敘述何者「錯誤」？ 

(A)在熱帶海洋上生成的低氣壓有機會發展成為颱風 

(B)颱風在海上盤旋愈久，威力便會不斷增強  

(C)梅雨發生於每年五、六月，適逢臺灣梅子成熟期 

   而得名，可帶來豐沛雨量 

(D)梅雨期常伴隨有豪大雨發生，造成山區嚴重災害 

31. 臺灣的天氣經常受鋒面影響而有變化，有關鋒面，以

下敘述何者「錯誤」？ 

(A)兩個性質不同的氣團相遇所產生的交界面 

(B)若冷、暖氣團勢力相當，則不容易產生雲雨  

(C)冷鋒通過後易下雨，暖鋒通過前易下雨 

(D)臺灣常見的鋒面是冷鋒及滯留鋒 

32. 以下有關於洋流的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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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太平洋赤道附近洋流一般都是由西向東流 

(B)北太平洋地區表層洋流為順時鐘方向，南半球為逆 

   時鐘方向  

(C)黑潮是一股由低緯度流向中高緯的暖流，因水色呈 

   深藍色而得名  

(D)廣大陸地的西側多有涼流經過，東側有暖流經過 

33. 以下列何者是造成波浪的主要作用力？  

(A)海底地震      (B)海底火山爆發   

(C)海底斷層活動  (D)風力吹動 

34. 地球表面吸收了太陽輻射後，會以哪一種形式將能量

向外輻射？  

(A)可見光  (B)紅外線  (Ｃ)紫外線  (Ｄ)宇宙射線 

35. 以下哪些是導致山崩、土石流發生的因素？ 

甲.陡坡；乙.鬆散的土石和岩屑；丙.長期乾旱； 

丁.高氣壓的籠罩；戊.連日降雨。  

(A)甲乙丙丁戊 (B)甲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乙戊 

36. 下圖哪一個地點位於順向坡上？  

(A)甲   (B)乙   (C)丙   (D)丁 

37. 近年來海洋酸化情形越來越嚴重，將會對下列哪一類

生物的生存直接影響最大？  

(A)珊瑚、貝類等生物 (B)潮間帶的彈塗魚和螃蟹  

(C)深海的大型魚類    (D)海帶、紫菜等海藻 

38. 右圖是某季節臺灣附 近 海

域的海水流動情形，箭 頭 代

表海水流動方向，甲、 乙 分

別代表臺灣東、西部海 域 的

海流，則下列敘述何者 正 確 ？  

(A)甲為黑潮  (B)乙為 中 國

沿岸流  (C)此時為冬季 (D)甲、乙的流向均會隨盛行

季風方向而改變 

39. 在溫室氣體中，哪一種由於人類活動而大量增加的氣

體與全球氣溫上升關聯最大最大？  

(A)水氣  (B)二氧化碳  (C)甲烷  (D)臭氧 

40. 全球暖化迫使世界各地許多物種需遷離原棲息地，下

列關於物種遷徙造成的現象，何者「錯誤」？  

(A)遷移棲地而導致該物種覓食或繁殖困難 

(B)傳染病流行的區域改變甚至可能擴大 

(C)物種遷移影響各地的生態平衡  

(D)許多物種逐漸往赤道移動 

41. 「在臺灣，當冬季季風越過山

嶺後空氣變得乾燥溫暖，因此

能減少病蟲害的發生進而提高

洋蔥產量。」若僅根據上文的條

件判斷，則如圖中甲、乙、丙、

丁何處最適合洋蔥栽種？ (A)甲 (B)乙 (C)丙 (D)丁 

42. 近百年來，大氣中甲烷或二氧化碳均有增加的趨勢，

試問可能原因為何？(甲)大量燃燒化石燃料；(乙)大量

畜養牛羊；(丙)濫伐森林，農地施肥；(丁)兩極冰冠縮

小。 (A)甲乙 (B)甲丙 (C)甲乙丙 (D)甲乙丙丁 

43. 澳洲位於南半球，臺灣位於北半球，澳洲及臺灣都會

受到颱風的侵襲，但兩地螺旋狀雲圖的旋轉方向並不

相同，請問這是何種原因所造成的？  

(A)海流因素的影響 (B)地面摩擦力的影響  

(C)地球自轉的影響 (D)一為高壓中心，一為低壓中心 

44. 下列有關臺灣山區常發生山崩原因的敘述，哪一項是

「錯誤」的？  

(A)雨水滲入地下，增加土體的重量，且可能減低土壤 

   底部與岩盤間的摩擦阻力   

(B)地震使土石鬆落崩塌   

(C)伐林和濫墾的結果  

(D)山坡的傾斜方向若與岩層的傾斜方向垂直時，岩層 

   易沿山坡滑落 

45. 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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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這幾天所量測到的氣壓值會先升後降  

