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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新民國中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自然科段考試卷 9 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選擇(1~6 每題 3 分，7~47 每題 2 分) 

1. （  ）類地行星的組成成分，主要是什麼物質？  

(A)氣體 (B)冰雪 (C)氣體、冰雪 (D)金屬、岩石。 

2. （  ）下列何者不是太陽系的成員？  

(A)月球 (B)小行星 (C)北極星 (D)彗星。 

3. （  ）在一個晴朗無雲且無光害的夜晚，若以肉眼往銀河

系中心看去，所看見整個銀河系的形狀較接近下列

哪一個圖？ 

 

 
4. （  ）西元 2003 年是數萬年來火星最接近地球的時候，

試問火星和地球分別屬於哪一種星體？  

(A)都是行星 (B)都是恆星 (C)前者是行星，後者

是恆星 (D)前者是恆星，後者是行星。 

5. （  ）太陽系的行星中，最靠近太陽的是哪一顆行星？ 

(A)木星 (B)水星 (C)金星 (D)海王星。 

6. （  ）在太陽和地球之間，有幾顆繞太陽運行的行星？

(A)1 顆 (B)2 顆(C)3 顆 (D)4 顆。  

7. （  ）當一帶負電物體靠近一個金屬板時，則金屬板內的

電荷分布將會變成下列哪一個圖形？ 

 

。 

8. （  ）將長度相同、粗細不同的鎳

鉻絲，串聯在同一電路中，

通電後，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粗鎳鉻絲的電阻比細鎳

鉻絲大 (B)粗鎳鉻絲的電流比細鎳鉻絲大 (C)粗

鎳鉻絲兩端的電壓比細鎳鉻絲大 (D)粗、細兩條

鎳鉻絲串聯後的電阻，比單條的粗鎳鉻絲大。 

 

9. （  ）地震後停電，小宇利用兩個 1.5 伏特的乾電池及標

示需 3 伏特的小燈泡自製簡易手電筒，試問下列哪

一個電路的小燈泡可正常發亮？ 

(A)  (B)  

(C)  (D)  

10. （  ）下列哪一項是對電阻的最佳描述？  

(A)電阻就是電路中阻力的大小 (B)電阻就是電路

中導體兩端電壓與電流的比值 (C)電阻就是電路

中燈泡明暗程度的表現 (D)電阻就是電路中燈泡

冷熱程度的表現。 

11. （  ）一支與絲絹摩擦過後的玻璃棒與甲球發生感應起

電，另一支與毛皮摩擦過後的塑膠棒則與乙球發生

接觸起電，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球帶正電，乙球帶負電 (B)甲球帶負電，乙

球帶正電 (C)甲、乙兩球都帶正電 (D)甲、乙兩

球都帶負電。 

12. （  ）將 3 個 1.5 伏特的電池串聯後，電池組的總電壓為

多少伏特？  

(A)0.5 (B)1.5 (C)3.0 (D)4.5。 

13. （  ）下列何種物質中不含自由電子？  

(A)銀 (B)水銀 (C)玻璃 (D)石墨。 

14. （  ）如附圖所示，電路中甲、乙、丙

和丁四個燈泡完全相同，流經其

上的電流分別為 I 甲、I 乙、I 丙和 I

丁，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I 乙＝I 丁 (B)I 丙＝I 丁  

(C)I 甲＝I 乙＋I 丙 (D)I 甲＝I 乙＋I 丁。 

 

15. （  ）附圖是兩個燈泡並聯後所形成

通路的電路圖，a、b、c 皆為

安培計，當安培計 b 的讀數為

0.8 安培，安培計 c 為 0.5 安

培，則安培計 a 的讀數為多少

安培?   

(A)1.0 (B)1.3 (C)1.8 (D)2.0。 

16. （  ）用絲絹摩擦玻璃棒後，玻璃棒帶正電，則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帶正電的質子由絲絹轉移至玻璃棒 (B)帶正電

的質子由玻璃棒轉移至絲絹(C)帶負電的電子由絲

絹轉移至玻璃棒 (D)帶負電的電子由玻璃棒轉移

至絲絹。 

17. （  ）兩個不同的物體經摩擦後會帶有電荷，這種帶電方

式稱為下列何者？  

(A)摩擦起電 (B)接觸起電  

(C)感應起電 (D)靜電感應。 

18. （  ）下列何者不是影響甲、乙兩帶電體間靜電力大小的

因素？  

(A)甲帶電體的電量 (B)乙帶電體的電量  

(C)甲、乙兩帶電體的質量乘積大小 (D)甲、乙兩

帶電體間的距離。 

19. （  ）如附圖所示，已知燈泡和乾電池電壓都相同，試問

哪一個燈泡最亮？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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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經摩擦起電的過程，塑膠棒獲得 2× 1010 個電子而帶

電，則此塑膠棒所帶的電量為多少庫侖?   

(A)1.6×10-9 (B) 2×10-10 (C) 3.2×10-9 (D) 2×10-9。 

21. （  ）在通以 16 安培電流的導線中，某一截面在 1 分 40

秒內可以通過多少個電子?  

