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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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選題(共 35題，第 1~30題每題 3分，第 31~35題每題 2分，共 100分) 

 

1.長度 1 公尺的最新定義是根據下列哪個選項制定? 

 (A)北極經巴黎至赤道長度的 1 千萬分之一   (B)光在極短時間內傳播的距離 

 (C)以氪元素的輻射光波為長度基準         (D)鉑銥合金公尺原器 

   

 

 

 

 

 

 

 

 

2.依照航管要求，6316 號航班的機長應該將飛機上升到多少英呎的高度? 

 (A) 1500 X 0.305   (B) 1500÷0.305    (C) 4500 X 0.305   (D) 4500÷0.305 

3.關於單位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公制單位及英制單位均為十進位制    (B)使用相同的單位制有利於測量結果的比較 

 (C)長度的國際單位為 m                (D)為了得到穩定的測量單位，國際單位曾經過多次修訂。 

 

4.關於質量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是物體在地球所受到的重力大小    (B)可以用天平測量   (C)質量的國際單位為 kgw   (D)以上皆正確 

5.以下選項中，何者不是測量的結果？ 

 (A)病人體溫為 38.9℃   (B)田徑選手跑 100 公尺需要 10 秒   (C)杯子裡有 500mL 的果汁  (D)教室裡有 31 個人 

6.艾莎想利用上皿天平測量鋁塊的質量。測量前，她發現天平指針往右傾(如右圖)，請問下列操作何者正確？ 

 (A)天平已經歸零，可以將鋁塊放上秤盤進行操作了 

 (B)將甲、乙螺絲均向右旋，待指針指在正中間時才能開始測量 

 (C)將甲螺絲向右旋入，待指針指在正中間時才能開始測量 

 (D)將乙螺絲向左旋入，待指針指在正中間時才能開始測量 

7.承第 6 題，已經可以測量後，艾莎將鋁塊放在上皿天平左側秤盤時，而右側秤盤放 1 個 100 克、

1 個 50 克、2 個 10 克、2 個 2 克、1 個 500 毫克、1 個 100 毫克的砝碼，天平恰好保持平衡，則此鋁塊質量為多少克﹖ 

 (A) 174.60    (B) 162.60    (C) 172.60    (D) 190.60   公克。 

8.下列有關測量的敘述，何者錯誤？ 

 (A)凡是測量，必有誤差產生    (B)為減少誤差，通常會採多人分別測量或增加測量次數，再求其平均值 

 (C)測量工具的最小刻度愈大，測量的準確度愈高     (D)不同的人去測量同一物體，其結果不一定相同 

9.甲以直尺測量理化課本寬度，得到測量結果為 20.75cm；乙以直尺測量原子筆長度，

得到測量結果為 145mm；丙以直尺測量桌子長度，測量結果為 59.8cm。如圖有兩支直

尺 X、Y，試問甲、乙、丙三人與使用直尺的配對何者正確？  

 (A)甲使用 X 直尺，乙使用 Y 直尺     (B)甲使用 Y 直尺，乙使用 Y 直尺  

 (C)乙使用 X 直尺，丙使用 Y 直尺     (D)甲使用 Y 直尺，丙使用 X 直尺 

10.麗莉與同學共 5 人以同一把直尺量 A4 紙的長度，得到下列數據：29.70cm、29.75cm、30.00cm、26.80cm、30.05cm。根

據他們的測量，A4 紙的長度應記錄為何？ 

(A) 29.70 cm   (B) 29.875 cm   (C) 29.88 cm    (D) 29.26 cm 

 

    我們日常使用的測量單位，除了國際單位制(SI 制)外，尚有英制單位、台制單位等。雖然 SI 制已被廣泛使用，但

國際上許多個別領域，仍沿用英制：例如電視機、電腦顯示器、手機螢幕大小會以英吋表示；航空管制上，飛行高度、

跑道長度等，也允許以英呎為單位。但因為單位制的不統一，曾在航太界引發事故和災難。(英制與 SI 制的長度換算：

1 英吋= 2.54 cm，而 1 英呎= 12 英吋 = 0.305m) 

