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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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模一樣樣小考題（共 20 題，每題 2 分） 

1. 下列有關「板塊」的敘述，何者正確？甲.陸地和海洋都是在獨立的不同板塊上；乙.同一板塊上可能同時有海

洋和陸地；丙.板塊交界大多位於海溝或中洋脊處，而非海陸交界；丁.板塊的形狀與大小是不會改變的。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2. 根據板塊運動學說，固體地球的表面有許多「板塊」，板塊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許多地質現象。一般相信板塊

厚約一百公里左右，請問這是如何測得的？  

(A)鑽井探測 (B)在礦坑中發現 (C)撈取海底標本 (D)以地震波判斷。 

3. 厚重的板塊運動是需要動力的，則地球上的板塊移動的動力應該為下列何者？  

(A)軟流圈熱對流的力量 (B)大氣運動的力量 (C)地球自轉的力量 (D)洋流流動的力量。 

4. 地質學家研究，非洲東部的「東非裂谷」正在分裂當中，分裂結果海水將會進入其中，將非洲大陸分隔開來，

形成另外一個海洋。究竟此處的地質構造為何，才會導致這種結果？  

(A)位於張裂性板塊交界，地函熱對流上升  (B)位於張裂性板塊交界，地函熱對流下降  

(C)位於聚合性板塊交界，地函熱對流上升  (D)位於聚合性板塊交界，地函熱對流下降。 

5. 在一斷層構造中，若斷層面上方的岩石沿著破裂面往下滑動，此稱為：  

(A)正斷層 (B)逆斷層 (C)左移斷層 (D)右移斷層。 

6. 深源地震發生的位置大多是在：  

(A)陸地中央 (B)海洋中央 (C)板塊聚合處 (D)板塊張裂處。 

7. 某日新聞報導說：「集集鎮的地底下，深約 40 公里發生規模 6.5 的地震。」請問這裡的集集鎮指的是？  

(A)淺源地震 (B)震源 (C)震央 (D)地震深度。 

8. 關於褶皺和斷層此兩種地質構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斷層可於地表附近形成，但褶皺不可  (B)產生褶皺時岩層並無破裂，但斷層有之  

(C)破裂面兩側的岩層發生相對移動為斷層  (D)斷層是岩層受力的結果，但褶皺不是。 

9. 花東縱谷是哪兩塊板塊的交界處？  

(A)歐亞板塊、太平洋板塊   (B)印澳板塊、菲律賓海板塊  

(C)歐亞板塊、菲律賓海板塊  (D)菲律賓海板塊、太平洋板塊。 

10. 龜山島位於哪個板塊上面？  

(A)歐亞板塊 (B)印澳板塊 (C)菲律賓海板塊 (D)太平洋板塊。 

11. 關於臺灣附近海底地形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臺灣東、西兩側海底地形相似   (B)在臺灣東部的太平洋沒有海溝  

(C)臺灣東部及東南部海域均有島弧   (D)臺灣海峽的平均深度比太平洋深。 

12. 臺灣主要的變質岩區集中在下列何處？  

(A)中央山脈東側 (B)大屯火山群 (C)海岸山脈 (D)西部平原區。 

13. 地層中化石的功能不包括？  

(A)可藉此比對相隔兩地的地層是否為同時代堆積  (B)可提煉出石油與天然氣  

(C)可藉此了解當時的沉積環境       (D)可劃分地質時代。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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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科學家組成的探險隊曾經在 6 千多公尺高的喜馬拉雅山山坡上找到了二億年前的菊石化石，證明此地當時是

何種沉積環境？  

(A)中生代的海洋環境 (B)中生代的陸地環境 (C)古生代的海洋環境 (D)古生代的陸地環境。 

15. 古生代與中生代的分界是以哪事件為標準？  

(A)三葉蟲滅絕 (B)菊石出現 (C)大象出現 (D)鳥類繁衍。 

16. 附圖為某地的地質剖面圖，甲、乙表示兩個不同的火成岩脈。則下列關於

該地質剖面圖的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A)砂岩堆積時間早於乙岩脈入侵 (B)頁岩堆積時間早於丙斷層  

