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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效應 S114Q03-01 02 11 12 99

問題 S114Q03：曲線圖中有甚麼資料支持小德的結論？

學生作答反應 計分

1 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增加，大氣層平均溫度也就隨著增加。

2 二氧化碳排放量多，使溫度變高。

3 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增加。

4 因為當圖 1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多，圖 2的平均溫度就越來越高。

5 二氧化碳越多，溫度越高。

6 溫室效應，持續嚴重，人類二氧化碳持續排放過量。

7 二氧化碳排放量升高，地球大氣層溫度也有逐漸升高。

8 二氧化碳排放量一年比一年高持續上升，使得地球溫度上升，造成溫室

效應。

9 西元 1980年後，大氣層平均溫度即有顯著成長，而同時 CO2排放量也

不斷增加，故依兩圖可推得溫室效應與 CO2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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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效應 S114Q4 - 0129

問題 S114Q04：小德的同學小妮卻不同意他的結論。她比較兩幅曲線圖，指出其中有些資料

並不符合小德的結論。

學生作答反應 計分 計分

1 在西元 1940-1950年間，CO2排放量上升，但溫室效應卻減弱了，但依

前文所述，溫室效應應是因大氣層吸收地球表面反射之能量而產生，故

可能是那時地表吸收較多能量所致。

2 二氧化碳排放量由 1950-1970明顯升高，但地球大氣層溫度沒有太大的

變化。

3 二氧化碳持，排放愈多，大氣溫度，止會上升，不會下降。

4 二氧化碳逐漸上升但溫度沒有跟著二氧化碳上升。

5 A：因為圖 1的 1900-1920跟 1950-1970的平均溫度都有比較平緩，但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卻都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攀升。A：或許是大自然當時

的負載力還夠，但人為的破壞，遠超過它復原的速度。

6 地球大氣層跟溫度無關。

7 1950年-1980年間 CO2排放量極速增加，而大氣層平均溫卻沒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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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效應 S114Q05 – 0102 03 11 1209

問題 S114Q05：小德堅持自己的結論，即地球平均溫度的升高，是由於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
而引起的，但小妮則認為他的結論太草率。她說：「在接受這個結論之前，你必須確定在大

氣層內其他會影響溫室效應的因素維持不變。」

請寫出小妮所指的其中一個因素。

學生作答反應 計分

1 臭氧。

2 二氧化碳。

3 臭氧或是氧。

4 氧氣。

5 二氧化碳不是年年都增加。

6 太陽輻射能量。

7 影響溫室效應的因素亦有太陽輻射量多寡、地球反射之能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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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晝 S129Q02-01 02 03 04 11 12 13 21 99

問題 S129Q02：請在圖中畫出地軸、北半球、南半球和赤道，並標示出每一部位的名稱。

學生作答反應 計分 學生作答反應 計分

1 6

2 7

3 8

4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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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邁爾維斯日記 S195Q02-01 02 03 04 11 12 13 21 99

問題 S195Q02：假設你是賽邁爾維斯，請根據賽邁爾維斯所收集的資料，提出一個理由，說

明為什麼地震不大可能是產褥熱的病因。

學生作答反應 計分

1 如果是地震或外太空因素，應該第一、第二病房死亡的人數接近才對。

2 因為同處於幾乎相同的地方，第一病房又比第二房的死亡人數多很多。

3 因為如果是地震造成的，一、二病房的死亡人數應該要相等才對。

4
若是由外太空和地震引起，二間病房內的發病率不應有太大差異，應是

由病房內互相感染而來。

5
每年幾乎都有地震，如果這是產褥熱的原因的話，不同年份的死亡人數

不應該有太大的差別。

6
第一病房可能為最優先讓產婦生產之病房產婦多又各個產婦接替緊

湊病房衛生不佳。

7

假設真的是因地震而導致許多產後死亡，但為何在同一環境中，第一病

房與第二病房之死亡人數差距甚大?因此可推論出，此傳染病不是因為

地震所引起。

8
大地震不常發生，可產褥熱是常發生的!如果大地震常發生，其實不用

出動產褥熱來 kill people.

