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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美複製小考題（共 20 題，每題 2 分） 

1. 下列關於臭氧的敘述，何者錯誤？  

(A)只存在於平流層中 (B)具有刺激性氣味 (C)具有毒性 (D)化學式為 O3。 

2. 下列何者不是對流層的特性？  

(A)有明顯的溫度隨高度遞減 (B)水氣對流旺盛 (C)大氣的運動產生天氣現象 (D)天氣較穩定，少有變化。 

3. 大氣中含量最多的氣體是下列何者？ (A)氧氣 (B)氮氣 (C)二氧化碳 (D)氬氣。 

4. 大氣在垂直方向上可分為對流層、平流層、中氣層和增溫層，此四層是依據下列何種性質區分的？  

(A)氣壓變化 (B)溫度變化 (C)臭氧含量變化 (D)水氣含量變化。 

5. 大氣的成分中，下列哪一種氣體最不會隨著時間、地點或人類活動而改變所占比例？  

(A)臭氧 (B)二氧化碳 (C)氮氣 (D)水氣。 

6. 關於水氣飽和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水氣不斷進入空氣中，易使水氣達到飽和  

(B)未飽和的空氣會因氣流下沉而達到飽和 (C)定溫下，一定體積內容納水氣達最大量為水氣飽和  

(D)夜間因接近地面的輻射冷卻，易使水氣達飽和而凝結成霧。 

7. 有關高氣壓中心附近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多陰雨天氣 (B)在地面空氣會由中心向外流動  

(C)在北半球空氣為逆時針方向流出 (D)高空的氣壓較地面高。 

8. 若以 P 代表空氣中實際水氣的含量，以 Q 代表同溫度下飽和水氣的含量，則空氣的相對溼度該如何表示？  

(A)（Q－P）×100％ (B)（Q÷P）×100％ (C)（P×Q）×100％ (D)（P÷Q）×100％。 

9. 下列何者為雲形成的主要原因？ (A)空氣上升體積膨脹、溫度下降，使空氣中的水氣含量達到飽和  

(B)高空中的空氣流動較快，有利水氣的聚集 (C)水氣在高空中產生，所以在高空中容易飽和  

(D)氣流上升時，因空氣分子間摩擦生熱，溫度升高，使水氣含量提高。 

10. 下列何者是氣象學中氣壓常用的單位？  

(A)公斤重∕平方公尺(kgw/m2) (B)公克重∕平方公分(gw/cm2) (C)公分水銀柱(cmHg) (D)百帕(hPa)。 

11. 為何鋒面常常是下雨的雲雨帶？  

(A)因為冷空氣及暖空氣都會被抬升，都會造成下雨  (B)因為鋒面處的氣壓上升  

(C)因為冷空氣被抬升         (D)因為暖空氣被抬升。 

12. 下列哪一種天氣系統是冷、暖空氣勢力相當，鋒面近似滯留所造成？  

(A)颱風 (B)寒流 (C)梅雨 (D)西南季風。 

13. 臺灣在冬天，因受到蒙古大陸氣團的影響，所以盛行的風為何？  

(A)東南風 (B)東北風 (C)西南風 (D)西北風。 

14. 有關太平洋暖氣團以及蒙古大陸冷氣團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前者為低氣壓，後者為高氣壓 (B)前者為高氣壓，後者為低氣壓 (C)兩者皆為高氣壓 (D)兩者皆為低氣壓。 

15. 下列何者不是冷鋒過境後所伴隨的天氣變化？ (A)氣溫下降 (B)風向改變 (C)天氣轉晴 (D)風速增強。 

16. 有關颱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臺灣在夏、秋兩季常有颱風來襲    (B)颱風是高氣壓系統，狂風挾帶暴雨  

(C)愈靠近颱風中心附近，強風暴雨愈明顯  (D)颱風的路徑不同會對臺灣不同的地區帶來災害。 

背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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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臺灣的梅雨季節大約是在國曆幾月？ (A) 3、4 月 (B) 5、6 月 (C) 7、8 月 (D) 11、12 月。 

