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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南一版八上 第一章及第二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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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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6 題，每題 2.5分，第 17~36題，每題 3分，滿分 100分 

單選題 

題組(一) 
空氣無色、無臭、無味，看似不存在，卻與生物的生存發展息息相關。 

乾燥空氣中，含量最多的氣體是氮氣，約佔空氣_____1._____的 78℅。 

由於氮氣在常溫下，  2  ，食品包裝中經常填充氮氣，可防止食品變質。 

不過氮氣在高溫下，例如閃電發生時，仍有明顯化學變化發生。 

氧氣含量占第二，具  3  ，可供給生物呼吸。 

氬氣是乾燥空氣中含量第三多的氣體，無論在高溫或常溫下都極不易發生化學反應，所以稱為鈍氣， 

氬氣被用在焊接金屬時防止高溫金屬與氧氣反應。另一常見的用途是為大型矽晶體的生長或大型整塊矽晶鑄塊

的生產提供一種惰性環境。 

除了氬氣外，空氣中尚有微量的  4  也屬於鈍氣，其中密度最小的___5__，可用來填充氣象氣球。 

氖、氬、氪和氙都是從空氣中使用氣體液化分餾的方法獲得的，將氣體液化後，再根據沸點不同來將混合物 

分離。 

 
1. (A) 質量  (B) 體積   (C) 濃度   (D) 密度 

2. (A) 活性極大   (B) 幾乎可以與任何物質反應   (C)幾乎不與其他物質反應   

3. (A) 可燃性   (B) 助燃性   (C) 酸性   (D) 鹼性 

4. (A) 氫氣、氖氣   (B) 二氧化碳、甲烷   (C) 氦氣、氫氣   (D) 氦氣、氖氣 

5. (A) 氧氣   (B) 氫氣   (C) 氬氣   (D) 氦氣 

 

 

6. 如附圖，小瑩將綠豆放入空量筒中，輕敲量筒後，綠豆堆積到量筒刻度約為 52.0 毫升處。 

   之後，小瑩把 60.0 毫升的水，倒入盛綠豆的量筒中，而水面的刻度到達 91.0 毫升處。 

   若綠豆皆沉在水面下，則綠豆的體積大約為多少立方公分？  

   (A) 52.0 (B) 47.0 (C) 40.0 (D) 31.0。 

 

7. 小弘測量同一枝原子筆長度五次，結果分別為 14.31 公分、14.34 公分、14.35 公分、14.33 公分、14.33 公分，

則測量結果如何表示最適當？ 

(A) 14.32 公分 (B) 14.332 公分 

(C) 14.33 公分 (D) 14.34 公分。 

 

8. 右圖為紅糖塊投入水中的過程示意圖，其中乙到丙的過程與下列何種情形最類似？ 

(A) 在客廳聞到廚房飄來的飯菜味 

(B) 使用吸管可吸取杯內下方的水 

(C) 二氧化碳降溫加壓可製成乾冰 

(D) 純金項鍊長久維持原來的色澤 

9. 承上題，以下那些情況可以縮短均勻分布所歷經的時間 ? 

(甲) 以玻璃棒攪拌   (乙) 提高水溫   (丙) 多加一顆方糖   (丁) 降低水溫 

(A) 甲乙    (B) 甲乙丙    (C) 只有乙    (D) 乙丙丁 

 

10.關於實驗室安全及器材使用的規則何者有誤 ? 

  (A) 如果皮膚沾上不明藥劑，最恰當的處理方式為使用大量清水沖洗 

  (B) 酒精燈瓶內的酒精量添加到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較適合 

  (C) 以燒杯加熱液體時，需使用陶瓷纖維網均勻加熱 

  (D) 實驗後的廢棄物，應全部丟入垃圾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3%E9%AB%94%E6%B6%B2%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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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關於以下幾種日常生活中的情形所應用之原理，何者敘述有錯誤? 

