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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新民國中106學年度第一學期七年級自然科第一次段考 

___年___班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單選題：共 40 題，每題 2.5 分 

1. (   )下列三者在研究科學問題時，先後順序應該為何？(甲)學說；(乙)實驗；(丙)提出問題。  

(Ａ)甲乙丙 (Ｂ)丙乙甲 (Ｃ)乙甲丙 (Ｄ)丙甲乙。 

2. (   )原始的大氣中缺乏氧氣，直到以進行何種作用為主的生物出現後，大氣中的氧氣才漸漸增加？  

(Ａ)光合作用 (Ｂ)呼吸作用 (Ｃ)消化作用 (Ｄ)運輸作用。 

3. (   )仙人掌的葉呈針狀，主要的目的為何？  

(Ａ)減少水分的蒸散 (Ｂ)增加光合作用的速率 (Ｃ)可儲存大量的養分 (Ｄ)增加水分吸收的面積。 

4. (   )主要是什麼因素造成大鯨魚與小蝦米之間體型的差異？  

(Ａ)細胞的大小 (Ｂ)細胞的多寡 (Ｃ)細胞製造分泌物的多寡 (Ｄ)細胞與細胞之間的間隔大小。 

5. (   )下列關於以科學方法進行實驗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實驗時，各種會影響實驗結果的因素稱為變因 (Ｂ)實驗中的實驗組和對照組，其控制變因必須不同  

(Ｃ)操作變因為實驗組和對照組需保持相同的因素 (Ｄ)必須先提出結論，才能分析得知實驗中的應變變因為何。 

6. (   )有關生物圈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為海平面上下共一萬公尺的範圍內  

(Ｂ)生物圈內的環境都差不多，因此可以孕育出豐富的生命  

(Ｃ)為了適應不同的生存環境，生物通常有著不同的外觀、構造與習性  

(Ｄ)生物圈的範圍含有陸地及水域，但不包含大氣。 

7. (   )小嘉看見小榕正在吃蘋果，就對旁邊的同學小費說：「人可以利用口腔器官來嚼碎植物營養器官──蘋果。」請問小

嘉所說的這句話對嗎？  

(Ａ)錯的，口腔屬於組織，不是器官 (Ｂ)錯的，蘋果屬於生殖器官 (Ｃ)錯的，口腔與蘋果都是屬於組織 (Ｄ)正確。 

8. (   )下列何者適合使用解剖顯微鏡觀察？ (Ａ)螞蟻的觸角 (Ｂ)人的口腔皮膜細胞 (Ｃ)細菌 (Ｄ)病毒。 

9. (   )下列有關「細胞學說」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虎克觀察的軟木栓薄片，其中蜂窩狀的小格子是由完整的細胞所組成 (Ｂ)虎克是第一位描述細胞的科學家  

(Ｃ)動、植物體的基本構造是粒線體                                 (Ｄ)虎克觀察細胞的工具為放大鏡。 

10. (   )下列關於細胞置於各種不同濃度的鹽水內會發生的改變，何者正確？  

(Ａ)動物細胞置於生理食鹽水中時，細胞會萎縮   (Ｂ)植物細胞置於低濃度食鹽水中時，細胞會脹破  

(Ｃ)動物細胞置於高濃度食鹽水中時，細胞會萎縮 (Ｄ)水分子滲透通過細胞膜的方式，並不是擴散作用的一種。 

11. (   )下列何者不是地球形成初期，原始大氣可能具有的成分？ (Ａ)氦氣 (Ｂ)甲烷 (Ｃ)氧氣 (Ｄ)氫氣。 

12. (   )以下關於細胞內各種構造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細胞核為細胞的生命中樞，其中含有遺傳物質         (Ｂ)粒線體可產生細胞所需的能量，是動物細胞的特有構造  

(Ｃ)葉綠體通常出現在植物細胞中，能行光合作用製造養分 (Ｄ)細胞壁可以使細胞在清水中不脹破。 

13. (   )水筆仔的樹枝上常會懸掛著一根一根的筆狀物，請問這些是水筆仔的何種構造？  

(Ａ)氣生根 (Ｂ)果實 (Ｃ)變形的莖 (Ｄ)胎生苗。 

14. (   )下列哪幾項屬於生物？(甲)野柳女王頭；(乙)機械人；(丙)乾燥花；(丁)蛆；(戊)眼蟲；(己)魷魚；(庚)椰子。  

(Ａ) 3 項 (Ｂ) 4 項 (Ｃ) 5 項 (Ｄ) 6 項。 

15. (   )生物需要哪些物質來維持生命？ (Ａ)水分 (Ｂ)土壤 (Ｃ)巢穴 (Ｄ)工具。 

16. (   )科學家推測，地球早期大氣中的成分會因為空氣中打雷、閃電的現象而互相作用，因而形成一些簡單的物質，這些

簡單的物質可能在偶然的情況下彼此作用，於是在何處形成了地球上最原始的生命？  

(Ａ)陸地 (Ｂ)火山 (Ｃ)海洋 (Ｄ)高空。 

17. (   )下列何種現象非生命現象？ (Ａ)代謝 (Ｂ)感應 (Ｃ)生殖 (Ｄ)運動。 

18. (   )目前所知生物圈的領域，若以海洋表面為零，以上為「＋」，以下為「－」，則垂直方向的範圍是在多少公里之間？ 

(Ａ)±10 (Ｂ)±100 (Ｃ)±1000 (Ｄ)±10000。 

19. (   )位於淡水的水筆仔是常見的河口植物，試問筆狀的構造為何種器官？ (Ａ)根 (Ｂ)莖 (Ｃ)種子 (Ｄ)葉。 

20. (   )形形色色的生物為了適應環境都有其特殊的生存本領，有些動物則利用體色與周遭環境相似的保護色來適應環境，

有的不僅顏色連外型也會類似周遭環境稱為偽裝，下列生物與生存之道的配對，何者錯誤？  

(Ａ)樹蛙─保護色 (Ｂ)尺蠖─偽裝 (Ｃ)青蛇─保護色 (Ｄ)蝙蝠─偽裝。 

21. (   )捕蟲植物可藉由特化的葉片捕食昆蟲，補充其所需的何種營養素？ (Ａ)鈣 (Ｂ)碳 (Ｃ)氮 (Ｄ)鈉。 

22. (   )科學方法的第一步驟是下列何者？ (Ａ)觀察 (Ｂ)提出問題 (Ｃ)實驗 (Ｄ)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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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下列實驗活動，何者最適合使用解剖顯微鏡？  

