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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地震 

 

 
 

（ A ）1. 阿龐睡覺時，地震突然發生且劇烈的搖晃，於是他進入中央氣象局的網站查詢剛發生的地震

資料，如圖所示，請問此地震發生的原因主要為何？ 

(A)斷層活動造成地震 (B)海底核子試爆  

(C)海水撞擊陸地造成地震 (D)隕石撞擊 

（ A ）2. 承上題，臺灣的地震大部分是由何種形式的斷層所引起？  

 (A)  (B)  

 (C)  (D)  

（ A ）3. 此地震的震央位於哪個地區？  

(A)臺東       (B)宜蘭  

(C)臺中       (D)臺北 

（ D ）4. 有關此地震規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臺東市的地震規模為 4 級     (B)臺南市的地震規模為 1 級   

(C)高雄市的地震規模為 2 級     (D)世界各地測得的地震規模皆為 5.3 

（ B ）5. 臺灣各地都有災情傳出，請問哪一個縣市的居民感受到地面搖晃的程度最劇烈？  

(A)高雄市     (B)臺東市      

(C)臺中市     (D)臺北市 

圖集小考 

 



板塊構造運動（1） 

 

 
 

（ B ）1. 大水正在學習板塊構造運動，發現一張有板塊邊界及全球海陸分布的地圖（如圖），有關板塊

邊界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板塊邊界恰巧與海陸交界重合            

(B)板塊邊界的類型可以分為三種，分別為張裂性、聚合性和錯動性板塊邊界    

(C)韋格納是第一次發現板塊且推測板塊會移動的科學家         

(D)板塊邊界的地形只有中洋脊 

（ D ）2. 大水推測板塊會移動的原因如下，何者正確？  

(A)板塊根本不會移動，課本和參考書都是錯的   

(B)板塊受到太陽及月球的萬有引力影響而移動         

(C)板塊受到潮汐的推擠而移動            

(D)板塊隨著地球內部的熱對流移動 

（ B ）3. 承上題，地球內部的熱對流及附近的地形，應為下列何種情形？  

 (A)  (B)  

 (C)  (D)  

（ D ）4. 大水統計一下全球的地震及火山，圖中哪些地點發生地震的頻率和火山出現的數目較少？  

(A)甲乙丙    (B)丁戊己     

(C)甲乙丁   (D)丙戊己 



 

板塊構造運動（2） 

 

 
 

 
 

（ D ）1. 岩石圈不包含下列哪些部分？ 

(A)大陸地殼    (B)海洋地殼 

(C)板塊    (D)地核 

（ D ）2. 有關板塊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板塊的交界就是陸地和海洋的交界 

(B)板塊的形狀與大小不會改變 

(C)板塊移動的力量來自地球的自轉 

(D)同一板塊上可能同時有陸地和海洋 

（ B ）3. 依據海底擴張學說，有關圖中甲、乙、丙三處形成的時間，下列何者正確？ 

(A)甲最早，乙次之，丙最晚 (B)乙最早，丙次之，甲最晚 

(C)丙最早，乙次之，甲最晚 (D)甲、乙、丙三處同時形成 

（ C ）4. 關於圖中板塊邊界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中洋脊位於張裂性板塊邊界上 (B)海溝位於聚合性板塊邊界上 

(C)山脈位於錯動性板塊邊界上 (D)丁位於錯動性板塊邊界上 

（ A ）5. 下列哪一項地質活動不會發生於聚合性板塊邊界？ 

(A)密度小的板塊隱沒到密度大的板塊之下，形成隱沒帶 

(B)地形上形成一個深陷區，即為海溝 

(C)兩個板塊互相碰撞擠壓，形成山脈 

(D)圖中聚合性板塊邊界的兩側地殼，一側為海洋地殼，另一側為大陸地殼 

 

 

 



臺灣附近的板塊 

         

圖一 圖二 

 
 

