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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裝著冰塊的燒杯放入箱子一側，裝熱水的燒

杯則放入另一側。蓋上箱蓋，靜置一段時間

後，觀察是否形成一道斜面。

將冰塊燒杯與熱水燒杯交換位置，重複步驟

1 ，觀察斜面的傾斜方向。

以冰水、熱水來模擬冷、暖氣團相遇會有鋒面的生成。

實驗

3–1 
鋒面的形成

目的

步驟

實驗前置

1 2

器材

1 20×20×20cm3的含蓋保麗龍箱1個

2 透明片1片

3 黑色塑膠瓦楞板1片

4 黑色色紙數張

5 美工刀1把

6 膠水1罐

7 100mL燒杯2個

8 冰塊些許

9 熱水些許

紀錄 1

紀錄 1

1 將含蓋保麗龍箱的蓋子中間挖空，貼上透明片，並在箱子內部貼
滿黑色色紙（保麗龍箱及燒杯大小可自行調整）。

2 將黑色的塑膠瓦楞板由箱子後側插入，直到距離前面箱蓋的透明
片約留下0.5cm的縫隙，把箱子分成兩個大小相等的空間，讓箱內

氣體只能在透明片前流通。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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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驗紀錄

1 步驟 1形成的斜面與步驟 2形成的斜面傾斜方向有何差異？試討論

其原因。

答：  

  

  

  

  

  

  

問題與討論

依據實驗結果，完成下方表格。

畫出觀察

到的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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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3-1 鋒面的形成

以下為民國109年5月21日由中央氣象局臉書上對於近期天氣預報的一則
貼文敘述，試回答下列問題。

（     ）1 根據預報，請預測5月21到23日期間，地面天氣圖簡圖應該較接
近下列何者？

A  B C D

（     ）2 右圖為5月22日當天零時到十一時的累積雨
量圖，請問下列哪一項不是導致高雄、屏東

地區累積降雨量甚多的原因？

A鋒面  
B西南氣流

C颱風  
D地形

（     ）3 右圖為進行鋒面實驗的結果，請根據鋒面
出現的位置（圖中虛線），判斷甲、乙兩

燒杯的溫度高低分別為何？

A甲杯溫度＜乙杯溫度

B甲杯溫度＞乙杯溫度

C甲杯溫度＝乙杯溫度

D無從判斷

實驗題組題

　　梅雨滯留鋒面目前仍在臺灣附近徘徊，使得臺灣除了梅雨帶來的雨量外，西南季
風夾帶著從南海來的充沛水氣，也讓全臺灣溼透透。

　　這星期的天氣將由梅雨滯留鋒面主導，各地天氣均不穩定，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
雨發生。這次鋒面期間最顯著的降雨，將發生在21日到23日西南風增強的時段，暖溼
的空氣經過山脈地形抬升，可能在迎風面山區出現局部豪雨以上等級的降雨，請當地
民眾預先做好防災準備，其他地區的雨勢也不容小覷，可能出現局部大雨或豪雨。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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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習題

一、配合題

A天氣　B大氣層　C鋒面　D氣候　E高氣壓中心　F氣團 
G低氣壓中心

1                ： 環繞地球一圈的氣體，可依據溫度變化，將其垂直畫分為
對流層、平流層、中氣層及增溫層。

2                ： 某一地區短時間內的大氣狀態。
3                ： 人們將歷來所有的天氣紀錄加以統計，得到某地月、季或

年等長時期平均的大氣狀況。

4                ： 在天氣圖上，等壓線值向內遞增的封閉曲線中心，用以表
示該中心相對於周圍氣壓為最高。中心產生垂直的下沉氣

流，不易使水氣凝結，所以天氣型態多為晴朗。

5                ： 在天氣圖上，等壓線值向內遞減的封閉曲線中心，用以表
示該中心相對於周圍氣壓為最低。中心產生垂直的上升氣

流，容易使水氣凝結成雲，所以天氣型態多為陰雨。

6                ： 當空氣長時間停留在某一大範圍的地面或海面上後，逐漸
受地表影響，使得其溫度和溼度等特性漸趨一致，最終形

成一大團有相似性質的空氣。

7                ： 當冷、暖氣團相遇時，兩者間因溫度及溼度等性質均有顯
著的不同，形成一交界面。

二、選擇題

3-1 地球的大氣

（     ）1 若地球表面沒有大氣的存在，則地球將會發生什麼改變？

A每天都是晴天，再也沒有颱風

B地球再也沒有晝夜變化

C將可看到更多美麗的流星

D太陽紫外線將無法入射至地表

（每題2分，共14分）

（每題4分，共6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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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地球的大氣組成中，何種氣體的含量會隨時間和地點而有較大變動？

