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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卷，共兩張四面，請仔細作答                                 第一頁 
1. (     )下列四種說法中，何者最可能是在描述短時間的大氣狀態？ 

         (A) 冬天屏東地區幾乎很少下雨 (B) 今天早上還豔陽高照，沒想到中午過後竟下起大雨來 

(C) 五、六月時，雨經常下個不停 (D) 暑假最適合到山上度假，因為山上比較涼爽舒適。 

2. (     )台灣時常因短時間內降雨過多而導致水災，依照降雨特性判斷，台灣哪個季節最不容易因降雨   

集中而導致豪雨成災？ (A) 春季 (B) 夏季 (C) 秋季 (D) 冬季。 

3. (     )在全球日漸成長的急迫需求下，水資源已經成為二十一世紀的「藍色黃金」。下列關於水資源的 

看法，何項敘述最為正確？ (A) 除了海水外，其餘的陸水絕大部分存在於河川與湖泊 (B) 地球 

上有 70％的面積被海洋覆蓋，因此水資源用之不盡 (C) 人們可使用的水，不及地球總水量的 1％    

，更應珍惜使用 (D) 地表上所有的水體都會藉由水循環的方式在大氣及陸地間循環交替。 

4. (     )臺灣的自然環境多崇山峻嶺，加上豪雨和地震，因此山崩和土石流是臺灣常見的自然現象。下列 

       四句氣候諺語中，何句的發生時間，台灣土石流災情最為嚴重？ (A) 春天後母面 (B) 竹風蘭雨  

       (C) 正月寒死龜，二月寒死牛 (D) 不怕七月半鬼，只怕七月半水。 

5. (     )每每到了颱風季，台灣山區時常有災情，一幕幕房屋地基被淘空、物品隨水漂流的景象，讓當地 

       居民痛徹心扉、欲哭無淚，為減少類似災情的發生，各單位最需要在哪方面加強維護？  

       (A) 水土保持 (B) 限制地下水超抽 (C) 攔沙壩的建設 (D) 水汙染防治。 

 

6. (     )參考附圖一的風向，下列何組風向最能正確呈現台灣夏季與冬季的風向？ 

         (A) 甲＆丙 (B) 乙＆丁 (C) 乙＆丙 (D) 甲＆丁。 

 

7. (     )下列關於大氣狀態的敘述，何者完全正確？   
         (A) 氣溫：指空氣溫度的高低，會隨高度或緯度的增加而遞減  

         (B) 降水：包括雨、雪、冰雹等型態，空氣下沈越容易遇冷凝結 

      (C) 氣壓：是指空氣重量所造成的壓力，海拔較高的山區，空氣稀薄，氣壓較高   

      (D) 風：空氣由高壓處往低壓處的流動，風向是指風的去向，可以由風向標來觀測。 
8. (     )臺灣各地水庫眾多，但無論哪座水庫卻皆面臨有效蓄水量減少的危機，造成此一現象的可能原因 

       為何？(A) 全球暖化 (B) 集水區降水量減少 (C) 水庫泥沙淤積嚴重 (D) 蒸發旺盛。 

9. (     )傳統曬鹽業和海岸性質及氣候特徵有密切關係。請問：下列四組選項中，何者最適合闢為鹽田？ 

         (A)                (B)               (C)                 (D)  

 
 

 

 

 

10.(     )「太陽能發電」是指將太陽能轉為電能，不過太陽能電池需要夠長的日照 

，才能持續發電，因此在降水少、雲霧少、日照時數長的地方較適合發展 

，請問臺灣何地的氣候條件較有利於此產業的發展？ 

(A) 臺北 (B) 宜蘭 (C) 基隆 (D) 澎湖。 

11.(     )附圖二為臺灣某月分的《月平均等雨量線圖》，根據圖中雨量的分布判斷 

           ，該月分臺灣最容易發生的天氣災害為何？        

        (A) 台北盆地再創破紀錄高溫 (B) 嘉南平原乾旱導致農耕缺水 

        (C) 颱風侵襲東部造成交通中斷 (D) 滯留鋒的累積雨量達到豪雨等級。 

12.(     )呈上題，依圖中雨量的分布空間判斷，影響此時降雨的主要因素為何？ 

(A) 季風風向與地形 (B) 距海遠近與地形 

(C) 緯度與地形 (D) 季風風向與緯度。 

附圖一 

附圖二 



第二頁 

 

