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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色與擬態

保護色與擬態對生物生存的重要性
(1) 被掠食者：可以逃避掠食者的視線，提高存活機率。

(2) 掠食者：讓自己不被獵物發現，順利捕捉到獵物。

保護色的類別
(1) 隱蔽色： 動物的體色與生俱來便和生存的環境相似，使自己不易被敵人發現。例如：

銅斑蛇的顏色和乾燥的落葉相似；北極熊、白貂等動物生活在雪地的環境
中，體色多呈白色。

(2) 適應色： 動物的體色會隨著環境的改變而產生變化的情形。例如：雨蛙棲息於綠葉
中時，體色為綠色，棲息在枯枝落葉中時，體色會轉變成灰褐色。

(3) 警戒色： 有些生物的體色對其他生物而言，帶有警示作用，例如：有些蝶的翅膀上
有類似眼睛的斑點；有些無毒的動物也會具有和有毒種類相似的體色，使
獵捕者不敢捕食。例如：有些昆蟲會和具有毒針的黃蜂或胡蜂有相似的花
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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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搭配自然一上
CH 
01 生命世界與科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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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具有保護色的動物而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有利於獵物躲避敵人
(B) 掠食者容易成為明顯的目標
(C) 皆為學習模仿的結果
(D) 會降低動物存活的機率
答： 

2. 雪兔夏天時外表為褐色，到了冬天時毛色則變為雪白，請問這屬於哪一類保護色？
(A) 隱蔽色    (B) 適應色
(C) 警戒色    (D) 以上皆非
答： 

3. 請簡單說明貝氏擬態和穆氏擬態的相同及相異之處。
答： 

 

學習任務

筆記欄 Note  

擬態
(1) 貝氏擬態（Batesian mimicry)：沒有警戒能力的動物，演化出和具有警戒能

力的動物相同的警示特徵，例如：扁虻、虎
斑天牛的外表，和有毒的黑背長腳蜂極為相
似，這種擬態的情形稱為貝氏擬態。

(2) 穆氏擬態（ M ü llerian mimicry )：多種具有警戒能力的動物外表相似，使這
些動物具有多種類似的警示特徵，例如：
許多種毒蜂都具有黃黑斑紋，使鳥類不敢
捕食，這種互相擬態的情形稱為穆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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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的大小

生物體內充滿著各種形形色色的細胞，例如：動物的神經細胞跟衛星天線一樣，
表面具有許多突起，可以互相連結與傳導訊息；人的紅血球為雙凹圓盤狀，此形狀可
增加血球的表面積，有利於氣體交換。

人體最長的細胞是位於脊椎末端延伸至腳上大拇指的神經細胞，平均長度約為 90 
公分 ( cm )，不過若與深海大王魷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這種動物的神經細胞長
度可達到 10 公尺。而人體何種細胞的體積最大呢？答案是脊髓裡的前角細胞 ( 一種神
經細胞 )，它直徑約為 135 微米 ( μm )，略大於人的卵細胞 120 微米，而人體最小的
細胞是位於小腦中的顆粒細胞 ( 一種神經細胞 )，直徑約為 4 微米，比精子的頭部還要
小。目前陸生動物最大的細胞為鴕鳥的卵細胞，它的直徑可達到 15 公分。地球上最
小的生物是細菌，其個體非常小，長度約為 0.5 至 5 微米， 目前已知最小的細菌為黴
漿菌，長度約為 0.3 微米，而最大的細菌為納米比亞嗜硫珠菌，大小可達到 0.2 至 0.6 
毫米 ( mm )。此外，介於生物與非生物的病毒，就比細菌更微小，大多數病毒的直徑
長約為 10 至 300 奈米 ( nm )。

學習重點

搭配自然一上
CH 
02 生物體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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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眼睛的視力，可看到下列何種細胞或構造？
(A) 納米比亞嗜硫珠菌
(B) 人小腦中的顆粒細胞
(C) 黴漿菌
(D) 病毒
答： 

2. A 型流感病毒呈球形或絲狀，直徑約 80 ～ 120 nm，今天若要使用儀器去觀察這類病
毒，選擇下列哪種顯微鏡最不合適？
(A) 光學複式顯微鏡      
(B) 超解析螢光顯微鏡
(C)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D)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答： 

3. 粒線體可氧化物質產生細胞活動的能量，此胞器的直徑約為 0.5 ～ 1.0μm，長約 1.5 ～
3.0μm，今若要研究粒線體在細胞中活動的狀態，選用哪一種類型的顯微鏡最好？為
什麼？
答： 

 

學習任務

一般人的眼睛可分辨相近兩小點之最小距離為 0.1~0.2 毫米 ( mm )，此數據就是人
眼的解析力，若比這個距離短，則會看為一點或不清楚了，此時就必須借重儀器的協助。
一般生物實驗室的光學複式顯微鏡的放大倍率為 1000 倍，高階實驗室則可能配備有超
解析螢光顯微鏡，此時可將放大倍率推到 10,000 倍，這兩型顯微鏡皆可觀察活體。若
要看更小的樣品或物體，就必需使用電子顯微鏡了，掃描式電子顯微鏡的放大倍率可達
到 100,000 倍，而穿透式電子顯微鏡的放大倍率更高達到 1,000,000。電子顯微鏡在觀
察時，樣品須處於真空的狀態，故只能觀察處理過的死細胞、死組織與死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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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蜂鳥 能穩定在空中，並以長長的舌頭吸食
花蜜，是由於牠會不停拍翅以停留在空中攝
食，這樣的動作耗費非常大的能量，因此牠
每天需要靠攝食得到的熱量，相當於人類吃
掉 300 個漢堡。

2 雌蚊 具有由 6 根不同構造組成的特殊口
器，可刺穿動物的皮肉以達血管。從外觀可
看到的是「下脣」，具有包覆並引導其他構
造在皮肉間探索的功能；「上顎」與「下顎」
則是用來刺穿皮膚，具柔韌度，可在皮肉間
探尋血管；找到血管後，「舌」注入含抗凝
血及麻醉成分的唾液，而「上脣」則是吸取
血液。

