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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每題 4 分，共 100 分 

（ D ）1. 地球陸地的平均高度約 X 公尺，海床平均深度約 Y 公尺，若將陸地和海床一起計算，

全球平均高度離現今海平面約 Z 公尺。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X＞Y (B)Z＞Y (C)X＞Z (D)全球平均高度比現今海平面低 Z 公尺。 

X 約 840 公尺，Y 約 3800 公尺，Z 約在 2400 公尺深。 

 

（ D ）2. 下列哪一處海底地形的地勢最為崎嶇？   

(A)大陸坡 (B)大陸緣積 (C)深海平原 (D)中洋脊。 

（ C ）3. 中洋脊地形區綿延所有大洋，但是頂部裂谷並不連貫，而是被何種斷層截切分段？ 

(A)平移斷層 (B)正斷層 (C)轉型斷層 (D)逆斷層。 

            中洋脊的「裂谷下陷」則為正斷層 

（ B ）4. 海洋地殼上沉積物的來源不包含下列哪一項？ 

(A)陸地侵蝕作用下來的沉積物 (B)洋底蒸發作用結晶析出  

(C)火山噴發沉降碎屑 (D)太空的宇宙灰塵 

 

大部分海洋地殼由沉積層覆蓋火成岩組成 

火成岩 玄武岩 

輝長岩 

地中海過去曾乾涸 

 

海床底下深處發現大片厚層沉積岩，由岩

鹽和無水石膏 CaSO4組成 

 
 

沉積物 1.陸地侵蝕作用 

2.火山噴發 

3.生物遺骸沉降 

4.海水化學沉澱 

5.少許來自太空的宇宙灰塵/隕石碎片 

 

 

 

 

 

 

 

 

 

 

 

 

 

 

 

 

 

 

 

 

 

 

 

 

◎ (甲)大陸斜坡、(乙)大陸緣積、(丙)大陸棚、(丁)中洋脊、(戊)深海平原、(己)海溝。依此回答下

第 六 回 ．  ch05 深邃的海洋 

火 山 岩 流紋岩 
石英 

安山岩 
安山岩 玄武岩 － － 

深 成 岩 花岡岩 
花岡 

閃長岩 
閃長岩 輝長岩 橄欖岩 純橄欖岩 

  

矽氧含量 高 ←－－－－－－－－－－－－－－－－－→ 低 

鐵鎂含量 低 ←－－－－－－－－－－－－－－－－－→ 高 

顏色深淺 淺 ←－－－－－－－－－－－－－－－－－→ 深 

比 重 小 ←－－－－－－－－－－－－－－－－－→ 大 

平均熔點 低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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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5.～6.題： 

（ A ）5. 請依序由大陸向海洋方向排列南美洲大陸西側的海底地形構造？ 

(A)丙→甲→己→戊→丁 (B)丙→甲→乙→己→戊→丁 

(C)甲→乙→己→戊→丁 (D)丙→甲→乙→戊→丁。 

 

（ B ）6. 請從下列四個海底地形排列的選項中，找出依平緩至陡峭正確排列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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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C ）7. 組成海洋地殼的火成岩，主要包含下列哪兩種？ 

(A)花岡岩 (B)玄武岩 (C)輝長岩 (D)安山岩 (E)砂岩 

（ A ）8. 下列何處最可能形成海底峽谷？   

(A)大陸坡 (B)深海平原 (C)深海丘陵 (D)中洋脊。 

            海底峽谷甚至可切過大陸緣積 

（ D ）9. 右圖為某處中洋脊兩側火成岩中的磁性礦物方向異常

呈對稱分布示意圖。請依圖上數字算出海底擴張的平

均速率每百萬年約幾公里？ 

(A)100 公里 (B)40 公里 

(C)33 公里 (D)20 公里。 

5 百萬年移動約 100 公里 

 

 

 

 

 

 

 

 

 

 

（ C ）10. 關於深海丘陵的敘述，何者錯誤？ 

(A)深海丘陵通常較靠近中洋脊 (B)深海丘陵是岩漿活動所形成的地形  

(C)深海丘陵大致呈鏈狀排列 (D)深海丘陵地形比深海平原崎嶇。 

洋底盆地 中洋脊 

 玄武岩漿活動 

深海平原 沉積物覆蓋，使崎嶇地形變平坦 轉形斷層 1.最年輕，沉積層最少 

2. 海底岩層在中洋脊兩側呈對稱分布 

3.造成海底擴張的作用力在中洋脊產生拉張效果 

深海丘陵 通常靠近中洋脊 正斷層 

海底山 四處散布或呈鏈狀 淺源地震 

◎ 如右圖，(a)圖為兩段被截切的中洋脊及其附近海底地形示意圖；(b)圖為含有岩脈的的岩層受

力作用後的示意圖。依此回答下列 11.～12.題： 

（ B ）11. 何處為轉型斷層所在的區域？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F)己。 

位於中洋脊/相鄰板塊間的平移斷層稱為「轉型斷層」 

（ C ）12.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為左移斷層 

(B)乙為右移斷層 

(C)丁為左移斷層 

(D)戊為右移斷層。 

 

 

 

 

 

 

 

 

 

 