13.(     )地面天氣圖以呈現氣壓狀態               

為預報大氣變化的主要資訊 

，若以表格來呈現高低氣壓 

 的差異，右表中何者有誤？ 

 

14.(     )根據附圖三，下列關於水文概念的說明中，哪項敘述是正確的？   

           (A) 水系是主流與支流所構成的河道系統  

           (B) 若甲地排放廢棄物，將會使整個流域遭受污染  

           (C) 圖中四地，以丁地所涵蓋的集水區最為廣大 

           (D) 依照水流原則，該條河川由東北向西南流動。 
 

15.(     )空氣狀態的改變雖然很難以肉眼察覺，但卻隨時影響著各地人們的 

生活方式，若考量「地形」、「雨量」和「氣溫」三者之間的關係 

，下列哪項說法最正確？ (A) 地勢愈高、氣溫愈高 (B) 緯度愈低 

、氣溫愈低 (C) 迎風坡比背風坡多雨 (D) 背風坡氣溫較低。 

 

16.(     )附圖四為台灣某地的氣候圖，請由圖中判讀下列哪些是正確的訊息？  

(甲) 最暖月均溫在7月 (乙) 年溫差約為20℃ 

(丙) 該地可能為宜蘭 (丁) 降雨季節集中於夏季  

(A) 甲乙 (B) 甲丁 (C) 乙丙 (D) 乙丁。 

17.(     )水平衡是指地表上某地區在一定期間內，水資源收入與支出的平衡狀態。若依臺灣各地降雨特性 

          判斷，(甲) 高雄春季是剩水區 (乙) 屏東夏季是缺水區 (丙) 宜蘭冬季是剩水區 (丁) 嘉義冬 

          季是缺水區，上述哪兩地的水資源收支情形機率最高？ (A) 甲、乙 (B) 甲、丙 (C) 丙、丁  

          (D) 乙、丁。 

18.(     )臺灣每人每年平均可以分配到的水量約占世界平均的五分之一，水資源明顯不足，可能原因有：  

          (甲) 土地不當開發 (乙) 人口眾多 (丙) 河川坡陡流急 (丁) 水庫數量不足 (戊) 降雨不均， 

          導致台灣缺水的主因為何？ (A) 甲乙丙丁 (B) 甲乙丙戊 (C) 甲丙丁戊 (D) 乙丙丁戊。 

19.(     )下列關於臺灣常見的氣象災害，何者敘述錯誤？（A）春、夏兩季，最容易受到颱風的侵襲（B） 

          每年 5、6 月的梅雨是臺灣重要的降水來源，但如果降雨過多，仍會造成水災（C）臺灣南部在夏 

          秋之際最容易發生水災（D）當冬天冷氣團南下時，驟降的低溫，易造成農漁業損失。 

20.(     )參考附圖五的等高線地形圖。圖中何處最適宜興建水庫？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21.(     )承上題，水庫修建不易，需做好下列哪一項工作，才是真正延長 

          水庫壽命的治本之道？ (A) 加強攔砂壩的設置 (B) 全面禁止整 

          個流域的土地利用 (C) 疏通河道淤泥，修建堤防 (D) 做好流域 

          集水區的水土保持。 

22.(     )廣設氣象站，有助於取得各地不同的大氣狀態，其中玉山氣象站為臺灣高度最高的氣象觀測站， 

          若依其所在位置加以判斷，下列何者最可能是玉山氣象站長期觀察所測得的氣候特色？  

          (A) 降水量最多 (B) 年均溫最低 (C) 平均風力最低 (D) 平均氣壓最高。 

 

23.(     )附圖六為台灣三地氣象測站所統計 

          之氣候圖，若根據氣候特徵觀察 

           ，並依「北部、中部、南部」 

           的順序加以排列，正確順序應為? 