閱讀學習單 行動大師另有提供學用檔案

為浮游生物
為海水

A-3322 A-4 323

第3章  千奇百怪的攝食方式

答

答

答

答

1有關蜂鳥和蚊子的攝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蜂鳥利用鳥喙刮下花蜜來吃

 B蜂鳥體型小不需要太多熱量便可生存

 C雌蚊的口器可以彎曲刺穿皮膚，探尋血管

 D雌蚊的唾液中有促進凝血的成分，利於吸血

C

2下列有關鯨鯊的攝食，何者正確？

 A會用牙齒撕咬獵物

 B主要養分來源是海水中的浮游生物

 C利用靈敏的嗅覺尋找獵物的存在

 D透過鰓攝入浮游生物

B

3 你是否觀察過其他動物的攝食方式呢？請舉出一種你的觀察並說明其攝食構造。

貓、狗和人類等多數的哺乳動物，是利用牙齒撕咬食物；多數的鳥類用鳥喙撕碎或直接吞下
食物；爬蟲類會直接吞下或用牙齒啃咬食物；不同的昆蟲會吸食或啃咬食物。

4請搜尋資料找出何謂「濾食性生物」？並舉出還有哪些動物也是濾食性的呢？

採用過濾的方法，把微小的東西集中進食的生物就稱為濾食性生物，如藍鯨、蚌、水蚤等。

章首頁的學習重點學習引導

學習任務

1 蜂鳥在飛行時能穩定懸停在空中，並以長長的舌頭吸食花蜜，是由於

牠會快速的拍動翅膀，這樣的動作會耗費非常大的能量，因此牠每天

需要的攝食量相當於人類吃掉300個漢堡的熱量才夠。

2 雌蚊具有由6根不同構造組成的特殊口器，可刺穿動物
的皮肉以達血管。從外觀可看到的是「下脣」，具有

包覆並引導其他構造在皮肉間探索的功能；「上顎」

與「下顎」則是用來刺穿皮膚，具柔韌度，可在皮肉

間探尋血管；找到血管後，「舌」注入含抗凝血及麻

醉成分的唾液，而「上脣」則是吸取血液。

3 鯨鯊是濾食性動物，雖然有很大的嘴巴，但沒有銳利

的牙齒，為了維持巨大的身軀，需要一大口一大口的

將海水吸入，再透過鰓的過濾將海水排出，而留下海水中的浮游生

物，藉此獲取足夠養分。

舌頭

花蜜

下顎
上顎

舌

下脣

上脣

蚊子口器

蜂鳥能穩定在空中，並以
長長的舌頭吸食花蜜。

蜂鳥攝食示意圖

蚊子口器示意圖

雌蚊具有由 6 根不同構造
組成的特殊口器。

學習重點
閱讀學習單 行動大師另有提供學用檔案

為浮游生物
為海水

A-3322 A-4 323

第3章  千奇百怪的攝食方式

答

答

答

答

1有關蜂鳥和蚊子的攝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蜂鳥利用鳥喙刮下花蜜來吃

 B蜂鳥體型小不需要太多熱量便可生存

 C雌蚊的口器可以彎曲刺穿皮膚，探尋血管

 D雌蚊的唾液中有促進凝血的成分，利於吸血

C

2下列有關鯨鯊的攝食，何者正確？

 A會用牙齒撕咬獵物

 B主要養分來源是海水中的浮游生物

 C利用靈敏的嗅覺尋找獵物的存在

 D透過鰓攝入浮游生物

B

3 你是否觀察過其他動物的攝食方式呢？請舉出一種你的觀察並說明其攝食構造。

貓、狗和人類等多數的哺乳動物，是利用牙齒撕咬食物；多數的鳥類用鳥喙撕碎或直接吞下
食物；爬蟲類會直接吞下或用牙齒啃咬食物；不同的昆蟲會吸食或啃咬食物。

4請搜尋資料找出何謂「濾食性生物」？並舉出還有哪些動物也是濾食性的呢？

採用過濾的方法，把微小的東西集中進食的生物就稱為濾食性生物，如藍鯨、蚌、水蚤等。

章首頁的學習重點學習引導

學習任務

1 蜂鳥在飛行時能穩定懸停在空中，並以長長的舌頭吸食花蜜，是由於

牠會快速的拍動翅膀，這樣的動作會耗費非常大的能量，因此牠每天

需要的攝食量相當於人類吃掉300個漢堡的熱量才夠。

2 雌蚊具有由6根不同構造組成的特殊口器，可刺穿動物
的皮肉以達血管。從外觀可看到的是「下脣」，具有

包覆並引導其他構造在皮肉間探索的功能；「上顎」

與「下顎」則是用來刺穿皮膚，具柔韌度，可在皮肉

間探尋血管；找到血管後，「舌」注入含抗凝血及麻

醉成分的唾液，而「上脣」則是吸取血液。

3 鯨鯊是濾食性動物，雖然有很大的嘴巴，但沒有銳利

的牙齒，為了維持巨大的身軀，需要一大口一大口的

將海水吸入，再透過鰓的過濾將海水排出，而留下海水中的浮游生

物，藉此獲取足夠養分。

舌頭

花蜜

下顎
上顎

舌

下脣

上脣

蚊子口器

千奇百怪的攝食方式
搭配自然一上

CH 
03 生物體的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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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學習單 行動大師另有提供學用檔案

為浮游生物
為海水

A-3322 A-4 323

第3章  千奇百怪的攝食方式

答

答

答

答

1有關蜂鳥和蚊子的攝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蜂鳥利用鳥喙刮下花蜜來吃

 B蜂鳥體型小不需要太多熱量便可生存

 C雌蚊的口器可以彎曲刺穿皮膚，探尋血管

 D雌蚊的唾液中有促進凝血的成分，利於吸血

C

2下列有關鯨鯊的攝食，何者正確？

 A會用牙齒撕咬獵物

 B主要養分來源是海水中的浮游生物

 C利用靈敏的嗅覺尋找獵物的存在

 D透過鰓攝入浮游生物

B

3 你是否觀察過其他動物的攝食方式呢？請舉出一種你的觀察並說明其攝食構造。

貓、狗和人類等多數的哺乳動物，是利用牙齒撕咬食物；多數的鳥類用鳥喙撕碎或直接吞下
食物；爬蟲類會直接吞下或用牙齒啃咬食物；不同的昆蟲會吸食或啃咬食物。

4請搜尋資料找出何謂「濾食性生物」？並舉出還有哪些動物也是濾食性的呢？

採用過濾的方法，把微小的東西集中進食的生物就稱為濾食性生物，如藍鯨、蚌、水蚤等。

章首頁的學習重點學習引導

學習任務

1 蜂鳥在飛行時能穩定懸停在空中，並以長長的舌頭吸食花蜜，是由於

牠會快速的拍動翅膀，這樣的動作會耗費非常大的能量，因此牠每天

需要的攝食量相當於人類吃掉300個漢堡的熱量才夠。

2 雌蚊具有由6根不同構造組成的特殊口器，可刺穿動物
的皮肉以達血管。從外觀可看到的是「下脣」，具有

包覆並引導其他構造在皮肉間探索的功能；「上顎」

與「下顎」則是用來刺穿皮膚，具柔韌度，可在皮肉

間探尋血管；找到血管後，「舌」注入含抗凝血及麻

醉成分的唾液，而「上脣」則是吸取血液。

3 鯨鯊是濾食性動物，雖然有很大的嘴巴，但沒有銳利

的牙齒，為了維持巨大的身軀，需要一大口一大口的

將海水吸入，再透過鰓的過濾將海水排出，而留下海水中的浮游生

物，藉此獲取足夠養分。

舌頭

花蜜

下顎
上顎

舌

下脣

上脣

蚊子口器

鯨鯊是濾食性動物，牠們
一大口一大口 的將海水吸
入，再透過鰓的過濾將海
水排出，而留下海水中的
浮游生物 。

鯨鯊攝食示意圖

1. 有關蜂鳥和蚊子的攝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蜂鳥利用鳥喙刮下花蜜來吃
(B) 蜂鳥體型小不需要太多熱量便可生存
(C) 雌蚊的口器可以彎曲刺穿皮膚，探尋血管
(D) 雌蚊的唾液中有促進凝血的成分，利於吸血
答： 

