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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南一版八下 第一章及第二章  ＞ 

【劃卡代號：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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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0 題，每題 3 分，第 21~36題，每題 2.5分，滿分 100 分 

※ 常見元素原子量: Ca=40, Na=23, Cl=35.5, H=1, O=16, N=14, S=32 

單選題 

1. 以下化學式(或學名)與俗稱之配對，何者正確? 

  (A)  NaCl : 鹽酸           (B)  HCl : 雙氧水 

  (C) 過氧化氫 : 小蘇打     (D) 次氯酸鈉 : 漂白水 

 

2. 小瑩發現泡麵的包裝上標示成分含有維他命 E，添加維他命 E 的主要目的為何？  

(A) 為現代人增添營養  (B) 增添麵食好色澤  (C) 延長保存防止腐壞 (D) 幫助食品維持乾燥 

 

3. 有關原子量和分子量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原子量沒有單位 (B)週期表上原子量均為整數 (C)分子量即組成分子之所有原子的原子量總和  

(D)原子量是以碳-12 為基準的原子比較質量 

 

4. 圖(一)為幾種物質的示意圖，若用乙圖代表水分子(H2O)，則      圖(一) 

   (A) 甲物質的化學式為 O3      (B) 乙的分子量為 12 

   (C) 氫氣可以用      為圖示   (C) 氧氣可以用      為圖示。 

5. 承上題，若已知丁的分子量為 28，則 1 個丙分子與 1 個丁分子的質量比為 

  (A) 31 : 14   (B) 17 : 14   (C) 31 : 28   (D) 17 : 28 

 

6. 日常生活中 1 打代表數量 12，化學上 1 莫耳代表數量 

  (甲) 約 6×1023 個  (乙) 12g 的任何物質 (丙) 恰 6×1023 個  (丁) 12g 的 12C 所含原子數量 

  (A) 乙丙   (B) 甲乙   (C) 丙丁   (D)甲丁 

 

題組(一) 

以下為課本實驗(Ⅰ)步驟 : 

 

 

 

 

 

 

 

 

7. A 組同學依步驟進行實驗所得三次秤量質量結果，以下何者最合理?  

(A) 109.70 g,  109.70 g,  109.70 g    (B) 109.70 g,  110.10 g,  119.70 g   

(C) 109.70 g,  108.70 g,  107.70 g    (D) 109.70 g,  119.70 g,  100.70 g 

 

8. 在步驟(2)中，錐形瓶傾倒兩種溶液混合時，所見情形何者正確 ? 

  (A) 立刻產生白色物質，且當錐形瓶恢復正立桌面時，明顯分為上下兩層 

  (B) 整個溶液呈現白色混濁，白色固體物質為碳酸鈣 

  (C) 立刻產生氣泡，同時出現白色混濁物 

  (D) 緩慢產生氣泡，氣泡為二氧化碳氣體 

 

(1)量取 20 mL 的碳酸鈉 

溶液，倒入錐形瓶內， 

再取一支內裝 5 mL 

氯化鈣溶液的試管， 

放入錐形瓶內， 

將橡皮塞塞緊， 

並以電子天平量取 

總質量。 

(2)將錐形瓶傾倒， 

使瓶中兩種溶液 

混合，觀察並記錄 

反應情形。再將 

錐形瓶放回天平， 

記錄其總質量 

(3) 

取下橡皮塞， 

將錐形瓶及 

橡皮塞一同放置 

電子天平上， 

觀察並記錄 

其總質量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 八年級 理化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 2 頁，共 5 頁 

 

 

12. 取兩個等重的容器，分別放等重的鋼絲絨及碳粉，懸吊在槓桿兩端，並使其平衡。將兩端的鋼絲絨及碳粉 

   點火燃燒，如圖(二)，將可觀察到何種現象?  

   (A) 可明確驗證質量守恆定律    (B) 鋼絲絨端向下傾斜 

   (C) 碳粉端向下傾斜            (D) 兩端結果恰可支持拉瓦節的「燃素說」 

                                                                 圖(二) 

 

13. 經查週期表發現碳與鎂原子量分別為 12 與 24，則 

(A)  24 g 鎂原子的數量約是 12 g 碳原子數量的 2 倍 

(B) 氧原子與碳原子質量比為 4 : 3，則氧原子與鎂原子質量比為 8 : 3 

(C) 一莫耳碳原子質量是一莫耳鎂原子質量的 2 倍 

(D) 一個碳原子與一個鎂原子的質量比為 1 : 2 

題組(二) 

依照課本實驗步驟進行實驗(Ⅱ) 

 

 

 

 

 

 

 

9. 如右是 B 組同學進行實驗(Ⅱ)所得實驗數據 :  (1) 166.20 g ,  (2) 165.90 g ,  (3) 165.71 g  

  同學們七嘴八舌討論著實驗所觀察，以下哪些 同學所提較合理 ? 