平移斷層發生在同一岩層內，由 b 圖的箭頭方向可知為左移斷層 

戊為左移斷層。判斷平移斷層的方法~ 

1.站在斷層一側看對面另一側，若另一側是向左手邊移動則稱為左移斷層，反之為右移斷層。 

2.腳跨在斷層線兩側，哪側靠近自己就是甚麼斷層 

 

 

（ CD ）13. 科學家在地中海的海床下 100～200 公尺處發現 3000 公尺厚的蒸發岩層，其主要組

中洋脊

轉型斷層

中洋脊

轉型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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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礦物是哪兩種？ (A)瑪瑙 (B)玉髓 (C)岩鹽 (D)石膏 (E)燧石 

可證明地中海一度成為乾涸的荒漠 

（ B ）14. 關於海床上資源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海底熱泉噴口附近形成的黑煙囪可提供鐵、銅、鋅等元素  

(B)天然氣水合物可提供原油  

(C)大陸緣積有儲藏化石燃料的潛力  

(D)錳核可提供錳、鐵、銅、鎳、鈷等元素。 

天然氣水合物具有替代化石燃料的潛力，非提供原油 

（ A）15.台灣北部的基隆和大屯火山區，是因為下列何種隱沒情形所造成？ 

(A)菲律賓海板塊往北隱沒至歐亞板塊下方  

(B)菲律賓海板塊往西隱沒至歐亞板塊下方 

(C)歐亞板塊往南隱沒至菲律賓海板塊下方  

(D)歐亞板塊往東隱沒至菲律賓海板塊下方 

 

 

（ A ）16.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琉球島弧系統大致呈東西走向 (B)龜山島位於琉球島弧的東邊  

(C)琉球島弧位於沖繩海槽的北側 (D)蘭陽平原目前處於閉合階段。 

沖繩海槽為張裂盆地，延伸至臺灣為蘭陽平原，故蘭陽平原是張裂中。 

 

 

                                                  沉積厚          沉積薄        沉積厚 

                                                             老             年輕              老 

                                                  

◎右圖為北大西洋的海底地形分區

示意圖，甲、乙、丙、丁、戊為海底

地形分區的代號，丙區為中洋脊所在

之處。依此回答下列 17.～18.題： 

（ A ）17.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丙處沉積物厚度最薄 

(B)乙處海洋地殼年齡最年輕 

(C)乙區的磁性礦物排列方向和戊區相同 

(D)丙的右側依序為深海平原、大陸邊緣、海溝、非洲大陸。 

丙的右側到非洲大陸間無海溝 

 

（ D ）18.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為大陸邊緣 (B)乙為深海平原 (C)轉型斷層位於丙區 (D)戊為海溝 

戊為大陸邊緣 

（ C ）19. 下列哪一組海底地形的走向大致平行？ 

     大          

   陸 

 

邊 

緣 

中洋脊 

               大          

      

      陸 

  邊 

緣 

洋底盆地 

          洋    

        底 

 
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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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呂宋島弧、琉球海溝 (B)琉球島弧、馬尼拉海溝  

(C)琉球島弧、沖繩海槽 (D)呂宋海脊、沖繩海槽 

南北向：呂宋島弧、馬尼拉海溝、呂宋海脊；東西向：琉球島弧、琉球海溝、沖繩海槽 

（ C ）20. 中央山脈往南延伸入海後，連接著下列哪一種地形？  

(A)海溝 (B)島弧 (C)海脊 (D)海槽 

中央山脈往南延伸入海則為恆春海脊 

（ B ）21. 關於臺灣島周圍海底地形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澎湖水道是陸上河流帶來大量沉積物沖刷形成  

(B)目前臺灣海峽地形屬大陸棚  

(C)臺灣島東側海底地形較西側海底地形平坦  

(D)臺灣島東側海底有海溝，南邊海底沒有海溝 

澎湖水道水深約一百至二百公尺，是上次冰期的河床 

（ D ）22. 關於馬里亞納海溝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為地球表面最深處 (B)位於北太平洋海面下  

(C)在海面下深約 1 萬 1 千多公尺 (D)和深海平原或大陸緣積連接 

海溝處附近無大陸緣積 

◎ 右圖為臺灣附近海底地形圖。依此回答下

列 23.～24.題： 

（ D ）23. 從甲至乙做海底地形剖面，其地

形分布順序，和下列何處陸地至

海底的地形分布最接近？ 

(A)臺灣東側海底地形 

(B)臺灣西側海底地形  

(C)南美洲東側海底地形 

(D)南美洲西側海底地形。 

兩者都是大陸棚大陸坡海溝洋底盆地 

（ C ）24. 哪一點所在的位置深度最深？  

(A)丙 (B)丁 

(C)戊 (D)己。 

大致位於硫球海溝處 

 

（ A ）25. 關於中洋脊的敘述，下列何者正

確？  

(A)以玄武岩漿活動為主 

(B)位於各大洋正中央  

(C)因正斷層錯動常造成深源地震 

(D)常為平移斷層截切分段 

中央斷裂谷拉張在表層附近，多淺源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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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每題 4 分，共 100 分 