    1999 年 4 月 15 日下午，大韓航空 6316 號班機在起飛離港時按照航管要求，向 1500m 高度爬升。當儀錶板顯示

飛機已爬升到 4500 英呎時，副機長忘了單位換算，錯誤地提示機長「航管所要求的高度為 1500 英呎」。因此機長認

為飛機需下降 3000 英呎，便將飛機以 35 度角向下俯衝，最後導致飛機失速墜毀。 

   參考上文，請回答第 2~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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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關於上述鑑定黃金的兩種方法，是依據黃金的何種性質來進行判斷﹖ 

  (A)兩者都是物理性質         (B)火燒法是依物理性質，密度法是依化學性質 

  (C)兩者都是化學性質         (D)火燒法是依化學性質，密度法是依物理性質 

12.等質量的純金和 18k 金、14k 金放入水中，何者排開的水量最多？ 

  (A) 14K 金      (B) 18K 金      (C) 純金     (D)三者一樣多 

 

13.已知假金磚中 X 金屬的含量約為 62%，黃金的含量約 38%；請由下表判斷，X 金屬最可能是哪一種﹖ 

金屬種類 黃金 銥 鎢 銀 銅 

密度(g/cm3) 19.3 22.56 19.25 10.49 8.92 

  (A)銥     (B)鎢     (C)銀    (D)銅 

14.利用高溫熔化假金磚，以分離黃金和 X 金屬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分離過程，黃金和 X 金屬均發生了化學變化     (B)黃金會較 X 金屬先熔化 

  (C)此種方法稱為蒸發結晶法        (D)此種方法稱為降溫結晶法 

 

15.如右圖，小佑以排水法測量螺絲的體積，試問該螺絲的體積為多少 cm3？ 

(A) 2.00 cm3    (B) 2.0 cm3    (C) 4.00 cm3     (D) 4.0 cm3 

16.老師將 270g 的鋁塊投入裝滿油(油的密度為 0.6g/ cm3)的燒杯中，結果溢出了 60g 的油。老師請同學對此發表推論： 

  甲生認為「鋁塊的體積為 60 cm3」，乙生認為「若將鋁塊放入裝滿水的燒杯中，則會溢出了 100g 的水」， 

  丙生認為「鋁塊的密度為 4.5 g/ cm3」，丁生認為「鋁塊的密度為 2.7g/ cm3」。 以上四人推論正確的為： 

  (A)甲丙    (B)甲乙丙    (C)乙丙    (D)乙丁 

 

17.水的密度與溫度關係圖如右，根據此圖，下列推論何者錯誤﹖ 

  (A)水結冰時，體積會膨脹           (B)冰塊會浮在水面上 

  (C)4℃的水冷卻到 1℃，體積會收縮   (D)等質量的水在 4℃時，體積最小  

 

18.小名在夜市裡看到有人在(1)一杯常溫的汽水中加了一塊乾冰，沒多久杯子上方開始冒出白色煙霧；又看到有人(2)把乖乖

放到了一杯正在冒白色煙霧的液體中販賣，老闆說那液體是液態氮。關於小名所看到的現象，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在(1)中，小名看到的現象是乾冰汽化造成的 

  (B)在(1)中，小名看到的現象是液態氮凝結造成的 

  (C)在(1)(2)中，乾冰和液態氮發生變化的過程都會吸熱 

  (D)在(1)(2)中，小名所看到的白色煙霧分別為二氧化碳和氮氣 

19.請問下列物質中，屬於混合物的有幾種?  (甲)葡萄糖  (乙)海水   (丙)空氣  (丁)二氧化錳  (戊)鮮奶 

  (A)2 種  (B)3 種 (C)4 種  (D)5 種 

鑑定純金真假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火燒，純金不會黑掉，而且冷卻之後顏色會回復；若是K金(黃金混合其他金屬)

火燒時就會因其他金屬成份變黑，冷卻後顏色也不會恢復。因為金的性質穩定，即使高溫下也不易和其他物質反應。 

    另一個鑑定純金的方法是密度法，金的密度比大多數金屬高，所以能透過密度來辨別純金真偽。只要把黃金條塊放

入水中，就能透過儀器來測量黃金密度。根據經驗，密度越高，黃金的純度也就越高。 

 

 

 