2. 下列有關鯨鯊的攝食，何者正確？
(A) 會用牙齒撕咬獵物
(B) 主要養分來源是海水中的浮游生物
(C) 利用靈敏的嗅覺尋找獵物的存在
(D) 透過鰓攝入浮游生物
答： 

3. 你是否觀察過其他動物的攝食方式呢？請舉出一種你的觀察並說明其攝食構造。
答： 

 

學習任務

3 鯨鯊 是濾食性動物，雖然有很大的嘴巴，但沒有銳利的牙齒，為了維持巨大的
身軀，需要一大口一大口的將海水吸入，再透過鰓的過濾將海水排出，而留下海
水中的浮游生物，藉此獲取足夠養分。



8

A-5324

閱讀學習單 行動大師另有提供學用檔案

第4章  誰讓植物枯萎了？

A-5324

章首頁的學習重點學習引導

1 靈芝類根腐菌：靈芝類根腐菌所造成的「靈芝根基腐病」是一種對於

林業影響巨大的樹木疾病。主要透過孢子傳播，成熟時會產生噴霧

現象使孢子飄飛至適宜環境生長，可透過下列三種方式對樹木造成危

害。

 a 直接感染：孢子飄落到寄主傷口或皮孔，其菌絲會從樹木運輸養分

的韌皮部一直延伸到新、舊木質部。

 b 傷口間接感染：若樹木修枝傷口過大或對樹木基部造成傷害，孢子

飄落該處，可直接利用寄主養分生長並侵占寄主，使寄主逐漸死

亡。

 c 土壤傳播：若樹木種植過於密集，當有樹木因染病死亡後，土壤若

殘留靈芝留下的菌絲，可擴散感染鄰近樹木。

感染靈芝的樹木，靈芝的菌絲會不斷侵入樹木組織，初期是在韌皮部直接吸收，利用寄主的養分生

長，到後期則侵入木質部，侵蝕分解讓樹木用於運輸水分與支持功能的木質部，最後使樹木倒塌。

2 蚜蟲：繁殖力強，常聚集於植物葉背與嫩莖上，具有刺吸式口

器，能穿刺植物組織吸取韌皮液，直接破壞葉綠體組織，且當分

泌的蜜露太多時，會引發植物黴病，進而影響光合作用。

3 松鼠：松鼠為雜食性的齧齒類動物，其門牙會不斷增長，而有磨牙

的習性，當缺少水果作為食物來源時，松鼠就換啃食堅果，堅果

類吃完接著僅能啃食樹皮，此現象嚴重時會導致樹木被環狀剝皮而

死；而被環狀剝皮的樹木，光合作用的養分無法傳送至根，造成根

部死亡，樹木便無法吸收水分，最後使樹木乾枯死亡。

4 人類：人類因耕地、建立牧場、販賣等經濟活動而過度砍伐樹木，砍伐會直接破壞樹木輸導組織而使樹

木死亡，當森林被過度砍伐，會造成水土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與全球氣候變遷，最終也將使人類必須

面對生活品質下降與生命生存的風險。

答

答

1靈芝類根腐菌會破壞樹木的哪種構造？

 A運輸水分的新木質部 	 B運輸養分的韌皮部	 	

 C提供樹木支持作用的舊木質部	 D以上皆是

D

2 根據文章敘述，被環狀剝皮的樹木最終會死亡，下列情形發生的的順序為何？1木質部被破壞2

韌皮部被破壞3樹木無法運輸水分4樹木無法運輸養分5樹木根部死亡6樹木枯萎死亡。

松鼠環狀剝皮樹木→2→4→5→3→6

學習任務

產生孢子
的構造

菌絲

菌絲體

孢子

靈芝類根腐菌
靈芝類根腐菌所造成的「靈芝根基腐病」是一種對
於林業影響巨大的樹木疾病，其主要是透過孢子傳
播，成熟時會產生噴霧現象使孢子飄飛至適宜環境
生長，可透過下列三種方式 對樹木造成危害。

(a) 直接感染：孢子飄落到寄主傷口或皮孔，其菌
絲會從樹木運輸養分的韌皮部一直延伸到新、
舊木質部。

(b) 傷口間接感染：若樹木修枝傷口過大或對樹木
基部造成傷害，孢子飄落該處，可直接利用寄主養分生長並侵占寄主，使寄主逐漸
死亡。

(c) 土壤傳播：若樹木種植過於密集，當有樹木因染病死亡後，土壤若殘留靈芝留下的菌
絲，可擴散感染鄰近樹木。

感染靈芝的樹木，靈芝的菌絲會不斷侵入樹木組織，初期是在韌皮部直接吸收、利用寄
主的養分生長，到後期則侵入木質部，侵蝕分解讓樹木用於運輸水分與支持功能的木質
部，最後使樹木倒塌。

1

學習重點

誰讓植物枯萎了 ?
搭配自然一上

CH 
04 生物體的運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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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靈芝類根腐菌會破壞樹木的哪種構造？
(A) 運輸水分的新木質部                              (B) 運輸養分的韌皮部
(C) 提供樹木支持作用的舊木質部            (D) 以上皆是
答： 

2. 根據文章敘述，被環狀剝皮的樹木最終會死亡，下列情形發生的的順序為何？
❶ 木質部被破壞 ❷韌皮部被破壞 ❸樹木無法運輸水分 ❹樹木無法運輸養分
❺ 樹木根部死亡 ❻樹木枯萎死亡
答： 

學習任務

蟲
蚜蟲繁殖力強，常聚集於植物葉背與嫩莖上，具有刺吸式口器，能穿刺植物組織，
吸取韌皮部汁液，直接破壞葉綠體組織，且當分泌的蜜露太多時，會引發植物黴
病，進而影響光合作用。

2

松鼠
松鼠為雜食性的齧齒類動物，其門牙會不斷增長，而有磨牙的習性，當缺少水果
作為食物來源時，松鼠就換啃食堅果，堅果類吃完接著僅能啃食樹皮，此現象嚴
重時會導致樹木被環狀剝皮而死，而被環狀剝皮的樹木，光合作用的養分無法傳
送至根，造成根部死亡，樹木便無法吸收水分，最後使樹木乾枯死亡。

