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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卡限用 2B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一、基本選擇題：六十分（每題三分） 

（ ）1. 近年來台北市的公車為了環保想要選擇較無污染、乾淨的石化燃料，當作公車燃料，且希望燃燒的產物為二氧化

碳與水，則應選擇下列哪一項？ 

(A) 98 無鉛汽油     (B) 超級柴油       (C) 氫氣      (D) 天然氣。 

（ ）2. 請問下列對於能源的敘述，何者較正確？  

(A)煤、石油、天然氣屬於再生能源 (B)若能量互相轉換時，伴隨產生熱能，因為熱能會散失，則其總能量將無法

維持不變 (C)水力、風力和太陽能屬於再生能源 (D)焦耳利用重鎚下降使水溫上升的實驗中，發現熱是一種物質。 

（ ）3. 下列敘述哪一項較正確？ 

(A) 愛迪生認為質能可以互換，進而提出 E＝mc
2
   (B) 核電廠是利用中子撞擊鈾-235，進而產生巨大的能量          

(C) 避雷針可吸收雲層中釋放出來的質子且導入地底下，以避免發生雷撃 (D) 靜電現象只會發生在導體之間。 

（ ）4. 下列有關於機械的敘述哪一項較正確？ 

(A) 相同半徑的螺旋，如果螺距越小則會越省力    (B) 斜面與水平面的夾角越大則會越省力   

(C) 機械可以省力或省時或省功       (D) 如果輪軸的輪轉一圈，則軸通常只會轉半圈。 

（ ）5. 妍穎開車出門，當她轉動汽車方向盤時，腦中忽然出現幾個想法。下列有關妍穎的想法何項較正確？ 

(A)汽車方向盤可視為一種斜面的應用  (B)當她轉動汽車方向盤一圈時，車子的輪胎也會向前滾動一圈 

(C)汽車方向盤的盤面愈大愈省力  (D)當她轉動汽車方向盤時，覺得不輕鬆，認為汽車方向盤是一種費力的機械。 

（ ）6. 星瑜設計一個滑輪組如圖（一）所示：不計任何阻力且細繩、滑輪的質量均忽略（g=10m/s
2），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裝置可省時又省力   

(B)要使物體上升 1m，施力 F 端的繩子需要拉下 0.5m  

(C)當施力 F 拉下 0.5m 時，甲物體可獲得 200 焦耳的能量 

(D)當施力 F 拉下 1m 時，F 作功 200 焦耳。 

（ ）7. 曉涵利用難得的元旦假期整理家中物品找到下列東西：掃帚、喇叭鎖、筷子、開瓶器、大型

釘書機、擀麵桿、螺絲起子、剪布用的剪刀、麵包夾。使用時可以省力者共有？ 

 (A)3   (B)4   (C)5   (D)6  項。 

（ ）8. 如圖（二）所示：物體重為 800N 沿著斜面等速下滑到底部，如果想利用繩子將物體

沿著斜面等速拉上升到同一位置，忽略繩子重，則所需的最小外力為？ 

(A) 800N     (B) 1600N   (C) 400N     (D) 200N。 

（ ）9. 瀞文將甲物與玻璃棒摩擦之後，發現甲物帶負電，玻璃棒帶正電。則請問下列推論何

項較正確？  

(A)甲物因失去質子而帶負電 (B)甲物與玻璃棒摩擦時，發生化學變化造成電子轉移 

(C)玻璃棒因得到電子，所以帶正電 (D)甲物在摩擦前後，質量數不會改變。 

（ ）10. 將帶正電的玻璃棒靠近不帶電的金屬球時，下列推論何者較正確？  

(A)金屬球內的負電荷量會比正電荷量多   

(B)當帶正電的玻璃棒遠離金屬球時，金屬球會回到電中性的狀態  

(C)當帶正電的玻璃棒愈來愈靠近金屬球時，正負電荷分開的數目會愈來愈少 

(D)當帶正電的玻璃棒靠近金屬球時，會造成金屬球內的質子被排斥到遠端。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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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瑩玲取一毛皮與氣球摩擦之後，下列何者不可能是氣球上所帶的電量？ 