(Ａ)觀察水中的微小生物 (Ｂ)觀察蜜蜂的複眼 (Ｃ)觀察植物表皮細胞 (Ｄ)觀察紅血球細胞。 

24. (   )正恩利用複式顯微鏡觀察如圖(一)的細胞，發現影像並不清楚。請問：正恩應調整顯微鏡的何種構造，才能使影像如

圖(二)般清楚呢？ 

  
圖(一) 圖(二) 

(Ａ)粗調節輪 (Ｂ)細調節輪 (Ｃ)物鏡 (Ｄ)玻片夾。 

25. (   )蚵匹拿了一張小紙片，寫上「bdpq」，放在複式顯微鏡下觀察，則他所看到的影像應該是下列何者？  

(Ａ) dbqp (Ｂ) qpdb (Ｃ) pqbd (Ｄ) bdpq。 

26. (   )生物體構造和機能的最基本單位為何？ (Ａ)細胞 (Ｂ)組織 (Ｃ)器官 (Ｄ)系統。 

27. (   )虎克觀察軟木栓的薄片，所看到的蜂窩狀小格子是細胞的哪一部分構造？  

(Ａ)細胞膜 (Ｂ)細胞質 (Ｃ)細胞壁 (Ｄ)細胞核。 

28. (   )下列何者相當於細胞的發電廠？ (Ａ)葉綠體 (Ｂ)粒線體 (Ｃ)細胞核 (Ｄ)細胞質。 

29. (   )能控制細胞物質的進出，並區隔細胞內外的構造是下列何者？  

(Ａ)細胞核 (Ｂ)細胞質 (Ｃ)細胞壁 (Ｄ)細胞膜。 

30. (   )許老師致力於解開遺傳密碼，從事遺傳物質的研究，請問他必須從如圖中哪一個構造取得遺傳物質？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31. (   )觀察動、植物細胞時，滴加亞甲藍液的作用為何？  

(Ａ)使細胞維持原狀 (Ｂ)增加細胞的透光率 (Ｃ)會與細胞中的澱粉作用 (Ｄ)使細胞中的構造顏色深淺不同。 

32. (   )阿忠在實驗室撿到一個未標記的細胞標本玻片，他在顯微鏡下觀察後認為是植物細胞，你認為他看到什麼構造？ (Ａ)

細胞核 (Ｂ)細胞質 (Ｃ)粒線體 (Ｄ)細胞壁。 

33. (   )阿強將切好的標本放在載玻片上，此時蓋玻片應與載玻片呈幾度角輕輕放下，以避免氣泡的產生？  

(Ａ) 15 度角 (Ｂ) 30 度角 (Ｃ) 45 度角 (Ｄ) 60 度角。 

34. (   )下列何種物質通過細胞膜，須藉由細胞膜上蛋白質通道的幫助？ (Ａ)葡萄糖 (Ｂ)二氧化碳 (Ｃ)氧 (Ｄ)澱粉。 

35. (   )阿強下班帶著「香」氣四溢的臭豆腐搭乘捷運回家，進入捷運車廂後，人人掩鼻。請問：造成車廂人人皆聞得到臭

豆腐臭氣的是下列何種作用？ (Ａ)滲透作用 (Ｂ)蒸發作用 (Ｃ)擴散作用 (Ｄ)心理作用。 

36. (   )在海上航行的船隻遇到缺水時，有些人直接飲用海水，可能會有什麼後果？  

(Ａ)能充分解渴                         (Ｂ)使體內細胞的水分過多，細胞脹破而死  

(Ｃ)使體內細胞的水分滲透出來，細胞萎縮 (Ｄ)使體內的礦物質增加，有益健康。 

37. (   )阿強的祖母嘗試自己醃漬小黃瓜，結果發現小黃瓜愈來愈乾癟，而小黃瓜外的水分愈來愈多，這是為何？  

(Ａ)鹽分破壞小黃瓜的構造，使水分滲出     (Ｂ)鹽分濃度較小黃瓜高，於是產生滲透作用，使水分滲出  

(Ｃ)小黃瓜吸收空氣中的水分，所以水分增多 (Ｄ)小黃瓜放在空氣中也會滲出水分，而且愈來愈乾癟，與鹽分無關。 

38. (   )下列哪一種生物的組成層次中，沒有「器官系統」這個層級？ (Ａ)杜鵑花 (Ｂ)人 (Ｃ)青蛙 (Ｄ)蜂鳥。 

39. (   )阿強又有問題了，想知道單細胞生物與多細胞生物的區別在於下列何者？  

(Ａ)細胞大小 (Ｂ)適應環境能力的強弱 (Ｃ)產生能量的強弱 (Ｄ)細胞是否分工合作。 

40. (   )這真的是最後一次了，阿強想知道在人體中，下列箭頭所指的細胞何者的功能為快速傳遞訊息？  

(Ａ)  (Ｂ)  (Ｃ)  (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