3

人類
人類因耕地、建立牧場、販賣等經濟活動而過度砍伐樹木，砍伐會直接破壞樹木
輸導組織而使樹木死亡，當森林被過度砍伐，會造成水土破壞、氣候變遷、物種
多樣性減少與全球氣候變遷，最終也將使人類必須面對生活品質下降與生命生存
的風險。

4

蚜蟲 破壞植物示意圖

A-5324

閱讀學習單 行動大師另有提供學用檔案

第4章  誰讓植物枯萎了？

A-5324

章首頁的學習重點學習引導

1 靈芝類根腐菌：靈芝類根腐菌所造成的「靈芝根基腐病」是一種對於

林業影響巨大的樹木疾病。主要透過孢子傳播，成熟時會產生噴霧

現象使孢子飄飛至適宜環境生長，可透過下列三種方式對樹木造成危

害。

 a 直接感染：孢子飄落到寄主傷口或皮孔，其菌絲會從樹木運輸養分

的韌皮部一直延伸到新、舊木質部。

 b 傷口間接感染：若樹木修枝傷口過大或對樹木基部造成傷害，孢子

飄落該處，可直接利用寄主養分生長並侵占寄主，使寄主逐漸死

亡。

 c 土壤傳播：若樹木種植過於密集，當有樹木因染病死亡後，土壤若

殘留靈芝留下的菌絲，可擴散感染鄰近樹木。

感染靈芝的樹木，靈芝的菌絲會不斷侵入樹木組織，初期是在韌皮部直接吸收，利用寄主的養分生

長，到後期則侵入木質部，侵蝕分解讓樹木用於運輸水分與支持功能的木質部，最後使樹木倒塌。

2 蚜蟲：繁殖力強，常聚集於植物葉背與嫩莖上，具有刺吸式口

器，能穿刺植物組織吸取韌皮液，直接破壞葉綠體組織，且當分

泌的蜜露太多時，會引發植物黴病，進而影響光合作用。

3 松鼠：松鼠為雜食性的齧齒類動物，其門牙會不斷增長，而有磨牙

的習性，當缺少水果作為食物來源時，松鼠就換啃食堅果，堅果

類吃完接著僅能啃食樹皮，此現象嚴重時會導致樹木被環狀剝皮而

死；而被環狀剝皮的樹木，光合作用的養分無法傳送至根，造成根

部死亡，樹木便無法吸收水分，最後使樹木乾枯死亡。

4 人類：人類因耕地、建立牧場、販賣等經濟活動而過度砍伐樹木，砍伐會直接破壞樹木輸導組織而使樹

木死亡，當森林被過度砍伐，會造成水土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與全球氣候變遷，最終也將使人類必須

面對生活品質下降與生命生存的風險。

答

答

1靈芝類根腐菌會破壞樹木的哪種構造？

 A運輸水分的新木質部 	 B運輸養分的韌皮部	 	

 C提供樹木支持作用的舊木質部	 D以上皆是

D

2 根據文章敘述，被環狀剝皮的樹木最終會死亡，下列情形發生的的順序為何？1木質部被破壞2

韌皮部被破壞3樹木無法運輸水分4樹木無法運輸養分5樹木根部死亡6樹木枯萎死亡。

松鼠環狀剝皮樹木→2→4→5→3→6

學習任務

產生孢子
的構造

菌絲

菌絲體

孢子

松鼠 破壞植物示意圖

A-5324

閱讀學習單 行動大師另有提供學用檔案

第4章  誰讓植物枯萎了？

A-5324

章首頁的學習重點學習引導

1 靈芝類根腐菌：靈芝類根腐菌所造成的「靈芝根基腐病」是一種對於

林業影響巨大的樹木疾病。主要透過孢子傳播，成熟時會產生噴霧

現象使孢子飄飛至適宜環境生長，可透過下列三種方式對樹木造成危

害。

 a 直接感染：孢子飄落到寄主傷口或皮孔，其菌絲會從樹木運輸養分

的韌皮部一直延伸到新、舊木質部。

 b 傷口間接感染：若樹木修枝傷口過大或對樹木基部造成傷害，孢子

飄落該處，可直接利用寄主養分生長並侵占寄主，使寄主逐漸死

亡。

 c 土壤傳播：若樹木種植過於密集，當有樹木因染病死亡後，土壤若

殘留靈芝留下的菌絲，可擴散感染鄰近樹木。

感染靈芝的樹木，靈芝的菌絲會不斷侵入樹木組織，初期是在韌皮部直接吸收，利用寄主的養分生

長，到後期則侵入木質部，侵蝕分解讓樹木用於運輸水分與支持功能的木質部，最後使樹木倒塌。

2 蚜蟲：繁殖力強，常聚集於植物葉背與嫩莖上，具有刺吸式口

器，能穿刺植物組織吸取韌皮液，直接破壞葉綠體組織，且當分

泌的蜜露太多時，會引發植物黴病，進而影響光合作用。

3 松鼠：松鼠為雜食性的齧齒類動物，其門牙會不斷增長，而有磨牙

的習性，當缺少水果作為食物來源時，松鼠就換啃食堅果，堅果

類吃完接著僅能啃食樹皮，此現象嚴重時會導致樹木被環狀剝皮而

死；而被環狀剝皮的樹木，光合作用的養分無法傳送至根，造成根

部死亡，樹木便無法吸收水分，最後使樹木乾枯死亡。

4 人類：人類因耕地、建立牧場、販賣等經濟活動而過度砍伐樹木，砍伐會直接破壞樹木輸導組織而使樹

木死亡，當森林被過度砍伐，會造成水土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與全球氣候變遷，最終也將使人類必須

面對生活品質下降與生命生存的風險。

答

答

1靈芝類根腐菌會破壞樹木的哪種構造？

 A運輸水分的新木質部 	 B運輸養分的韌皮部	 	

 C提供樹木支持作用的舊木質部	 D以上皆是

D

2 根據文章敘述，被環狀剝皮的樹木最終會死亡，下列情形發生的的順序為何？1木質部被破壞2

韌皮部被破壞3樹木無法運輸水分4樹木無法運輸養分5樹木根部死亡6樹木枯萎死亡。

松鼠環狀剝皮樹木→2→4→5→3→6

學習任務

產生孢子
的構造

菌絲

菌絲體

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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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系統與內分泌系統

神經系統：可分為中樞神經與周圍神經。
(1) 中樞神經：包括腦與脊髓，負責整合訊息並發出命令。
(2) 周圍神經：分布在全身，功能為傳遞訊息，包含 12 對腦神經與 31 對脊神經。