（ C ）1. 下列哪一項儀器不會擺放在百葉箱裡？ 

(A)空盒氣壓計 (B)最高、最低溫度計 (C)福丁式水銀氣壓計 (D)乾濕球溫度計。 

1.福丁式水銀氣壓計體積較大，無法放入百葉箱中。 

（ A ）2.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氣壓觀測常以百帕為單位 

(B)氣壓是指空氣運動時撞擊所產生的壓力 

(C)空盒氣壓計內部有一完全真空狀態的空盒  

(D)利用乾溼球溫度計兩隻溫度計的溫差，可換算得到氣壓值。 

2.氣壓是指單位面積上靜止空氣的重量。 

（ B ）3. 關於百葉箱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百葉箱內固定式的溼度計是最高最低溫度計  

(B)在臺北百葉箱開口應該朝向北方  

(C)為了保持百葉箱內通風，最好放一小臺電動風扇  

(D)小型雨量筒可放於百葉箱內，下雨時再拿出來使用。 

3.風扇運轉，馬達散熱，會影響到溫度的觀測，所以不宜。在臺灣百葉箱開口朝向北方，才可在查看溫度計開 

（ B ）4. 如果風向計的箭頭指向西方，則此時的風向為何？ 門時，儘量避免日照影響。 

(A)東風 (B)西風 (C)南風 (D)北風。 

4.箭頭較不受風力作用，所以會指向風的來向。 

◎ 右圖為甲、乙兩顆衛星繞轉地球的示意圖，其

中甲衛星距離地面高度約為乙衛星距地面高度

的 45 倍。依此回答下列 5.～6.題： 

（ A ）5. 哪一顆為同步衛星？ 

(A)甲 (B)乙 (C)兩者皆是 (D)兩者皆非。 

5.同步衛星離地約 35800 公里高，繞極衛星離地約 800 多公里高。 

（ D ）6. 關於甲、乙兩衛星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6.甲衛星高度高，所以觀測範圍廣，但也因而 

(A)甲衛星解析度高 (B)乙衛星觀測範圍廣 降低了解析度。 

(C)甲衛星對同一地區一天可觀測兩次 (D)乙衛星每日繞轉地球次數較甲衛星多。 

（ B ）7. 雲高是指自測站地平面至何處的垂直距離？ 

(A)雲頂 (B)雲底 (C)雲厚度的中間處 (D)依雲的形狀而定。 

 

（ A ）8. 欲連續觀測某範圍的雲層變化，使用何種衛星較適合？ 

(A)同步衛星 (B)繞極衛星 (C)兩者皆可 (D)視觀測地點而定。 

8.同步衛星離地約三萬多公里高，運行時永遠觀測地面固定位置；繞極衛星對於同一地區，每天只能在白天與 

（ B ）9. 氣象衛星無法偵測到下列哪一項資料？  晚上各觀測 1 次。 

(A)雷雨雲 (B)降雨雨量 (C)鋒面雲系 (D)颱風雲系。 

9.氣象衛星拍攝雲圖，可清楚觀測雲層的變化，亦可偵測鋒面、颱風、雷雨等的雲系。 

（ D ）10. 下列哪一項資料觀測，目前仍需借助人工觀測，而無法利用自動儀器來記錄？ 

(A)氣溫 (B)雨量 (C)氣壓 (D)雲量。 

 

◎ 右圖為甲地地面測站填圖資料。依此回答下列 11.～12.題： 

（ A ）11. 關於甲地天氣資料的敘述，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乾球溫度 16℃ (B)氣溫 17.6℃ 

(C)濕球溫度 13℃ (D)平均風速 17.6 m/sec。 

11.乾球溫度 16℃、露點溫度 13℃、氣壓 1017.6 百帕、平均風速約 10 km/hr。 

（ B ）12. 此時甲地的風向和雲量為何？ 

(A)風向：南風、雲量：密雲 (B)風向：南風、雲量：無雲  

(C)風向：北風、雲量：密雲 (D)風向：北風、雲量：無雲。 

12.風向：長線畫在南側，故南風；雲量：圈內空白表示無雲。 

（ C ）13. 各種氣象觀測儀器，架設時，離地高度多有不同。下列各儀器和架設高度的配對，

何者正確？ 

(A)百葉箱底部－離地 15 公分 (B)風向風速儀－高出周圍障礙物約 1公尺 

(C)雨量器－離地 30 公分 (D)溫度計－離地 5 公尺。 

13.以平時觀測經驗來合理判斷即可。 

（ A ）14. 百葉箱塗上何種顏色，最不會影響到氣溫的觀測值？  

(A)白色 (B)紅色 (C)黑色 (D)紫色。 

14.白色全反光，所以不易使百葉箱內部悶熱增溫。 

（ D ）15. 我們依下列哪一項因子，將雲分為直展雲族、低雲族、中雲族及高雲族四大雲族？ 

(A)雲量 (B)雲形 (C)雲色 (D)雲高。 

15.由高、中、低雲族等含高度意思的名稱，可推知是以高度來分類。 

（ B ）16. 下列哪一種雲，代表對流最旺盛？ (A)高積雲 (B)積雨雲 (C)層雲 (D)卷雲。 

16.積雨雲形狀如大山或巨塔或類似花椰菜，代表對流較為旺盛。 

第 七 回 ．  ch06 觀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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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圖為某地高空同一時間，對同一雲區拍攝的可見光雲圖和紅外