（ C ）1. 歐巴馬到臺灣旅遊，發現臺灣位於板塊的交界，如圖一所示，請問甲、乙兩板塊為何？  

(A)甲：歐亞板塊，乙：太平洋板塊            

(B)甲：菲律賓海板塊，乙：太平洋板塊    

(C)甲：歐亞板塊，乙：菲律賓海板塊         

(D)以上皆非，臺灣位於歐亞板塊、菲律賓海板塊與太平洋板塊三者的交界處 

（ B ）2. 承上題，臺灣何處為板塊的交界處？ 

(A)中央山脈                   (B)花東縱谷      

(C)海岸山脈                   (D)車籠埔斷層 

（ A ）3. 歐巴馬在臺灣旅遊時，無法觀察下列何種地質現象？  

(A)中洋脊岩漿噴出      (B)岩層受力彎曲而形成褶皺    

(C)火山的地熱噴氣現象         (D)板塊擠壓造成許多南北走向的山脈 

（ B ）4. 歐巴馬所說「板塊」的位置，包含地球內部構造哪些地方（如圖二）？  

(A)戊                          (B)丁戊         

(C)丙丁戊                      (D)乙丙丁戊 

（ D ）5. 科學家是利用下列何種方法將地球內部分成地殼、地函和地核？  

(A)實地鑽井探測          (B)聲納── 聲波的反射    

(C)顯微鏡── 光的折射與反射      (D)地震波的波速變化 

 



自然與生活科技 
 6-1火山與地震  

選擇題（每題 10分，共 100分） 

（ D ） 1. 關於正斷層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上方岩層沿著斷層面向上移動 (B)左右岩層沿著水平方向移動  

(C)正斷層或逆斷層是以斷層的角度來分類 (D)正斷層是岩層受張力作用所造成的斷層面 

（ B ） 2. 依岩層來判斷，右圖所示為何種斷層？ 

(A)逆斷層  (B)正斷層  

(C)平移斷層  (D)反斷層 

（ A ） 3. 我國中央氣象局的地震強度是利用下列何者來分級？ 

(A)地面物體所受震撼的程度 (B)地震波能到達的遠近  

(C)震源所產生能量的大小 (D)能量能達到的遠近 

（ C ） 4. 在同一次地震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震央與震源應在同一點上 (B)不同地點所測地震強度一樣  

(C)不同地點所測地震規模應一樣 (D)不同測站所接收到的地震波同時到達 

（ C ） 5. 地震發生時，下列哪一種應變措施不恰當？ 

(A)地震來襲時，應先關閉電源、瓦斯 (B)躲在堅固梁柱或家具旁  

(C)地震發生時，不論地點，皆應往室外逃 (D)減低車速靠邊停車 

（ B ） 6. 民國 88 年 921 大地震，地震規模 7.3，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地震規模係依地面震撼及破壞的程度而定的  

(B) 6 級地震是由中央氣象局依各地搖晃及破壞程度而定的，非世界通用的  

(C)高雄地區沒有嚴重的災害，故地震規模小於 7.3  

(D)距震央集集愈近的地區，地震規模及震度都愈大，愈遠則愈小 

（ B ） 7. 右圖為某次在  A 地點發生地震，地震波在地層內傳播到地表的示意情

形，則甲～丁中何處稱為震央？ 

(A)甲  (B)乙  

(C)丙  (D)丁 

（ A ） 8. 每次發生地震後，新聞即會報導：本次地震的規模多少，震央在某地方，某地的震度是多少

。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以某處地面搖晃或破壞的程度來區分者，稱為該處之地震強度  

(B)震央是指地震波在地下的發源處  

(C)地震強度愈大即表示地震規模愈大  

(D)地震規模的大小，隨地點不同而改變 

（ D ） 9. 下列有關地震災害的說法，何者錯誤？ 

(A)房屋建造時，應加強耐震設計 (B)平時應作防震演習  

(C)目前還無法準確預測地震的發生 (D)我國的震度分級是採用芮氏地震規模 

（ C ）10. 若地震規模相同，則哪種深度的地震，會在震央產生最大的震度？ 

(A)深源地震 (B)中源地震 (C)淺源地震 (D)與震源深淺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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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生活科技 
 6-2板塊構造運動  