內分泌系統：
(1) 由內分泌腺所組成，會分泌激素。
(2) 無特殊導管，利用血液輸送激素。

神經系統與內分泌系統的比較

1

2

3

比較 傳輸速度 持續性 作用範圍 

神經系統 較快 較短 較小 

內分泌系統 較慢 較長 較大

學習重點

搭配自然一上
CH 
05 生物體的協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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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有關神經系統的敘述，何者正確？
(A) 腦屬於周圍神經
(B) 中樞神經分布全身
(C) 脊神經為中樞神經的一部分
(D) 可快速傳遞訊息
答： 

2. 內分泌系統為人體重要的系統之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由內分泌腺所組成
(B) 利用導管運送激素
(C) 作用於人體的持續性較長
(D) 與身體的協調有密切關係
答： 

3. 請依照你的觀察或經驗，舉例說明神經系統或內分泌系統失去某些功能時，對日常生
活的影響。
答： 

 

學習任務

筆記欄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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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停止呼吸
搭配自然一上

CH 
06 生物體的的恆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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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憋氣暫時停止呼吸的經驗嗎？你又能閉氣潛水多久呢？多數人應該都只能撐個
幾分鐘吧！但是鯨魚與人同 樣以肺呼吸，卻多數能在水中支撐一個小時以上，這是何原
因呢？

先來認識人體中兩種與運輸氧氣有關的蛋白質， 若把氧氣想
像成貨品， 含有「血紅素」（hemoglobin）的紅血球，就是運
輸貨品的交通工具；而含有「肌紅素」（myoglobin）的肌肉細胞，
就相當於貨品儲存的倉庫。鯨的血液占體重 10 ～ 15%，人類只
有 7%，並且鯨血液中的血紅素濃度更高，讓鯨魚的血液可攜帶
較多的氧。加上肌肉中，鯨魚比人具有更高濃度的肌紅素，使得
鯨體內的氧氣濃度遠遠高過人類。

另外，當空氣進入人類的肺部，我們大約只使用到內含氧氣的 15%，剩下的 85%
會被呼出體外，但鯨魚肺部卻能利用到高達 80 ～ 90% 的比例，讓每一次吸入的空氣都
能充分利用。雖說如此，鯨還是得浮出水面透過頭頂的開孔換氣，因為體內空氣溫度較
高，遇到冷空氣凝結成水，加上排放的速度快，所以看起來是噴水。

1. 根據文章描述，若是人的血液中檢測到肌紅素，最可能是下列何種疾病或症狀所造成？
(A) 肺炎：肺部出現發炎症狀，使肺泡受到影響
(B) 肝炎：肝臟發炎，造成肝臟細胞的破壞
(C) 紅血球破裂：血紅素釋放到血液中，使身體獲得氧氣量下降
(D) 橫紋肌溶解症：肌肉急速損傷，使肌肉細胞破裂
答： 

2. 鯨魚的頭頂有一開孔，你判斷此孔與人類下哪個構造與功能相似？
(A) 耳道孔──收集聲波
(B) 鼻孔──空氣進出
(C) 尿道──排尿
(D) 肛門──排便
答： 

3. 你知道魚類為什麼不需要上浮換氣？上網搜尋資料，認識牠們氣體交換的方式？
答： 

 

學習任務

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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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吃過雞蛋，也知道小雞是從雞蛋中孵出來的，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把
市場買回來的雞蛋，放在一個溫暖且適合孵化的環境中，是否會孵得出小雞？

課本章首頁中的苦花魚和雞這些動物的生殖方式，都需要先由父親產生精子、母親
產生卵，精卵結合後，由受精卵發育成為子代。以苦花魚來說，牠喜歡生長於較冷且無
汙染 的溪流中，雌魚會把卵產在溪流裡，雄魚跟著把精子排出讓卵受精，受精卵便在水
中孵化成魚。

那麼雞蛋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市場上買回來的蛋，其實是母雞產的「卵」，並未經
過受精，因此不管我們怎麼努力地孵蛋，也不可能孵出小雞來。如右圖所示，母雞的卵
是由卵巢製造，成熟後排入輸卵管，此時卵的模樣便是我們看到的蛋黃。隨後卵在輸卵
管中運送時會分泌蛋白包裹在蛋黃的周圍，直到子宮處，包上卵殼後經泄殖腔產出。母
雞下蛋是一個產卵的過程，這些雞蛋都沒有經過受精，所以若想要孵出小雞，母雞在產
卵之前，必須先與公雞交配，公雞的精子會在卵巢旁先與卵受精，受精過的受精卵再依
序包上蛋白與蛋殼，產出後的受精雞蛋才能孵出小雞。

學習重點

生物生生不息的秘密
搭配自然一下

CH 
01 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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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是否也有父母呢？草莓等開花植物常可以見到美麗的花朵，花裡的雄蕊與雌
蕊，便像是父母一般可以產生精與卵，精、卵結合後可發育成種子，當種子落在適合的
環境，便發育為新的植株。

前面文章中所提到，需由精卵產生後代的方式稱為有性生殖。除了有性生殖之外，
生物有時也可由個體直接分裂產生新個體，稱為無性生殖。如草莓除了能用種子的方式
來繁殖，也可以透過匍匐於地面上的莖直接長出新植株。另外，圖中的渦蟲、水螅、細
菌可藉由分裂或斷裂的方式產生個體。至於黴菌，頂上那一串串像珠子的構造是孢子，
孢子成熟掉落會長出新黴菌，也是無性生殖的方式。

生殖是生物重要的生命現象，為了物種的延續，生物會不停的繁殖出新的個體。因
此，雖然個體的生命有限，族群依然能夠生生不息。章首頁顯示了各種生物產生後代的
方式，同學們可以想想，其他的生物又是如何產生後代的呢？

1. 課本章首頁 (p.6~p.7) 圖中哪種生物是以有性生殖的方式產生後代？
(A) 水螅  (B) 細菌  (C) 苦花魚  (D) 真菌
答： 

2. 母雞的子宮有何功能？
(A) 孵育小雞  (B) 分泌蛋殼  (C) 讓精卵受精  (D) 產生卵
答： 

3. 同學們家裡是否有養寵物或是種植植物呢？可以思考一下或是與找資料與同學討論一
下，這些寵物或植物是如何繁殖後代的？
答： 

 

學習任務

行動大師另有提供學用檔案行動大師另有提供學用檔案閱讀學習單

第1章  生物生生不息的祕密

答

答

答

1圖中哪種生物是以有性生殖的方式產生後代？

 A水螅　　　　B細菌　　　　C苦花魚　　　　D黴菌

C

2母雞的子宮有何功能？

 A孵育小雞　　B分泌蛋殼　　C讓精卵受精　　D產生卵

B

3 同學們家裡是否有養寵物或是種植植物呢？請思考或搜集資料，這些寵物或植物是如何繁殖後代的？

章首頁的學習重點學習引導

學習任務

　　大家都吃過雞蛋，也知道小雞是從雞蛋中孵出來的，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把市場買回來的雞蛋，放