(A) 標示「室溫保存」的眼藥水，若放入冰箱存放，低溫會影響藥品的溶解度 

(B) 魚塭裝設馬達攪動水面，目的在增加水中溶解氧氣的量，提高氧氣濃度 

(C) 魚缸中裝置打氣機，目的是增加氧氣對水的溶解度 

(D) 一杯含糖紅茶在冰塊融化後，喝起來甜度下降，是因為糖的濃度下降 

 

15. 量筒中裝有質量 250 g、體積 100 mL 的某液體；若倒出 50 mL，則量筒中剩餘液體的密度是多少 g／cm3？ 

(A) 2.5  (B) 1.25  (C) 1.0  (D) 0.5     g／cm3 

 

16. 小瑩使用天平秤量粉末狀化學藥品時，下列哪些操作過程是適當的？ 

   (A) 先放置秤量紙再將天平歸零   (B) 使用電子天平時，先按歸零鈕再將放有藥品粉末的秤量紙放在天平上； 

   (C) 直接將化學藥品放在秤盤上   (C) 使用上皿天平時，直接用手取砝碼放置在另一秤盤中央。 

   

題組 (三) 
假日家族聚餐期間親戚給小弘一罐「沙瓦」，小弘拒絕，並說︰「我未成年，還不能喝酒。」 

對方竟表示︰「別怕啦 ! 這酒精濃度很低的，不算酒啦 !」小弘立刻用手機查資料發現 : 

題組(二) 

下圖是用來製造氧氣或二氧化碳的裝置，請回答 11.~13.題： 

 

 

 

 

 

 

 

 

 

 

11. 關於用此裝置製造氣體的操作過程，以下何者正確？ 

   (Ａ) 利用此裝置收集氣體，是因為氧氣和二氧化碳都屬於不易溶於水的氣體； 

   (Ｂ) 如果要製造氧氣，則甲處是二氧化錳，乙處是雙氧水； 

   (Ｃ) 過程中如果由裝置產生的氣體進入廣口瓶的速率太快，使吸濾瓶中雙氧水快要沿著漏斗上升而有噴出 

      危險時，可以將橡皮導管開口綁起來； 

   (Ｄ) 因為氧氣和二氧化碳的密度都比空氣大，所以收集好氣體的廣口瓶，移出水面後應倒立在桌面上。 

12. 課本上描述：製造二氧化碳氣體，要使用大理石和鹽酸反應得到； 

有一位同學說：「我有個點子，可以買一些適當大小的乾冰放入吸濾瓶，同時用橡皮塞取代薊頭漏斗封閉 

瓶口，其餘部分不變，一樣可以收集到二氧化碳！」 

    請問『課本上的方法』和『同學想到的方法』分別屬於哪一種物質的變化？ 

   (Ａ) 前者─物理變化，後者─化學變化 ；  (Ｂ) 兩者均為化學變化 

   (Ｃ) 前者─化學變化，後者─物理變化 ；  (Ｄ) 兩者均為物理變化。 

13.老師要大家想方法舉例說明：「定量氣體的體積可隨著容器的容積而改變」， 

以下哪一位同學的方法才正確？ 

   (Ａ) 甲同學 : 以排水集氣法收集氧氣時，氧氣可充滿集氣瓶的現象就可證明； 

   (Ｂ) 乙同學 : 把一段空氣封閉在注射筒內，用力可使活塞向內推移，此現象可以證明； 

   (Ｃ) 丙同學 : 剛才用乾冰收集二氧化碳的裝置中，把橡皮導管換成氣球，看到氣球被氣體逐漸撐大， 

                即可證明； 

   (Ｄ) 以上 3 位所說的都對。 

 

原已放入(乙) 

加入(甲) 

薊頭漏斗 

鑽孔橡皮塞 

吸濾瓶 

(側管錐形瓶) 

橡皮導管 

集氣瓶 

(廣口瓶) 

收集氣體 

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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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資料 沙瓦其實是低含量酒精飲品通常是以蒸餾酒加上酸味果汁、如檸檬，以及使用砂糖作為甜味而產生的 

       調酒。沙瓦通常僅有 3%的酒精濃度 …….. 

