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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第1單元~第2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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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作答於答案卷上，考試完畢僅繳交答案卷，請不要

填錯格。 

一、單一選擇題：第 1~32題，每題 3分；第 33題，每

題 4分，共 100分 

1.流行性感冒病毒，簡稱流感病毒，是一種造成人類及

動物患流行性感冒的 RNA病毒，在分類學上，流感病

毒屬於正黏液病毒科，它會造成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並藉由空氣迅速的傳播……。下圖為流感病毒在電子

顯微鏡下電腦模擬照片，則此病毒大小為多少？ 

(A)250.0 nm 

(B)100.0 nm 

(C)250 nm 

(D)100 nm 

 

 

 

2.乾燥的砂倒入量筒中，砂面的刻度為 X1 ml，再取 X2 ml

的水倒入量筒中(X2＞X1)，此時水面刻度為 X3 ml，砂

面刻度卻下降至 X4 ml，則細砂體積為何？ 

(A) X1 ml         (B) X4 ml 

(C) X3-X1 ml      (D) X3-X2 ml 

 

3.如圖，取量

筒裝水，記

錄水面高度

為 V1；將一

石塊放入量

筒裡，記錄水面高度為 V2；再將石塊用細繩綁上塑膠

球一起放入量筒裡，記錄水面高度為 V3；接著將細繩

剪斷後，記錄水面高度為 V4(繩體積可忽略不計)；取

出石塊，記錄水面高度為 V5。已知石塊與塑膠球的體

積相同，則下列關係何者正確? 

(A) V2=V5          (B) V3-V4=V5 

(C) V2-V1=V4-V5     (D) V2-V1=V3-V2-V5 

 

4.小晨整理了「誤差」概念的筆記，請問下列內容何者

錯誤? 

(A)正確測量後得到的測量值，仍可能與實際值不同 

(B)不同測量者只要使用相同工具進行測量，就一定能

得到相同的測量結果 

(C)選用最小刻度越小的測量儀器，測量結果就會越準

確 

(D)多次測量求平均值時，應先把明顯與其他數據相差

太多的測量結果刪除，再求平均值。 

 

有 10個形狀大小

不同的固體，分別測其

質量和體積，並以質量

為縱座標、體積為橫座

標，標示在方格紙上，

如右圖所示，試回答第

5~6題。 

 

 

 

 

5.由圖可知，此 10個物體最少可分成幾種物質？ 

(A) 2種    (B) 3種 

(C) 5種    (D) 10種 

 

6.承上題，可作出此判斷，是依據下列哪一個物理量？ 

(A)物體的體積大小 

(B)物體的質量大小 

(C)物體的質量和體積的乘積 

(D)物體的質量和體積的比值 

 

7.皓皓用兩個不同的量筒分別盛裝甲、乙兩種液體，逐

次增加液體的量，並記液體體積且測量液體和量筒的

總質量，已知甲液體的密度>乙液體的密度，則總質

量和液體體積的關係圖以下列何者表示最為合理? 
(A) 

 

(B) 

 
(C) 

 

(D) 

 
 

8.兩個容積相等、質量都為 50 公克的容器，一個裝滿

水之後質量為250公克，一個裝滿果汁之後質量為300

公克，則果汁的密度為多少 g/cm
3
？ 

(A)1.2g/cm3    

(B)1.25g/cm3 

(C)1.3g/cm3     

(D)1.5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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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佳進行步驟如圖的實驗，以量筒

逐次裝不同體積的某液體，並以電子天

平測量其質量，得到如下表的數據。試

回答第 9~10題。 

液體體積 V（cm
3
） 10 20 30 40 50 

質量 M（g） 27 39 51 63 75 

 

9.由表中數據可得知某液體的密度為多少？ 

(A) 1.2g/cm
3
    (B) 1.7g/cm

3
 

(C) 1.95g/cm
3
   (D) 2.7g/cm

3
 

 

10.由表中數據或關係圖中，可知量筒質量為多少？ 

(A) 10g   (B) 12g 

(C) 15g   (D) 27g 

 

11.一個密度為 2.7 g/cm
3
的均勻鋁塊，若將其分割成體

積比為 2：1的兩個鋁塊，則兩者的密度比為何？ 

(A)2：1   (B)1：2 

(C)1：1   (D)3：1 

 

12.政彰於實驗室中，取濾紙進行紫色水性彩色筆顏料

的色層分析，步驟及結果如圖所示，根據此一分析結

果，下列哪一判斷最合理？ 

(A)紫色顏料為純物質，若滴管換裝食鹽水滴沖，所得

結果必相同 

(B)紫色顏料為混合物，若滴管換裝食鹽水滴沖，所得

結果必相同 

(C)紫色顏料為純物質，若滴管換裝食鹽水滴沖，結果

應另行實作得知 

(D)紫色顏料為混合物，若滴管換裝食鹽水滴沖，結果

應另行實作得知 

 