 純金 22K金 18K金 14K金 

密度 (g/cm3) 19.3 17.7~17.8 15.2~15.9 12.9 ~14.6 

    請參考上文，回答第 11~12 題： 

    2018年，中國驚傳一起假黃金詐欺案，罪犯以純度不足的金磚充當純金做抵押物，共騙取19家銀行業金融機構多達

190億元人民幣貸款。罪犯將金磚內部包裹金屬 X，使得受害者無法用普通的密度檢測儀鑑定出來。而黃金的熔點是1064

℃， X 金屬熔點在3000℃以上，利用此差異，罪犯從銀行收回抵押的假金磚後，很容易就可以將兩者分離。 

    請參考上文，回答第13~14題：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八年級 理化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 3 頁，共 4 頁 

20.曉華、小名分別進行甲、乙兩種液體質量與體積關係的研究，兩人將測量所得的數據繪製成量筒和液體

的總質量(M)和液體體積(V)關係圖如右。根據此圖，下列推論何者錯誤﹖ 

  (A)兩人使用的量筒不同             (B)甲、乙是兩種不同的液體 

  (C)甲液體的質量和體積成正比       (D)乙的密度比甲大 

 

21.如右圖所示，地球地表大氣的組成由甲、乙、丙和丁代表。下列有關各氣體性質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氣體具助燃性                  (B)乙氣體具可燃性 

  (C)將丙加壓及降溫，即可得乾冰      (D)丁在空氣中的比例會隨時間、地點變化 

22.光合作用、鋁罐變形、呼吸作用、蘋果果肉變色、紙張燃燒、糖溶於水、生米煮成飯、冰熔化、鐵

生鏽、咖啡豆磨成粉、開水沸騰、石蕊試紙變色，以上屬於物理變化者有多少種？ 

  (A) 5種    (B) 6種    (C) 7種    (D) 8種          

23.如圖，小麗利用濾紙色層分析法分析紅色彩色筆的色素組成。小麗在右邊濾紙中看到了黃色

和洋紅色顏料。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濾紙色層分析法可以用來分離混合物   (B)使用不同的溶劑，可得到不同的結果 

  (C)此法是利用物質密度不同來分離物質   (D)紅色彩色筆的墨水由黃色及洋紅色墨水組成 

 

24.小明利用下列步驟欲將食鹽與細沙分離： 

  (一) 將食鹽與細沙倒入裝有20毫升蒸餾水的燒杯中，以玻璃棒攪拌   (二) 利用濾紙將食鹽水與細沙分離 

  (三) 將過濾後之食鹽水加熱，將濾液蒸乾，得到食鹽。請問各步驟的原理，下列何者錯誤? 

  (A)在步驟(一)中，利用食鹽和細沙對水的溶解度不同。  (B)在步驟(二)中，利用食鹽水和細沙顆粒大小不同。 

  (C)在步驟(三)中，利用食鹽和水的熔點不同。  (D)鐵粉與細沙的混合物不適合用以上步驟分離。 

25.承第 24.題，如右圖，關於實驗操作的敘述，下列哪些為錯誤?   

  甲、食鹽水沿著玻棒流下，可避免食鹽水濺出。 乙、食鹽水在漏斗內的高度必須超過濾紙的高度。 

  丙、濾紙不可用水濕潤，以免影響食鹽水的濃度。  丁、濾紙撕去一角，可使濾紙更緊貼漏斗壁。 

  戊、將漏斗頸下端緊貼燒杯內壁，以免過濾中濾液濺起。 

  (A)乙丙      (B)甲丙丁      (C)乙丙戊      (D)甲乙丁戊 

                

※媽媽忙著製作豆花，吩咐小名幫忙準備糖水。已知蔗糖對水的溶解度與溫度的關係如右圖

所示，請回答第 26~29 題： 

26.小名將 200 g 的蔗糖倒入 400mL 的水中攪拌，完全溶解後，形成糖水溶液。下列關於此

糖水溶液的敘述何者錯誤？ 

  (A)糖水透明無色，所以是純物質，有固定沸點   (B)糖水溶液中的糖稱為溶質   

  (C)糖水溶液中的水稱為溶劑                   (D)糖水是糖與水均勻混合的溶液。 

27.承第 26.題，關於此糖水溶液的敘述何者正確？ 

  (A)糖水重量百分濃度為 50％            (B)如果將糖水加熱蒸發，則糖水的甜度變小  

  (C)將糖水倒掉一半，則剩下糖水的濃度也變成原來的一半     (D)如果再加入糖，仍能完全溶解，則糖水的濃度變大 

28.承第 26.題，小名決定多加一點糖到糖水中，但卻失手將 1kg 的糖全倒入了原來的糖水中，他攪拌了許久，糖水底部仍

有糖沉澱無法完全溶解。關於這杯糖水，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糖水濃度為 20%              (B)這杯糖水的溫度應該低於 70℃ 

