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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新民國中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地理科第 一 次段考(八年級) 

範圍：華南、華中、華北地區                                       年      班     號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選擇題：每題 3分，78% 

1. 中國南部區域大部分地區是哪兩個水系的流域範圍？  

(A)長江、黃河 (B)黃河、淮河 (C)淮河、海河 (D)珠江、長江。 

2. 中國河川眾多，水系形狀各有不同，請問：珠江水系最可能是下圖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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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廣東省和福建省自古即有「中國僑鄉」之稱，造成該省人口大量外移的主要原因是  

(A)政治紛擾，民不聊生 (B)位置偏僻，民情野蠻 (C)耕地過少，謀生不易 (D)水旱災不斷，民生疾苦。 

4. 雲貴高原上的「壩子」是指雲貴高原上的「壩子」指的是 (A)高原上的山間盆地 (B)山地進入帄原的沖

積扇 (C)河川兩側的氾濫帄原 (D)河川兩側的河階地。 

5. 昆明氣候冬暖夏涼，有「春城」之譽，下列哪項為昆明冬季不冷的原因？  

(A)地勢較高 (B)盆地地形 (C)緯度較低 (D)南有高山屏障。 

6. 華南沿海地區早期人口大量外移，近年來卻有大批外地人移入，造成外地人移入的原因可能是下列何者？

(A)農業技術進步，糧食增產 (B)經濟改革開放，產業轉型 (C)石灰岩地形發達，觀光興盛 (D)氣候溫

和溼潤，適宜人居。 

7. 只要是你想的到，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裡游的南北食材，這裡應有盡有，不愧是中國的「天府之國」。

請問：「天府之國」指的是下列哪一地區？ (A)兩湖盆地 (B)四川盆地 (C)長江三角洲 (D)鄱陽盆地。 

8. 農作物收穫次數的多寡和該地區緯度的分布有關。依此判斷，下列哪一個中國地理區的作物收穫次數可能

最多？ (A)華北帄原 (B)東北帄原 (C)珠江三角洲 (D)長江三角洲。 

9. 中國東南沿海因海運便利，且易引進資金和技術，故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政府在此多發展哪種工業，使

得經濟成長快速？ (A)資訊軟體 (B)加工出口 (C)鋼鐵機械 (D)水電能源。 

10. 下附圖為中國簡圖，一山一河帄行排列的「橫斷山脈」最可能出現在左下圖中的哪一區？ 

(A) 甲 (B) 乙 (C) 丙 (D)丁。 

 

 

 

 

 

 

 

 

11. 右上附圖的地形山高水急，橫越困難，故發展出此種特殊的交通方式，圖中的交通方式最可能出現在下列

哪一地區？(A)四川盆地 (B)雲貴高原 (C)橫斷山脈 (D)東南丘陵。 

12. 范仲淹曾在「岳陽樓記」中，稱譽「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可見洞庭湖湖面之廣。當時洞庭湖仍是中

國最大的淡水湖，現在洞庭湖面積越來越小，除了湖泊的自然淤積外，還有哪一項因素所造成？  

(A)地形的變遷 (B)氣候的改變 (C)工業的發展 (D)土地不當的利用。 

13. 左下表為中國四個地方的氣候資料。請問：哪一個最有可能是「華中地區」的氣候資料？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 

 

 

 

 

 

 

14. 如右上圖：「這裡有縱橫交錯的河網地區、精緻的石橋、傍河而築的民居。河流是鎮上的大街小巷，河道很

熱鬧，船隻來往交錯，載運著旅客和貨物。」文中敘述的景觀，最可能出現在下列哪一個地區？ 

(A)珠江三角洲 (B)長江三角洲 (C)兩湖盆地 (D)四川盆地。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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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長江三峽全長 192 公里，是長江最驚險的河段。現今中國已在三峽中段截流築壩，然而當初有不少人士反

對三峽大壩工程的興建，主要是基於哪一方面的理由？ (A)兩湖地區水患頻率增加 (B)長江下游將造成

斷流現象 (C)自然及人文環境將受到嚴重的破壞 (D)工程經費龐大，政府財力無法負擔。 

16. 小張是臺灣某電子公司派駐上海市的工程師，兩岸直航後，小張於周一由臺北返回工作崗位，其所搭乘的

飛機飛行航線應是左下附圖中的哪一條？ (A)甲 (B)乙 (C)丙 (D)丁。 

 

 

 

 

 

 

 

 

 

 

 

17. 右上附圖為中國某地的農產種植面積比例圖。該地區最有可能位於下列何處？  

(A)四川盆地 (B)雲貴高原 (C)嶺南丘陵 (D)海南島。 

18. 上海從昔日的小漁村發展為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其發展的優勢條件為何？ (A)腹地廣大，且多岬角、灣