選擇題（每題 10分，共 100分） 

（ B ） 1. 科學家藉下列何種方式，將地球構造由內而外分成地核、地函、地殼三層？ 

(A)鑽井探測 (B)地震波分析 (C)聲納探測 (D)人造衛星探測 

（ D ） 2. 地球內部構造由內而外的排列依序為何？ 

(A)地殼、地函、地心  (B)地核、地心、地表  

(C)地函、地殼、地核  (D)地核、地函、地殼 

（ A ） 3. 韋格納綜合了古代生物的分布及其他地質證據，於西元 1912 年提出何種學說？ 

(A)大陸漂移學說 (B)海底擴張學說 (C)板塊構造學說 (D)陸地不動說 

（ C ） 4. 請依學說提出先後順序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A)海底擴張學說→大陸漂移學說→板塊構造學說  

(B)海底擴張學說→板塊構造學說→大陸漂移學說  

(C)大陸漂移學說→海底擴張學說→板塊構造學說  

(D)板塊構造學說→大陸漂移學說→海底擴張學說 

（ D ） 5. 地球內部的構造中，何者的主要成分是鐵、鎳金屬？ 

(A)地殼 (B)軟流圈 (C)地函 (D)地核 

（ B ） 6. 根據海底擴張學說推測，海底的何處湧出大量岩漿形成新的海洋地殼？ 

(A)海溝 (B)中洋脊 (C)島弧 (D)火山島 

（ D ） 7. 有關大陸漂移的相關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大陸漂移學說其構想源自南美洲和非洲的海岸線能嵌合良好  

(B)韋格納認為全球大陸在兩億五千萬年前曾連成一體  

(C)根據韋格納的大陸漂移學說得知，在 2 億多年前，大西洋尚未形成  

(D)三大洋都可以找到中洋脊，是韋格納提出大陸漂移學說的證據之一 

（ B ） 8. 目前海底擴張仍然持續進行，為何全球的海洋面積總和沒有明顯改變？ 

(A)有些海洋因為海水蒸發而縮小，例如死海 

(B)因為新生的海洋地殼和隱沒消失的海洋地殼大致相等  

(C)因為大陸地殼推擠海洋地殼，使擴張的海洋地殼持續隆升形成高山  

(D)因為海水總量變少，海平面逐年下降 

（ C ） 9. 板塊均由岩石所構成，為何厚重的板塊會產生漂移呢？ 

(A)月球的引力造成板塊產生漂移  

(B)因為軟流圈可以滑動，又因為地球自轉而造成板塊產生漂移  

(C)地球內部的熱對流造成板塊產生漂移  

(D)板塊浮在海水上，海水的流動會使板塊產生漂移 

（ A ）10. 下列何圖為正確的地函熱對流？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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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生活科技 
 6-3板塊邊界的地質作用  

選擇題（每題 10分，共 100分） 

（ D ） 1. 一般海洋地殼和大陸地殼相推擠時，會隱沒至下方的是何者？ 

 (A)不一定，視地點而定 (B)大陸地殼 

 (C)會擠壓變形，但不會隱沒 (D)海洋地殼 

（ C ） 2. 下列對於喜馬拉雅山脈形成的敘述，何者錯誤？ 

(A)聚合仍進行中    (B)印澳板塊與歐亞板塊聚合而成 

 (C)該處地震稀少 (D)形成很多褶皺 

（ B ） 3. 下列有關東非大裂谷的敘述，何者錯誤？ 

 (A)常產生正斷層         (B)岩漿湧出地面後，會冷卻形成安山岩 

(C)此處為張裂性板塊邊界 (D)與中洋脊位於相似的板塊邊界 

    