9 因為死亡人數變化大。

10
如果地震是病因，那第一病房跟第二病房還有地震影響所及範圍的孕

婦，產後死亡率應一樣高。

11
第一病房&第二病房皆同時地震，在差不多的位置，但 No2病房的死

亡人數卻少得多。

12 地震僅是環境的作用力，並不會產生病毒，使人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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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邁爾維斯日記 S195Q05-01 02 11 12 13 14 15 99

問題 S195Q05：解釋為什麼（在清洗床單時）高溫可以幫助降低病人染病的機會？

學生作答反應 計分

1 殺死病毒。

2 高溫可殺死大部分的病毒和細菌。

3 高溫殺菌，讓孕婦遠離未接觸過的細菌病毒。

4 可以殺掉病毒。

5
高溫可以消毒殺菌。此法可減低細菌孳生率與傳染率，進而降低病人染

病機會。

6 高溫可以殺菌，雖然不是 100%，不過至少可以降低病人染病的機會。

7 細菌在高溫中不易存活，細菌數減少，染病機率相對下降。

8 因為可以用高溫來殺死產褥熱的病菌。

9 因為能殺菌。

10 高溫可殺菌，病毒死亡就不會傳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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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 S253Q01-01 11 12 13 21 22 23 31 99

問題 S253Q01：請寫出這則漫畫的解釋給你叔叔看。在寫你的解釋時，請仿照文章中第 4行

有關原子和分子的敘述方式來撰寫。

學生作答反應 計分

1 原子：1個氧原子。分子：2個氧原子 3個氧原子

2

經太陽照射後，O2會被分解為數個 O原子，而在 O原子重新結合後，

即會形成 O3分子。原子：只含一位小矮人（即一顆 0原子）；分子：

含多位小矮人（但必全為 O原子）。

3 O3可以檔住紫外線。

4
O2代表氧氣、O3代表臭氧，小矮人就是氧，過程臭氧分子需要 3個氧

原子所組成。

5
生物的氣是 2個 0組成叫 O2，而臭氧是邊由 3個 O組成叫 O3，當 1個

0跟 2個 O組成會等於 3個 O也就是臭氧，來保護人類。

6
氧分子受到太陽光照射而變成臭原子，其他氧分子就吸收了氧原子使

原本 2個氧原增加一個變成臭氧。

7
O2是一對兄弟，但有一天太陽去欺負O2，這對O2受不了就分離了，當

太陽走了，O就回家去找父母親，永不分離而形成了 O3。

8

那一些小矮人都是一個 0，當他們一個個都被太陽光的紫外線給照射

到時很痛，但後來發現聚集起來才發現，比較不會怕紫外線，所以他

們也就兩兩成對形成 O2，但還是沒辦法，真的是太熱，而其中一對的

O2分開，個自加入另外兩對，而形成O3，而O3也就成為臭氧分子來抵

抗太陽的紫外線。

臭氧 S253Q05-019

問題 S253Q05：。文中第 11、12行說到：「少了這層有益的臭氧，人類便容易因為照射到
愈來愈多的紫外線，而得到某些病症。」

請舉出一個這一類病症的名稱。

學生作答反應 計分

1 皮膚病。

2 皮膚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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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曬品 S447Q05-0129