線雲圖。依此回答下列 17.～18.題： 

（ B ）17. 依觀測來判斷雲層厚度，下列哪一選項正確？ 

(A)由可見光雲圖知甲比乙厚 

(B)由可見光雲圖知乙比甲厚 

(C)由紅外線雲圖知甲比乙厚 

(D)由紅外線雲圖知乙比甲厚。 

17.判斷雲層厚度需依靠可見光雲圖。 

（ D ）18. 依觀測來判斷雲頂高度，下列哪一選項正確？ 

(A)由可見光雲圖知甲比乙高 (B)由可見光雲圖知乙比甲高  

(C)由紅外線雲圖知甲比乙高  (D)由紅外線雲圖知乙比甲高。 

18.判斷雲頂高度需依靠紅外線雲圖。 

（ AC ）19. 目前對於雲量的觀測有哪兩種表示法？ 

(A)十分量 (B)九分量 (C)八分量 (D)七分量 (E)六分量。 

19.有十分量和八分量兩種表示方法，國際上常以八分量表示。 

（ D ）20. 測量降水量的雨量器，必須放在高出地面數十公分的地方，其主要原因為何？ 

(A)防止動物爬入飲水 (B)防止洪水淹沒而無法量測 

(C)防止觀測員不慎踢倒 (D)防止附近雨水濺射入內。 

20.雨水降落地面會四濺，雨量器過低易被雨水濺射入內而造成降雨量誤報。 

（ B ）21. 關於探空氣球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全球各個氣象測站，每天統一於國際標準時 0 時、8 時、16 時三個時間，釋放探

空氣球 

(B)探空氣球主要是測量從地面到 30 公里高的大氣資料 

(C)臺灣地區現有臺北、花蓮及臺南三個氣象觀測站，每天各站輪流釋放一次探空氣

球 

(D)探空氣球觀測項目包含氣壓、氣溫、相對溼度、雲量等。 

21.(A)各個氣象站於國際標準時 00 時、12 時兩個時間釋放探空氣球。(D)探空氣球觀測項目不包含雲量。 

（ C ）22. 臺灣利用「投落送」來進行高空觀測，其觀測對象主要是下列哪一種？ 

(A)龍捲風 (B)雷雨 (C)颱風 (D)滯留鋒。 

 

◎ 泰宇以乾濕球溫度計，分別量測甲、乙、丙三處不同地點的相對溼

度，其測量結果如表一，T1 為乾球溫度，T2 為溼球溫度。表二為

相對溼度與溫差的對照表。依此回答下列 23.～25.題： 

 

 

（ A ）23. 甲、乙、丙哪一處的相對溼度最高？ 

(A)甲 (B)乙 (C)丙 (D)無法判

斷。 

23.經查表得 甲：92%；乙：87%；丙：78%。 

（ BE ）24. 下列哪幾項因素是造成 T2 小於 T1

的原因？（應選兩項） 

(A) 水氣凝結放出熱量 

(B) 水蒸發吸收熱量 

(C) 濕球溫度計內液體的熱膨脹係數較小 

(D) 濕球溫度計包了棉布，使溫度的感應較慢 

(E) 空氣未飽和。 

24.當空氣飽和時，兩者溫度相同。 

（ B ）25.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T1 越大，相對溼度越大 

(B)（T1－T2）越大，相對溼度越小 

(C)T2 越大，相對溼度越大 

(D)（T1－T2）越大，空氣中水氣含量越多。 

25.由表二中可以看出，乾球溫度一定時，T1與 T2兩者差值愈小，即愈靠近表的左側，可知相對濕度就愈大。 

表一 

地點 T1（℃） T2（℃） 

甲 25 24 

乙 22 20.5 

丙 20 17.5 

 

表二 

T1－T2 0.5 1.0 1.5 2.0 2.5 3.0 3.5 

2.5 92 84 76 68 61 53 46 

5 93 86 78 71 65 58 51 

7.5 93 87 80 74 68 62 56 

10 94 88 82 76 71 65 60 

12.5 94 89 84 78 73 68 63 

15 95 90 85 80 75 70 66 

17.5 95 90 86 81 77 72 68 

20 95 91 87 82 78 74 70 

22.5 96 92 87 83 80 76 72 

乾
球
溫
度 

25 96 92 88 84 81 77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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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每題 4 分，共 100 分 

（ B ）1. 利用連接著拖曳傘的浮標，是如何量測海流流速？ 

(A)因風阻可使浮標在固定位置量測海流流速 

(B)因拖傘在海面下可隨海流移動，即可由連接在海面上的浮標發出信號來推算海流

流速 

            連接在海面上的浮標發出信號，由衛星追蹤紀錄，以位移和時間值推算海流流速。 

  