(D)當颱風中心位置在臺灣西部時，東部地區可能會 

   出現焚風 

46.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黑潮主流不分季節、晝夜均由南向北流  

(B)夏季時，西南季風產生南海海流由南往北流  

(C)冬季時，東北季風產生中國沿岸流由北往南流 

(D)冬季時，台灣西部沿海海流由北往南流 

47. 有關於表層洋流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表層洋流主要由長期固定的風產生  

(B)洋流有冷流與暖流之分  

(C)北太平洋地區表層洋流為順時鐘方向  

(D)黑潮是暖流，故鹽分較高 

48. 新任臺中市長在就職典禮上送給參加的來賓一個特別

的禮物─「谷關空氣瓶」，谷關位於臺中市的山區，

海拔約為 800 公尺，是中部地區知名的觀光景點。 

試比較谷關與臺北的空氣，哪個氣體的比例可能有明

顯差異？ (A)氮氣  (B)氧氣  (C)氬氣  (D)水氣 

49. 臺灣地區洪水的原因「不可能」為何所造成？ 

(A)颱風帶來豪雨 (B)梅雨來臨時的連日陰雨  

(C)夏日午後局部雷陣雨 (D)東北季風帶來的潮濕多雨 

50. 下列關於土石流的敘述，哪一個「錯誤」？ 

(A)人類不當開發山坡地會加劇土石流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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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開發山坡地時，應做好排水系統，才能減緩土石 

   流發生   

(C)應在山坡地上多種植根較深的植物，以穩固疏鬆 

   的土石   

(D)只要人類停止開發山坡地，就不會再發生土石流                   

51. 如下圖，甲、乙兩地點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A)氣壓：甲低於乙 (B)氣溫：甲低於乙  

(C)風向：甲偏南風，乙偏北風  

(D)甲、乙兩地皆多雲雨 

52.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未來 50 年，二氧化碳的量將倍增，氣溫也會倍增  

(B)甲烷也會增強溫室效應  

(C)溫室效應增強使颱風威力加強  

(D)全球暖化使生物朝高山或高緯度遷移 

53. 要降低洪水災害的發生頻率及受災程度，下列作法何

者較「不適當」？  

(A)興建堤防    (B)做好水土保持  

(C)設置疏洪道  (D)加強洪氾地區的開發。 

54. 「鋒面」的意義為何？  

(A)一大團內部性質(溫度、溼度)均勻而相似之空氣  

(B)兩個性質不同的氣團相遇所產生的交界面  

(C)冷鋒和暖鋒的交界面  

(D)專指在陸地上產生的低氣壓 

55. 臺灣地區最常在下列哪一段期間發生乾旱？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56. 下列有關對流層內現象的敘述，何者「錯誤」？  

(A)氣溫、氣壓都是隨高度增加而下降的  

(B)層頂高度會因地點、季節而不同  

(C)在此層內的天氣變化現象主要是受水氣的影響  

(D)在此層內的空氣能量來源主要是直接吸收太陽輻 

   射熱 

57. 附圖為地表和大氣對於輻射的吸收示意圖，試依圖判

斷下列何者「錯誤」？ 

(A)圖中 IR 表示紅外線輻射   

(B)圖中「甲」表示一些溫室氣體，它們主要為水 

   氣、二氧化碳和甲烷   

(C)圖中的「乙」表示溫室氣體反射紅外線輻射   

(D)目前地球的平均溫度約為 15℃，若沒有溫室氣體 

   存在，地球上的平均溫度將降至-18℃。 

58. 有關溫室效應導致環境變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全球環境溫度逐年上升，完全是 CO2 含量增加的 

   結果  

(B)溫室效應增強可使海水溫度升高至 70℃而造成珊 

   瑚白化  

(C)使陸地上的水分蒸發速率加快，因而使沙漠面積 

   增加  

(D)因溫度升高而更適合所有生物生長 

59. 影響臺灣天氣的主要氣團有：(甲)極地大陸冷氣團；

(乙)熱帶海洋暖氣團。在下列何種天氣現象出現的季

節，(乙)之勢力必大於(甲)？  

(A)寒流 (B)梅雨 (C)午後雷陣雨 (D)乾旱 

60. 為何夏季時容易出現午後雷陣雨？ 

(A)西南風帶來溼暖的空氣，易凝結成雲致雨  

(B)因高空的氣流下沉  

(C)因氣溫高，造成旺盛的上升氣流  

(D)因受到海洋暖氣團的籠罩。 

61. 下列各岩層以“  ”標示的點，何者最容易發生岩

層大規模崩落的現象？（  ） 

(A)              (B)  

   

   

   

(C)                 (D) 

  

  

  

