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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5-1～5-3＞ 

【劃卡代號：43】               班級：     座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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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貼上小考題（每題 2 分） 

1. 小明欲採集玄武岩標本，下列何處是適當的野外考察地點？ (A)澎湖 (B)陽明山 (C)花蓮 (D)金門。 

2. 岩石和礦物之間的關係為何？  

(A)岩石由礦物組成 (B)礦物由岩石組成 (C)兩者間毫無關係 (D)岩石是礦物的一種。 

3. 礫岩、砂岩、頁岩三種沉積岩的主要差異為何？  

(A)密度大小不同 (B)顏色的深淺不同 (C)岩石的形成過程不同 (D)組成岩石的沉積物顆粒大小不同。 

4. 下列何處較容易發現變質岩？ (A)中央山脈東側 (B)北部大屯山 (C)海岸山脈 (D)大甲溪下游。 

5. 有關玄武岩與花岡岩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兩者均是顏色均勻的岩石；(乙)玄武岩在地表附近生成，

花岡岩在地下深處生成；(丙)玄武岩結晶顆粒較小，花岡岩結晶顆粒較大；(丁)玄武岩冷卻速度較慢，花岡岩冷

卻速度較快？ (A)甲乙 (B)丙丁 (C)甲丁 (D)乙丙。 

6. 小花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常見到一種有氣孔的灰色岩石，陽明山原是一座火山，所以小花所見的應是火成岩的一

種，試問此岩石應為下列何者？ (A)頁岩 (B)石灰岩 (C)泥岩 (D)安山岩。 

7. 在石灰岩上滴稀鹽酸會產生氣泡，是因為石灰岩含有什麼成分？  

(A)碳酸氫鈉 (B)硫酸 (C)碳酸鈉 (D)碳酸鈣。 

8. 臺灣東部花蓮以出產大理岩聞名，試問大理岩是由何種岩石變質而形成的？  

(A)安山岩 (B)砂岩 (C)石灰岩 (D)玄武岩。 

9. 河川的侵蝕、搬運和沉積等作用，最終會對地表高低落差造成什麼影響？  

(A)不一定 (B)沒有影響 (C)使地表高低落差漸漸縮小 (D)使地表高低落差漸漸變大。 

10. 下列何者不屬於風化作用所形成？  

(A)溫度改變造成岩石外層破裂  (B)岩縫中的水結冰而將岩石撐破  

(C)植物根部將岩石撐破    (D)光滑圓潤的鵝卵石。 

11. 下列何者不屬於河流的侵蝕作用？  

(A)瀑布越來越向後退       (B)河流中游加寬  

(C)常使河流上游岩層裸露，呈現 V 形峽谷  (D)河流下游充滿鵝卵石或細砂。 

12. 高山和深谷，幾十億年來都沒在地表上消失，這是因為以下哪個作用持續進行所致？  

(A)地球公轉 (B)隕石撞擊 (C)內營力作用 (D)外營力作用。 

13. 北海岸的野柳地質公園以奇特岩石與地形聞名。最特別的是突出的蕈狀岩，請判斷此景的形成原因不包含下列

何者？  

(A)河流的向下侵蝕作用 (B)風的侵蝕作用 (C)海浪的侵蝕作用 (D)岩石堅硬程度不同，出現差異侵蝕。 

14. 小明參加溯溪活動，從下游往上游探險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河岸旁石頭外觀的變化應該為何？ (A)越往上游，

顆粒顏色越深 (B)越往上游，顆粒越有稜角 (C)越往上游，顆粒越圓滑 (D)越往上游，顆粒越細小。 

15. 小智到死海去體驗身體不會下沉的自然奇蹟，結果她不小心喝了一口水，發現非常鹹，和臺灣的日月潭完全不

一樣，請問死海和日月潭兩者的成因，下列何者是正確的？  

(A)死海位於乾旱之地，且無出口流向大海  (B)死海位於乾旱之地，且和大海相通  

(C)日月潭的水流封閉，無出口    (D)日月潭非常廣大，湖水把鹽分稀釋了。 

16. 附圖為地下水在地層中儲存的示意圖，下列哪口井內並無井水？ (A)甲 (B)乙 (C)丙 (D)丁。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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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提供水循環的過程動力來源最主要為以下何者？ (A)太陽熱輻射 (B)潮汐動力 (C)海洋洋流 (D)地心引力。 

