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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新民國民中學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地理科第一次段考 

範圍：九年級 ch1~4      年   班   號 姓名：

一、選擇（共四十分） 

（ ）1. iPhone 手機的生產模式反映了目前世界經濟的哪

個特點？ (A)都市化 (B)全球化 (C)世界工

廠 (D)工業化 

（ ）2. 國際間簽訂了京都議定書、蒙特婁議定書等，

主要的目的為何？ (A)使地球永續發展 (B)維

護世界和平 (C)提高國民所得 (D)降低貧富差

距 

（ ）3. 非洲的剛果盆地因為生物種類繁多，生物多樣

性高。該地區位於哪一個氣候帶內？  (A)熱帶

雨林 (B)熱帶莽原 (C)熱帶沙漠 (D)熱帶季

風 

（ ）4. 下列哪一個地區普遍收看半島電視臺的新聞報

導，對於美國的 CNN 新聞相當排拒？(A)東亞 

(B)西亞 (C)東歐 (D)南美洲 

（ ）5. 人類活動範圍擴大和全球化的經濟息息相關，

這種變化和下列何者關係最為密切？  (A)平均

收入不斷增加 (B)地球人口愈來愈多 (C)交

通時間不斷縮短 (D)生產過程的自動化 

（ ）6. 南極大陸的面積約為 1,240 萬平方公里，較中國

面積大，然而卻無人定居於此，其主要的原因為

何？    (A)地形陡峭 (B)氣候嚴寒 (C)土壤

貧瘠 (D)戰亂不斷 

（ ）7. 臺灣的東側為太平洋，該海域為大洋洲的主要

分布地區。請問：臺灣位置和下列何者的距離最

近？    (A)玻里尼西亞群島 (B)美拉尼西亞

群島 (C)巴拿馬群島 (D)密克羅尼西亞群島 

（ ）8. 溫室效應不斷加劇，對於人類的生存環境影響

相當大，其中哪一個地區因為地勢較低，故影響

最為明顯？   (A)非洲 (B)美洲 (C)澳洲 

(D)大洋洲 

（ ）9. 許多地名與當地自然

或人文環境有密切關

係，阿力前往澳洲「努

拉波」考察，發現此地

名是依當地的自然特

色命名。附圖是澳洲各

種氣候類型的分布，根據努拉波的位置判斷，此

地名原義最接近下列何者？  (A)樹木稀少 

(B)雨量豐沛 (C)終年低溫 (D)多珊瑚礁 

（ ）10. 澳洲的面積廣大，但是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

以何處為主要的精華區，人口集中且產業發達？ 

(A)東南沿海平原 (B)東部大分水嶺 (C)西

部古老高原 (D)南部海域離島 

（ ）11. 非洲的族群相當複雜，其中哪一個國家中有許

多歐洲裔白人，形成當地的文化特色？ (A)埃及 

(B)剛果 (C)南非 (D)馬達加斯加島 

（ ）12. 埃及境內的帶狀綠洲成為主要文化的發源地，

這些帶狀綠洲的水源多來自於下列何者？    

(A)尼羅河河水 (B)地下井水 (C)午後降雨 

(D)高山雪水 

（ ）13. 臺灣的新民海運往返世界各主要大陸之間，該

公司貨輪若由西亞要前往北非及地中海，必須通

過下列何處？      (A)蘇伊士運河 (B)松德

海峽 (C)巴拿馬運河 (D)麻六甲海峽 

（ ）14. 非洲的氣候特色為南北兩側呈現對稱分布，這

和該地區的何項地理位置條件關係最大？    

(A)經度位置 (B)緯度位置 (C)地勢高低 

(D)海陸位置 

（ ）15. 南極地區的臭氧層受到氟氯碳化物影響而變

薄，可能造成下列哪個後果？ (A)降水量增加 

(B)旱災頻率增加 (C)全球暖化 (D)使人類皮

膚癌罹患率增加 

（ ）16. 請問下列哪一個機構的設立最有利於維持生物

多樣性？ (A)動物園 (B)國家公園 (C)觀光

果園 (D)博物館 

（ ）17. 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曾說: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

是指尼羅河對埃及有哪方面的貢獻？ (A)航

運 (B)牧業 (C)農業 (D)工業 

（ ）18. 北部非洲為古文明發源地，但向南傳播古文明

文化時卻受到阻隔，其主要原因為？ (A)政策 

(B)雨林 (C)山脈 (D)沙漠 

（ ）19.紐西蘭全年溫和溼潤，主要原因為？   (A)受

西風吹拂 (B)背東南信風 (C)高壓籠罩 (D)涼

流經過 

（ ）20. 南極洲地處三大洲的海洋接觸帶上。請問：這

三大洲分別為下列何者？  (A)亞洲、非洲、

北美洲 (B)亞洲、歐洲、北美洲 (C)大洋洲、

非洲、南美洲 (D)大洋洲、亞洲、非洲 

二、整合題（共六十分） 

國家間因為國界上的糾紛，經常導致相關的衝突。一般常

見的國界多採用「自然邊界」畫分，如山脈、河川等，但

是也經常可以見到例外情況。請問： 

（ ）21下列各地區中，哪一個地方不以「自然邊界」

來畫分，而以經緯線作為畫分國家邊界的主

要依據？    (A)東歐地區 (B)東北亞地

區 (C)西非地區 (D)南美地區 

（ ）22. 這種以經緯線畫分國界的方法，主要是受到

什麼因素的影響？    (A)疆域面積大小 

(B)宗教信仰不同 (C)列強勢力入侵 (D)

