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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自然科九年級第三次段考 

範圍：第四章,第七章                             年   班   號 姓名：

一、選擇題（1～23 每題 2.5 分，24～28 每題 2 分） 

1.有四個帶電的小油滴，分別測量油滴所帶的電量，下

列何者不合理？（已知 1e≒－1.6×10－19庫侖）  

(A)＋6.4×10－19庫侖 (B)－8.0×10－19庫侖  

(C)＋1.6×10－18庫侖 (D)－4.0×10－19庫侖 

2.有關導體與絕緣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絕緣體可用靜電感應方式帶電  

(B)導體通常適合用摩擦起電方式來帶電  

(C)絕緣體不易讓電子在原子間自由移動，電阻很大 

(D)導體電阻小，能讓質子在原子間自由移動 

3.下列各圖，伏特計的使用法何者正確？  

(A)  (B)   

(C)  (D)   

4.如果將電池、導線及小燈泡連接如附圖，則哪些燈泡

會亮？ 

(甲)  (乙)   

(丙)  (丁)  

(A)甲丙  (B)甲乙  (C)乙丁  (D)丙丁 

5.如附圖所示，小昌測量二個串聯燈泡線路上的電流，

L1、L2 代表燈泡，I1、I2、I3 代表電流，已知 L1 較 L2

亮，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I1＝I2＝I3 (B)I3＞I2＞I1  

(C)I1＝I2＞I3  

(D)I1＞I2＞I3 

6.如附圖所示，各燈泡規格均相同，若通過各燈泡的電

流分別為 I1、I2、I3、I4，則以下電流關係，何者正

確？ 

  
(A)I1＝I3 (B)I1＋I2＋I3＝I4  

(C)I2＝I3 (D)I1＋I3＝I4 

7.在截面積 0.01 平方公分的導線，通以 0.1 安培的電

流，則在 10 分鐘內通過此截面的總電量為多少庫

侖？  

(A)0.01 (B)1 (C)600 (D)60 

8.關於附圖的電路裝置，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A)兩電阻器為並聯連接  

(B)通過 2Ω電阻器的電流為 1安培 

(C)通過 3Ω電阻器的電壓為 3伏特 

(D)流經電池的總電流為 2.5安培 

9.小小測量電阻器兩端的電壓

與通過電流的關係，結果如

附圖，則電阻器的電阻大小

為多少歐姆？  

(A)0.05 (B)0.15  

(C)50  (D)15 

 

10.若以相同的鎳鉻合金製成長度、形狀不同的電阻甲、

乙、丙（如附圖），則導體前後兩端（長邊）電阻何

者最大？ 

 
(A)甲 (B)乙 (C)丙 (D)皆相等 

11.有關太陽系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目前的分類只有八大行星，而不是九大行星  

(B)太陽系範圍的大小和銀河系範圍的大小相差不多  

(C)木星非常亮，所以也是恆星  

(D)距地球最近的行星是水星 

12.地球上會有晝夜的主因是？  

(A)地球會自轉 (B)地球有南北半球之分  

(C)地球會公轉 (D)地球自轉軸傾斜 23.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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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地球上會有四季變化的主因是？  

(A)地球靠近太陽變熱，遠離太陽變冷  

(B)地球會公轉，且地球自轉軸傾斜 23.5度  

(C)地球會公轉，造成大氣對流而有冷暖變化  

(D)地球會自轉 

14.有關「朔」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當天可見又圓又大的月亮  

(B)當天晚上北半球的人看不見月亮，但在南半球的 

   人卻可看見  

(C)當天晚上在臺灣看不見月亮，但在美國卻可看見  

(D)當天月亮在太陽和地球之間 

15.有關潮汐現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到達海邊恰逢滿潮，若要等到乾潮，應等待約 12 

   小時左右  

(B)海水有滿、乾潮及漲、退潮等現象，最主要的因 

   素和月球有關  

(C)要知道漲退潮時間，應依據國曆日期來判斷  

(D)夏天到海水浴場遊玩，不論哪一天，只要在下午 

   到達，都是退潮時刻 

16.如附圖，下列有關月食的敘述，何者錯誤？ 

 

 

 

 

 

  

(A)月球全部進入地球本影區內，形成月全食  

(B)並不是每月十五（望）都會發生月食  

(C)月全食發生時，地球上約有一半的人能看到  

(D)月食發生時，前後約需 2~3天 

17.當陽光直射赤道，晝夜在北回歸線會發生什麼現象？ 

(A)晝夜等長 (B)晝長夜短 (C)晝短夜長 (D)永晝 

18.在地球上若能看到日食的現象，此時太陽、月亮、地

球三者的相對位置，最可能是下列哪一個示意圖？  

(A)  (B)   

(C)  (D)  