（ D ） 4. 下列有關海溝形成區域的敘述，何者正確？ 

   (A)此處是大陸地殼與大陸地殼互相擠壓所造成 

   (B)此處是由於海底火山爆發而形成 

   (C)此處位於板塊張裂區的正中央 

   (D)此處熱對流方向向下 

（ C ） 5. 聚合性板塊邊界處，不會發生哪一種現象？ 

   (A)造山運動 (B)火山噴發  (C)產生新地殼 (D)地震 

（ D ） 6. 下列哪一個地方不在板塊交界處？ 

   (A)喜馬拉雅山    (B)中洋脊     (C)海溝 (D)西非海岸線 

（ B ） 7. 下列哪一山脈不是板塊聚合作用所造成的？ 

  (A)臺灣的中央山脈 (B)中洋脊火山 (C)喜馬拉雅山 (D)南美洲 安地斯山脈 

（ A ） 8. 一板塊隱沒到另一板塊之下，不可能形成何種地形？ 

  (A)中洋脊 (B)海溝 (C)山脈 (D)島嶼 

（ C ） 9. 下列有關板塊的敘述，何者錯誤？ 

   (A)板塊的移動與地震發生有關 

   (B)兩板塊聚合是指一個板塊與另一板塊互相擠壓碰撞 

   (C)板塊的分裂比板塊的聚合更易產生褶皺 

   (D)喜馬拉雅山是歐亞板塊和印澳板塊擠壓所造成，這種作用至今尚未停止 

（ B ）10. 有世界屋脊之稱的是下列何者？ 

 (A)美國大峽谷 (B)喜馬拉雅山 (C)日本的富士山 (D)臺灣的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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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生活科技 
 6-4臺灣附近的板塊構造  

選擇題（每題 10分，共 100分） 

（ A ） 1. 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板塊為下列哪一種形式的交界，使臺灣受板塊運動影響有逐年上升的現象

？ 

(A)聚合性交界  (B)張裂性交界  

(C)錯動性交界  (D)臺灣並非板塊交界處 

（ D ） 2. 臺灣的哪一個地區位於歐亞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處？ 

(A)玉山山脈 (B)中央山脈 (C)海岸山脈 (D)花東縱谷 

（ B ） 3. 臺灣位於菲律賓海板塊及歐亞板塊的交界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海岸山脈及中央山脈皆屬於歐亞板塊 (B)板塊互相擠壓，造成臺灣地勢逐漸上升  

(C)板塊運動使西南部地盤持續下陷 (D)因板塊的張裂，使臺灣東部地震頻繁 

（ B ） 4. 下列何者不是 臺灣地區常有地震發生的主要原因？ 

(A)臺灣位於聚合性板塊界線的地震帶上，因此地震頻繁  

(B)臺灣的土質鬆軟是造成地震的主要原因  

(C)臺灣的活動斷層多，板塊擠壓造成斷層運動即造成地震  

(D)臺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故地震頻繁 

（ C ） 5. 臺灣位於聚合性板塊交界處，不能解釋下列何種現象？ 

(A)臺灣常有地震發生  

(B)臺東 八仙洞一帶隆起海面數公尺以上的古海灘 

(C)花蓮 八里灣溪河邊光滑圓潤的鵝卵石  

(D)墾丁沿海受古海浪沖蝕之凹洞，現今海浪再也打不到 

（ D ） 6. 關於臺灣附近海底地形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A)在臺灣東部的太平洋可以看見海溝 (B)臺灣東、西兩側海底地形不同，深度也不同 

(C)在臺灣附近海域可以看見島弧 (D)臺灣海峽的平均深度比太平洋深 

（ C ） 7. 臺灣地區位於聚合性板塊的交界帶，有關此種交界地帶特徵的敘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褶皺和斷層分布廣泛 (B)地震發生較為頻繁  