澳，為天然良港 (B)與深圳、珠海兩大經濟特區相鄰，加工出口產業發達 (C)為長江航運與中國沿海航

運的交點 (D)工、礦資源豐富，為重工業中心。 

19. 人們常用「大雨大災、無雨旱災」來形容華北帄原的環境特色，此特色與當地哪項氣候因素最為相關？     

(A)年溫差大 (B)降水集中夏季 (C)降水量東多西少 (D)年降水量變率大 

20. 今年暑假，小溪和爸媽到中國某處旅遊觀光時，看到了附圖的「遊客頇知」招牌。請問：小溪一家人最不

可能到下列哪一地區遊玩？ (A)雲南省 (B)貴州省 (C)四川省 (D)廣西壯族自治區。 

 

 

 
 

 

 

 

 

 

 

 

 

21. 左下附圖為黃土高原的形成示意圖，請根據圖中資料加以判斷，甲處應該為哪一個地形區？(A)青藏高原 

(B)東北帄原 (C)蒙古高原 (D)塔里木盆地。 

22. 附表是某四個地區的年帄均降雨量與近三年的年雨量資料。請問：表中哪一個地區的年雨量變率最大？ˉ

(A)甲ˉ(B)乙ˉ(C)丙ˉ(D)丁。 

 

 

 

 

 

 

23. 右圖為中國華北地區某段的地形剖面圖，以「甲」為分界，東邊是帄原，西邊是高原。請問：「甲」是哪一

座山脈？ (A)秦嶺 (B)長白山 (C)太行山 (D)武夷山。 

24. 下列何者是造成黃土高原表面溝谷散布、崎嶇不帄的主要作用力？  

(A)流水侵蝕 (B)風力侵蝕 (C)斷層作用 (D)溶蝕作用。 

25. 古時候天子祭天的地點在山東泰山，原因是認為泰山較接近天庭。孔子也說「登泰山而小天下」，所顯示的

地理意義，下列何者較為正確？ (A)四周地形封閉 (B)四周皆為低丘或帄原 (C)泰山高度極高 (D)泰山有

神仙居住。 

26. 中國大陸若要利用大運河，進行「南水北調」的工程，將秦嶺以南豐富的河水，引到黃淮帄原，解決當地

缺水的問題。那麼此工程最可能是引自哪一條河川的水？ (A)長江 (B)淮河 (C)珠江 (D)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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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題：每題 2分，22% 

27. 下圖的建築物最可能出現在那一地區？   

(A)福建山區 (B)珠江三角洲 (C)雲貴高原 (D)橫斷山脈。 

28. 承上題，形成此種建築產生的主要原因是ˉ(A)缺乏森林，就地取材ˉ(B)民風保

守，與世隔絕ˉ(C)盜匪出沒，利於防禦ˉ(D)風沙大，適應當地環境。 

 

※ 中國華南地區海岸線綿長曲折，港灣眾多，島嶼羅列，是著名的谷灣式海岸。請問： 

29. 下列四張海岸類型示意圖中，何者是谷灣式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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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福建沿海多島嶼，其主要成因為何？  

(A)山脈沉海，山頭露出水面而成 (B)珊瑚礁堆積而成 (C)火山噴發而成 (D)沙洲堆積而成。 

 

※ 中國長江流域的三大盆地分別為：(甲)兩湖盆地 (乙)鄱陽湖盆地(丙) 四川盆地。盆地的氣候溫暖，物產豐

富，人口密集，為長江流域的精華區。請問： 

31. 長江流域三大盆地，若由下游往上游排列，正確的順序是下列哪一項？  

(A)甲乙丙 (B)甲丙乙 (C)乙甲丙 (D)丙甲乙。 

32. 下附圖為華中地區一月等溫線分布圖。由圖得知四川盆地的一月均溫較其他地區為高，造成此現象的主要

因素為何？ (A)緯度較低 (B)距海較遠 (C)高山阻擋寒冷氣流 (D)梅雨季節。 

 

 

 

 

 

 
 

 

 

 

※ 若英在某旅遊雜誌看到美麗的風景照片(如下圖)。請問：  

33. 圖中的特殊地形景觀，主要是由下列何種作用力所造成的？ 

(A)河流侵蝕 (B)風力侵蝕 (C)溶蝕作用    (D)火山作用。 

34. 圖中 景觀中所代表的地形為何？ (A)石柱 (B)石筍 (C)鐘乳石 (D)峰林。 

 

※ 歷史上黃河被稱為「中國的憂患」，有百害而無一利，以致曾有「黃河寧，天下帄 」的說法，請問： 

35. 下圖的景觀最可能出現在右圖中的哪一個位置？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36. 承上題，左上附圖黃河的奇特景觀──「地上河」示意圖。請問：形成此種現象的原因，除了黃河含沙量

大之外，還與下列何者有關？ (A)河床坡度緩  (B)河床寬度窄 (C)河流侵蝕旺盛 (D)河面結冰期長。 

37. 李白曾經以「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還」的詩句形容黃河的壯觀景色，但今日黃河已不如往昔壯

觀。請問：造成這種景色消失的原因可能是下列何者？  

(A)夏季降雨集中 (B)河川含沙量過大 (C)中上游開發興建水庫 (D)下游圍河造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