A氮氣  B氧氣 
C氬氣  D水氣

（     ）3 右圖為大氣垂直分層的溫度變化，下列有關各分層

的敘述，何者正確？

A對流層的溫度隨著高度升高而降低　

B 平流層的溫度隨著高度升高而升高，是因臭氧濃

度隨高度增加而增加

C中氣層較對流層厚，故其大氣質量應較對流層多

D 增溫層只至離地120公里處，過了此高度後即為
真空狀態

3-2 天氣現象

（     ）4 氣候諺語是古人觀察天氣所得到的概論，請判斷諺語「西北雨（午後雷

陣雨），落不過田埂」是屬於哪一種降雨類型呢？

A對流雨

B地形雨

C鋒面雨

D颱風雨

（     ）5 空氣的流動會造成風，其流動的方式為何？　

A由氣溫高之處流向氣溫低之處　

B由水氣多之處流向水氣少之處　

C由氣壓高之處流向氣壓低之處　

D由密度小之處流向密度大之處

（     ）6 臺灣冬天盛行的東北季風，會為下列何處帶來較多的雨水？　

A基隆 B臺中 C高雄 D屏東

（     ）7 右圖為北半球某地區空氣流動方向的示意圖，圖中圓

圈為等壓線，箭頭表示空氣流動方向。下列對此地區

之氣壓、天氣及中心垂直氣流的敘述，何者正確？　

A高氣壓，天氣晴朗，氣流向下　

B低氣壓，天氣陰雨，氣流向上　

C低氣壓，天氣陰雨，氣流向下　

D高氣壓，天氣晴朗，氣流向上

0.001

0.01

0.1

10

100
500
1000

1

氣
壓
︵
百
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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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判斷右圖中甲、乙分別代表哪種氣壓中心？以

及中心的氣壓值分別為何？

A甲：高氣壓中心，中心氣壓值為1008hPa 
B甲：低氣壓中心，中心氣壓值為1044hPa 
C乙：高氣壓中心，中心氣壓值為1044hPa 
D乙：低氣壓中心，中心氣壓值為1008hPa 

3-3 氣團與鋒面

（     ）9 右圖為臺灣某日地面天氣圖，請根據該圖

判斷臺灣目前的天氣概況是下列哪種情況

呢？ 
A臺灣受到冷鋒影響，氣溫下降　 
B臺灣受到滯留鋒影響，陰雨綿綿

C臺灣受到暖鋒影響，氣溫上升

D臺灣受到颱風影響，全島停班停課

（     ）0 有關影響臺灣天氣的兩大氣團性質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大陸氣團冷而溼 
B海洋氣團暖而乾　

C海洋氣團冷而溼 
D大陸氣團冷而乾

（     ）q 某座島的東北方有一個冷氣團，西南方有一個暖氣團。若冷氣團勢力比

暖氣團強而形成鋒面，使島上降雨且變冷，則下列何者最能表示此時該

鋒面在地面天氣圖上的位置與方向？　

A   B 

C   D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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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當冷、暖氣團勢力相當時，此時鋒面幾乎呈現停滯不前的狀態，則此鋒

面是下列何者？

A冷鋒  B暖鋒 
C滯留鋒  D以上皆是

（     ）e 當冷、暖氣團相遇時，何者會沿鋒面向上爬升而形成雲雨？　

A冷空氣  B暖空氣 
C視鋒面而定  D視地理位置而定

3-4 臺灣的災變天氣

（     ）r 當寒流過境臺灣時，氣溫會如何變化？　

A上升  B下降 
C不變  D忽冷忽熱

（     ）t 臺灣五、六月期間的梅雨，是何種鋒面造成？　

A冷鋒  B暖鋒 
C滯留鋒  D颱風

（     ）y 當颱風過境某區域時，琳琳檢視設於當地氣象站的天氣觀測資料，並且

整理出當地的地面氣壓變化圖，下列何者是她整理出來的資料呢？　

A   B 

C   D

（     ）u 颱風來襲時，通常風勢和雨量最大的地點是發生在何處？　

A近颱風中心的迎風坡面 
B近颱風中心的背風坡面　

C颱風外圍的迎風坡面 
D颱風外圍的背風坡面

時間

時間時間

時間

氣
壓

氣
壓

氣
壓

氣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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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琳琳今年參加科展比賽，研究主題為臺灣一年的氣候與四季主要的天氣現象。