           (A) 甲乙丙 (B) 甲丙乙  

           (C) 乙甲丙 (D) 乙丙甲。 

24.(     )承上題，下列何者是在附圖六的氣候圖 

          中無法判斷的訊息？ (A) 年溫差高低 (B) 日均溫高低 (C) 年雨量多寡 (D) 乾溼季狀況。 

25.(     )面積狹小的臺灣竟分布著 200 多座 3,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讓短短的水平距離內高度快速升降。 

          請問：下列哪一現象和上述的景觀最有關聯？ (A) 冬季氣溫，南高北低 (B) 降水分布不均 (C)  

          河川短小，坡陡流急 (D) 冬春之際，全台溫度驟降。 

附圖三 

附圖四 

附圖五 

附圖六 



第三頁 
 

 長期觀測大氣變化狀態，往往成為一地重要的氣候資訊，判斷下列與台灣相關的氣候特徵，
依序回答下列26~28題： 

26.(     )對於臺灣氣溫特徵的描述，下列何者正確？ 

      (A) 冬季常受北方高壓的影響，普遍低溫 (B) 冬季時，南北氣溫差異不大  

      (C) 夏季時，台北盆地較為涼爽 (D) 臺灣夏季普遍高溫，山地高於平地。 

27.(     )附圖七為臺灣某山地，若夏季季風從海洋吹來時，降水量最多的地方 

          ，最可能出現在圖中的哪一地區？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28.(     )關於臺灣降雨特徵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 冬季一到，台灣各地隨即陷入可能缺水的危機中 (B) 山區年雨量少於平地 

      (C) 臺灣降水空間分布不均，東北部多於西南部 (D) 春初，全台各地皆有明顯降雨。 
 
 降水 
，是水循環的重要過程 
，亦提供人們 
     重要的生活用水 
，參考右表四種 
     不同的降雨類型 
，回答下列29~33題： 

29.(     )「小滿梅雨在本島，種植花木皆成寶。」，是在形容小滿節氣適逢梅雨季，這時種植的花草樹木 

          成長速度較快，很快就能長大收成。請問：諺語中所提及的降水類型應屬於下列何者？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30.(     )承上題，此類型的降雨容易具有下列哪些特色？  

          (A) 雨時長＆雨區小 (B) 雨時短＆雨區大 (C) 雨時長＆雨區大 (D) 雨時短＆雨區小。 

31.(     )「西北雨落不過田埂」是形容雨區範圍小；「前雷後雨，落不溼土」則是形容降雨的時間很短。 

           上述諺語所形容的降雨，最可能是表中的何種降水類型？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32.(     )「新竹風，基隆雨，四十九日黑」，是指當東北季風刮起時，新竹整天風力咆哮，基隆則常常都 

           在下雨。讓基隆降下冬雨的降水類型與表中何者相同？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33.(     )『丁』的降水類型，最有可能是指下列何時？ 

       (A) 午後對流，陣雨驟降 (B) 季節交替，鋒面滯留 

        (C) 冬夏季節，季風影響 (D) 颱風侵襲，暴雨頻仍。 
 
 附圖八為台灣不同月份的氣象特徵，請依題目所述 
，判斷當時的大氣狀態，回答下列34~36題： 

34.(     )請試著將自己印象中的生活經驗與所學的課程結合 
          ，判斷下列哪段紀錄與實際狀況最不符合？ 

        (A)『甲』，來自蒙古和西伯利亞的冷氣團侵襲臺灣，需注意保暖 (B)『乙』，易因鋒面滯留， 

        常常下雨，衣服都曬不乾 (C)『丙』，熱帶性低氣壓形成颱風，桃園市停課，可以不用上學  
        (D)『丁』，因白天高溫使對流旺盛，常於午後出現雷陣雨現象，需隨身帶傘備用。 

35.(     )因冬季背東北季風，導致降水稀少，而產生『丁』現象的台灣縣市，最有可能為下列何縣市？ 
       (A) 宜蘭縣 (B) 新北市 (C) 台南市 (D) 台東縣。 

36.(     )台灣降雨有明顯的時空差異，表中哪些時間點是全台皆有降雨的大氣狀態？ 
          (A) 『甲』＆『乙』 (B) 『乙』＆『丙』 (C) 『乙』＆『丁』 (D) 『甲』＆『丙』。 
 

 台灣土地有限，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卻造成環境資源的破壞，唯有因地制宜的發展策略，
才能減少對環境的衝擊，回答下列37~38題，一起探討台灣環境的水土失衡： 

37.(     )每逢雨季，臺灣山區的水土流失災害頻傳，若在相同降雨下， 

          附圖九中的哪種環境最為安全、最能減少土石流災害的發生？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38.(     )台灣西南地區從平原地區的農業發展、到沿海地區的養殖漁業 