(A)1022 (B)1023 (C)1024 (D)1025。 

22. （  ）一電流為 0.4 安培的電路，若通電 30 分鐘，則通過

導線的電量為多少庫侖？  

(A)360 (B)720 (C)900 (D)1800。 

23. （  ）將一臺電風扇接在 110 伏特的電源上，則有 5 安培

的電流流經電風扇，則電風扇內電路的電阻值為多

少歐姆？  

(A)22 (B)24 (C)26 (D)28。 

24. （  ）如附圖所示，甲、乙兩燈泡的電阻分別為 3 歐姆和

2 歐姆，電流分別為 I 甲和 I 乙，燈泡兩端的電壓分

別為 V 甲和 V 乙，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I 甲＝I 乙，V 甲＝V 乙 (B)I 甲＞I 乙，V 甲＜V 乙  

(C)I 甲＝I 乙，V 甲＞V 乙 (D)I 甲＜I 乙，V 甲＞V 乙。 

 
25. （  ）取 5 個規格相同的燈泡 A、B、C、D、E，連接如

附圖，則 5 個燈泡發亮的程度為何？  

(A)A＝B＝C＝D＝E (B)A＞B＞C＞D＞E  

(C)C＝D＞E＞A＝B (D)A＝B＜C＝D＝E。 

 
26. （  ）將甲、乙、丙三個燈泡連接成下列四種電路，若甲

燈泡燒壞之後，哪一個電路只剩下丙燈泡會發光？ 

(A)  (B)   

(C)  (D)  

27. （  ）如附圖為測量電熱線電阻大小的裝置圖，則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X 為伏特計 (B)Y 為伏特計 (C) 若伏特計接

在 3 V 的檔位，則電熱線兩端的電壓為 8V (D) 若

毫安培計接在 500 mA 的檔位，則流經電熱線的電

流為 2.5A。 

 

 

 

28. （  ）關於銀河系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組成銀河系的星體非常多，有超過千億顆自行

發光的行星 (B)銀河系的直徑約 10 萬光年  

(C)太陽、八大行星、矮行星和太陽系小天體組成

的系統稱為銀河系 (D)宇宙中有許多星系，太陽

所在的星系稱為太陽系。 

29. （  ）關於太陽系中「類地行星」與「類木行星」的比較，

下列何者正確？  

(A)類地行星的體積大於類木行星 (B)類地行星的

密度小於類木行星 (C)類木行星的內部核心通常

具有鐵、鎳等元素 (D)類地行星的質量小於類木

行星。 

30. （  ）如果臺灣現在是夏季，請問澳洲 雪梨會是什麼季

節？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31. （  ）小明在某年 7 月 22 日的報紙上看見了有關日全食

的報導，因此可以推論該日可能為農曆幾日？  

(A)初一 (B)初七 (C)十五 (D)二十五。 

32. （  ）地球的四季變化與下列哪些因素比較有關聯？甲.

地球自轉軸傾斜；乙.地球自轉；丙.地球公轉；丁.

太陽的直射與斜射；戊.日地月的相對位置。  

(A)甲乙丁 (B)丙丁戊 (C)甲丙丁 (D)甲乙丙。 

33. （  ）附圖為日、地、月相對位置與潮差關係的示意圖，

則： 

 

根據上圖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A)甲日時太陽與月球對地的引力在一直線上，因

此潮差大，且該日可能會發生日食 (B)乙日時太

陽與月球對地的引力呈直角，因此潮差小，且夜晚

可見滿月 (C)丙日時太陽與月球對地的引力在一

直線上，因此潮差大，且該日可能會發生日食 (D)

丁日時太陽與月球對地的引力呈直角，因此潮差

小，且夜晚可能發生月食。 

 

【題組】附圖為宇宙的組織結構示意圖，表示宇宙組織對應

到地球所在的系統；試依照此圖回答 34~35 題： 

 
34. （  ）圖中「甲」與「丁」分別為下列哪一個天體？  

(A)甲為太陽系；丁為人造衛星 (B)甲為太陽系；

丁為月球 (C)甲為銀河系；丁為人造衛星 (D)甲

為銀河系；丁為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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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關於「乙」與「丙」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乙」繞著「丙」公轉 (B)「乙」屬於自行發

光、發熱的星體 (C)矮行星、太陽系小天體與衛

星都是「丙」的成員 (D)「丙」彼此間的距離相

當遠，必須利用光年來表示。 

36. （  ）關於太陽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約在 46 億年前形成 (B)屬於恆星 (C)位於銀

河系中心地帶 (D)所發出的光和熱來自其內部的

核融合反應。 

37. （  ）下列星體中，人類已成功登陸過的為何？  

(A)太陽 (B)月球 (C)北極星 (D)彗星。 

38. （  ）關於潮汐現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滿潮線的位置每天都一樣 (B)潮汐現象一個周