(C)丙斷層發生時間早於戊侵蝕面 (D)甲岩脈入侵發生時間早於乙岩脈。 

17. 光走一年的距離為 9.46× 1012公里，天狼星距地球約 8.7 光年，由此可知光從天狼星到地球需多少年？  

(A) 8.7 年 (B) 8.7× (9.46× 1012)年 (C) 8.7/(9.46× 1012)年 (D) (9.46× 1012)/8.7 年。 

18. 關於銀河系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太陽系位於銀河系的中心  

(B)在銀河系外由側面觀察銀河系時，可以看到亮的部分結構有如扁平而中央凸起的圓盤，類似荷包蛋  

(C)銀河系內的恆星都是繞著太陽系旋轉 (D)銀河系內恆星的分布很均勻。 

19. 關於太陽系中「類地行星」與「類木行星」的比較，下列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  

(A)類木行星的平均密度大於類地行星  (B)類地行星的體積大於類木行星  

(C)類地行星的質量小於類木行星   (D)類地行星與太陽的距離大於類木行星與太陽的距離。 

20. 下列為太陽系的行星，請問哪一顆行星的質量最大？  

(A)土星 (B)水星 (C)木星 (D)金星。 

 

二、單一選擇題（共 8 題，每題 2 分） 

21. 附圖是某處的地震斷層示意圖，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丙是震源，甲是震央，地震深度為 50 公里  

(B)丙是震源，乙是震央，地震深度為 40 公里  

(C)甲是震源，丙是震央，地震深度為 50 公里  

 (D)乙是震源，丙是震央，地震深度為 40 公里。 

22. 大多數地震發生的原因為何？  

(A)地球自轉離心力引發震動  (B)岩層受力斷裂，釋放能量並產生波動  

(C)地底下的岩漿冷卻收縮所致  (D)地下真的養了一頭牛，地牛翻身導致。 

23. 美國影集中的英雄角色－閃電俠，因在一場意外當中被閃電擊中，而獲得能以光速奔跑的能力，若閃電俠以光

速跑了一光年，大概要花多久時間？（光速：30 萬 KM/S）  

(A)一秒鐘 (B)一年 (C)一光年 (D)十兆秒鐘。 

24. 太陽系的類地行星之中，質量與體積最大的是哪一顆行星？   

(A)太陽 (B)木星 (C)地球 (D)火星。 

25. 附圖是下列哪一項地質構造？  

(A)向斜 (B)背斜 (C)正斷層 (D)逆斷層。 

 

次頁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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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台灣何處可以打卡標記板塊邊界？ #板塊邊界 #地震 #板塊構造學說  

(A)大屯火山 (B)中央山脈 (C)花東縱谷 (D)海岸山脈。 

27. 下列何者為正確的天文觀念？  

(A)月球不繞著太陽公轉，所以不算是太陽系的成員  (B)我們所在的星系稱為太陽系  

(C)恆星跟行星一樣，都會繞著其他天體公轉   (D)類木行星的密度皆大於類地行星。 

28. 太陽系的成員包括為數不少的小行星，其中的主要小行星帶位於哪兩者之間？  

(A)地球與太陽之間 (B)類地行星與類木行星之間 (C)海王星與冥王星之間 (D)雙子座與金牛座之間。 

 

三、題組題（共 22 題，每題 2 分） 

◎附圖為板塊構造運動示意圖，甲、乙、丙、丁分別代表四個地點。依據此圖回答下列問題： 

 

29. 圖中何處的岩石成分與其他三處不同？  

(A)甲處 (B)乙處 (C)丙處 (D)丁處。 

30. 板塊構造學說中的板塊指的是何者？  

(A)地殼 (B)岩石圈 (C)軟流圈 (D)岩石圈＋軟流圈。 

31. 地質學家若想要採集安山岩標本，到何處最有機會發現？  

(A)甲處 (B)乙處 (C)丙處 (D)丁處。 

32. 甲、乙、丙、丁四處岩石的地質年齡排序，以下何者最正確？  

(A) 

 

(B) 

 

(C) 

 

(D) 

 

 