(C)常見中洋脊地形  (D)變質、變形作用較為強烈 

（ A ） 8. 右圖為臺灣板塊的分布範圍，請問圖中甲、乙分別為下列何者？ 

(A)歐亞板塊、菲律賓海板塊  

(B)菲律賓海板塊、歐亞板塊  

(C)歐亞板塊、太平洋板塊  

(D)太平洋板塊、歐亞板塊 

（ C ） 9. 承上題，圖中虛線即為板塊交界處，在地形上是下列何者？ 

(A)中洋脊上的裂谷 (B)火山的噴發口 (C)花東縱谷 (D)海岸線 

（ C ）10. 承上題，由於板塊的運動方向，在甲板塊上生成了中央山脈，其乙板塊上則有海岸山脈，此兩

山脈之排列方向如何？ 

(A)中央山脈南北向，海岸山脈東西向 (B)中央山脈東西向，海岸山脈南北向  

(C)兩山脈均南北向排列 (D)兩山脈均東西向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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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章 火山、地震與板塊運動】 

一、選擇題 

（ A ）1. 下列何種現象與火山活動無關？ 

(A)太魯閣的 V 型峽谷 (B)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噴氣孔與溫泉 

(C)澎湖臺地的形成  (D)金瓜石金礦的形成。 

題目 1解析： 太魯閣的 V 型峽谷是立霧溪侵蝕造成 

（ C ）2. 下列有關岩石圈與軟流圈的模型中，哪一個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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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 2解析： 岩石圈包括地殼及一部分地函（軟流圈以上部分），且大陸地區岩石圈厚度較海洋地區大。 

（ B ）3. 當我們在做海洋古生物的研究時，因為經費有限，我們希望在一個地方鑽探岩心，因此所選

擇的地方最好這裡的沉積物所包含的年代能夠最久遠，因此應該在海洋中哪個地方鑽探最好

呢？（不考慮技術問題） 

(A)中洋脊 (B)海溝 (C)大陸棚 (D)海底火山。 

題目 3解析： 大海中年齡最老的地層出現在海溝附近，因此此地應能累積最古老的沉積物 

（ A ）4. 下列哪些資料無法說明非洲和南美洲曾接合在一起？ 

(A)非洲和南美洲在相同時代的地層有相同的鳥類化石 

(B)非洲和南美洲在拼合後，相同時代的地層呈連續分布 

(C)非洲和南美洲的海岸線，可良好的契合 

(D)非洲和南美洲接合後，冰川遺跡呈輻射擴散狀。 

題目 4解析： 鳥類可飛行，故無法說明。相同的陸生生物化石才可說明兩陸塊曾接合在一起 

 

題組一： 右下圖是臺灣地區板塊構造示意圖，根據此圖回答 5～8題： 

（ B ）5. 臺灣位於哪兩個板塊交界上？ 

(A)歐亞大陸、太平洋 

(B)歐亞大陸、菲律賓海 

(C)菲律賓海、太平洋 

(D)歐亞大陸、南海。 

題目 5解析： 臺灣位於歐亞大陸、菲律賓海兩個板塊交界上 

資優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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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6. (甲)臺灣東北方的板塊邊界，(乙)臺灣南方的板塊邊界，分別屬於何種板塊邊界？ 

(A)甲為張裂性、乙為聚合性 (B)甲為聚合性、乙為張裂性 

(C)甲、乙都是張裂性 (D)甲、乙都是聚合性。 

題目 6解析： 臺灣為聚合性板塊邊界 

（ A ）7. 下列哪一個島嶼屬於呂宋島弧？ 

(A)蘭嶼 (B)龜山島 (C)澎湖群島 (D)金門。 

題目 7解析： 蘭嶼在台灣東部其餘均在台灣西部 

（ A ）8. 臺灣島上的板塊邊界是位於何處？ 

(A)花東縱谷 (B)海岸山脈 (C)中央山脈 (D)嘉南平原。 

題目 8解析： 花東縱谷位於歐亞大陸、菲律賓海兩個板塊交界上 

 