期是 12 小時 (C)農曆初七和農曆二十二時潮汐會

較大 (D)潮汐的產生和月球的引力有關。 

39. （  ）附圖是在某海港從上午 8 時至凌晨 24 時所測得海

水漲落情形，則哪一段時間正值退潮？  

(A)9 時至 12 時 (B)12 時至 18 時  

(C)18 時至 21 時 (D)21 時至 24 時。 

 
40. （  ）「太陽下山，月亮升起」這一句話，指的是下列哪

一天的月亮？  

(A)每一天的月亮都是如此 (B)農曆初一的月亮 

(C)農曆十五的月亮 (D)農曆二十二的月亮。 

41. （  ）已知編號 B612 的小行星離地球約 30 光年。若一艘

太空梭由地球出發，以 1.5×10
8
 m/s 的速度往 B612

行駛，則太空梭需要花多少年的時間才可以抵達該

小行星？(光速＝3×108 m/s)  

(A)20 (B)30 (C)40 (D)60。 

42. （  ）附圖為臺灣一年中所見太陽在天空中位置的示意

圖，甲、乙為正午時太陽到達最低和最高的兩點。

若某天太陽的軌跡為「X－甲－Y」，則下列有關

這一天的敘述何者正確？  

(A)這一天太陽直射南回歸線 (B)在臺灣，這一天

在夏天 (C)在臺灣，這一天晝長夜短 (D)在北

極，這一天為永晝。 

 
 

【閱讀題】探索宇宙的尖兵—鹿林天文臺 

近年來，我國對於天文研究與發展有著顯著的成長，然

而因都會或平原地區的開發使得光害嚴重，故大型天文臺的

設置也移往高山地區，例如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負責管理的

鹿林天文臺即位於臺灣的中部山區，自民國88年完工啟用。 

在民國91年安裝臺灣首座口徑突破一米的鹿林一米望

遠鏡，是當時臺灣最大口徑的光學望遠鏡，也是天文臺裡的

觀測主力之一。 

鹿林天文臺在成立後的短短數年間，便於國際期刊發表

數十篇論文，研究範圍涵蓋天文各個領域，更在臺灣的天文

史上締造了許多紀錄。 

例如在臺灣超新星巡天計畫中，於民國93年發現的超新

星-SN2004cy，便是臺灣首次發現超新星的紀錄。    

鹿林天文臺的另外一項重要成就是小行星的發現，例如

民國91年發現了編號259110的小行星，不但是鹿林天文臺第

一次發現小行星的紀錄，也是臺灣的第一次。而民國95年展

開的鹿林巡天計畫，更將鹿林天文臺推升為亞洲發現小行星

最為活躍的天文臺之一。 

民國96年7月11日，研究人員在進行鹿林巡天計畫的觀測

時發現一顆疑似彗星的新天體，3天後確認為彗星，並正式

命名為「鹿林」，是臺灣本土所發現的第一顆彗星。在發現

鹿林彗星的同時，附近有另一顆小行星飛馳而過，經過不斷

的搜尋比對資料，確認是一顆從未被發現的近地小行星（2007 

NL1），這也是臺灣首次發現近地小行星。 

自民國96年開始，鹿林天文臺計畫建置二米的天文望遠

鏡，成為繼中國大陸和泰國之後，亞洲第三大的望遠鏡，其

集光能力為一米望遠鏡的4倍，可以觀測到23等星（註：人類

肉眼只可見到6等星），並可觀測到銀河系外的天體 

變化。 

這座二米望遠鏡已於民國99年建造完成，目前正進行天

文臺主結構和圓頂的籌建，預計民國107年正式啟用，期待能

繼續發掘更多太空中的未知天體。 

除了國內的研究與發展，臺灣在國際天文觀測研究上也

沒有缺席。在夏威夷島上海拔超過四千公尺的毛納基山，目

前共有12座天文臺建立在此山頂或鄰近地區，其中便包括臺

灣與美國合作興建的世界第一座次毫米波陣列望遠鏡 

（Submillimeter Array，簡寫為SMA），讓臺灣在全球天文觀測

上占有一席之地 

43. （  ）鹿林天文臺位於台灣的哪一個區域的山區?   

(A)北部 (B)中部 (C)南部 (D)東部。 

44. （  ）鹿林天文臺在民國哪一年第一次發現小行星?  

(A)88 (B)89 (C)91 (D)93。 

45. （  ）鹿林天文臺在民國 96 年發現一天體，以「鹿林」

的名稱命名的是哪一種天體?   

(A)彗星 (B)小行星 (C)超新星 (D)衛星。 

46. （  ）根據文中可知人的肉眼最多可看見的星等是幾星等?   

(A)0 (B)2 (C)4 (D)6。 

47. （  ）臺灣在國際天文觀測研究上，目前在夏威夷島上海

拔超過四千公尺的毛納基山的 12 座天文臺，其中

便包括臺灣與哪一國合作興建的世界第一座次毫

米波陣列望遠鏡?   

(A)美國 (B)中國 (C)德國 (D)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