◎附圖為台灣的板塊構造示意圖，依據此圖回答下列問題： 

33. 甲、乙、丙分別是什麼板塊？   

(A)甲：歐亞板塊、乙：菲律賓海板塊、丙：菲律賓海板塊  

(B)甲：菲律賓海板塊、乙：歐亞板塊、丙：歐亞板塊  

(C)甲：歐亞板塊、乙：菲律賓海板塊、丙：歐亞板塊  

(D)甲：菲律賓海板塊、乙：太平洋板塊、丙：歐亞板塊。 

34. 台灣附近的四處離島，哪一處的主要組成岩石成分與其他三處不同？ 

(A)澎湖群島 (B)龜山島 (C)綠島 (D)蘭嶼。 

35. 同樣這四處離島，以下哪兩處位於同一個板塊上？  

(A)澎湖群島、蘭嶼 (B)綠島、龜山島 (C)澎湖群島、龜山島 (D)龜山島、蘭嶼。 

36. 以下哪個地質現象不會出現甲、丙的板塊邊界附近？  

(A)火山 (B)海溝 (C)隱沒帶 (D)裂谷。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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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是某地的地質構造剖面，請依照圖中的化石及地質構造來判斷以下問題： 

37. 圖中的斷層是下列哪一種斷層？  

(A)受張力作用形成的正斷層  (B)受壓力作用形成的逆斷層  

(C)受張力作用形成的逆斷層  (D)受壓力作用形成的正斷層。 

38. 關於火成岩侵入形成岩脈的時間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一定在古生代   (B)一定在中生代  

(C)一定不在古生代  (D)一定不在中生代。 

39. 以下地層先後順序的排序何者正確？  

(A)砂岩→礫岩→頁岩→斷層→火成岩脈 (B)頁岩→礫岩→砂岩→斷層→火成岩脈  

(C)砂岩→礫岩→頁岩→火成岩脈→斷層 (D)頁岩→礫岩→砂岩→火成岩脈→斷層。 

40. 關於圖中礫岩地層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在侵蝕基準面以上形成    (B)形成時間在新生代  

(C)沒有化石的原因是被侵蝕掉了  (D)是大顆粒的沉積岩。 

 

◎附圖為全球板塊分布示意圖，其中甲處是位於南美洲西側的板塊邊界、乙處是位於大西洋中間的板塊邊界、丙處

是位於印度洋上的板塊邊界、丁處是位於印度與中國之間的板塊邊界、戊處是位於臺灣旁的板塊邊界。依據此圖回

答下列問題： 

 

41. 下列哪一個板塊邊界的板塊運動形式與其他處不同？  

(A)甲處 (B)乙處 (C)丁處 (D)戊處。 

42. 在板塊邊界上，經常會出現許多地質活動，但是以下哪個地質活動沒辦法在圖中五處板塊邊界上都看得到？  

(A)地震活動 (B)斷層錯動 (C)火山爆發 (D)軟流圈熱對流。 

43. 科學家經過海洋鑽探研究丙處的岩石，發現大多為玄武岩。試問以下哪個圖形最適合來解釋丙處的板塊運動？  

(A) 

 

(B) 

 

(C) 

 

(D) 

 

 

 

 

次頁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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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是太陽系內部分星體的軌道示意圖（未按實際比例繪製），虛線代表各自的公轉軌道。 

依據此圖回答下列問題： 

44. 因為各天體的公轉軌道皆不同，因此之間的距離也會有所改變，試問下

列哪兩個天體相距最遠時的距離最長？  

(A)金星與地球 (B)金星與月球 (C)水星與地球 (D)太陽與月球。 

45. 在地球上的午夜時分，是沒有辦法看到水星與金星的，試推論原因為

何？  

(A)水星與金星被月球遮住 (B)水星與金星皆為行星，不會發光  

(C)水星與金星的公轉軌道在地球內側 (D)水星與金星距離地球太遠。 

46. 下列哪個天體的主要組成物質與其他三者不同？  

(A)太陽 (B)水星 (C)金星 (D)地球。 

 

◎附圖為某處的板塊邊界與海陸分布示意圖，依據此圖回答下列問題： 

 

47. 圖中至少有幾個不同的板塊？  

(A) 2 塊 (B) 3 塊 (C) 4 塊 (D) 5 塊。 

48. 以下哪兩處在同一個板塊之上？  

(A) X、Y (B) Y、Z (C) Z、Q (D) Q、R。 

49. 圖中左方 X、Y 之間的板塊邊界上的地質活動，最可能是以下哪一種情況？  

(A)巨大的褶皺山脈 (B)深不見底的海溝 (C)有淺源地震也有深源地震的地震區 (D)連綿不絕的海底火山。 

50. 圖中右下方 Q、R 之間的板塊邊界，地震的深度分布最接近下列何圖？（黑點表示震央位置，黑點越大代表

震源越深）  

(A) 

 

(B) 

 

(C) 

 

(D) 

 

 

試題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