(C)因表面洋流多為風吹流，所以風力作用拖曳傘，由浮標發出信號來推算風速，再

換算成海流流速 

(D)因海流帶動浮標，拖曳傘因海流產生阻力，而在固定位置量測海流流速。 

（ B ）2. 鹽溫深儀 CTD(導電度、深度、溫度)不包含下列哪一種儀器？ 

(A)導電度計 (B)鹽度計 (C)溫度計 (D)壓力計。 

        包含導電度計、溫度計和壓力計等；可搭載其他探針如光度計、螢光計、溶氧計等 

（ A ）3. 使用溫鹽深儀來量測海水，可得到的海水物理性質，不包含下列哪一項？ 

(A)溼度 (B)壓力 (C)導電度 (D)鹽度 深度。 

           主要量測導電度、溫度和壓力，由導電度鹽度，由壓力深度。 

（ A ）4. 以下列哪一種方法測量鹽度的結果較不精確？ 

(A)加熱將水分去除 (B)滴定海水中的氯離子濃度  

蒸發時有些鹽類隨水分揮發     

海水約 96.5%是水，其他 3.5%為鹽類，多以離子狀態存在。 

(一)陽離子 鈉、鉀、鈣等 來自地表岩石風化 

(二)陰離子 氯、硫等 來自陸上或海底火山噴發  

 

 

海鹽重量約占整體海水千分之 35 

 

 

 

 

 

 

 

 

 

 

 

 

 

 

(C)量測海水的導電度  (D)利用鹽溫深儀來量測。 

 

 

第 八 回 ．  ch04 測海洋 

 ～ch06 觀風雲 
化學滴定--海水溶質比例固定： 

每公斤海水中氯離子（包括碘與溴）

克數，利用經驗公式求鹽度﹕ 

氯  離子 55.0 % 

鈉  離子 30.6 % 

硫酸離子  7.7 % 

鎂  離子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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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定義 單位 表示法 

絕對鹽度 
1 公斤海水中溶解物質的總克

數（蒸餾法、滴定法） 
千分之一（‰） 35‰、S = 35 

實用鹽度 測量海水導電度及溫度算出 PSU（實用鹽度單位） 35 PSU，相當於 35‰ 

 

 

 

◎ 右圖是太平洋海域甲、乙兩股洋流的溫鹽曲線，其中甲為太平

洋赤道水團、乙為北太平洋中央水團。請依此回答下列 5.～6.

題： 

1000 公尺、3000 公尺，表示等深線。 

（ D ）5.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水團各深度的鹽度皆低高於乙水團  

(B)圖中 1000 公尺，表示兩水團在此深度時水溫相同 

                           甲:5℃    乙:3℃ 

(C)水溫 10℃處，甲水團的鹽度高低於 35‰  

(D)溫鹽圖可以追蹤水團的來源。 

（ D ）6. 北極冰層底層的海水，會出現在溫鹽圖中的哪個位置？ (A)P (B)Q (C)R (D)S。 

            低溫高鹽，出現在溫鹽圖右下方。 

 
（ C ）7. 35‰代表每公斤海水中含有氯化鈉多少公克？ 

(A)＝35 (B)＞35 (C)＜35 (D)海水中沒有氯化鈉。 

            每公斤海水中含 35 公克的鹽類，氯化鈉約佔 75% 

（ D ）8. 要得到海底地形較微細的變化，應該使用哪一種探測？ 

(A)衛星探測 (B)單音束聲納 (C)多音束聲納 (D)側掃聲納。 

            側掃聲納法分辨回波強度可獲得較清晰圖像，尺度在一公尺以內的起伏。 

（ B ）9. 洋底盆地中不包含下列何種地形？  

(A)深海平原 (B)大陸緣積 (C)深海丘陵 (D)海底山。 

            大陸緣積屬大陸邊緣 

洋底盆地 

深海平原 沉積物覆蓋，使崎嶇地形變平坦 

深海丘陵 通常靠近中洋脊 

海底山 四處散布或呈鏈狀 

（ C ）10. 南美洲大陸東側附近的海底地形構造，不包含下列何種地形？ 

(A)深海平原 (B)大陸緣積 (C)海溝 (D)大陸斜坡。 

            南美洲大陸西側附近的海底地形才有海溝 

 

(一)副熱帶高壓帶蒸發量大，鹽度最大 

(二)赤道降水＞蒸發，鹽度居中 

(三)極區夏季融冰注入大量淡水，鹽度低 

(四)大陸邊緣近海鹽度差異大 

1.波羅的海四周有大量淡水流入，僅 7～8‰ 

2.紅海蒸發作用強烈，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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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蒸發作用形成的岩鹽、(乙)海水化學飽和形成的石灰質、(丙)黏土礦物、(丁)輝長岩、 

                                       CaSO4硬石膏                                  

(戊)安山岩、(己)玄武岩、(庚)花岡岩。依此回答下列 11.～12.題： 

（ B ）11. 組成海洋地殼的火成岩，主要有哪幾種？ 

(A)乙、丙、己 (B)丁、己 (C)乙、丁、戊 (D)戊、庚 甲、丙、己。 

            主要來自地函的岩漿冷凝而成的玄武岩和輝長岩 

（ A ）12.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海洋沉積物不可能有庚的碎屑包含陸地上各種岩石沖刷下來的碎屑 

(B)大部分的海洋地殼主要由含丙的沉積層覆蓋在己上所組成  

(C)海洋沉積物可能來自乙 

(D)海底火山噴發容易形成己。 

  

