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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卡代號：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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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還敢不寫小考題（每題 2 分） 

1. 小妮暑假到阿里山旅遊，山腳下的氣壓為 1013 百帕、氣溫為 30℃。關於山上的氣壓與氣溫的推測，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山上較靠近太陽，所以氣溫高於 30℃ (B)山上的空氣稀薄，所以氣壓低於 1013 百帕  

(C)山上接收到的紫外線與山腳下相同，所以氣溫不變 (D)山上到海平面的距離比較遠，所以氣壓高於 1013 百帕。 

2. 有關地球大氣中各種氣體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吸收紫外線的主要氣體是臭氧 (B)大氣中含量最多的氣

體是氧氣 (C)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氣體是氮氣 (D)造成天氣變化的主要氣體是二氧化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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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阿賈乘坐熱氣球從海平面升上至 2300 m 的高空，再降落到高 800 m 的山上，在正常大氣條件下，且整個過程皆

在同緯度的情況下進行，下列何者最能代表熱氣球移動過程中，環境氣溫隨時間的變化趨勢？  

(A) 

 

(B) 

 

(C) 

 

(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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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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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在北半球地面附近，下列哪一風向的表示較正確？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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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氣團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氣團是指在垂直方向上，溼度、溫度均相當一致的一大團空氣  

(B)大陸冷氣團是高氣壓，海洋暖氣團是低氣壓 (C)臺灣夏季易受太平洋熱帶海洋暖氣團影響而帶來豪雨，此為

颱風 (D)臺灣冬季易受蒙古大陸冷氣團增強影響而帶來冷空氣，造成溫度驟降，此為寒流。 

10. 性質不同的氣團相遇，兩者之交界面稱為鋒面，右側

圖示為冷鋒或暖鋒在地面與上空的情況，請問哪些圖

示是正確的？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11. 關於大氣流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在南半球近地面的空氣向低壓中心流動時，會呈逆

時針方向向內旋入 (B)鋒面移動的方向由暖空氣推向冷空氣稱為冷鋒 (C)臺灣地區冬天受太平洋氣團的影響，

盛行東北季風 (D)大氣的上升運動是形成雲和雨的重要條件。 

12. 右表是台北市某間學校氣象站紀錄的一週氣象資訊，請問此校

在這週可能有什麼樣的天氣系統經過？  

(A)冷鋒 (B)暖鋒 (C) 滯留鋒 (D)颱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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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下列哪一種天氣系統是冷氣團強過暖氣團，鋒面向暖氣團方向進逼所造成？  

(A)颱風 (B)寒流 (C)梅雨 (D)熱帶氣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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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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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當颱風侵襲某地，在颱風中心通過前後，該地之氣壓值變化應較可能是下列何者？ 

（圖中 P 點代表颱風中心通過該地的時間） 

(A) 

 

(B) 

 

(C) 

 

(D) 

 
17. 經臺灣附近海域的海流共有：(甲)黑潮主流；(乙)黑潮支流；(丙)中國沿岸流；(丁)南海海流。其中帶來較冷海水

的為何？ (A)甲 (B)乙 (C)丙 (D)丁。 

18. 地表附近的溫室氣體所吸收的熱是下列何者？  

(A)太陽直接照射的紫外線 (B)太陽直接照射的紅外線 (C)由地表輻射的紫外線 (D)由地表輻射的紅外線。 

19. 關於山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是山坡上的土體受重力吸引而向下坡快速崩落的現象  

(B)山崩時土體的下滑力必超過摩擦阻力  

(C)連續數日大雨之後常發生山崩，是因雨水既可增加下滑力，又可減少摩擦阻力  

(D)在開發山坡地過程中，會使山坡坡頂的負荷減輕，故人為的開發可減少山崩的現象。 

20. 臭氧層破洞主要是發生於下列哪一個地方？  

(A)北極上空 (B)南極上空 (C)赤道上空 (D)太平洋上空。 

 

二、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 

21. 下列有關平流層內現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A)隨高度增加而氣溫下降 (B)隨高度增加而氣壓上升 (C)在此層