在一個溫暖且適合孵化的環境中，是否會孵得出小雞？

　　課本章首頁中的苦花魚和雞這些動物的生殖方式，都需要先由父親產生精子、母親產生卵，精卵結合後，

由受精卵發育成為子代。以苦花魚來說，牠喜歡生長於較冷且無汙染的溪流中，雌魚會把卵產在溪流裡，雄魚

跟著把精子排出讓卵受精，受精卵便在水中孵化成魚。

　　那麼雞蛋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市場上買回

來的蛋，其實是母雞產的「卵」，並未經過受

精，因此不管我們怎麼努力地孵蛋，也不可能

孵出小雞來。如右圖所示，母雞的卵是由卵巢

製造，成熟後排入輸卵管，此時卵的模樣便是

我們看到的蛋黃。隨後卵在輸卵管中運送時會

分泌蛋白包裹在蛋黃的周圍，直到子宮處，包

上卵殼後經泄殖腔產出。母雞下蛋是一個產卵

的過程，這些雞蛋都沒有經過受精，所以若想要

孵出小雞，母雞在產卵之前，必須先與公雞交配，公雞

的精子會在卵巢旁先與卵受精，受精過的受精卵再依序包上蛋白與蛋殼，產出後的受精雞蛋才能孵出小雞。

　　植物是否也有父母呢？草莓等開花植物常可以見到美麗的花朵，花裡的雄蕊與雌蕊，便像是父母一般可以

產生精與卵，精、卵結合後可發育成種子，當種子落在適合的環境，便發育為新的植株。

　　上面文章中所提到，需由精卵產生後代的方式稱為有性生殖。除了有性生殖之外，生物有時也可由個體直

接分裂產生新個體，稱為無性生殖。如草莓除了能用種子的方式來繁殖，也可以透過匍匐於地面上的莖直接長

出新植株。另外，圖中的渦蟲、水螅、細菌可藉由分裂或斷裂的方式產生個體。至於黴菌，頂上那一串串像珠

子的構造是孢子，孢子成熟掉落會長出新黴菌，也是無性生殖的方式。

　　生殖是生物重要的生命現象，為了物種的延續，生物會不停的繁殖出新的個體。因此，雖然個體的生命有

限，族群依然能夠生生不息。章首頁顯示了這幾種生物產生後代的方式，同學們可以想想，其他的生物又是如

何產生後代的呢？

依學生實際情形填寫

卵黃

分泌
蛋白

形成
蛋殼

分泌
殼膜

泄殖腔

輸卵管

卵巢

子宮

310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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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的品系很多，但大多數都是被人飼養，其樣貌外觀也多數是由人類培育出來的，100 
年前牠們並不是長這個樣子。英國 BBC 拍過一部紀錄片——品系犬的真相 ( Pedigree Dogs 
Exposed )，發現許多品系犬有先天性缺陷，引起健康上的問題。

人類在 1 萬多年以前，馴狼為犬，利用牠們傑出的體能與靈敏的天性來看門、放牧狩獵或
征戰沙場。在現代，狗更是陪伴我們心靈的動物。

大約在 19 世紀，養育品系犬為一種顯示身分地位的象徵與賺取錢財的方式。人類為了追
求品系犬完美獨特的外表，利用近親繁殖的方式，培育出各種符合人類審美標準的品系犬，然
而研究發現約 63% 的品系犬有遺傳性疾病，造成無法生育或罹患重病，甚至飽受病痛折磨直
至死亡。

品系犬的美麗與哀愁

學習重點

搭配自然一下
CH 
02 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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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臘腸犬是很受歡迎的品系，其特徵有受人們喜愛的長身體與短腿。約在 16 世紀由
德國繁殖，起初因臘腸犬有力的短腿可以挖洞穴，較長的身體可以避免身體卡在洞穴中，因此
被獵人培育用來追捕住在狹長洞穴的獾。然而臘腸犬常患有許多先天與後天的疾病，例如：短
腿的特性屬於一種遺傳的侏儒症，學術上稱為「軟骨發育不全症」；許多臘腸犬也常患使雙眼
失明的「漸進性視網膜退化症」的遺傳性疾病。此外，因脊椎較長，脊椎骨及腰骨會較易磨損，
因此常患「椎間盤突出症」。

品系犬雖然外表可愛，但卻常患有疾病，是否要堅持追求純種品系的伴侶動物，是值得
再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1. 右圖的混種犬有短腿的特徵，頭部看起來像第二章章首頁某親
代的品系犬，請問此犬可能是臘腸犬與哪一親代的混血種？
答： 

2. 臘腸犬與許多品系犬雜交後，產生的混種犬隻都是短腿，下列解釋何者最為合理？
(A) 狗糧中缺乏鈣質使骨頭發育不良
(B) 人類飼養後缺乏運動使腿部退化
(C) 短腿的性狀比長腿容易表現出來
(D) 混種犬通常會遺傳到不好的性狀
答： 

3. 你認為造成某些品系犬先天性缺陷的原因是什麼？你認為如何避免這些品系犬繼續傳
承下去這樣的先天缺陷？
答： 

 

行動大師另有提供學用檔案

第2章  品系犬的美麗與哀愁

行動大師另有提供學用檔案閱讀學習單

章首頁的學習重點學習引導

答

答

答

的品系犬，請問此犬可能是臘腸犬與哪一親代的混血種？�

比特犬  

2 臘腸犬與許多品系犬雜交後，產生的混種犬隻都是短腿，下列解釋何者最為合理？

 A狗糧中缺乏鈣質使骨頭發育不良

 B人類飼養後缺乏運動使腿部退化

 C短腿的性狀比長腿容易表現出來

 D混種犬通常會遺傳到不好的性狀

C

3 你認為造成某些純品系犬先天性缺陷的原因是什麼？你認為如何避免這些純品系犬繼續傳承下去

這樣的先天缺陷？

純品系犬是經由不斷近親繁殖產生的子代，容易使親代缺失的隱性等位基因配對後表現在子
代身上。避免的方法是不要繼續培育純品系犬，可以與其它品系犬混種，或是實施絕育避免
產生有缺陷的子代。

學習任務

311A-3

學習任務

行動大師另有提供學用檔案

第2章  品系犬的美麗與哀愁

行動大師另有提供學用檔案閱讀學習單

章首頁的學習重點學習引導

答

答

答

的品系犬，請問此犬可能是臘腸犬與哪一親代的混血種？�

比特犬  

2 臘腸犬與許多品系犬雜交後，產生的混種犬隻都是短腿，下列解釋何者最為合理？

 A狗糧中缺乏鈣質使骨頭發育不良

 B人類飼養後缺乏運動使腿部退化

 C短腿的性狀比長腿容易表現出來

 D混種犬通常會遺傳到不好的性狀

C

3 你認為造成某些純品系犬先天性缺陷的原因是什麼？你認為如何避免這些純品系犬繼續傳承下去

這樣的先天缺陷？

純品系犬是經由不斷近親繁殖產生的子代，容易使親代缺失的隱性等位基因配對後表現在子
代身上。避免的方法是不要繼續培育純品系犬，可以與其它品系犬混種，或是實施絕育避免
產生有缺陷的子代。