她由中央氣象局收集了一整年的地面天氣圖，整理、分析之後，發現臺灣冬季主要

受到蒙古大陸冷氣團影響，夏季則受到太平洋暖氣團影響，甚至會出現寒流、梅雨

和颱風等災害天氣，大致可用以下四張天氣簡圖呈現。

請在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1～3題

三、閱讀素養題（每題3分，共18分）

（     ）1   臺灣冬、夏兩季的天氣簡圖，應為下列何者？　

A冬季─甲，夏季─乙 
B冬季─丙，夏季─丁　

C冬季─甲，夏季─丙 
D冬季─丁，夏季─乙

（     ）2若臺灣此時的地面天氣如丁圖所示，可能出現下列哪種天氣狀況？　

A盛行東北季風，為臺灣中南部引進西南氣流　

B冷鋒過境，全臺氣溫驟降　

C鋒面滯留臺灣上空，帶來綿綿細雨　

D高壓籠罩，全臺晴朗高溫

3 在臺灣一年中每月的降水量並不平均，各地也有些許的差異，但最主要的降

水來源仍有兩項因素，可用上述哪兩張簡圖表示？以及分別為何種天氣系

統？

　             　

　             　

　             　

　             　

1 3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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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2016年7月6日強颱尼伯特生成，並於7月8日凌晨登陸臺東縣，從衛星雲圖
可以看出該颱風有非常明顯的颱風眼，但因圖片解析度不足，無法從雲圖直接判斷

精確的登陸時間及地點，須以氣象測站的觀測資料輔助。臺東測站座落於臺東市，

其7月7日至9日的溫度、氣壓與雨量隨時間變化的紀錄如下圖，請依資料回答下列

問題。

請在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4～6題

（     ）4   從上圖推判，尼伯特颱風中心最接近或通過臺東測站的時刻是在何時？

A7月7日14時  B7月8日零時 
C7月8日5時  D7月9日零時

（     ）5 根據上圖的測站資料推斷，哪些環境資料會隨著颱風經過而有變化？ 
A氣溫   B雨量 
C氣壓  D以上皆是

6  為什麼尼伯特颱風通過前後，臺東測站的氣壓值有明顯變化？

　             　

　             　

　             　

- 40 -



連接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災害潛勢地圖網站」。 

https://dmap.ncdr.nat.gov.tw/

找出學校所在

地 附 近 的 地

圖，並選擇合

適的地圖類型。

找出學校所在地是否有災害潛勢。

實驗

4–1 
運用災害潛勢地圖網站

目的 步驟

1 2器材

1 電腦或手機1臺

1  在你學校附近，哪個地區在24小時內累積雨量350mm、500mm、
650mm的模擬下，是有可能淹水的潛勢區域？淹水的高度是多少？

答：  

  

2 查詢你學校附近有幾個順向坡地點？在這些順向坡的附近有沒有人

為建築或開發？你會對居住或經過這些地點的人提出什麼建議？

答：   

  

3 查詢哪一條土石流潛勢溪流距離你學校最近？這些溪流的影響範圍

內，是否有人為開發或建築物？你會對居住或經過這些地點的人提

出什麼建議？

答：   

  

問題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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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4-1 運用災害潛勢地圖網站

臺灣每年因為天然災害所導致的生命財產損失無數，透過本章介紹常見

的天然災害成因，讓我們可以大致避免或提前作好災害預防，學習與環

境共存。試回答下列問題：

（     ）1 右圖為某城市近十年來的平均降雨
變化圖，則該城市在哪個月分區間

最可能發生因為短時間的大量降雨

而引發洪水呢？

A12月～ 2月 
B3月～ 5月　
C6月～ 8月 
D9月～ 11月

（     ）2 阿翰家想要選一棟右圖的房屋當作新

家，請判斷何棟房屋較為安全（比較

不容易碰上地質災害）？

A甲  
B乙

C丙  
D都很安全

（     ）3 右圖為某地的土石流災害
潛勢溪流圖，當豪大雨發

生時，何處較易有土石流

的發生呢？

A甲 
B乙 
C丙 
D丁

實驗題組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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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土石流潛勢溪流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

甲

乙

丙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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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習題

一、配合題

A溫室氣體　B土石流　C洋流　D全球暖化　E洪水

1              ： 風沿著固定方向吹拂，使表層海水沿著固定方向流動。
2              ： 大氣層中的某些氣體，例如：水氣、二氧化碳，會吸收自