內常見各種天氣現象 (D)長程客機大都在此層的底部飛行。 

22. 下列哪一種氣體成分會隨時間、地點而改變比例，而且對天氣變化有重要的影響？  

(A)水氣 (B)二氧化碳 (C)氧氣 (D)氮氣。 

23. 有關地球大氣中各種氣體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大氣中含量最多的前兩名氣體是氮氣與氧氣 (B)氬氣屬於

固定氣體，比例不太變動 (C)臭氧層裡面含量最多的氣體是臭氧 (D)造成溫室效應的氣體包括二氧化碳跟甲烷。 

24. 若地球表面沒有大氣，則可能發生以下哪種現象？  

(A)藍天依舊可見 (B)可看見更強烈的極光 (C)再也不會發生天氣現象 (D)流星雨出現頻率上升。 

25. 喜馬拉雅山的聖母峰是世界第一高峰，也因此吸引眾多登山客前往挑戰，試問在成功攻頂的過程中，登山客周

遭氣溫的變化為何？ 

(A) 

 

(B) 

 

(C) 

 

(D) 

 

26. 以下何者不是一大氣壓？  

(A) 76 cm-Hg (B) 101300 Pa (C) 1013 hPa (D) 1033.6 hPa。 

27.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氣溫越高，大氣可容納水氣越少 (B)實際水氣量不變，降低溫度容易讓空氣達到飽和 

(C)實際水氣量不變，氣溫越高時，相對溼度也越高 (D)水氣屬於固定氣體，不太會有劇烈改變。 

28. 右圖為甲地附近之等壓線圖，甲地之氣壓值應為多少百帕？  

(A) 1026 (B) 1024 (C) 1016 (D) 1012。 

29. 承上題圖，以下關於甲處的描述何者正確？  

(A)甲處是低氣壓中心、天氣晴朗 (B)甲處是低氣壓中心、天氣陰雨  

(C)甲處是高氣壓中心、天氣晴朗 (D)甲處是高氣壓中心、天氣陰雨。 

30. 就北半球的高氣壓系統而言，以下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A)中心氣壓最低 (B)垂直氣流方向為下沉氣流 (C)影響範圍通常為晴天 (D)地面水平氣流為順時鐘向外。 

31. 以下哪一種情況最容易導致降雨發生？  

(A)在颱風眼內部 (B)東北季風增強時的西南部山區 (C)鋒面系統影響 (D)太平洋暖氣團涵蓋。 

次頁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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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下列關於天氣預報中降雨機率的敘述何者正確？  

(A)降雨機率 50%，代表明天會有半天在下雨  (B)降雨機率愈高，當日降雨量就會愈大  

(C)降雨機率為零的日子還是有可能下雨   (D)降雨機率代表的是下雨的地區範圍比例。 

33. 國際知名偶像團體想在冬天時於台灣舉辦演唱會，因有施放煙火需求，正在尋覓戶外場地進行演出活動。若只

考慮天氣因素，避免因雨影響活動的進行，則下哪個城市最不適合舉辦？  

(A)台北 (B)台中 (C)台南 (D)高雄。 

34. 在高緯度陸地上發展而成的氣團，其性質為何？  

(A)溫度高、溼度小 (B)溫度低、溼度大 (C)溫度高、溼度大 (D)溫度低、溼度小。 

35. 附圖為某處山坡地與底下的地層構造圖，試問何處不是順向坡？  

(A)甲乙丁 (B)乙丙丁 (C)甲乙丙 (D)丙丁。 

 

36. 土石流經常造成嚴重的災害，目前會在土石流警戒區設置預警系統，以下哪項氣象因子是土石流預警的主要根

據？ (A)氣溫 (B)氣壓 (C)雨量 (D)風速。 

37. 以下台灣附近的洋流，哪一個不會在冬季東北季風盛行時出現在台灣周遭？  

(A)中國沿岸流 (B)南海海流 (C)黑潮支流 (D)黑潮主流。 

38. 工業革命以來，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顯著增加，以下哪種現象受此影響最大？  

(A)全球的海水面下降 (B)更多的地表輻射被大氣吸收 (C)強烈紫外線入侵量增加 (D)南極上空臭氧層破洞。 

39. 下列關於臭氧的敘述何者正確？  

(A)是由兩個氧原子所組成 (B)在對流層裡濃度最高 (C)會吸收來自地球的短波輻射 (D)屬於空氣汙染物之一。 

40. (甲)京都議定書、(乙)蒙特婁議定書、(丙)巴黎協議、(丁)華盛頓公約，下列哪兩項合約內容的目標是接近或相同

的？ (A)甲乙 (B)乙丁 (C)甲丙 (D)丙丁。 

 