(A) 100e
－ (B) 6.4×10

－17庫侖 (C) 1.08×10
－18庫侖 (D) 0.02 庫侖。 

（ ）12. 文芳將甲棒靠近但不接觸已帶正電的金箔驗電器，結果發現兩片金箔張開角度變更大，文芳推論甲棒的電性可能

是？ (A)帶正電 (B)帶負電 (C)帶負電或電中性 (D)電中性。 

（ ）13. 紀蓉測量甲、乙、丙三條相同粗細的導線，電荷流通情形為：甲導線：5 分鐘通過 96500 庫侖；乙導線：6 分鐘

通過 6×10
22個電子；丙導線：4 分鐘通過 1 莫耳電子，紀容推論甲、乙、丙三條導線的電流大小次序為？              

(A) 甲＞乙＞丙       (B) 甲＝丙＝乙  

(C) 甲＞丙＞乙       (D) 乙＜甲＜丙 。 

（ ）14. 心筠設計下列電路的接法何者較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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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敏澤設計一個電路圖如圖（三）所示（燈泡與電池的規格均相同）：燈泡會亮者

共有？ 

(A) 3    (B) 4    (C) 5    (D) 6 個。 

（ ）16. 東和取一段金屬做歐姆定律的實驗得到的結果如右表所示，下列何者較正確？ 

(A)此金屬不符合歐姆定律  

(B)電壓越大，電阻也越大  

(C)當電壓為 1.5V 時，金屬電阻為 0.075 歐姆 

(D)當電壓為 3V 時，金屬的電阻為 75 歐姆。 

（ ）17. 下列三種電路中（燈泡與電池的規格均相同），試比較電流的大小次序？                                      

(A) I2＞I3＞I1  (B) I1＞I2＞I3  (C) I3＞I1＞I2  (D) I3＝I1＞I2。 

 

 

 

 

 

（ ）18. 乃榕設計一個電路圖如圖（四）所示（燈泡、儀器與電池的規格均相同）：下列推

論何者較正確？ 

(A)伏特計的讀數 V1＜V2＋V3  

(B)安培計的讀數 A1＝A2  

(C)伏特計 V2的〝＋〞端接 b 點  

(D)安培計 A2的〝＋〞端接 d 點 。 

（ ）19. 美惠準備一條 0.8 公尺長的鎳鉻絲電阻為 R1如圖（五）所示：今切成 4 等分， 

每等分電阻為 R2；如果美惠將 4 等分鎳鉻絲電阻綁成一束後，電阻為 R3，試比

較電阻的大小次序？ 

(A) R1＞R2＞R3      (B) R1＜R2＜R3     

(C) R1＞ R3＞R2      (D) R1＝R2＝R3。 

 

圖（三） 

電流（m A） 20 40 60 80 

電壓（V） 1.5 3.0 4.5 6.0 

 

圖（四）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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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淑惠設計不同的電路圖（燈泡與電池的規格均相同），下列哪一種接法會讓通過燈泡的電流最大？ 

(A) 

 

(B) 

 

(C) 

    

(D) 

 

 

二、活用選擇題：四十分（每題二分） 

 

振道設計一些機械幫忙抬重物，不計任何阻力且細繩、滑輪的質量均忽略（g=10m/s2）：試回答21~23題 

（ ）21. 下列哪一種裝置最省力？ 

(A)  

 

(B) 

 

(C) 

 

(D) 

 
 