  (甲) 反應前後質量應該不變，而且蓋了蓋子，一定是讀錯，應直接將(2)及(3)均改為 166.20g 就好了 

  (乙) 反應時，有氣體產生的化學變化不會遵守質量守恆定律 

  (丙) 沒打開瓶蓋質量便減少，也許寶特瓶蓋未能完全旋緊 

  (丁) 傾倒寶特瓶時有氣泡產生，根據理論，此氣泡為二氧化碳 

  (A) 甲丁 (B) 乙丁 (C) 丙丁 (D) 乙丙丁 

 

老師指導同學改用以下裝置重複上述實驗，進行實驗(Ⅲ)  

 

 

 

 

 

 

 

10. 由實驗結果下列推論最不合理 ? 

  (A) 此實驗裝置密閉性較實驗(Ⅱ)中的寶特瓶佳 

  (B) 約有 0.5 g 氣體逸散，則表示大約共有 0.5 g 的 CaCO3 及 HCl 參與反應 

  (C) 若改用如實驗(Ⅰ)中，錐形瓶加橡皮塞的裝置，有橡皮塞彈出甚至瓶子爆裂的可能 

  (D) 產物中必有含 Ca 原子的物質 

11. 反應後錐形瓶溫度略為上升，表示 

  (A) 錐形瓶吸熱升溫，而此化學反應為放熱反應 

  (B) 錐形瓶吸熱升溫，而此化學反應為吸熱反應 

  (C) 錐形瓶放熱升溫，而此化學反應為放熱反應 

  (D) 錐形瓶放熱升溫，而此化學反應為吸熱反應 

將碳酸鈣粉 

置入氣球中， 

再將鹽酸溶液 

倒入錐形瓶中， 

將氣球套在瓶口 

如圖所示，量得總質量 : 

(1)256.07g    

將氣球中碳酸鈣粉 

加入錐形瓶中， 

立刻見到有氣泡產生 

且氣球膨脹，如圖所示，， 

量得總質量 : 

(2)256.05g    

將套在瓶口的氣球 

取下，置於錐形瓶旁， 

一同放在天平上， 

如圖所示， 

量得總質量 : 

(3)255.55g    

空寶特瓶內加入 1 g 碳酸鈣粉末， 

再加入 10 mL 水， 

將裝有 10 mL 鹽酸的試管， 

以鑷子輕輕斜放入寶特瓶內， 

並將瓶蓋轉緊以電子天平量得 

總質量 : 

(1)      g    

將寶特瓶傾倒， 

使鹽酸與碳酸鈣 

反應，觀察反應 

並將整個寶特瓶 

放回天平， 

再次秤量總質量 : 

(2)      g    

旋開寶特瓶蓋， 

將寶特瓶及瓶蓋 

一同放置天平上， 

並量得總質量 : 

(3)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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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關如下平衡化學反應方程式的意義，何者正確 ? 

    2NaOH + H2SO4 → Na2SO4 + 2H2O 

  (A) 不用再做實驗，反向反應 : Na2SO4 + 2H2O →2NaOH + H2SO4 必然成立 

  (B)  0.2 莫耳 NaOH 和 0.2 莫耳 H2SO4 反應，可得 0.2 莫耳 Na2SO4 

  (C)  NaOH 與 H2SO4 恰完全反應的質量比為 2︰1 

  (D)  4 莫耳 NaOH 和 3 莫耳 H2SO4 反應，可得 2 莫耳 Na2SO4 

 

15. 以下何者一個分子的質量最大? 

  (A) H2O   (B) NH3    (C) CO2    (D) O3 

 

16. 取 1 莫耳 CaCO3 

   (A) 其質量 100 g，且其中含鈣原子 40 g 

   (B) 約有 100 個分子，且其中含 500 個原子 

  (C) 約有 6×1023 個分子，共含 1.8×1022 個氧原子 

   (D) 約含 1 莫耳臭氧分子(O3) 

 

17. 以下何者含有最多原子數目? 

   (A) 12 g 鑽石       (B) 12 g 石墨      (C) 12 g 氫氣       (D) 12 g 臭氧 

 

題組 (三) 
實驗(Ⅳ) 

取鎂粉、鋅粉及銅粉置於燃燒匙，在酒精燈火焰上燃燒， 

 
18. 有關燃燒及其產物的敘述何者錯誤 ? 