（ AC ）13. 洋底盆地岩漿活動所產生的地形包括下列哪二項？ 

(A)深海丘陵 (B)深海平原 (C)海底山 (D)中洋脊 中央斷裂谷。 

            深海平原的形成和沉積物的覆蓋有關，非溶岩流 

（ D ）14. 關於錳核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錳核是以生物遺骸為核心，而被自生礦物層層包裹  

(B)若能提升開採和提煉的技術，將來錳核可作為提煉金屬元素的來源  

(C)錳核可提供錳、鐵、銅、鎳、鈷等元素  

(D)目前僅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洋底發現到錳核，印度洋並沒有發現錳核。 

            錳核廣泛散布在三大海洋底部 

 

 

 

 

 

(矽酸鹽類/深成岩/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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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每題 4 分，共 100 分 

（ A ）1.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水氣達到飽和時，可凝結成小水滴，飄浮在空中形成雲 

(B)夜間地表因輻射冷卻，使近地面的空氣溫度下降，水氣凝結成水滴懸浮在地表附

近形成露霧 

(C)當水滴附著在溫度較低的物體表面形成霜露 

(D)當水氣遇到低溫物體表面凝華為冰晶，則稱為霧霜 

（ D ）2.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水氣達到飽和時，一定(可能)會凝結成水滴要有凝結核 

          空氣中的懸浮微粒如鹽粒、塵埃、灰燼、火山灰、花粉等，都是很好的凝結核 

(B)大氣層中沒有溫度低於 0℃的液態水  

            缺乏冰核的狀態下，水可能低於 0℃仍未結冰 

           (C)單位體積內水氣的質量或水氣壓，稱為相對溼度  

(D)鹽粒、火山灰、花粉等，都可以當成凝結核。 

（ D ）3. 比較地面高、低氣壓中心垂直氣流，下列哪一選項皆為上升氣流？ 

(A)北半球的高氣壓、南半球的低氣壓 (B)北半球的低氣壓、南半球的高氣壓  

(C)北半球的高氣壓、南半球的高氣壓 (D)北半球的低氣壓、南半球的低氣壓。 

          低壓中心，空氣輻合，易形成上升氣流 

（ B ）4. 北半球地表空氣的運動情形大致為何？ 

(A)由高壓流向低壓，風向垂直等壓線 (B)由高壓流向低壓，風向與等壓線斜交  

(C)風向與等壓線平行 (D)由低高壓流向高壓，風向垂直等壓線。 

             因氣壓梯度力、科氏力和摩擦力三力作用結果，風向和等壓線斜交 

 
 

 

 

◎ 今有甲、乙、丙三團空氣塊，其氣溫和水氣壓分別為 35℃，15 百帕； 30℃，15 百帕；

25℃，15 百帕。依此回答 5.～6.題： 

（ C ）5. 甲、乙、丙三團空氣塊，哪一團空氣塊的相對溼度最高？ 

(A)甲 (B)乙 (C)丙 (D)三團空氣塊的相對溼度都一樣。 

   溫度愈高，大氣可容納水氣量愈多。故相同水氣量，氣溫愈低，相對濕度愈高 

（ D ）6. 利用降低溫度的方式，使空氣塊達飽和的溫度值，稱為露點溫度。請問甲、乙、丙

哪一團空氣塊露點溫度最高？ 

(A)甲 (B)乙 (C)丙 (D)三團空氣塊的露點溫度都一樣。 

露點溫度只和空氣塊原有的水氣量有關 

（ B ）7. 下列何者是促使水循環的主要動力？  

(A)月球引力 (B)太陽輻射熱 (C)科氏力 (D)重力。 

 

（ BCE ）8. 若水氣含量不變，下列哪些方式易使水氣達到飽和？（應選三項） 

(A)空氣沿山坡面下沉 (B)暖空氣會沿鋒面抬升 (C)暖溼的空氣通過冰冷海面 

(D)高氣壓中心氣流  (E)空氣被地表加熱產生上升氣流。 

8.地形抬升為迎風面沿山坡上升。  

第 九 回 ．  ch07 多變的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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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9. 關於海陸交界處天氣狀況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當地面氣壓較海面小時，可使空氣由海面吹向陸地  

(B)中午時，陸地上易形成下沉氣流 

(C)白天大多吹陸風  

(D)晝夜溫差，海面較陸地大。 

9.白天陸地上，易形成上升氣流，故吹海風。 

（ B ）10. 右圖為北半球某地區的地面天氣圖，黑實

線為等壓線。A、B 兩區的大氣，哪一區有

較旺盛的上升氣流？ 

(A)A 區 (B)B 區 (C)A、B 兩區皆有 

(D)A、B 兩區皆為下沉氣流。 

10.B 近低壓中心，空氣輻合，故易形成上升氣流。 

◎ 右圖為標高 3000 公尺的泰宇大山，「→」表氣流方

向，空氣塊將沿 AB 上升、BC 下沉。依此回答 11.