      ，為了取得足夠用水而大量抽取地下水，如此過度的土地開發 

      ，最可能對環境帶來哪些衝擊？ (a) 地層下陷 (b) 海岸線前進     

      (c) 海水倒灌 (d) 水質鹽化 (A) a、b、c (B) a、b、d (C) b、c、d (D) a、c、d。 

附圖七 

附圖八 

附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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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循環代表水的狀態與空間改變，藉由水循環的過程能使水資源生生不息、周而復始，請依
《水循環示意圖》，依序回答下列39~42題： 

39.(     )關於水循環的過程，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在『A』的過程中溫度會不斷升高，使氣態水 

          轉變為液態水或固態水 (B)『B』是指水沿著地表 

          漫流的現象 (C)『C』是地表水吸收熱量後，轉變 

為固態，進入到大氣的現象 (D)『D』是水氣遇冷 

凝結的過程。 

40.(     )圖中『D』到達地面後，會受到何種作用的影響， 

 形成逕流奔流入海？ (A) 太陽照射 (B) 蒸發作用

       (C) 凝結作用 (D) 重力作用。 

41.(     )圖中『F 處』的箭頭朝下，代表下列哪種過程？  

(A) 降水 (B) 地表逕流 (C) 入滲 (D) 地下逕流。 
42.(     )地表水域範圍廣大，但人們可使用的水資源卻極其有限，主要是因下列哪兩地的水源取得不易、 

          或有使用上的困難？(a) 海洋 (b) 河川湖泊 (c) 兩極地區 (d) 地下水  

          (A) a、c (B) b、d (C) b、c (D) a、d。 

 

 河川，是人類賴以維生的重要水資源，結合了地形與氣候，往往最能呈現台灣的水文條件，
請依題目所示回答下列43~46題： 

43.(     )臺灣的河川具有豐富的水力，因此適合設置水力發電廠，但普遍缺乏航運價值，因此台灣昔日 

          河運不盛，須以海運為主，上述現象與下列哪項因素最為相關？  

          (A) 河川東西分流 (B) 河川坡陡流急 (C) 西部河川較短 (D) 河川含沙量高。 

44.(     )若想觀察河川水量的季節變化情形，下列哪一張圖最為適合？ 

       (A)                 (B)                   (C)                  (D)  

 

 

 

 

 

45.(     )臺灣的主要河川多稱為「溪」，如濁水溪、高屏溪等，但北部的淡水河、基隆河卻稱為「河」。      

          此名稱差異與下列何種降雨特色有關？ (A) 北部降雨季節分布較平均 (B) 北部年降雨量最大  

          (C) 北部瞬間降雨量最大 (D) 北部降雨特別集中於冬季。 

46.(     )臺灣可供利用的水資源有限，降雨後，河水直流入海不易蓄留地表，雨水停留地表的時間短暫 

          ，主要受到哪項河川要素的影響？(A) 河川水質 (B) 河川流向 (C) 河床寬度 (D) 河床坡度。 

 
 台灣西部聚集眾多人口，河川發展往往維繫著當地人們的生活與產業，
請依《台灣西部河川分布圖》，依序回答下列47~50題： 

47.(     )台灣河川容易受到降雨季節分布的影響，呈現「荒溪型河川」的特徵 

          ，圖上哪一條河川最不具有荒溪型河川的特性？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48.(     )「該河川昔日有臺灣黃河之稱，發源自合歡山，匯集沿線的溪流，受其 
          流經的沿岸地質影響，水中挾帶泥沙特別多，四季混濁，因此得名。」 
          ，上文所述的河川位於圖中何處？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49.(     )為了有穩定的灌溉用水，河川配合水利設施早已成為台灣開發水資源的 

          重要方式，其中臺灣容量最大的水庫位於何處？ (A) 甲河，翡翠水庫        

          (B) 乙河，德基水庫 (C) 丙河，日月潭水庫 (D) 丁河，曾文水庫。 

50.(     )若以「台灣河川的特性」為切入點。有關右圖中的臺灣五大河川，下列何者敘述錯誤？ 

          (A) 甲河：水量豐穩，昔日具航運價值 (B) 乙河＆丙河：源自山區，坡陡流急，水力豐沛  

          (C) 丙河：台灣最長、面積最廣的河川 (D) 丁河＆戊河：為抒解旱象，興建多座水庫蓄水。 

 

試題到此結束，請仔細檢查，並小心作答！ 

《水循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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