地表輻射的紅外線，加熱地表附近的氣溫。

3              ： 工業革命後，因為人類大量燃燒化石燃料，使溫室氣體增
加，造成全球溫度上升的現象。

4              ： 因為短時間大量降水，使河水暴漲溢出河道所形成的災害。
5              ： 當大小不一的土石混合水分，沿著地形坡面向下快速流動

的現象，也是山崩的一種。

二、選擇題

4-1 海洋與大氣的互動

（     ）1 下列何者不是影響潮汐漲落的原因？

A風吹海水 
B地球的自轉

C太陽的引力

D月球的引力

（     ）2 冬至前後臺灣正值烏魚季，此時烏魚會隨著洋流洄游至臺灣附近的海

域，請問臺灣東岸與西岸分別是什麼洋流流經呢？

A東岸：黑潮；西岸：南海海流 
B東岸：黑潮；西岸：親潮

C東岸：黑潮；西岸：中國沿岸流 
D東岸：南海海流；西岸：中國沿岸流

（     ）3 下列關於黑潮的敘述，何者錯誤？

A黑潮源自北赤道洋流，故水溫較高 
B黑潮主流在臺灣東方海域由南向北流

C黑潮帶給臺灣溫暖潮溼的天氣 
D黑潮對臺灣漁業有很大的影響，最主要是帶來烏魚

（每題4分，共20分）

（每題5分，共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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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溫室效應與全球暖化

（     ）4 地球表面吸收了太陽輻射後，會以何種形式向外輻射能量？

A可見光  
B宇宙射線 
C紫外線  
D紅外線

（     ）5 地球的大氣層有增溫的效應，與人工的玻璃溫室相似，下列哪個示意圖

能合理的表示這個現象？（ 太陽輻射； 地球輻射）

A   B 

C   D

（     ）6 人類活動所導致的溫室效應，長期累積下可能會發生下列哪種結果？

A氣溫上升  
B海冰面積漸增

C海平面下降  
D農作物產量提高

4-3 人與自然的互動

（     ）7 下列哪一種臺灣地區的天然災害，和颱風、梅雨所帶來的豪雨無關？

A土石流 
B洪水 
C地震 
D山崩

玻璃 玻璃

玻璃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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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在既有的天候條件下，位處在坡腳下的房屋，何者最容易受到整片岩層

滑落的山崩威脅？（ 表示砂岩， 表示頁岩）
A   B

 
C   D

（     ）9 以下是阿翰對於氾濫平原的看法，請找出何者有誤？

A河流帶來的沉積物淤積在河道兩側形成平坦的範圍

B河流達到高水位時，宣洩洪水的地區

C在臺灣會以修築堤防的方式，來利用氾濫平原

D人們常在肥沃的氾濫平原上種植農作物，取水方便，也不用擔心洪水

（     ）0 下列有關土石流的敘述，何者有誤？

A一般發生在堆積厚層疏鬆沉積物的地區

B發生過土石流的區域，以後就不會再發生土石流了

C颱風和梅雨通常可以帶來引發土石流的雨量

D土石流破壞力驚人，常會沖毀行經的房屋與道路，造成人員的傷亡

旱季 旱季

雨季 雨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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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2019年9月以來，全球暖化使澳洲各地出現了可怕的森林大火，總共造成33
人死亡，估計有10億隻動物死亡，摧毀超過2500間房舍，燒毀1170萬公頃土地。然
而在大火趨緩之際，澳洲 新南威爾斯州卻連日降下暴雨，造成各地陸續傳出淹水災
情，道路中斷，大約10萬戶家庭斷電，估計約有數千人被迫離開家園。墨爾本、坎
培拉更下起了直徑超過5公分的冰雹，同時新南威爾斯州也遭逢高達10層樓高的沙塵
暴肆虐，簡直像是世界末日的場景在真實世界上演。

　　氣象問題專家威爾‧施特芬表示，以燃燒煤炭、石油及天然氣為主的能源模

式，是導致極端天氣在澳洲頻發的首要原因。專家認為，要緩解極端天氣，減少碳

排放是當務之急。政府應採取減少燃煤發電廠等措施，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政府

應當完成比巴黎協定更高的目標：到西元2030年為止，澳洲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比
西元2005年的基礎排放量降低40%至60%。

請在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1～3題

三、閱讀素養

（     ）1 從這則新聞可以看出，全球暖化可能造成的天然災害不包括下列何者？

A森林大火 
B電力中斷

C沙塵暴  
D洪水

（     ）2 請問下列哪一個政策較無法達成減緩暖化以及緩解極端天氣的目標？  
A以綠色能源取代火力發電   
B落實環保回收，資源重複利用   
C大量發展畜牧業，以肉類取代蔬食  
D鼓勵多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     ）3 右圖是臺北市全年日最高溫超過攝氏35℃的天數
比較圖，下列敘述哪一個是比較合理的推論？