問題 S447Q05：這些圖示中哪一個顯示出可能會發生的圖案？請解釋為什麼你選擇

它？

學生作答反應 計分

1 A/ 礦物質使光穿透，防護最美。EnO可阻絕光線，防護佳，故在灰紙

上 ZnO顏色深防護系數，S4>S3>S2>S1，S4防護最佳，S1最差，顏色

深淺即 S4>S3>S2>S1。

2 A/ 因礦物油不會阻擋陽光，紙因而暴露在陽光下會變白色。而氧化鋅

會阻擋陽光，而不會變色。

3 A / 因為氧化鋅是幾乎不透光，所以對光不敏感，所以是深色，反之

礦物油是白色。

4 A / 氧化鋅可以完全阻擋陽光，礦物油可讓陽光穿透。

5 A/ 因為 ZnO 幾乎可以阻擋所有陽光，而礦物油能讓陽光穿透，所以

M的圈圈要接近白色，ZnO要接近灰色。

6 D / M & ZnO應該會對光線敏感。

7 A / 礦物油能使陽光穿透，故應為白色；而 ZnO 可阻擋陽光，因此可

判斷 ZnO之反應為深灰色。

8 A / M讓大部份陽光通過，較白….>刪 C，B。ZnO隔絕大部份陽光，

較不白….>刪 D。

9 A / 因為礦物油不會變色，氧化鋅會。

10 A / 因 ZnO能阻擋陽光，M能讓大部分的陽光穿過。

11 A / M會讓陽光大量通，所以是白色，反之，就是 ZnO。

12 A / M可以使大部份陽光穿過，照射到對光線敏感的紙上會使紙變白，

ZnO則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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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莉‧孟塔古 S477Q04-0129

問題 S477Q04： 請提出一個理由解釋為什麼年幼兒童和年老的人特別應該接種疫苗以抵抗流

行性感冒。

學生作答反應 計分

1 年幼兒童&老年人抵抗也較差。

2 抵抗力較弱。

3 兒童和老人抵抗力相對於壯年人低。

4 因為抵抗力較差。

5 他們的免疫力比較弱。

6 因年幼之抵抗力較差，以致於先接種疫苗用以防患未然。

7 因為年幼童及老年人免疫力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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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雨 S485Q02-0129

問題 S485Q02：正常的雨水略帶酸性，因為它從空氣中吸收了一些二氧化碳。酸雨比

正常雨水更酸，因為它同時吸收了如硫的氧化物和氮的氧化物之類的氣體。

空氣中硫的氧化物和氮的氧化物是從哪裡來的？

學生作答反應 計分

1 工廠。

2 多數來自工業排放之廢氣中。

3 工業排放的廢氣。

4 可能是工廠排放，也有可能是大氣層上的硫和氮氧化了。

5 人類製造。

6
海中的礦物質或是岩石中的礦物質，還是我們人們自己所做的東西產生

出來的。

7 大氣層。

酸雨 S485Q05-0129

問題 S485Q05：學生們做這項實驗時，也放置一些大理石薄片在蒸餾水裡一整夜。

請解釋學生們為什麼在他們的實驗中包含了這個步驟。

學生作答反應 計分

1 做為實驗組的分別。

2 因為醋是酸的，需要有「對照組」，所以拿蒸餾水來對照。

3 工業排放的廢氣。

4 做比較。

5 測試蒸餾水有同樣效果。

6 看有沒有任何的差別。

7
實驗之變因，為確認酸性物質對大理石之影響，而蒸餾水則相當於乾淨

的雨水。



11

運動 S493Q05-01 11 12 99

問題 S493Q05：為什麼當你在做運動時比起當你的身體在休息時，你必須更用力呼吸？

學生作答反應 計分

1 需更多熱量血液循環加快需更多氧氣呼吸運動加快更用力呼

吸。

2 因運動時大腦中的二氧化碳增加，會刺激腦幹，使呼吸加速。

3 肌肉活動中氣體進行交換速率增加，腦幹測到 CO2 大量增加，促使肺

排出氣體速率加快。

4 因為運動的時候，血管裡的二氧化碳濃度提高，所以必須吸入更多氧

氣。

5 順應心藏跳動次數的加快。

6 因體內之 CO2 濃度增加，進而刺激腦幹，增加呼吸次數，以吸入更多

的 O2來平衡。

7 因為做運動時，你全身上下都在動，所以身體器官都需要 O2，血液來

供應(比休息時還需要)。

8 因為做運動後腦中的 CO2會增加，必須用力呼吸來獲得 O2。

9 代謝變快，需更多能量。

10 運動時消耗血液中的 O2，製造 CO2刺激腦幹，所以呼吸較急促。

11 大腦需要更多的 O2 排去體內的 CO2，運動時新陳代謝增快，CO2 增

加，且需求供給更多醣份(熱量)給體內細胞，呼吸作用可轉換熱量。

12 氧氣消耗增加使呼吸急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