13.新聞報導指出某賣場草莓所含的農藥「氟尼胺」殘

留量為 0.03ppm，已超過規定的殘留容許量。試問

0.03ppm代表的意義為何？ 

(A)每公克的草莓中含有 0.03公克的氟尼胺 

(B)每公克的草莓中含有 0.03毫克的氟尼胺 

(C)每公斤的草莓中含有 0.03公克的氟尼胺 

(D)每公斤的草莓中含有 0.03毫克的氟尼胺 

 

14.下列何種性質可以用來區分純物質與混合物？  

(A)是否具有導電性   (B)是否具有延展性 

(C)熔點是否固定     (D)常溫常壓是否為固態 

 

15.一般紅酒的酒精濃度為 12度，代表的意義為下列何

者？  

(A)100毫升的水中加入 12毫升的酒精  

(B)100毫升的紅酒中加入 12公克的酒精  

(C)100公克的紅酒中含有 12公克的酒精  

(D)100毫升的紅酒中含有 12毫升的酒精 

 

16.樂樂將 15公克的檸檬茶粉倒入 150公克的水中，關

於此檸檬茶水溶液，其重量百分濃度大約為何？ 

(A)10%     

(B)9%      

(C)5%      

(D)1% 

 

17.承上題，再加 16公克檸檬茶粉，發現有 1公克的檸

檬茶粉沉澱，(假設過程中，水蒸發忽略不計)，則關

於此時檸檬茶的溶解度大約為多少 g/100g 水？ 

(A)20.6     

(B)20      

(C)10.6      

(D)10 

 

18.樂寬在實驗室的藥瓶櫃中，發現一瓶標明 30℃時，

溶解度為 45g/100g 水的硝酸鉀藥品，請問下列解釋

何者正確？  

(A)30℃時，溶解度為 45g/100g水可以作為飽和溶液

的表示方式。 

(B)30℃時，100公克的水溶液中，一定含有 45公克

硝酸鉀。 

(C)30℃時，硝酸鉀飽和溶液的重量百分濃度約為 45%  

(D)由此資料可以推測：低於 30℃時，100公克的水可

溶解大於 45公克的硝酸鉀。 

 

19.如圖所示，地球地表附近乾

燥空氣的組成由甲、乙、丙和

丁代表。關於這四個組成成分

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甲：常填充於食品包裝，降

低食物變質的機會 

(B)乙：將此氣體加壓溶解到糖水中，可成為汽水 

(C)丙：化學性質非常活潑，易與其他物質結合產生變

化，因此含量比較少 

(D)丁：為有毒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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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下列何者是氧氣的物理性質？ 

(A)具有助燃性 

(B)容易使和其他物質發生氧化反應 

(C)不具腐蝕性 

(D)沸點為-183℃ 

 

韶妤進行製造氧氣的實驗，

實驗裝置如右圖所示，試回答第

21~25題。 

 

 

 

 

21.實驗裝置中，A、D分別是什麼物質？ 

(A)雙氧水、二氧化錳   (B)稀鹽酸、鋅粉 

(C)稀鹽酸、大理石     (D)鹽酸、過錳酸鉀 

 

22.下列實驗步驟，正確的順序為何？ 

步驟甲、將 A滴入吸濾瓶； 

步驟乙、將 B與橡皮塞插入吸濾瓶中； 

步驟丙、C中放入二氧化錳； 

步驟丁、由 B加水使 B底部浸在水面下。 

(A)丙乙丁甲    (B)乙丁丙甲 

(C)丙丁甲乙    (D)甲乙丁丙 

 

23.此種收集氣體的方式主要是依據氧氣的何種性質？ 

(A)氧氣的密度比空氣大    

(B)氧氣有助燃性 

(C)氧氣不易溶於水  

(D)氧氣為無色、無臭、無味的氣體 

 

24.韶妤進行氧氣製備實驗，實驗過程中為防止集氣瓶

傾倒而用力下壓瓶子，使軟管被壓住，結果發現軟管

冒出的氣泡量減少，則此時韶妤最可能觀察到下列哪

一現象? 

(A)與吸濾瓶連接的軟管脫落 

(B)橡皮塞從吸濾瓶瓶口處脫落 

(C)吸濾瓶中的液體自薊頭漏斗處溢出 

(D)吸濾瓶因瓶內壓力太大而破裂 

 

25.將線香放入氧氣中燃燒，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線香會立刻熄滅 

(B)線香會劇烈燃燒 

(C)線香會產生刺眼白光 

(D)與在空氣中燃燒情形相同 

 

 

 

製作布丁底部焦糖液的配方與作法如下: 

步驟(一)將 50公克的白砂糖放在鍋中，加入 25公克的

水後於爐火上以小火加熱。 

步驟(二)當鍋中出現大氣泡表示水已沸騰，靜待大氣泡

減少且溶液開始轉為褐色時搖晃鍋身。 

步驟(三)溶液轉為深褐色且散發出濃濃焦糖味時，熄火

並加入 50公克熱開水，即完成焦糖液。 

根據上述，試回答 26~27題。 

 

26.請問從步驟(一)至步驟(二)的過程中，糖水濃度的

變化為何? 