B 資料 菸酒管理法 第 4 條 

(1)本法所稱酒，指含酒精成分以容量計算超過百分之零點五之飲料、其他可供製造或調製上項飲料之 

  未變性酒精及其他製品。但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相關法律或法規命令認屬藥品之酒類製劑， 

  不以酒類管理。 

(2)本法所稱酒精成分，指攝氏檢溫器二十度時，原容量中含有乙醇之容量百分比。註: 酒精學名為乙醇 

(3)本法所稱未變性酒精，指含酒精成分以容量計算超過百分之九十，且未添加變性劑之酒精。 

 

請由以上情境描述，回答下列 17~20 題 : 

17. 「沙瓦」是否為酒類 ?  

 (A) 酒精濃度 < 5%，算一般飲料，小弘可以喝     (B) 酒精濃度 > 0.5% 屬於酒類，小弘不能喝  

 (C) 酒精濃度 < 20%，算一般飲料，小弘可以喝    (D) 酒精濃度 > 90% 屬於酒類，小弘不能喝 

18. 小弘計算某位大人喝了三罐 350ml 的沙瓦飲料，估算共計喝入多少酒精 ? 

   (A) 1050 mL    (B) 315 mL   (C) 60 mL    (D)  31.5 mL 
19. 對照隨身攜帶的消毒用酒精瓶，小弘對阿道說︰「哇 ! 幾乎半罐ㄟ!」阿道冷冷地說︰「絕對超過!」 

   請問喝掉的酒精相當於多少 mL 之 75%消毒用酒精的含量 ? 

  (A) 31.5 mL       (B) 42 mL        (C) 23.265 mL        (D) 787.5 mL 

20. 小弘注意到菸酒管理法 第 4 條-(2)提到溫度，請問為何定義中須明確敘述 20℃ ? 

  (A) 酒精的溶解度會隨溫度而改變          (B) 酒精的溶解量會隨溫度而改變         

  (C) 酒精及水的體積會隨溫度而改變        (D) 酒精及水的質量會隨溫度而改變 

 

 

 

題組(四) 

理化課老師提供了 A~H 共 8 個物體的質量及體積關係，如下圖所示。  

      

    0 

21. E、F 為相同體積的物體，B、H 為相同質量的物體，則以下推論何者正確 ﹖ 

   (A) 質量 : E > F  (B) 體積 : B > H   (C) E、F 為相同物質的不同物體   (D) B、H 為相同物質的不同物體 

22. 根據「同一物質的質量與體積成正比」，請問這 8 個物體可能分別為幾種不同密度的物質? 

   (A)  8     (B)  5     (C)  4     (D)  1     種 

23. 請問 B、C、D、H 這 4 個物體密度的大小關係為： 

   (A) B＞C＞D＞H ；   (B) H＞D＝C＞B ；   (C) D＞C＞B＝H ；   (D) H＞D＞B＞C 。 

24. 已知 A、C、B、G 均為液態純物質且均可互溶，若將 A、C 均勻混合，則混合後密度  

   (A)  大於 A 物密度   (B) 小於 A 物密度   (C)  大於 C 物密度      (D)  等於 C 物密度 

25. 承上題，若將 A、B 兩物均勻混合，則混合後密度大小為  

   (A) 混合後密度 < A 物密度                 (B) 混合後密度 > B 物密度   

   (C) B 物密度 > 混合後密度 > A 物密度       (D) B 物密度 < 混合後密度 < A 物密度 

 

A 

B 

C 

D 

E 

F 

G 

H 

體積 V 

 

質 

量 

M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300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30011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 八年級 理化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 4 頁，共 5 頁 

26. 使用有刻度之量筒，量取水之體積時，甲、乙、丙、丁四位觀察者之視線（如圖）， 

則以哪一位所得之讀數較正確？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題組(五) 
27. 阿道與同學進行實驗，以量筒取水如圖(一)，同學們為了水量應如何記錄而爭論， 

根據量筒所標示正確測量值應記為  

(A) 5.6 mL   (B) 56 mL   (C) 56.0 mL   (D) 56.00 mL                     圖(一) 