(A) 三者中，鎂粉與氧氣進行最劇烈的氧化還原反應 

(B) 三者燃燒過程，只有銅粉和氧氣同時進行氧化及還原反應 

(C) 鋅的氧化物質地緻密形成於表面，使內部常仍有未氧化的鋅粉 

(D) 鎂的氧化物可溶於水，且水溶液呈鹼性 

19. 請預測以下混合物置於大試管中加熱，何項兩者間不會 有氧化還原反應發生 

(甲) 銅粉與鋅粉  (乙) 銅粉與氧化鋅粉  (丙) 鎂粉與氧化銅粉  (丁) 鋅粉與氧化鎂粉 

(A) 只有甲乙       (B) 只有丙丁        (C) 只有甲乙丁        (D) 只有丙 

20. 上題(甲)~(丁)選項中，何者相當危險，請勿在試管中加熱以免爆裂 ?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21. 以下對日常生活中的化學現象之敘述何者有誤 ？ 

   (A) 光合作用、漂白作用及呼吸作用，均牽涉到氧化還原反應 

   (B) 食品包裝內常附的脫氧劑(主成分為鐵粉)，是利用鐵氧化以減少包裝內的氧氣量 

   (C) 雙氧水、漂白水是透過其所產生之氧化作用，而達到漂白紙張、衣物的目的 

   (D) 泡麵添加維生素 E(天然抗氧化劑)，目的是利用維生素 E，直接將已經氧化的泡麵還原 

 

22. 實驗時不慎引燃大量的鈉，以下何種方式可以滅火 ? 

 (A) 消防砂覆蓋             (B) 使用產生二氧化碳的滅火器 

 (C) 大量灌水               (D) 以大量氧化鋅固體覆蓋 

 

23. 小弘在一份資料上見到有關「水煤氣」的說明︰ 

  「水煤氣」是含有一氧化碳和氫氣的燃燒燃料。「水煤氣」生產的原理很簡單。將水蒸汽強制通過熾熱或白熱 

   的碳基燃料，產生以下反應： H 2 O + C → H 2  + CO 

   有關此反應，以下敘述何者為正確判斷? 

  (A) 碳原子發生氧化反應，水發生還原反應   (B) 水發生氧化反應，碳原子發生還原反應 

  (C) 水與碳原子皆發生氧化反應              (D) 水與碳原子皆發生還原反應 

https://zhtw.eferrit.com/%E5%A6%82%E4%BD%95%E8%A3%BD%E9%80%A0%E6%B0%AB%E6%B0%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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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五) 
已知 過氧化氫(H2O2) 分解可製造氧氣和水，小瑩取得 10%的雙氧水欲利用上學期課本出現過的製氧方法， 

製備 6.4 g 的氧氣， 

26. 請計算需準備 H2O2 多少莫耳，才能製得所需氧氣 ?  

(A) 12.8   (B) 6.4   (C) 0.4  (D) 0.2    莫耳 

27. 小瑩至少需倒入多少公克雙氧水溶液 ? 

    (A) 13.6   (B) 136   (C) 12.8   (D) 128   g 

 

 

 

30. 小弘和阿道在理化課學到了不少新奇有趣的化學變化，想自己拍攝影片。 

請問以下他們所設計的橋段並不會成功 ? 

  (A) 維他命 C 溶於碘液使之呈無色後，書寫無字天書，在鏡頭前噴撒雙氧水想讓字體呈現出來 

  (B) 將可樂加入漂白水變成無色液體 

  (C) 將白色硫酸銅粉末偽裝成麵粉，撒在沾水的衛生紙上，衛生紙立刻變藍色 

  (D) 將黑色氧化銅粉，加入雙氧水劇烈搖晃 3 秒鐘，黑色固體消失無蹤 

 

 

 

題組(四) 
  阿道在 Youtube 影片中看到一位自稱教授的人，將一捲鎂帶點然後放入鑿洞的乾冰中， 

  過程中可觀察到，鎂帶持續在近密閉的乾冰中燃燒。燃燒停止後，打開乾冰可見內有黑色固體。 

24.請問根據所學，判斷以下同學所言何者正確 ? 

  (A) 小弘: 乾冰(二氧化碳)提供氧，故鎂粉能夠持續燃燒。 

  (B) 小瑩: 鎂帶怎麼可能與乾冰(二氧化碳)發生化學變化? 影片是騙人的 ! 

  (C) 阿泉: 乾冰(二氧化碳)氧化變成黑色的碳 ! 