～12.題： 

（ A ）11. 空氣塊沿 AB 上升時，氣壓、體積及溫度

的變化為何？ 

(A)氣壓變小、體積膨脹、溫度下降 (B)氣壓變小、體積收縮、溫度下降  

(C)氣壓變大、體積膨脹、溫度上升 (D)氣壓變大、體積收縮、溫度上升。 

11.迎風面上升，高度增高，則氣壓降低、體積膨脹，空氣塊對外作功，故氣溫下降。 

（ D ）12. 飽和空氣塊的溫度變化率為 0.65℃/100 公尺，乾空氣塊的溫度變化率為 1℃/100 公

尺。今 A 點空氣塊溼度 100%、溫度 20℃，沿山坡上升到達 B 點（水氣在迎風面上

空成雲降雨，越過山嶺的氣流已變成乾燥空氣），再順坡而達 C 點，則到達 C 點的

空氣塊，溫度為何？ (A)20℃ (B)23.5℃ (C)27℃ (D)30.5℃。 

（ C ）13. 下列哪一種天氣現象，不是造成臺灣南部降雨的主因？ 

(A)滯留鋒 (B)颱風 (C)冬季東北季風盛行 (D)夏季午後對流旺盛。 

13.東北季風吹襲時，南臺灣位於中央山脈背風面，冬季天氣晴朗且乾燥。 

◎ 右圖為某沿岸的海陸交界處，黑色箭頭為氣流移動方向，其中甲、丁位於同一水平面，乙、丙

位於同一水平面。依此回答 14.～16.題： 

（ C ）14. 何處的氣溫最高？  

(A)甲 (B)乙 (C)丙 (D)丁。 

14.因為陸地有上升氣流，熱空氣往上升。 

（ B ）15. 何處的大氣壓力最大？  

(A)甲 (B)乙 (C)丙 (D)丁。 

15.陸地上空的空氣受熱膨脹，空氣密度變小，地面氣壓值降低。 

（ D ）16. 何處最容易形成雲朵？  

(A)甲 (B)乙 (C)丙 (D)丁。 

16.上升氣流高空易成雲。 

◎ 右圖為東亞地區某日的地面天氣圖，甲、乙、丙、

丁為地面或海面上的氣象測站。依此回答 17.～18.

題： 

（ A ）17. 甲、乙、丙、丁哪一測站的空氣，受到的

氣壓梯度力最大？  

(A)甲 (B)乙 (C)丙 (D)丁。 

17.等壓線愈密集，表示氣壓梯度力愈大，則風速愈強。 

（ D ）18. 此時，丁測站主要的風向應為何？ 

(A)東南風 (B)西南風 

(C)西北風 (D)東北風。 

18.由圖中丁位於高壓外圍，依順時針方向，可看出大致為東北風。 

（ B ）19. 右圖為某種鋒面剖面結構示意圖，請問此

為哪一種鋒面的結構圖？  

(A)暖鋒 (B)冷鋒 (C)滯留鋒 (D)囚錮

鋒。 

19.冷暖空氣的交界面較陡，且暖空氣被抬升，可知為冷鋒。 

（ C ）20. 大氣垂直方向氣流的平均強度較水平方向

小，其主要原因為何？ 

(A)垂直方向的氣壓梯度力較水平方向小  

(B)垂直方向的氣壓梯度力較水平方向大  

(C)重力作用抵銷了垂直方向的氣壓梯度力  

(D)空氣的密度太小。 

20.因重力吸引，空氣分子多聚集在地表，高空空氣稀薄，造成垂直方向氣壓梯度力遠大於水平方向，故兩者達

平衡。 

（ D ）21. 關於季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因緯度高低不同而形成季風 

(B)夏季時風由陸地吹向海洋，冬季則由海洋吹向陸地  

(C)風向每季變換一次  

(D)臺灣地區，冬、夏季風風向相反。 

21.夏季時，陸地溫度高，所以風由海洋吹向陸地。 

（ C ）22. 下列哪一種情形，是臺東地區形成焚風現象的主因？  

(A)乾旱的東北季風被熱帶洋面加熱，故而增溫  

12.飽和時上升降溫 0.65×30＝19.5（℃），乾空氣下沉增溫 1×30＝30（℃），故到達 C 點氣溫為 30－19.5

＋2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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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冷鋒過境，暖空氣快速下降，故而增溫  

(C)颱風過境引進西風，越過中央山脈，下坡時氣塊體積收縮增溫  

(D)颱風過境氣壓回升，故氣塊體積收縮增溫。 

 

◎ 右圖為飽和水氣量曲線。有一未飽和空氣塊甲，其溫

度為 27℃、大氣每立方公尺含有 15 公克的水氣，另

乙、丙、丁三個空氣塊的氣溫和水氣含量如圖上黑點

所示。依此回答 23.～24.題： 

（ D ）23. 關於甲空氣塊溼度的敘述，下列何者正

確？ 

(A)相對溼度＝70% 

(B)絕對溼度＝50%  

(C)相對溼度＝15g/m3 

(D)絕對溼度＝15 g/m3。 

 

（ A ）24. 乙、丙、丁三個空氣塊的水氣含量，由大而小排列依序為何？ 

(A)乙＞丙＞丁 (B)丙＞乙＞丁 (C)丁＞乙＞丙 (D)乙＞丁＞丙。 

 