 
28. 若小瑩想以此量筒量取 30.0 mL 的溶液，圖(二)虛線箭頭所指的位置為量筒中目前已量取 

的溶液體積。小瑩使用下列哪一種器材裝取溶液後，再加入量筒內，最能避免體積超出 

30.0 mL？ 

  (A)  (B)         (C)     (D)                     圖(二) 

 
接著同學們開始進行測量「未知 A 水溶液的質量與體積之關係」實驗， 以上述相同規格量筒讀取溶液體積， 

並以電子天平讀取質量。由津津負責填寫實驗記錄如表 : 

 
 
 

29. 實驗操作均無人為錯誤，但阿道看了看上表數據覺得紀錄表不正確，請問以下修正何者最合理 ? 

(A)「水溶液質量」應改為「量筒＋水溶液總質量」，其餘表格內容不變 

(B) 水溶液體積(mL)數據應記為 :  20.00、30.00、40.00、50.00、55.00、60.00 ，其餘表格內容不變 

(C) 水溶液質量單位應改為 kg ，其餘表格內容不變 

(D) 表格完全不需修正 

30. 請推算 A 水溶液的密度 

(A) 1.0   (B) 1.1   (C) 11.0   (D) 6.74       g/cm3 
31. 請推算量筒本身的質量 

(A) 178.8    (B) 134.8    (C) 112.8    (D) 11.0  g 
32. 老師最後公布所測量 A 液體是蔗糖水溶液，下列推論何者正確 ? 

(A) 因為密度是物質的特性，任何濃度的糖水密度均相同 

(B) 若測量另一未知 B 水溶液，發現密度與 A 水溶液相同，則 B 水溶液一定也是蔗糖水溶液 

(C) 因 A 為混合物，其密度隨組成比例(糖水濃度)而不同 

(D) 以上敘述均正確 

 

水溶液體積(mL) 20.0 30.0 40.0 50.0 55.0 60.0 

水溶液質量 (g) 134.8 145.8 156.7 167.8 173.3 178.8 

 

33. 甲、乙兩杯均為食鹽水溶液，甲杯中的食鹽無論如何攪拌均無法 

   再溶解，乙杯則無食鹽固體沉澱，將兩杯混合成丙杯，發現丙杯中 

   仍有少部分未完全溶解的食鹽。 

   請問：甲、乙、丙之濃度大小關係為何？ 

(A) 甲＞丙＞乙  (B) 甲＝乙＞丙  (C) 甲＝丙＞乙  (D) 甲＝乙＝丙。 

 
34. 下列哪一種葡萄糖水的重量百分濃度最大？ 

(A) 25 克的葡萄糖完全溶於 100 克的水中 

(B) 100 克的葡萄糖水溶液中含葡萄糖 25 克 

(C) 濃度 25％的葡萄糖水 40 克再加水 10 克 

(D) 濃度 25％的葡萄糖水 40 克又溶解了葡萄糖 3 克。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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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已知某市售次氯酸水濃度為 50 ppm，則其意義為次氯酸在溶液中佔的比例為____甲____； 

在500g的水溶液中含有質量____乙___的次氯酸。 

(A) 甲:  5×10-5  ， 乙:  0.025 g        (B)甲:   5×10-5 ， 乙:  25 g    

 
(C) 甲:  50×106 ， 乙:  0.25 mg      (D) 甲:   5×10-5 ， 乙:  2.5 g 

 
36. 有關食鹽和木炭粉混合物的分離實驗，下列哪些說明是正確的？   

甲.先用水溶解再過濾，利用食鹽可溶於水顆粒變小的特性； 

乙.過濾時漏斗頸不要和燒杯內壁接觸，可加快過濾速率； 

丙.過濾後將蒸發皿中的溶液利用水沸點較食鹽低的性質，加熱至乾，可得固體食鹽  

丁.加熱蒸發皿中的液體時，蓋上漏斗主要目的是減少熱能損失。  

(A)甲乙丙   (B)甲乙丁   (C)乙丙   (D)甲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