(A)變大    (B)變小 

(C)不變    (D)先變大後維持不變 

 

27.請問步驟(二)中大氣泡的產生，及步驟(三)糖水轉

為深褐色的過程，分別屬於何種變化? 

(A)物理變化;物理變化 

(B)化學變化;化學變化 

(C)物理變化;化學變化 

(D)化學變化;物理變化 

 

28.偉偉一拿到天

平立刻將小番

茄置於左盤，右

盤放置適量砝

碼，使天平達成平衡， 如上左圖所示。但當小番茄及

砝碼取下時，天平指針偏向如上右圖所示。試判斷小

番茄真正的質量為何？ 

(A)大於 50g     (B)等於 50g 

(C)小於 50g     (D)無法判斷 

 

29.承上題，將上皿天平

歸零後，於左側與右側

各放置一個規格完全

相同的量筒。右側量筒

內裝入液體甲，左側量

筒內則裝入液體乙，此時天平指針保持静止在中央，

由此可得知下列哪一項的資訊及結果? 

(A)甲液體質量＝乙液體質量，且甲液體的密度＞乙液

體的密度 

(B)甲液體質量＝乙液體質量，但無法比較甲、乙液體

的密度大小 

(C)甲液體質量＝乙液體質量，但甲液體的密度＜乙液

體的密度 

(D)甲液體密度＜乙液體密度，但無法比較甲、乙液體

的質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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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皓利用簡單的方法將食鹽與細砂分離，以區別混

合物與純物質的不同，在混合物分離的實驗結束後，試

回答第 30~33題。 

 

30.食鹽水中混有細砂時，要先將細砂過濾去除，試問

濾紙放入漏斗之前，其正確操作順序為何？ 

(甲)對摺為一半，再對摺為四分之一 

(乙)放入漏斗，以水潤溼濾紙 

(丙)撕去外層一小角後，展開為錐形 

(A)丙→甲→乙   (B)甲→乙→丙 

(C)丙→乙→甲   (D)甲→丙→乙  

 

31.利用濾紙過濾食鹽水與細砂的原理為何？ 

(A)細砂的附著力較大 

(B)濾紙具有磁性可以吸附細砂 

(C)細砂的溶解度較大 

(D)細砂的顆粒大所以無法通過濾紙 

 

32.請問使用濾紙過濾與加熱蒸發分別屬於哪一種物質

變化？ 

(A)皆為化學變化 

(B)皆為物理變化 

(C)前為物理變化，後為化學變化 

(D)前為化學變化，後為物理變化 

 

33.過濾食鹽水與細砂的操作過程中，除了使用濾紙與

鐵架之外，尚還需要右圖中那些器材？ 

   
甲、漏斗 乙、薊頭漏斗 丙、玻棒 

   

   
丁、天平 戊、燒杯 己、廣口瓶 

(A)甲、乙、戊    

(B)乙、丁、己    

(C)甲、丙、戊    

(D)乙、戊、己  

 

 

 

 

 

 

 

科普閱讀：公尺的故事 

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長度單

位─公尺，是怎麼訂定出來的

呢？十八世紀時，法國各地的長

度沒有統一的標準，每個省份、

都市甚至是每個村落都有不同

的長度標準，導致人與人之間溝

通困難，常有因為長度不同引起

的誤會。法國大革命時，國民公會決定要設計一套統一

的度量衡標準，法國科學院的科學家們絞盡腦汁後，想

出了利用來回擺動一次為半秒的單擺擺長作為 1公尺的

標準，但地球各處的重力不盡相同，擺長可能會不同。

因此在西元 1791 年決定以北極到赤道子午線長度的千

萬分之一定義為一公尺，並由德蘭伯與梅杉兩位科學家

耗時七年，測量敦克爾克到巴塞隆納子午線的長度來進

行計算，最後算出來的數值作為一公尺的定義。以現今

的技術來進行測量，他們當年算出來的公尺長度，與真

正子午線長度換算出的公尺長度，只相差了 0.2毫米，

在連人造衛星都沒有的時代，能夠有如此精準的測量，

實在是讓人欽佩。 

西元 1889 年，巴黎度量衡局依照兩人測量的數值

製造了一根鉑銥合金棒作為公尺原器，但時間一久，以

實物作為長度標準的問題就慢慢浮現，鉑銥合金棒磨

損、熱脹冷縮、難以精準測量等問題讓國際度量衡局決

定捨棄公尺原器，改以其他方法作為定義公尺的方法。

現今公尺的定義是真空中光速的倒數，因為光在真空中

傳播的速度不會改變，故若科學更進步，能夠測出更精

準的光速，則改變的不會是光速的數值，而是公尺的定

義，不過這樣微幅的修正是不會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