18. 在哪一個條件下，將使颱風的威力逐漸增強？  

(A)颱風登陸地勢崎嶇的島上 (B)颱風進入廣大的陸地上 (C)颱風進入寒冷地區 (D)颱風徘徊在溫暖的海洋上 

19. 臺灣的乾旱通常是在什麼情況下最先要提出預警？  

(A)今年的颱風帶來少量雨水時  (B)今年的梅雨期來得太早時  

(C)今年的寒流來得多時   (D)連續五年沒有乾旱時。 

20. 形成颱風所需的能量大多來自下列何者？  

(A)植物行光合作用    (B)水氣凝結時所釋放的能量  

(C)海面上溫室氣體保留的能量  (D)氣體分子摩擦所產生的能量。 

 

二、單選題（共 10 題，每題 2 分） 

21. 地面天氣圖上除了一條條的等壓線外，尚可看到「Ｈ」的符號，請問「Ｈ」符號是表示？  

(A)高氣壓中心 (B)低氣壓中心 (C)颱風中心 (D)鋒面中心。 

22. 下列哪一項不是關於「天氣」的敘述？ (A)每年大約有 3～4 個颱風襲擊台灣 (B)昨天半夜突然一陣大雨 

(C)今天白天的氣溫高達 36℃ (D)今天下午一場午後雷陣雨。 

23. 在對流層中，氣溫和氣壓隨高度增加的變化如何？  

(A)皆隨高度增加而升高        (B)皆隨高度增加而降低  

(C)氣溫隨高度增加而降低，氣壓隨高度增加而升高  (D)氣溫隨高度增加而升高，氣壓隨高度增加而降低。 

24. 下列那一種大氣層內的氣體會隨時間、地點而改變，而且對天氣變化有重要的影響？  

(A)氮氣 (B)水氣 (C)臭氧 (D)二氧化碳。 

25. 若地面上有一團未飽和密閉空氣，在此團空氣上升的過程中，下列哪一項數值會隨高度而變小？  

(A)氣溫 (B)相對溼度 (C)水氣量 (D)體積。 

26. 下列關於地面天氣圖與氣壓的概念，試問哪項是錯誤的？  

(A)若某地的氣壓值較周圍低，則該地為高氣壓區   (B)所謂的風就是因氣壓差所產生的空氣流動現象  

(C)地面天氣圖上同一等壓線經過的地方，氣壓值都相同 (D)地面天氣圖上等壓線愈密的地方、風速愈快。 

27. 附圖是位於北半球某處的地面天氣圖，則甲地的空氣水平氣流方向為何？  

(A) ↖ (B) ↘ (C) ↗ (D) ↙ 

 

28. 下列哪個狀況較不易降雨？  

(A)高氣壓壟罩 (B)冷鋒過境後 (C)暖鋒過境前 (D)颱風襲擊。 

29. 颱風的形成需要充足的水氣與足夠熱量的供給。下列何處最容易形成颱風？  

(A)赤道附近的海洋性高氣壓系統 (B)格陵蘭島旁北冰洋上的低氣壓系統  

(C)菲律賓東方太平洋海面上的低氣壓系統 (D)南美洲熱帶雨林上的低氣壓系統。 

30. 拿太平洋西岸的颱風與太平洋東岸的颶風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A)颱風是熱帶性低氣壓、颶風是熱帶性高氣壓 (B)颱風逆時針旋轉，颶風順時針旋轉  

(C)颱風在海上形成，颶風在陸地上形成 (D)颱風形成後會往亞洲陸地前進，颶風形成後會遠離北美洲陸地。 

次頁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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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題組題（共 20 題，每題 2 分） 

◎附圖是大氣層的溫度隨高度變化示意圖，依圖回答下列問題： 

 

31. 哪一層最容易下雨？  

(A)甲 (B)乙 (C)丙 (D)丁。 

32. 臭氧濃度在哪一個高度最高？  

(A)甲 (B)乙 (C)丙 (D)丁。 

33. 在高緯度地區可見的極光現象多半是發生在哪一層內？ 

(A)甲 (B)乙 (C)丙 (D)丁。 

 

 