（ BD ）25. 下列哪些天氣現象，是因為海洋與陸地的比熱不同所造成？（應選兩項） 

(A)颱風 (B)季風 (C)山谷風 (D)海陸風 (E)焚風。 

22.當有颱風或低壓系統通過臺灣東北部時，南臺灣吹強勁的西風，越過高聳的中央山脈後，常在臺東一帶發生

焚風。 

23.相對溼度＝ 
實際水氣含量

飽和水氣量
100%＝ 

15
100%

30
＝50% 

24.即絕對溼度的比較。 

25.山谷風是溫差所形成，不是比熱不同，而是吸熱時段不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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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5. 花東蹤谷往南延伸入海後，連接著下列哪一種地形？  

(A)海溝 (B)島弧 (C)海脊 (D)海槽。 

          花東縱谷往南延伸為南縱海槽 

（ B ）16. 大氣觀測的工具不包括下列哪一項？ 

(A)人造衛星 (B)聲納 (C)雷達 (D)探空氣球。 

          聲納用於海洋探測 

◎ 右圖為設立於臺北氣象觀測站的風向風速計。依此回答下列 17.

～18.題：  

（ D ）17. 若此風向風速計於該處已受風吹襲了 10 分鐘，請問此

地的「平均風速」應為多少？ 

(A)600 公尺∕秒 (B)60 公尺∕秒 (C)10 公尺∕秒 

(D)1 公尺∕秒 0.5 公尺∕秒。 

          10 分鐘內儀器記錄 600 公尺，平均風速每秒 1 公尺 

（ D ）18. 此時的風向為何？  

(A)東風 (B)西風 (C)南風 (D)北風。 

          箭尾朝南，箭頭朝北：北風 

（ A ）19. 關於風向風速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風向、風速的觀測，是代表測定某一時間內之最多風向及平均風速  

(B)風向指的是風的去向，即風標箭端所指的方向  

(C)陣風風速比平均風速小  

(D)根據世界氣象組織規定，平均風速是以觀測時間之前 60 分鐘內為準。 

陣風風速比平均風速大過每秒 5公尺 

（ B ）20. 我們依下列哪一項因子，將雲分為積狀雲、層狀雲及卷狀雲三大類？ 

(A)雲量 (B)雲形 (C)雲色 (D)雲高。 

由積狀雲、層狀雲及卷狀雲等是以形狀來分類 

（ C ）21. 下列何者是氣象上常用的氣壓單位？(A)公斤重 (B)牛頓 (C)百帕 (D)水銀柱高。 

曾經使用毫巴，現氣象觀測上常以百帕（hPa）為單位 

（ B ）22. 地面天氣圖主要是根據下列哪一種物理量來繪製？  

(A)溫度 (B)壓力 (C)溼度 (D)雨量。 

天氣圖上彎彎曲曲的線條就是等壓線 

 

 

 

 

 

◎ 請參考下列圖表。依此回答下列 23.～24.題： 

（ C ）23. 若乾球溫度 28℃，溼球溫度

26℃，則此時的露點溫度約為

何？ 

(A)23℃ (B)24℃ 

(C)25℃ (D)26℃。 

 

（ B ）24. 某日上午八時，測得溫度為

20℃，溼度為 100%。假設水

氣量不變，則當溫度升高至

25℃時，其相對溼度為何？ 

(A)81% (B)77% 

(C)73% (D)70%。 

 

（ D ）25. 下列哪一種雲，主要是由冰晶

所組成？ 

(A)高積雲 (B)積雨雲 

(C)層雲  (D)卷雲。 

 

 

 

 

 

 

 

 

 

 

 

 

 

23.乾濕球溫度差為 2℃，所以依圖可查知 28℃和 2℃交會點有 25℃的線通過，此即為露點溫度。 

24.溫度 20℃，溼度 100%，表示此時乾濕球溫度和露點溫度皆為 20℃。因為水氣量不變，則當溫度升高至 25

℃時，找乾球溫度和露點溫度交會點可對應查出乾濕球溫度差為 3℃，再查表即得相對溼度。 

25.卷雲是一絲絲輕薄的雲，這正是由冰晶組成的特徵。 

乾球與溼球溫度差（℃）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 20 70 41 11      

－ 17.5 75 51 26 2     

－ 15 79 58 38 18     

－ 12.5 82 65 47 30 13    

－ 10 85 69 54 39 24 10   

－ 7.5 87 73 60 48 35 22 10  

－ 5 88 77 66 54 43 32 21 11 

－ 2.5 90 80 70 60 50 42 37 21 

 0 91 82 73 65 56 47 39 31 

 2.5 92 84 76 68 61 53 46 38 

 5 93 86 78 71 65 58 51 45 

 7.5 93 87 80 74 68 62 56 50 

 10 94 88 82 76 71 65 60 54 

 12.5 94 89 84 78 73 68 63 58 

 15 95 90 85 80 75 70 66 61 

 17.5 95 90 86 81 77 72 68 64 

 20 95 91 87 82 78 74 70 66 

 22.5 96 92 87 83 80 76 72 68 

 25 96 92 88 84 81 77 73 70 

 27.5 96 92 89 85 82 78 75 71 

空
氣
（
乾
球
）
溫
度
（
℃
） 

 30 96 93 89 86 82 79 76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