（ ）22. 振道分別以兩種方式如圖（六）所示：施力使重物W上升 h 公尺，則下列推論何者較正確？   

(A) F1＝F2  

(B)當重物 W 拉上升 h 公尺時，F1也拉下 h 公尺的繩長  

(C) 16F2＝F1 

(D)兩種方式，重物 W 所獲得重力位能不相等。 

（ ）23. 振道心血來潮再設計一個滑輪組的實驗，裝置如圖（七）所示：振道想把重

量為 w 公斤重的物體拉高 h 公尺，下列敘述何者較正確？  

(A)施力大小 F1＜F2＜F3  

(B)振道只改變定滑輪，換成半徑較大的定滑輪時，F3施力大小不會等於 ½ w 公斤重 

(C)物體獲得重力位能為 w×g×2h 焦耳  

(D)施力大小 F1＝F2＝F3。 

（ ）24. 香妙利用下列裝置如圖（八）所示：等速提升同一物體，不計阻力及滑輪與繩子重，

則下列敘述哪一項較正確？ 

(A) F1＝F2   

(B) F1＝物重，F2＜物重。 

(C) F2＞F1 

(D)如果 F1與 F2拉出相同的繩子長度，則物體會獲得相同的能量 

（ ）25. 立宛設計一組實驗裝置，如圖（九）所示：已知重物的重量為

1200N，不計阻力、木棒、滑輪與繩子重，當木棒恰好

達到水平靜力平衡時，則下列敘述哪一項較正確？

（g=10m/s
2） 

(A)施力大小 F1＜F2  

(B) F1施力大小為 160Kgw 

(C) F2施力大小為 400N  

(D)此裝置不會遵守能量守恆定律。 

 

 
圖（六） 

 
圖（七） 

  

圖（八） 

 
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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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已知兩個相等電量的正電荷，距離為 2 r 時，其所受靜電力大小為 F，下列敘述何者較正確？  

(A)兩帶電體間的靜電力，不遵守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B)可推知兩帶電體間的萬有引力大小為 F  

(C)當兩帶電體間的距離改為 4r 時，靜電力大小為 4F  

(D)如果只改變電性為一帶正電荷，另一帶等量負電荷，此時兩帶電體間的靜電力大小仍然保持不變。 

（ ）27. 美彥將一帶負電的塑膠棒靠近但不接觸不帶電的四顆相接觸金屬球(支架為塑

膠)，如圖（十）所示：當塑膠棒越靠近 D 金屬球時，美彥先移開 A 金屬球，再

移開 B 金屬球、然後移開塑膠棒，最後將 C、D 兩金屬球分開，下列推論何者較

正確？  

(A) A 金屬球帶電量大於 C 金屬球     (B) C 金屬球與 D 金屬球會彼此相吸       

(C) B 金屬球帶負電，C 金屬球帶正電  (D) D 金屬球帶電量大於塑膠棒。  

（ ）28. 坤樹設計一個電路圖，如圖（十一）所示：如果 2 號燈泡壞了，則下列敘述何項較正確？ 

(A)1 號燈泡不會亮  (B) 1 號燈泡的電壓會增加  

(C) 1 號燈泡會變暗  (D)安培計讀數會降低。 

（ ）29. 章魚發現家中檯燈燈泡內鎢絲的電阻會隨溫度而變化，假設剛開始時該燈泡的電阻為 20

歐姆，當其穩定發光一段時間後，鎢絲的電阻升高至 240 歐姆，此時電流為 0.5 安培，試

問剛開燈時，通過燈泡的電流為？ 

(A) 6A     (B) 0.6A       (C) 12A     (D) 4.8A。 

（ ）30. 善誠想要在浴室安裝照明燈與換氣風扇（在電路中以 F 表示），使用時需要同時正常工作，不用時需要同時關閉

則下列電路圖的配置哪一項較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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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 將甲、乙、丙三個燈泡連接成下列電路圖，如果甲燈泡壞了，則下列哪一電路圖，乙、丙二個燈泡都不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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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郁書設計一個電路圖，如圖（十二）所示，下列敘述何者較正確？  