34. 甲、乙、丙、丁各層中，含量最多的氣體為何？  

(A)甲－氮氣、乙－氮氣、丙－氮氣、丁－氮氣 (B)甲－氮氣、乙－臭氧、丙－氬氣、丁－氧氣  

(C)甲－氧氣、乙－氧氣、丙－氧氣、丁－氧氣 (D)甲－氧氣、乙－氮氣、丙－臭氧、丁－水氣。 

35. 下表是使用探空氣球綁住氣象儀器上升的過程中，所測到的溫度。試問丙、丁的交界處位於何處？  

(A)地表～ㄅ之間 (B)ㄆ、ㄇ之間 (C)ㄈ、ㄉ之間 (D)ㄊ、ㄋ之間。 

距地面高度(KM) 0 ㄅ ㄆ ㄇ ㄈ ㄉ ㄊ ㄋ ㄌ 

測量之氣溫(℃) 25.4 18.5 12.1 0 -26 -40 -53 -45 -40 

 

◎附圖是 2015 年 8 月在西北太平洋區域形成的第 13 號颱風-蘇迪勒的颱風路徑圖，請依圖回答下列問題： 

 

36. 請問蘇迪勒颱風在 8 月 1 日時在大氣分層中的

哪一層形成？  

(A)中氣層 (B)平流層 (C)增溫層 (D)對流層。 

37. 蘇迪勒颱風在 8 月 9 日時，進入中國陸地而逐

漸減弱消散，以下何者是颱風減弱的可能原

因？  

(A)陸地水氣不足   (B)陸地摩擦力減少  

(C)變成大陸性冷氣團  (D)科氏力消失。 

38. 當蘇迪勒颱風中心位置位於圖中甲處時，下列

何地的累積雨量最多？  

(A)台北 (B)宜蘭 (C)澎湖 (D)台南。 

39. 蘇迪勒颱風的颱風眼於 8 月 8 日時通過台灣中部地區，在颱風眼通過前後，該地的氣壓有何變化？ 

(A) 

 

(B) 

 

(C) 

 

(D) 

 

40. 當蘇迪勒颱風中心位置位於圖中乙處時，則可能會看到以下哪種天氣現象？  

(A)台灣東北部背風面出現豪大雨  (B)台灣西南部迎風面出現焚風現象  

(C)颱風眼處風雨交加     (D)颱風穿過台灣中央山脈後，威力減弱不少。 背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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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是北半球的地面天氣圖，圖中的甲、乙、丙、丁、戊、己是位於地表的六處地點，依圖回答下列問題： 

 

41. 由甲處沿虛線到丁處的氣壓變化為何？  

(A)逐漸下降 (B)逐漸上升 (C)先降後升 (D)先升後降。 

42. 下列何處的天氣狀況最好？  

(A)甲 (B)丙 (C)戊 (D)己。 

43. 下列何處的風速最快？  

(A)乙 (B)丙 (C)丁 (D)戊。 

44. 圖中沒有出現的鋒面系統是？  

(A)冷鋒 (B)暖鋒 (C)滯留鋒。 

 

45. 以下選項中的風向示意圖，何者符合丙處的情形？  

(A) 

 

(B) 

 

(C) 

 

(D) 

 

 

◎附圖是影響台灣天氣變化的兩大氣團，依圖回答下列問題： 

46. 以下關於這兩個氣團的性質描述，何者正確？  

(A)甲氣團：寒冷潮濕 (B)甲氣團：溫暖乾燥  

(C)乙氣團：溫暖潮濕 (D)乙氣團：寒冷乾燥。 

47. 東亞地區獨有的季風氣候，是指在冬、夏兩季風向改變

的現象。試問冬天時的季風情形，主要是由哪一個氣團

所引發產生？ (A)甲氣團的順時針向外風向  

(B)甲氣團的順時針向內風向 (C)乙氣團的逆時針向

外風向 (D)乙氣團的順時針向內風向。 

48. 以下選項中的氣壓與風向示意圖，何者符合乙氣團的情形？  

(A) 

 

(B) 

 

(C) 

 

(D) 

 

49. 每到春末夏初之際，台灣會發生不斷下雨的現象，我們將其稱為梅雨。當梅雨發生時，甲、乙兩氣團的威力強

弱比較為何？ (A)甲＞乙 (B)甲＜乙 (C)甲＝乙。 

50. 承上題，此時會在台灣附近出現的天氣系統為下列何種圖示？ 

 

 

  

 

(A) 

 

(B) 

 

(C) 

 

(D) 

 

試題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