  (C)糖水濃度為 75%              (D)這杯糖水的溫度應該高於 80℃ 

29.承第 28.題，以下哪個方法可以使糖沉澱完全溶解，並使溶液的濃度變大?(忽略水的蒸發) 

  (A)在室溫下繼續攪拌至完全溶解為止      (B)加水至沉澱完全溶解為止  

  (C)加熱至沉澱完全溶解為止              (D)降溫至沉澱完全溶解為止 

 

※曉華想利用雙氧水製備氧氣，使用裝置如下圖所示。氧氣製備反應開始後，產生的第一瓶氣體不收集，第二瓶才開始收集

。請回答第 30～31 題： 

30.有關此實驗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若不添加二氧化錳，仍可產生氧氣 

  (B)雙氧水在反應開始前就加入乙裝置內 

  (C)第一瓶的氣體不收集的原因，是最初產生的氣體並非氧氣 

  (D)此收集氣體的方法適用於對水溶解度大的氣體。 

31.曉華想接著用同樣的器材進行製備二氧化碳的實驗，關於實驗的操作下列何者錯誤？ 

  (A)從甲處加入雙氧水          (B)可以用同樣的方法收集二氧化碳 

  (C)乙裝置中要先放小蘇打粉    (D)若要確認生成的氣體是二氧化碳，可以將之通入澄清石灰水，觀察是否變混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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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經過科學家研究，濃度 75% 的酒精殺菌效果最佳，所以一般藥局賣的藥用酒精濃度就是 75%。但是新冠疫情來襲，很

多人只買到 95% 酒精。請問若要配出 500 毫升的 75% 酒精，需要取多少毫升的 95% 酒精進行稀釋？ 

  (A) 500 X 75%     (B) 500 X 95%     (C) 500 X 75% ÷ 95%     (D) 500 X 75% X 95% 

 

    工業革命之前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為 290 ppm，2020 年全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平均值則達到 412.5 ppm，而二氧化

碳為主要溫室效應氣體之一，對氣候有著一定的影響。專家估計，自工業革命累積至 2011 年的溫室氣體有 2.4℃ 的增

溫能力，較當年實際觀測到的暖化狀況高出 1.5℃，推測是因為被排放至大氣中的溫室氣體約四分之三被海洋和植物吸收

了。 

    大氣中二氧化碳會溶於海水中，而部分溶解於海洋的二氧化碳會形成碳酸，使海洋「酸化」，對很多海洋物種產生影

響，進而破壞海洋生態系統。海洋生態系統一旦受損，則會直接減弱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 

    請參考上文，回答第 33~35題： 

 

33.「2020年全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平均值則達到 412.5 ppm」關於以上敘述中二氧化碳濃度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 1 公斤的空氣中含有 412.5mL 的二氧化碳   (B) 1m3的空氣中含有 412.5mL 的二氧化碳 

  (C) 1 L 的空氣中含有 412.5mL 的二氧化碳     (D) 1m3的空氣中含有 412.5mg 的二氧化碳 

34.關於「二氧化碳會溶於海水中，而部分溶解於海洋的二氧化碳會形成碳酸」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是二氧化碳的三態變化           (B)是化學變化  

  (C)碳酸是液態的二氧化碳           (D)海水水量越大，則二氧化碳對海水的溶解度也愈大 

35.因為全球氣候變遷造成海水溫度上升，就你所學，海溫上升可能造成的影響下列何者錯誤? 

  (A)海水體積膨脹，海平面上升                    (B)溶在海水中的氧氣減少，影響海洋生態  

  (C)能溶解更多的二氧化碳，減緩全球暖化的速率    (D)使北極海冰熔化，海冰覆蓋範圍減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