62. 海嘯發生前和發生後應注意的事項，下列哪一項敘述

是正確的？  

(A)在海邊戲水，感覺到地震，因不一定會發生海 

   嘯，所以不需要馬上離開  

(B)只要很懂水性，當知道海嘯要來時，並不需要馬 

   上離開  

(C)當海水突然退潮很快，要馬上離開岸邊   

(D)當海嘯過了，就可以馬上到岸邊戲水 

63. 為什麼長途飛機需要飛到超過十公里高的高度？ 

(A)平流層的風可幫助飛行節省燃料  

(B)飛高一點，空氣阻力小，適合飛行  

(C)對流層內的天氣變化多端，對流旺盛，較不適合 

   飛行 

(D)高空飛行飛機排放的廢氣較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 

64. 請問以下各海岸，何處因為洋流的關係，年溫差最明

顯？  

(A)高雄旗津 (B)臺東大武 (C)宜蘭蘇澳 (D)新竹南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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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北半球的氣壓圖，實線為等壓線，請依圖回答

下列各問題： 

65. 此系統的中心氣壓值可能為何？  

(A) 998hPa  (B) 1000hPa  (C) 1002hPa  (D) 1004hPa 

66. 四點中何的風速較強？ (A)甲 (B)乙 (C)丙 (D)丁 

67. 圖中乙處的風向較接近下列何者？  

(A)東風  (B)西風  (C)北風  (D)南風 

※如圖，甲、乙兩氣團為影響臺灣天氣的兩大氣團，試

回答下列問題： 

68. 有關甲、乙兩氣團的性質，以下何項正確？ 

(A)甲氣團溫暖乾燥，乙氣團溫暖潮溼 

(B)甲氣團寒冷乾燥，乙氣團溫暖潮溼 

(C)甲氣團溫暖潮溼，乙氣團寒冷乾燥  

(D)甲氣團寒冷潮溼，乙氣團寒冷潮溼 

69. 有關甲、乙兩氣團內的狀況，下列何者正確？ 

(A)甲氣團為高氣壓，天氣穩定；乙氣團為低氣壓， 

   天氣不穩 

(B)甲氣團為低氣壓，天氣不穩；乙氣團為高氣壓， 

   天氣穩定 

(C)甲、乙氣團均為高氣壓，天氣均穩定 

(D)甲、乙氣團均為低氣壓，天氣均不穩 

70. 甲氣團勢力較乙氣團大時，通過臺灣的鋒面是哪一種

鋒面？ (A)冷鋒 (B)暖鋒 (C)滯留鋒 (D)囚錮鋒 

71. 若甲、乙兩氣團勢力相當時，在臺灣附近會形成何種

鋒面？ (A)冷鋒 (B)暖鋒 (C)滯留鋒 (D)囚錮鋒 

※如圖為北半球某地區地面天氣示意圖，圖中實線為等 

壓線，試回答下列問題： 

72. X、Y 兩處的氣壓，下列何者正確？  

(A) X 是高氣壓中心，Y 是低氣壓中心 

(B) X 是低氣壓中心，Y 是高氣壓中心 

(C) X、Y 都是高氣壓中心 

(D) X、Y 都是低氣壓中心 

 

73. X、Y 兩地附近空氣流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A) X 處附近天氣陰雨 

(B) Y 處單位面積上空氣柱的重量較大 

(C) X 處氣流上升  (D) Y 處空氣由外向內流入 

74. 圖中乙處的風向最接近以下何項？ 

(A)東風  (B)南風  (C)西風  (D)北風 

※附圖是某次颱風侵臺的預測路徑示意圖，請依此圖回

答下列各題： 

75. 颱風路徑若如預期般前進，則臺北地區從 29 日到 31 

日的氣壓變化為何？ 

(A)                    (B) 

  

  

  

  

(C)                      (D) 

  

 

76. 若颱風前進路徑如預測一般，則在暴風圈剛接觸臺灣

陸地時，何處的風雨會最大？  

(A)宜蘭  (B)臺東  (C)臺中  (D)臺南 

77. 承上題，造成該處風雨最大的主要原因為何？  

(A)引來強勁的東北季風 (B)颱風過後引進的西南氣流 

(C)迎風坡造成氣流抬升 (D)颱風外圍環流帶來大風雨 

答案： 

 1. B   2. D   3. C   4. A   5. D    

6. A   7. B   8. C   9. D   10. C 

11. B  12. B  13. A  14. D  15. B 

16. C  17. B  18. A  19. C  20. A 

21. B  22. B  23. D  24. A  25. C 

26. D  27. B  28. D  29. A  30. C 

31. B  32. A  33. D  34. B  35. D 

36. D  37. A  38. A  39. B  40. D 

41. A  42. C  43. C  44. D  45. D 

46. D  47. D  48. D  49. D  50. D 

51. C  52. A  53. D  54. B  55. A 

56. D  57. C  58. C  59. C  60. C 

61. B  62. C  63. C  64. D  65. B 

66. C  67. A  68. B  69. C  70. A 

71. C  72. A  73. D  74. D  75. B 

76. A  77.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