(A) 1 號是安培計，且 b 點為其正端  

(B) 2 號是伏特計，且 d 點須接高電位 

(C) 2 號如果損壞了，燈泡會不亮  

(D)電子流由電池的甲方向流出。 

（ ）33. 已知一個電子的電量為 1.6×10
－19 庫侖，若每分鐘有 3×10

20
 個電子通過電路的某一截

面，則此電路上的電流為多少安培？  

        (A) 4.8 安培    (B) 0.8 安培  

        (C) 8 安培     (D) 1.6 安培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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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今有一金屬導體如甲圖所示，若以乙、丙、丁三種不同方式連接於電路中，則三個電路上的安培計讀數大小關係

應為下列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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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芳設計一個電路裝置如圖（十三）所示：作歐姆定

律的實驗。試回答35~36題 

 

圖（十三） 

（ ）35. 小芳將甲鱷魚夾從 a 處逐步移到 b、c、d 處，小芳將觀察得到的結果，做出下列推論何者較正確？  

(A)理論上劃出的 I－V 圖會是一條不會通過原點的斜直線  

(B)當甲鱷魚夾從 b 處移到 c 處時，伏特計的讀數不會改變 

(C)當甲鱷魚夾從 a 處逐步到 d 處時，安培計的讀數會變大  

(D)當甲鱷魚夾接在 b 處的 V／I 值比接在 d 處的 V／I 值大 3 倍 。 

 

 

（ ）36. 小芳另取乙、丙二條金屬重作實驗，結果如圖（十四）所示，下列推論何者較正確？ 

(A)丙金屬的電阻會隨著 V 值的增加而減少  

(B)乙金屬的電阻會隨著 I 值的增加而增加  

(C)乙金屬的電阻大小為 1 歐姆  

(D)當電壓為 4V 時，丙金屬的電阻大小為 1000 歐姆 。 

 

（ ）37. 無敵設計一個電路裝置，如圖（十五）所示，無敵觀察得到的結果如下：安培計的讀

數 A1＝20mA，A2＝5mA；伏特計的讀數為 3V，此時 1 號燈泡的電阻大小為？ 

(A) 15 歐姆    

(B) 0.6 歐姆     

(C) 300 歐姆    

(D) 600 歐姆 。 

（ ）38. 婉芬設計一個電路裝置，接法如下：先取四個乾電池兩兩串聯成一組，再並聯當做電源；用導線串接二個燈泡後，

再接一個安培計，完成後與電池組連接成通路；婉芬再接一個伏特計測其中一個燈泡的電壓，下列何者是較正確的

電路圖？ 

(A) 

 

(B) 

 

(C) 

 

(D) 

 

 

 
圖（十四） 

 
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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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秀宜用三條 10 歐姆電阻，設計三個電路裝置如圖（十六）所示：秀宜觀察安培計與伏特計得到的結果，下列何

者較正確？ 

(A) A3＞A2＞A1  

(B) V2＝V1＋2V3 

(C) A1＞A2＞A3 

(D) V3＝2V1。 

 

 
  

圖（十六） 

 

（ ）40. 仁傑設計一個電路裝置如右圖（十七）所示：在 24 歐姆的圓形電阻上截取一段圓弧 AB，圓弧 AB 為圓周長的
4

1
，

再將 A、B 兩點分別用導線接到乾電池上，形成通路則下列敘述何者較正確？  

(A)圓弧 AB 的電壓必小於 1.5V  

(B)電路的總電阻大於 6 歐姆   

(C)圓弧 AB 的電阻為 18 歐姆 

(D) I2＜I3＝I1。 

 

 

 

 

 

 

Trust your teachers , you can do it ! 
9年級 理化 標準答案 

1 D 2 C 3 B 4 A 5 C 

6 D 7 B 8 A 9 D 10 B 

11 C 12 A 13 D 14 D 15 B 

16 D 17 D 18 B 19 A 20 B 

21 D 22 C 23 D 24 C 25 A 

26 D 27 A 28 D 29 A 30 C 

31 D 32 C 33 B 34 A 35 C 

36 D 37 D 38 C 39 C 40 D 

 

 

圖（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