19.某日，小明全家要

到淡水的紅樹林，

觀 察 退 潮 時 招 潮

蟹、彈塗魚等生物

的活動情形。從報

上得知當日潮汐預

報，如附表，小明

應選在下列哪一個時間到達比較適合？  

(A)凌晨一時 (B)下午四時  

(C)下午一時 (D)上午十二時 

20.在星體的分類中，太陽是屬於下列何者？  

(A)恆星 (B)星系 (C)衛星 (D)行星。  

21.有關於銀河系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銀河系的外形如同一顆球體  

(B)銀河系中的天體都以太陽系為中心，繞著太陽旋 

   轉  

(C)太陽是銀河系中唯一的一顆恆星  

(D)銀河系只不過是宇宙中數百億個星系之一。 

22.在類地行星中，距離太陽由近到遠依次為何？ 

(甲)火星、(乙)金星、(丙)水星、(丁)地球。  

(A)丁乙丙甲 (B)乙丁丙甲  

(C)丙乙丁甲 (D)乙丁甲丙。 

23.小行星帶主要位於哪兩顆星之間？ 

(A)水星、金星 (B)火星、木星  

(C)金星、火星 (D)木星、土星。 

24.如圖為金屬球感應起電的實驗過程記錄，有關感應起

電的先後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A)c→a→b→e→d (B)d→a→b→c→e  

(C)c→e→b→a→d (D)e→a→c→b→d。 

25.使原本不帶電的物體變成帶有靜電的方法，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感應起電適用於絕緣體  

(B)摩擦起電適用於導體  

(C)感應起電適用於金屬棒，摩擦起電適用於塑膠片  

(D)感應起電和摩擦起電這兩種方法可交互使用於金 

   屬棒及塑膠片。 

26.甲、乙兩帶電體均帶正電，且甲帶電體的帶電量為乙

帶電體的 2 倍，則甲、乙兩帶電體所受靜電力大小及

方向示意圖，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  (B)   

(C)

 

  (D) 

  

27.一年之中，若不考慮天氣因素，下兩個相同大小的金

屬球分別帶電＋6Q，－2Q，此時作用力為 3kgw，若兩

物接觸後再分開放回原處，則彼此間的作用力為何？ 

(A)相吸力 3kgw (B)相吸力 6kgw  

(C)排斥力 1kgw (D)排斥力 3k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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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一裝設於電路中的毫安培計，指針偏轉情形及導線連接

的端子，如附圖所示，則此電路上的電流大小為何？  

 
(A)0.3A (B)0.03A (C)30A (D)300A。 

 

二、題組（29～37題，每題 2.5分）  

(一)如附圖所示，丁丁想利用已歸零的伏特計測量燈泡

兩端的電壓，他該如何操作？ 

 

29.伏特計負極端子應與圖中 A點或 B點連接？ 

30.正極端子應先由哪個接點開始？ 

(A)3V (B)15V (C)30V (D)都可以。 

31.若最後伏特計正極端子接於 15V 的接點，指針指示如

附圖，則燈泡兩端的電壓為何？ 

(A)6V (B)3V (C)0.6V (D)4V。 

(二)附圖為地球晝夜示意圖，試回答(32)～(34)題： 

32.附圖中，若甲處恰好是中

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丙處應為晚上  

(B)乙處應為上午十點  

(C)丙處的人晚上時可見 

   北極星 

(D)再過六小時，乙處就 

   會是傍晚，夕陽西下 

33.由附圖所提供的資料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A)當天乙地晝夜等長  

(B)當天甲地晝夜等長  

(C)當天日照總時數比較，甲＞乙＞丙＞北極點  

(D)當天北極點完全看不到太陽 

34.附圖中，甲地和丙地兩個城市都位於同一經度線上。

下列有關兩地異同現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地早晨時，丙地正值傍晚  

(B)甲地當天白天如果看見日食現象，丙地當天晚上 

   能看到月食現象  

(C)甲地當天晚上看到上弦月，丙地看到的是下弦月  

(D)甲地是夏季時，丙地是冬季 

(三)參考附圖日、月、地三者相對位置示意圖（由北極上

方往下看），回答下列第(35)～(37)題： 

 

35.過年除夕夜團聚吃年夜飯，當天晚上月球的位置大約

是在圖中的：  

(A)A位置 (B)B位置 (C)C位置 (D)D位置 

36.中秋節晚上一起觀賞月亮，當天晚上月球的位置大約

是在圖中的：  

(A)A位置 (B)B位置 (C)C位置 (D)D位置 

37.在中秋節當天不可能有下列哪一種天文現象？  

(A)日食 (B)月食 (C)滿月 (D)月球被烏雲遮蔽 

 

三、科學閱讀題(每小題二分) 