學習任務

311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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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同物種生物的身體構造，可以從中建立各生物可能的演化
關係。

假設關係接近的物種由同一始祖演化而成，因此原本相似的器官 ( 同源器官 )，為
了適應不同的環境，會演化出不同的外形與功能 ( 趨異演化 )。例如：章首頁中人
類的手與各動物的前肢。

種類不同的生物為適應相同的環境，會有功能與外形相似的器官 ( 同功器官 ) 以適
應該環境 ( 趨同演化 )。例如：蝙蝠的翅和蝴蝶的翅。

趨異演化和趨同演化的原因，都是為了競爭食物和空間，以爭取生存機會。趨異演
化最有名的例子是加拉巴哥群島的鷽鳥，因各小島上的食物不同，使來自同一族群
的鷽鳥祖先演化出各種不同外形的喙。趨同演化最常見的例子為哺乳類鯨、豚和魚
類具有相似的鰭和流線的身體，讓牠們能在水中快速的游泳。

1

2

3

學習重點

認識演化
搭配自然一下

CH 
03 生物的演化與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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鷽鳥嘴型的趨異演化

魚與鯨的趨同演化

1. 下列有關趨異演化和趨同演化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同功器官的形成，是趨異演化的結果
(B) 馬的前腳和蝙蝠的翅膀是趨同演化的結果
(C) 加拉巴哥群島的鷽鳥嘴型不同，是趨異演化的結果
(D) 章魚的眼睛和人類的眼睛
答： 

2. 下列何者是同源器官？
(A) 蜻蜓的翅和蝙蝠的翅
(B) 鯨的胸鰭和貓的前腳
(C) 海豚的胸鰭和鯊魚的胸鰭
(D) 章魚的眼睛和人類的眼睛
答： 

3. 為何蝙蝠具有可飛翔的翅膀，分類時仍將蝙蝠分到哺乳類？試說明其原因。
答： 

 

學習任務

行動大師另有提供學用檔案行動大師另有提供學用檔案閱讀學習單

第3章  認識演化

答

答

答

1下列有關趨異演化和趨同演化的敘述，何者正確？

 A同功器官的形成，是趨異演化的結果  

 B馬的前腳和蝙蝠的翅膀是趨同演化的結果

 C加拉巴哥群島的鷽鳥嘴型不同，是趨異演化的結果

 D章魚的眼睛和人類的眼睛

C

2下列何者是同源器官？

 A蜻蜓的翅和蝙蝠的翅

 B鯨的胸鰭和貓的前腳

 C海豚的胸鰭和鯊魚的胸鰭

 D章魚的眼睛和人類的眼睛

B

3 為何蝙蝠具有可飛翔的翅膀，分類時仍將蝙蝠分到哺乳類？試說明其原因。

蝙蝠的生殖方式為胎生，幼兒出生後需吸吮母乳，體表具有毛髮，皆為哺乳動物的特徵，故
分類屬於哺乳類。為了適應環境，蝙蝠演化出似鳥類的翅膀，為趨同演化的結果。

章首頁的學習重點學習引導

學習任務

比較不同物種生物的身體構造，可以從中建立各生物可能的演化關係。

1 假設關係接近的物種由同一始祖演化而成，因此原本相似的器官（同源器官），為了適應不同的環境，會演

化出不同的外形與功能（趨異演化）。例如：章首頁中人類的手與各動物的前肢。

2 種類不同的生物為適應相同的環境，會有功能與外形相似的器官（同功器官）以適應該環境（趨同演化）。

例如：蝙蝠的翅和蝴蝶的翅。

3 趨異演化和趨同演化的原因，都是為了競爭食物和空間，以爭取生存機會。趨異演化最有名的例子是加拉巴

哥群島的鷽鳥，因各小島上的食物不同，使來自同一族群的鷽鳥祖先演化出各種不同外形的喙。趨同演化最

常見的例子為哺乳類鯨豚和魚類具有相似的鰭和流線的身體，讓牠們能在水中快速的游泳。

▲鷽鳥嘴型的趨異演化

吃種子

相似的鰭

中間型 吃昆蟲

▲魚與鯨的趨同演化

流線型身體

312 A-4

行動大師另有提供學用檔案行動大師另有提供學用檔案閱讀學習單

第3章  認識演化

答

答

答

1下列有關趨異演化和趨同演化的敘述，何者正確？

 A同功器官的形成，是趨異演化的結果  

 B馬的前腳和蝙蝠的翅膀是趨同演化的結果

 C加拉巴哥群島的鷽鳥嘴型不同，是趨異演化的結果

 D章魚的眼睛和人類的眼睛

C

2下列何者是同源器官？

 A蜻蜓的翅和蝙蝠的翅

 B鯨的胸鰭和貓的前腳

 C海豚的胸鰭和鯊魚的胸鰭

 D章魚的眼睛和人類的眼睛

B

3 為何蝙蝠具有可飛翔的翅膀，分類時仍將蝙蝠分到哺乳類？試說明其原因。

蝙蝠的生殖方式為胎生，幼兒出生後需吸吮母乳，體表具有毛髮，皆為哺乳動物的特徵，故
分類屬於哺乳類。為了適應環境，蝙蝠演化出似鳥類的翅膀，為趨同演化的結果。

章首頁的學習重點學習引導

學習任務

比較不同物種生物的身體構造，可以從中建立各生物可能的演化關係。

1 假設關係接近的物種由同一始祖演化而成，因此原本相似的器官（同源器官），為了適應不同的環境，會演

化出不同的外形與功能（趨異演化）。例如：章首頁中人類的手與各動物的前肢。

2 種類不同的生物為適應相同的環境，會有功能與外形相似的器官（同功器官）以適應該環境（趨同演化）。

例如：蝙蝠的翅和蝴蝶的翅。

3 趨異演化和趨同演化的原因，都是為了競爭食物和空間，以爭取生存機會。趨異演化最有名的例子是加拉巴

哥群島的鷽鳥，因各小島上的食物不同，使來自同一族群的鷽鳥祖先演化出各種不同外形的喙。趨同演化最

常見的例子為哺乳類鯨豚和魚類具有相似的鰭和流線的身體，讓牠們能在水中快速的游泳。

▲鷽鳥嘴型的趨異演化

吃種子

相似的鰭

中間型 吃昆蟲

▲魚與鯨的趨同演化

流線型身體

312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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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人旅遊逐漸由一般性的遊玩，逐漸地變成深入各地體驗當地人文與環境之
生態旅遊，具有熱帶珊瑚礁海域的小琉球，是潛水的熱門場所，現在就讓我們跟著專業
潛水教練一起探索海底世界吧！