A臺北市的極端天氣也有加劇的現象  
B 澳洲與臺灣距離太遠，在氣候上不會互相影響  
C 臺北市和澳洲一樣必須防範大規模森林大火的

威脅  
D臺灣四面環海，不需要擔心乾旱的發生

題（每題5分，共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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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上的能源大多源自太陽，太陽發出的能量以輻射的方式傳至地球。太陽的

紫外線大部分被臭氧吸收；而太陽輻射最強的可見光卻很少被吸收，大部分穿透大

氣到達地表；太陽的紅外線輻射，則主要被水氣、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溫室氣體吸收。

　　地球的大氣主要由氮氣、氧氣和氬氣組成，而溫室氣體的含量雖然不多，卻影

響了全球的氣溫。許多科學家認為，目前全球暖化的主因，是人類活動提高大氣中

的溫室氣體濃度所致。因此，科學家提出「替代能源」與「降低人為的二氧化碳排放」

兩種對策，希望減緩或解決全球暖化。

請在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4～6題

（     ）4 關於大氣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會吸收紫外線使地球產生溫室效應

B人類的活動也會增加溫室氣體的含量

C大氣中的臭氧層能吸收紫外線以保護地球上的生物　

D大氣中二氧化碳所占比例比氧氣少

（     ）5 哪種氣體屬於溫室氣體，會吸收太陽的紅外線，使得地表氣溫上升？

A氮氣  B氧氣 
C氦氣  D二氧化碳

6 為減緩全球暖化，節能減碳是目前政府與人民生活追求的目標，請各舉出一

例政府與人民可以做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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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主題 習題

一、選擇題

第一節 全球變遷的進行式 
（     ）1 如果全球平均氣溫持續上升，下列何者會造成全球海平面的明顯上升？

A北極海的浮冰融化 B南極大陸的冰層融化　

C太平洋周圍火山活動增加 D地球表面的海水潮汐變化增大
（     ）2 右圖為近幾十年來北極海海冰範圍消長的衛

星圖，試推斷造成此現象的原因與什麼關聯

最大？　

A全球暖化  B反照率降低 
C海水受熱膨脹的體積變化 D海平面上升 

（     ）3 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近年來全球暖化增強的主要原因？

A被大氣吸收的太陽輻射增加　

B被大氣反射到太空的太陽輻射增加　

C被大氣吸收的地表輻射增加　

D被地表反射到太空的太陽輻射增加

第二節 全球變遷的過去式

（     ）4 人類歷史上經歷過許多次小冰期，請問下列何者與小冰期無關呢？

A飢荒   B推動歐洲至海外殖民的動力

C全球暖化  D 外族入侵中原，使漢人朝代更迭

第三節 全球變遷的未來式

（     ）5 下列哪些現象可以證明全球暖化正在發生？

A地球平均溫度上升 B海平面高度下降

C高山冰河範圍擴大 D強烈颱風減少

（     ）6 氣候變遷已對人類生活造成影響，因此減緩與調適為各國政府因應氣候

變遷的兩大策略。下列哪個策略是屬於「減緩」的措施？

A破除人民對全球暖化議題的迷思　

B多開冷氣，降低全球暖化的情形　

C讓地球透過自然的循環，減低溫室效應的影響　

D以實際行動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每題10分，共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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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圖為140年來，臺灣地表平均溫度長期變化趨勢。試根據此圖，回答下列問
題。（以西元1961∼ 1990年的平均溫度為基準零度線）

請在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1～3題

（     ）1   根據此圖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地表平均溫度逐漸下降　

B地表平均溫度呈現上升趨勢　

C地表平均溫度每一年都在上升　

D此溫度趨勢說明臺灣不受全球暖化影響

（     ）2   造成臺灣百年來溫度改變的成因與下列何者最相關？　

A砍伐森林　  B超抽地下水　

C大自然的規律　 D大量燃燒化石燃料

（     ）3   若全球氣溫持續與此圖趨勢一致上升，將對地球環境造成何種影響？　

A平均海平面下降　 
B寒帶的生物棲地往更低緯度處遷移　

C南極、北極冰川大量融化　 
D降低極端氣候事件的發生

二、閱讀素養題（每題10分，共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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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下列何者不是有效的減碳生活？　

A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B使用節能家電

C減少塑膠製品的使用 D培養多吃肉少吃菜的飲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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