閃耀天際的流星雨  2008/10/29  楊嘉慧 

審稿／陳岸立（天文科學教育館資訊研究組組長） 

蔡文祥（前中央大學天文所教授） 

    宇宙塵埃經過地球大氣層，為何會化身為耀眼的流星

雨？從流星雨顏色、存在空中的時間，可以看出它們的哪

些特性呢？ 

   在「追星族」眼中，最美麗的夜景莫過於流星雨。幾

千年前，人們對於它的出處有諸多揣測，有一種說法認

為它是地表某些物質受太陽照射後，上升至大氣層並燃

燒的結果，也有人認為那是太陽餘暉在夜空中折射所造

成的現象。直到 19 世紀人們才知道，原來流星雨是地球

路過彗星軌道時所獲得的驚喜。 

彗星塵粒化身美麗流星 

   太陽系裡，除了行星及其衛星外，還散佈著許多灰塵

顆粒與碎冰塊，這些塵粒可能是從太陽系生成時就已存

在，可能是彗星表面物質受太陽光照射而崩解，也可能是

小行星被撞擊後產生的碎片。由於塵粒質量小，經過地球

附近時，很容易受重力吸引而墜入地球，它們進入大氣層

時因高速摩擦大氣而燃燒發光，就是流星，而這些塵粒便

稱為「流星體」（meteoroid）。 

   大部份流星出現的時間並不固定，出現的位置也是隨

機，但是每年總會固定在某些月份、某些方位出現大群流

星，每小時可能有數十至上百顆流星，最密集時甚至高達

上萬顆（此為 1833年的記錄，近年來並未發生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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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流星雨。較著名的流星雨包括 1月象限儀座流星雨、8

月英仙座流星雨、12月雙子座流星雨，以及被稱為「流

星雨之王」的 11月獅子座流星雨。 

   流星雨是否都來自彗星軌道上的流星體仍有爭論。台

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資訊研究組組長陳岸立舉例說，有

一些科學家認為 12月雙子座流星雨可能是直徑約 5公

里、軌道週期 1.4年的小行星菲以頌（Phaethon）受到行

星潮汐力拉扯、太陽輻射光壓或其他小行星撞擊，產生許

多灰塵顆粒所造成的。然而，另有一些天文學家認為，小

行星是由岩石組成的，並不像彗星能噴發出大量物質，他

們根據軌道遺留的塵粒推論，菲以頌原先應該也是彗星，

只是外層結冰物質已經蒸發殆盡。 

意外交會，劃過天際 

   流星雨壯觀與否，與彗星週期及彗星遺留在軌道上的

流星體數量多寡有關。陳岸立表示，散佈在彗星軌道的流

星體會受到太陽風、行星引力、流星體的碰撞而隨著時間

擴散，所以地球每年運行到彗星軌道附近時，遭遇的流星

體數量都不一樣。一般而言，當母彗星接近地球時，會再

次帶來較多的流星體，產生的流星會比較多，例如獅子座

流星雨的母彗星週期約 33年，每 33年便可看到一次壯觀

的獅子座流星雨。 

   流星雨來臨期間，每天的流星數都不一樣，這是因為

流星體的數量會隨著地球接近彗星軌道而增加、遠離而減

少，理論上流星雨的極大值出現在地球最接近彗星軌道之

時。此外，同一夜晚、不同時段的流星數量也有差異，下

半夜看到的流星總是比上半夜多且精彩，原因是上半夜流

星體是與地球同運行方向墜入地球，相對速度較慢，燃燒

亮光較弱；但到了下半夜，流星體是迎面撞上地球，不僅

數量多，相對速度也較快。這與在雨中開車，前面的擋風

玻璃迎著雨勢，會有較多雨滴打到玻璃的道理是一樣的。  

   陳岸立指出，欣賞流星雨時，觀測者可能會覺得流星

雨是向四面八方散射開來，但如果觀測者將這些流星的路

徑反向延伸，會發現它們都是從天空中某一個特定位置進

入地球，此特定位置稱為「輻射點」。每一個流星雨的輻

射點對應的星座位置是固定的，因此天文學上便依據輻射

點所在的星座來命名。(節錄自科學人雜誌) 

根據以上文章，試回答下列問題 

38.有關流星雨的成因何者較為正確？ 

(A)流星經過時會下雨 (B)下雨時看到的流星  

(C)可能是彗星或小行星的碎片(D)太陽的折射現象 

39.每年有固定幾個著名的流星雨，其中哪一個流星雨號

稱「流星雨之王」？ 

(A)象限儀座流星雨 (B)英仙座流星雨  

(C)雙子座流星雨  (D)獅子座流星雨 

40.流星雨的壯觀與否，與哪個星體的遺留在軌道上流星

體數量多寡有關？ 

(A)太陽 (B)月球 (C)木星  (D)彗星 

41.一般而言，什麼時間觀看流星雨較為精彩？  

(A)上半夜 (B)下半夜 (C)黃昏 (D)凌晨 12點 

42.所謂獅子座流星雨的命名原因是？ 

(A)以第一個發現此流星雨的人所屬的星座命名 

(B)觀測者會覺得流星是以獅子座為中心，向四面八 

   方散射開來  

(C)此流星雨的母彗星名為獅子座 

(D)由天文館人員隨意命名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