  (D) 真真: 鎂粉持續發生還原反應，過程放熱維持高溫。 

25. 阿道想模仿影片中的效果，因無法取得鎂帶，使用鋼絲絨代替。請判斷當他將鋼絲絨點燃放入乾冰中， 

   會發生什麼?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 

   (A) 鋼絲絨持續燃燒模仿影片成功            (B) 鋼絲絨會熄滅，因為鐵的活性大於碳 

   (C) 鋼絲絨會熄滅，因為鐵的活性小於碳      (D) 鋼絲絨會熄滅，因為乾冰溫度太低 

 

題組(六) 

 德國化學家哈伯（Fritz Haber, 1868～1934）於西元 1909 年利用氫氣和氮氣反應，合成出氨氣(NH3)， 

 稱之「哈伯法製氨」。此反應使用空氣中的氮氣，可以大規模合成氨氣並製造肥料，讓全球農作物生產量 

 在 100 年間提高了約 4 倍之多，後人將之比喻為「從空氣中製作出麵包」。也因此解決人類糧食缺乏的問題， 

 使全球人口爆炸性成長。哈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德軍化學兵工廠廠長，負責研究生產氯氣、 

 芥子氣等毒氣武器。毒氣在戰中造成數百萬人的死傷，使哈伯遭受到世人的強烈譴責。 

 

28. 已知植物所需肥料大致分為「氮肥」、「磷肥」、「鉀肥」三類 

請問根據上述文意可以判斷氨氣可以製造哪一類肥料 ? 

  (A) 氮肥  (B)  氮肥和磷肥       (C) 鉀肥和磷肥      (D) 磷肥 

29. 有關德軍所用殺人數百萬的氯氣，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 

  (A) 化學式為 Cl    

  (B) 氯氣也是哈伯法的產物 

  (C) 家中常用的兩種浴廁清潔劑︰漂白水及稀鹽酸混合時也會產生氯氣 

  (D) 氯氣為無色無味的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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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七) 

 一化學反應式 :  2A + 3B → C + D ，其中 ABCD 分別代表四種純物質，已知 A 分子量為 30，B 分子量 17， 

若秤量 60 g 的 A 物質，加入 51 g 的 B 物質，完全反應後可得 C 物質 40 g 

 

35. 以下各敘述 (甲) 可得 D 物質 71 g   (乙) D 物質的分子量為 71   (丙) C 物質的分子量為 40    

   正確的有那些 ?  

   (A) 只有甲乙   (B) 甲乙丙均正確   (C) 只有丙正確   (D) 只有甲正確 

36. 承上題，若重做實驗，這次 A 物質多加入 10g  (即 A 物質 70g 與 B 物質 51g 反應)，則 

   (A) 產物 C 和 D 質量均不會增加 

   (B) 產物 C 和 D 共增加 10g 

   (C) 產物 C 和 D 質量各增加 5g 

   (D) 以上均有可能發生 

 

 

 

 

 

題組(六) 

家用熱水器多以天然氣為燃料，天然氣的主要成分為甲烷（CH4），當甲烷完全燃燒時，會生成二氧化碳與水；

若甲烷不完全燃燒時，會產生有毒的一氧化碳，進而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的意外。 

狀況(一)    CH4 ＋    O2 →    CO2 ＋    H2O 

 

狀況(二)    CH4 ＋    O2 →   CO  ＋    H2O 

 

 

31. 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 

  (A) 狀況(一)係數依序為 1, 2, 2, 2 

  (B) 狀況(二)係數依序為 1, 2, 1, 2 

  (C) 為避免狀況(二)發生熱水器一定要裝在通風良好的室外 

  (D) 若完全燃燒等量的甲烷，在兩種狀況下所消耗的氧氣量相同 

 

在一密閉容器中放入 0.8mole 甲烷及一些純氧氣並點火燃燒，一段時間後停止燃燒並降至常溫。 

經分析測得知: 反應後容器內分別有 0.1mole 二氧化碳、0.4mole 一氧化碳及 0.3mole 甲烷，另有凝結水 16 g 

及 極微量氧氣忽略不計。 

32. 請分析燃燒過程共消耗多少甲烷? 

   (A) 0.5mole   (B) 0.8mole   (C) 4.8 g   (D) 4.4 g 

33. 請分析燃燒過程產生一氧化碳所消耗的甲烷及氧氣各為多少莫耳? 

   (A) 0.1,  0.2   (B) 0.4,  0.6   (C) 0.5,  0.8   (D) 0.8,  1.2     莫耳 

34. 反應並冷卻後此容器中存在凝結水 16 g，有關此反應所產生水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A) 由所給數據，無足夠資料可判斷總共產生多少公克的水 

   (B) 此容器中應該尚有一些氣態水 

   (C) 此容器中完全沒有氣態水 

   (D) 此反應共產生水 0.8 mo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