18. 海水嘗起來像食鹽水，但是帶有苦味，這苦味是因為海水中含有什麼所造成的？  

(A)氯化鈣 (B)氯化鎂 (C)氯化鈉 (D)水。 

19. 冰川的生成區域有下列哪些特徵？ 甲.低緯度；乙.高緯度；丙.低海拔；丁.高海拔。  

(A)甲乙 (B)丙丁 (C)乙丁 (D)甲丙。 

20. 過量抽取地下水易造成地層下陷，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只要經過一、兩次雨季，即可恢復原本之地層高度     (B)此地層下陷的結果已無法復原  

(C)將水以高壓灌入地下水中，就可以完全改善地層下陷的問題 (D)將地層泡水一段時間，就可以使地層恢復原狀 

 

二、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 

21. 地表上的水不停地在流動著，並與大氣、岩石中的水進行交換。有關「水循環」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水的循環過程不會影響到地下水   (B)水循環的過程只包含了水的傳遞，無關能量的轉換  

(C)蒸發、凝結、降水是水循環的重要過程  (D)水循環的動力來源是地熱與火山。 

22. 下列有關水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地球表面有 96.5％的面積被水覆蓋著 (B)雨水是由大氣中的水氣凝結後聚集形成 (C)在水循環的歷程中，水

分子只歷經氣態、液態兩個狀態 (D)地球上的各種水體分布中，含量最多的淡水水體是河流與湖泊。 

23. 有關地下水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地下水隱藏在地下，所以不可能自行流出地表  (B)我們使用的地下水有可能是幾萬年前下的雨水  

(C)地下水面無論高低，一定會保持水平    (D)地下水在地下不會受到汙染。 

24. 下列何者不可視為地下水面？ (A)河水面 (B)井水面 (C)湖水面 (D)積雪面。 

25. 方便人類直接利用的淡水資源為下列何者？ (A)河流 (B)水氣 (C)海洋 (D)冰川。 

26. 南極大陸是地球上冰川最多的地區，最可能是何種原因造成的？  

(A)海拔高度高 (B)緯度高 (C)氣溫高 (D)人跡罕至。 

27. 河流的侵蝕作用會形成不同類型的河道，以下何者最接近是河流上流段的河道剖面圖？  

(A)

 

 (B)

 

 (C)

 

 (D)

 

。 

28. 下列關於各項地表改變的外營力與產生的地形景觀，何者錯誤？  

(A)墾丁的沙丘是海浪的侵蝕作用所形成的 (B)美國冰河國家公園中可以見到冰川的侵蝕形成的Ｕ型谷  

(C)河流上游流速快、高低落差大，所以向下侵蝕作用較大 (D)在河流中、下游地區常見的鵝卵石是經由河流搬

運、沉積所形成。 

29. 以下何者沉積物，較容易在河流的下游處看到？ (A)甲 (B)乙 (C)丙 (D)甲＋乙＋丙。 

 

30. 臺灣的橋樑常有橋墩裸露的現象，下列哪一項最有可能是造成此現象的原因？  

(A)橋梁上游發生土石流 (B)河流兩側山坡地被濫墾 (C)橋梁下游河段遭濫採砂石 (D)出海口處堆放消波塊。 

31. 岩石中的鐵因氧化產生紅褐色的氧化鐵，並讓岩石因此破碎，請問這一過程最接近下列哪一種作用？  

(A)風化作用 (B)侵蝕作用 (C)搬運作用 (D)沉積作用。 

32. 冰川與河流都是地表重要的侵蝕作用力，但因為侵蝕方式不同，因此產生的沉積物也不盡相同。試問附圖沉積

物與這兩者的搭配何者正確？ (A)甲為冰川沉積物，因為搬運時比較不會碰撞而保留稜角 (B)甲為河流沉積

物，因為搬運距離較遠而碰撞出稜角 (C)乙為冰川沉積物，因為搬運距離較遠而磨圓磨平 (D)乙為河流沉積物，

因為溶解在水中而變圓變平。 

 
次頁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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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北市石門區海岸邊有一個岩石形成的巨大拱門，請問最可能是哪一種地形？  