經濟發展程度 

（ ）23非自然邊界畫分的國家類型，最常見到下列哪

一種問題？(A)不同族群間易發生衝突 

(B)經濟發展較為落後 (C)文化封閉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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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D)社會貧富差距過大 

澳洲和紐西蘭廣受世界各地的觀光客喜愛，尤其是其獨特

的地形景觀。照片(一)、(二)為這兩個國家著名的地理景

觀，附圖為澳洲簡圖。請問： 

（ ）24. 照片(一)的拍攝地點為附圖中 2 號位置，請

問：前往當

地參觀需要

注意何種天

候狀況？ 

(A)受西風吹送 

(B)終日高溫難

耐 (C)氣候溫

暖溼潤 (D)終年氣溫嚴寒 

（ ）25. 照片(二)中

的地理景觀

，其山脈形

態呈現受到

侵蝕的作用

，而水域則

是侵蝕後所

形成的窪地

積水成湖。

請問：若依

照片(二)中

景觀判斷，

其拍攝地點

應為附圖中

何處？   (A) 5 (B) 6 (C) 7 (D) 8 

（ ）26. 附圖中 6 號地點被稱為天鵝城，以其優良的

氣候環境著稱。若旅客欲前往當地觀光，則

最好避免何時前往，以免遇到雨季而掃興？ 

(A) 3 月 (B) 6 月 (C) 9 月 (D) 12 月 

第一級產業產品的外銷為澳洲重要外匯來源之一，但氣候

異常對臺灣、歐洲都產生很大的影響： 

（ ）27. 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澳洲農牧業由於長期乾

旱而大受影響，這將對國際市場造成何種衝

擊？(A)乳品原料價格上漲 (B)市售咖啡

價格變貴 (C)橡膠價格波動 (D)棉紡織

工業缺乏原料 

（ ）28. 臺灣遊客到歐洲各國旅行，應使用哪種錢幣最

方便？ (A)英磅(LB) (B)歐元（€） (C)美

元（US＄） (D)新臺幣（NT＄） 

（ ）29我國在進行農牧業轉型的過程中，曾參考澳洲的

農業發展過程。下列有關澳洲農牧業發展條件

的敘述中，何者正確？(A)位於北回歸線經過

地區，氣候乾燥，促成粗放的畜牧業 (B)降

水的分布，明顯受到山脈和信風之影響 (C)

鄰近歐美主要市場，有利畜牧產品的輸出 

(D)勞工充足且面積廣大，單位面積產量高 

穆罕默德．尤努斯為 2006 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他放

棄美國大學的教職，回到位於恆河口的祖國，立志幫助這

個飽受水患之苦的國家脫離貧窮的困境。請由上文敘述，

回答下列問題： 

（ ）30. 根據穆罕默德．尤努斯的敘述判斷，他的祖

國最可能為下列哪一個國家？ (A)美國 

(B)孟加拉 (C)伊朗 (D)尼泊爾 

（ ）31. 該國的女子因為宗教的影響，禁止隨意與人

交談，因此不易向外界尋求協助。該國主要

信奉的宗教為何者？ (A)基督教 (B)佛

教 (C)伊斯蘭教 (D)印度教 

（ ）32. 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努力獲得了世人的肯定

，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最主要理由應該為

何？ (A)促進工業升級 (B)拯救地球環

境 (C)縮小貧富差距 (D)消除種族歧視 

水資源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請問: 

（ ）33. 水資源的分布和各地區的自然環境關係最大

，下列哪一個氣候區的水資源總量最少？ 

(A)熱帶雨林 (B)熱帶莽原 (C)熱帶季風 

(D)熱帶沙漠 

（ ）34.下列何者並不是全球水資源不足的主要原因之

一？ (A)用水需求大 (B)水資源汙染 (C)氣

候異常 (D)生物棲息地改變 

（ ）35. 西亞的以色列及敘利亞等國，為了爭奪下列

哪一條河川的水源而引發糾紛？  (A)恆河 

(B)阿拉伯河 (C)約旦河 (D)幼發拉底河 

全球經濟是又競爭又合作，對於環境我們應該以永續發

展為目標，請問: 

（ ）36. 1997 年在日本通過的「京都議定書」其主要目

的為 (A)控制氟氯碳化物的排放量 (B)削減

排放溫室氣體 (C)創造生物基因庫 (D)穩定

國際金融 

（ ）37. 1987 年在加拿大簽署的「蒙特婁議定書」其主

要目的為？ (A)控制氟氯碳化物的排放量 

(B)削減排放溫室氣體 (C)創造生物基因庫 

(D)穩定國際金融 

（ ）38. 國際貨幣基金(IMF)成立的主要目的為？ (A) 

加強區域內國家的合作 (B)削減排放溫室氣

體 (C)創造生物基因庫 (D)穩定國際金融 

（ ）39.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成立的主要目的為？ 

(A)加強區域內國家的合作 (B)削減排放溫室

氣體 (C)創造生物基因庫 (D)穩定國際金融 

（ ）40.下列何者不屬於全球三大經濟板塊 (A) 亞洲  

(B) 非洲   (C)歐洲 (D)北美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