題組二： 結輪想在暑假安排臺灣國家公園地景之旅，試回答下列問題： 

（ D ）9. 若結輪前往太魯閣國家公園，主要可考察下列何種地形？ 

(A)沖積平原 (B)臺地 (C)火山地形 (D)峽谷地形。 

題目 9解析： 太魯閣國家公園主要為立霧溪侵蝕的峽谷地形 

（ C ）10. 若結輪前往陽明山國家公園，主要可考察下列何種地形？ 

(A)沖積平原 (B)臺地 (C)火山地形 (D)峽谷地形。 

題目 10解析：陽明山國家公園主要為火山地形 

二、填空題 

下列各地經過調查，得到了一些地質現象資料，請據以完成下列問題： 

試判斷下列各地區是否有可能位在板塊邊界上，如果是，請填入以下代號：A─張裂性，B─聚合

性，C─錯動性？若有些地區不易判斷，他們還需要進一步蒐集證據則填入 D─不易判斷。 

1. 甲地：整個山脈大多是變質岩，其中夾有一些安山岩體，有地震活動。 

答： B  

題目 1解析：B：因聚合性板塊山脈大多是變質岩，其中還有火山活動及地震活動 

2. 乙地：地表可見大規模平移現象，好像被平行於斷層線的兩股相反力量拉扯，地震頻繁，少有火山作

用。 

答： C  

題目 2解析： C：因錯動性板塊地表可見大規模平移現象，好像被平行於斷層線的兩股相反力量拉扯，地震頻繁，少有火山

作用 

3. 丙地：延伸數千公里的寬廣大裂谷，兩壁斷崖都是正斷層造成，谷底可見玄武岩。 

答： A  

題目 3解析： A：正斷層由張力造成，而且新張裂的谷地都顯示為張裂性板塊邊界。 



三、閱讀題組題 

大約 50 年前，科學家發現了大洋底下的磁性條帶（即海底磁性異常），驗證了在洋脊處有新生的

海洋地殼，並進而奠定了板塊構造學說的基礎。現在，科學家發現在火星上也有類似的磁性條帶，這些

經由 NASA火星全球測量者〈Mars Global Surveyor〉太空船所收集到的資料，顯示出在火星歷史中最早

的一段期間，火星上亦可能有類似地球現今仍在發生的板塊運動，造成火星表面火成岩地殼中這種磁性

條帶構造。這些條帶大致沿著東西方向延伸，寬約 160km，長約 1000km。它們的寬度比地球上的條帶

來得寬，NASA的科學家認為，可能因為火星地殼在形成時的速率較快，因此有較寬區域的地殼記錄某

一時期同方向的磁場歷史；或者是火星的磁場變換方向較不頻繁，亦即正向或反向的磁場世代均維持較

長的時間，而造成較寬的磁帶。然而火星表面的磁性條帶形態和地球上的海底磁性條帶仍有很大不同，

類似地球上磁性條帶的對稱中心（即洋脊中心線）也尚未在火星上發現，因此，雖然目前沒有比板塊運

動更好的解釋，科學家仍需要探討這些磁性條帶，以進一步了解其特性與成因。 

（資料來源：岩礦世界──探索大自然之美） 

（ A ）1. 大陸漂移學說無法解釋下列哪一個問題？ 

(A)大陸漂移的動力來源來自何處 

(B)地表化石和山脈分布 

(C)全球的陸地可以拼合成一塊完整的大陸 

(D)南極大陸發現煤層的原因。 

題目 1解析： 大陸漂移學說無法解釋動力的來源 

（ D ）2. 「海底擴張學說」發現下列何處，成為它的理論基礎？ 

(A)大陸棚 

(B)褶皺山脈 

(C)海溝 

(D)中洋脊。 

題目 2解析： 「海底擴張學說」發現「中洋脊」有新生地殼是海底擴張的原因。 

（ C ）3. 「海底擴張學說」、「板塊構造學說」與「大陸漂移學說」這三種學說提出的先後順序為何？ 

(A)海底擴張學說、板塊構造學說、大陸漂移學說 

(B)海底擴張學說、大陸漂移學說、板塊構造學說 

(C)大陸漂移學說、海底擴張學說、板塊構造學 

(D)板塊構造學說、海底擴張學說、大陸漂移學說。 

題目 3解析： 大陸漂移學說、海底擴張學說、板塊構造學說分別於西元 1915年、西元 1962 年、西元 1967年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