(A)海蝕洞 (B)海蝕崖 (C)海蝕拱門 (D)海蝕平臺。 

34. 以下地質作用中，哪一項不屬於風化作用的結果？  

(A)苔蘚、地衣、菌類產生有機酸促使岩石分解  (B)弱酸性雨水與石灰岩發生化學反應，形成喀斯特地形  

(C)強風挾帶著砂粒刮磨岩石表面      (D)氣溫反覆的改變，造成岩石因熱脹冷縮而崩解。 

35. 老師將地科教室內的數種岩石分組如下表所示，其中哪一組岩石都是火成岩類？ (A)甲 (B)乙 (C)丙 (D)丁。 

組別 岩石名稱 

甲 砂岩 礫岩 大理岩 

乙 玄武岩 安山岩 花岡岩 

丙 頁岩 砂岩 礫岩 

丁 石灰岩 大理岩 板岩 

36. 以下岩石與顯微鏡下的照片搭配，何者正確？  

(A)礫岩

 

(B)花岡岩

 

(C)板岩

 

(D)頁岩

 

37. 附圖是台灣北部的重要地標－女王頭，下列關於女王頭的敘述何者有誤？  

(A)女王頭的脖子抗侵蝕能力比頭部來的弱   (B)造成女王頭的頭大脖子細是因為差異侵蝕導致  

(C)組成女王頭的頭部與脖子岩石成分完全一樣 (D)未來頸部侵蝕速度會比頭部來得快。 

38. 關於石英與方解石這兩個礦物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A)用鐵釘刻劃方解石，不會留下痕跡    (B)用石英刻劃方解石，不會留下痕跡  

(C)用鹽酸滴在方解石上，不會產生化學反應  (D)用鹽酸滴在石英上，不會產生化學反應。 

39. 以下哪一種岩石屬於火成岩，常見於東部海岸山脈、綠島及蘭嶼，且岩石的礦物結晶顆粒較小？  

(A)安山岩 (B)玄武岩 (C)花岡岩 (D)板岩。 

40. 岩石經過下列哪一種作用，會使得岩石質地、結構、礦物發生改變形成變質岩？  

(A)沉積、壓密、膠結 (B)高溫、高壓 (C)高溫熔融後冷卻 (D)風化、侵蝕、搬運、沉積作用。 

 

三、題組題（每題 2 分） 

附圖是某地地層的剖面圖與甲、乙、丙、丁四口井的位置，依此圖回答以下問題： 

 
41. 下列哪些地層是不透水層？ (A)地層 1、地層 2 (B)地層 3、地層 4 (C)地層 1、地層 3 (D)地層 2、地層 4。 

42. 圖中何處是地下水的補注區？ (A)甲、乙之間 (B)乙、丙之間 (C)丙、丁之間 (D)丁之右側。 

43. 四口井當中，有哪幾口井是沒有水的枯井？ (A)甲、乙、丙 (B)甲、丁 (C)乙、丁 (D)丙、丁。 

44. 哪一口井，是地下水會自然湧出形成的自流井？ (A)甲 (B)乙 (C)丙 (D)丁。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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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侵蝕作用力，所帶來的沉積物也都不相同，而這些沉積物顆粒的大小分布比例則被稱作淘選度。淘選度越

優則代表沉積物的大小越一致；反之，淘選度越差則表示沉積物大小顆粒混雜。 

如下圖所示：甲的淘選度最優，丁的淘選度最差。 

 

45. 風的侵蝕、搬運、沉積作用所形成的沉積物，其淘選度最接近何者？  

(A)甲 (B)乙 (C)丙 (D)丁。 

46. 一般來說，冰川的淘選度極差，最可能的原因為何？  

(A)冰川是固態的 (B)冰川溫度太低 (C)冰川的搬運方式 (D)冰川的流動速度。 

47. 一條河流從上流、中流到下流，在正常的情況下，何處的淘選度最佳？  

(A)上游 (B)中游 (C)下游。 

 

台灣自 1961 年開始推動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育工作，1972 年制定「國家公園法」之後，相繼成立墾丁、玉山、陽

明山、太魯閣、雪霸、金門、海洋（含澎湖南方四島、東沙環礁）、台江與壽山共計 9 座國家公園（如附圖）。 

 

48. 哪一座國家公園內的主要岩石種類（以三大岩類來看），與其他三者不同？  

(A)陽明山國家公園 (B)玉山國家公園 (C)金門國家公園 (D)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49. 若是想要採集含有碳酸鈣成分的岩石，不適合去哪一座國家公園？  

(A)台江國家公園 (B)太魯閣國家公園 (C)壽山國家公園 (D)墾丁國家公園。 

50. 太魯閣國家公園是因為在板塊的強烈擠壓下，使原先在海底的岩層抬升，並由流經此處的立霧溪不斷向下侵蝕

所形成。故此處最顯著的地形特徵為何？  

(A)V 型谷 (B)熔岩流 (C)鹹水湖 (D)冰川。 

試題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