三、題組題（每題 2 分） 

 

附圖一與附圖二是某次冷鋒過境台灣某地時，所記錄下來的氣象變化圖。依照此圖回答下列問題： 

 

  

 

         圖(一) 
 

 

        圖(二) 
 

41. 冷鋒抵達此地的時間最可能是何時？  

(A) 20 時～22 時 (B) 22 時～01 時 (C) 01 時～03 時 (D) 03 時～05 時。 

42. 圖一與圖二記錄下來的分別是何種氣象資訊？  

(A)圖一：氣壓、圖二：降雨量  (B)圖一：風速、圖二：降雨量  

(C)圖一：氣溫、圖二：風速   (D)圖一：氣壓、圖二：氣溫。 

43. 此地當下的天氣狀態，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東北季風南下 (B)西南季風北上 (C)太平洋高壓籠罩 (D)輕度颱風登陸。 

1000 
900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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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是亞洲地區常見天氣圖中的鋒面系統示意圖。依照此圖回答下列問題： 

44. 下列關於位於丙、丁之間的天氣系統，何者正確？  

(A)冷鋒系統，朝東南方前進 (B)冷鋒系統，朝西北方前進  

(C)暖鋒系統，朝東北方前進 (D)暖鋒系統，朝西南方前進。 

45. 附圖中的 X 處，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Ｘ是低氣壓中心  (B)垂直方向氣流下沉  

(C)天氣晴朗    (D)會出現颱風眼的結構。 

46. 甲、乙、丙、丁四處的氣壓比較，何者錯誤？  

(A)甲處氣壓＝丙處氣壓  (B)乙處氣壓＞丁處氣壓  

(C)乙處氣壓＞丙處氣壓  (D)丁是四處中氣壓最小的地方。 

47. 下列哪一些地方的天氣晴朗較無降雨？  

(A)甲、丙 (B)乙、丁 (C)甲、丁 (D)乙、丙。 

 

現今的天氣預報主要是根據當前的大氣數據，藉由電腦分析並計算出未來當地的氣壓、氣溫、風向、風速等相關

氣象資料。但颱風通常在海上形成，海面上沒什麼觀測儀器、能取得的颱風資料稀少，少數資料來自衛星與雷達，

但主要提供的是雲和雨滴的資訊，對颱風的預測幫助有限。 

 

因此科技部啟動侵台颱風之飛機偵察及颱風觀測儀器（簡稱投落送）觀測實驗，又名「追風計畫」。首要的研究項

目是以颱風觀測儀器（投落送）進行觀測，在離地 13 公里高的颱風外圍飛行。並設定數個定點，投放觀測儀器取

得颱風周圍關鍵區域的大氣環境資料，例如：溫度、溼度、氣壓以及風速等，作為颱風預報及颱風研究的參考。自

2003 年首次執行觀測杜鵑颱風的任務後，到目前為止已對 70 餘個颱風完成 85 航次的飛機偵察及投落送觀測任務。

附圖為 2021 年圓規 (Kompasu) 颱風來襲，執行追風計畫投擲觀測儀器的示意圖，圖中編號 1-14 的地點為飛機投

擲儀器的位置，試回答下列問題： 

 

 

 

 

 

 

 

 

 

 

 

 

 

 

48. 科學家投下觀測儀器(投落送)的位置，最接近大氣分層中的

何處？ 

(A)對流層頂 (B)平流層頂 (C)中氣層底 (D)增溫層底 

49. 下列關於天氣預報與追風計畫的敘述，何者正確？  

(A)目前天氣預報都交給電腦預測，完全不需要人類  

(B)執行追風計畫是為了改變颱風路徑 

(C)追風計畫的觀測資料對於颱風路徑預報大有助益  

(D)飛機以穿梭進出颱風眼方式，獲得颱風中心的氣象資料。 

50. 下列哪段時間不太可能出動飛機執行追風計畫？  

(A)1 月～3 月 (B) 4 月～6 月 (C) 7 月～9 月 (D) 10 月～12 月。 

試題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