珊瑚礁的形成需有充足的陽光、溫暖的氣候、清澈的水質、堅固的海底與長時間的
孕育，因此小琉球周邊的海域與環境必須長期維持優質，各種造礁生物才得以建造出整
座珊瑚礁島嶼。慢慢潛入海中，可近距離欣賞魚群從你身邊游過，教練說，在小琉球海
域，可看到豐富魚類與各式無脊椎動物。

背著潛水氣瓶緩緩到達水深 20~30 公尺的海底，映入眼簾的是一群群的耳帶蝶魚，
大型魚類較少，只看到幾隻的鸚哥魚與粗皮鯛在吃海藻，教練說粗皮鯛的腸道中有共生
菌，可協助消化海藻的細胞壁。

生態旅遊潛水趣

學習重點

搭配自然一下
CH 
04 生物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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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也看到生長在珊瑚礁上的海葵裡有小丑魚 穿梭其中，像是守護牠的家
園。岩縫中則有石斑魚、魔鬼海膽、海參與螃蟹。這時石斑魚突然衝出吞掉一隻小魚，
快又準確，此時教練的手勢告訴我們趕快來看好東西——哇！是可愛又迷人的綠蠵龜，
在不遠處緩緩吃著馬尾藻。教練提醒我們，保育類動物只能觀看不能觸摸。隨著氣瓶中
的氣壓漸漸減少，教練揮動回程的手勢，指示我們緩緩上升，結束快樂的潛水體驗。

教練告訴我們，近年來小琉球外來的遊客快速、大量增加，每年旅客數量已超過
100 萬人次以上，雖帶來觀光「錢」潮，但大量遊客在潮間帶製造的垃圾與活動，已經
使海域中的珊瑚礁生態系面臨嚴重威脅，若被破壞後，想再恢復如昔，就需要一段很長
的時間了。

1. 關於小琉球珊瑚礁生態系的形成，下列敘述何者不是必須的條件？
(A) 溫暖的氣候  (B) 長時間的孕育  (C) 充足的陽光  (D) 混濁的水質
答： 

2. 文章中提到生物間的互動的紀錄有哪些？
答： 

3. 小琉球珊瑚礁海域正面臨的考驗與危機有哪些？查詢相關資料與同學分享。
答： 

 

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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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冠戴菊鳥

野生動物保護法
(1) 民國 78 年 6 月 23 日公布，經過多次修訂，最近 1 次修訂日期為民國 102 年 1 月 

23 日。
(2) 本法設立目的：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之平衡。

(3) 本法執行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1

依據 野生動物保護法 ，野生動物區分為下列二類
(1) 保育類：指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2) 一般類：指保育類以外之野生動物。

2

學習重點

搭配自然一下
CH 
05 環境保護與生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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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之保育
(1) 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經營各種建設或土地利用，應擇其影響野生動物棲息

最少之方式及地域為之，不得破壞其原有生態功能。必要時，主管機關應通知
所有人、使用人或占有人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2) 地方主管機關得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有特別保護必要者，劃定為野生動物
保護區，擬訂保育計畫並執行之；必要時，並得委託其他機關或團體執行。

(3) 保育類野生動物，除本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
殺、買賣、陳列、展示、持有、輸入、輸出或飼養、繁殖。保育類野生動物產
製品，除本 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買賣、陳列、展示、持有、輸入、
輸出或加工。

1. 在本章章首頁介紹火冠戴菊鳥，屬保育類中的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若有人在新
北市違法買賣火冠戴菊鳥，其地方主管機關應為何者？
(A)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B) 新北市政府
(C)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D)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答： 

2. 下列何者不是野生動物保護法保育的生物？
(A) 臺灣黑熊  (B) 石虎  (C) 高山杜鵑  (D) 臺灣獼猴
答： 

3. 想想看，除了制訂法律之外，還有哪些方法可以保護野生動物？
答： 

 

學習任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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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證實每天只要一匙○○，是對抗糖尿病的剋星！」
「 ╳ ╳ 飲食最健康，生物學家三十年實驗解密！」

網路資訊爆炸的現在，你是否曾經瀏覽過類似的標題，文章的內容看似有科學的論
證，但卻又讓人質疑內文的真實性，不知道該如何檢視其真偽；如何在資訊氾濫的網海，
擷取真正屬於「科學」的資訊，你需要有一雙看透真相的眼睛。

「科學」是人類對自然世界的最客觀詮釋，在盡可能最少、最簡單的假設前題下，
找出最接近、最能完整描述自然世界的有效及可靠方法，所以科學家的角色就像是偵探
一樣，儘量收集完整的資訊，並驗證各種證據的真與假，再進一步拼湊出對於自然界完
整的解釋；然而透過網路的傳播，現在的我們已經能夠輕鬆獲得各式各樣的實驗資訊及
研究，該如何驗證這些研究的證據力，我們可以透過以下的準則，來檢視這些資訊的可
信度，若符合程度越高，則其「科學性」就越高。

What is「科學」？
撰文：潘禕凌 老師（新竹市 光華國中）

媒 體 識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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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來源：
1. https://pansci.asia/archives/88341
2. 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6878
3. 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6907
4.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9493

一、有合理的自然因果假設：

以大家喜愛的「星座運勢」為例，為何宇宙星體的運行會影響不同星座人類的運勢，
這兩者之間的關聯性，無法有合理的解釋，因此我們並不能將「星座運勢」稱為是一門
科學。

二、使用一定程序的實驗方法：

先建立合理的假設，再依假設進行實驗，實驗需有實驗組及對照組，並只能有一個
操縱變因，其他條件皆須相同，實驗結果若能驗證原先的假設，即可形成結論；若與假
設不符，則須重新修正假設及設計實驗。

三、可被檢驗及具有預測力：

透過嚴謹的實驗程序所得出的結論，其實驗必須能被重現，且能得到相同的結果，
並能透過這項結論，去預測其他變因的結果，這樣的結論就能符合「科學」的標準。

為何「科學」如此重要？從 2020 年全球爆發新冠肺炎的疫情以來，人類的生活因
為 covid-19 病毒產生巨大的變化，面對這個新種且不斷產生變異的病毒，世界各地許
多科學家不眠不休的開發疫苗及藥物，希望將病毒對人類健康的損害減到最低；然而這
三年以來，我們也看到許多「偽科學」的資訊，以「科學」為包裝，攻擊新冠肺炎的疫
苗及藥物，甚至鼓吹不正確的治療方法，使許多人因此而失去寶貴的性命，如果我們無
法區辨「科學」和「偽科學」的差異，這些假資料就會對於人類社會造成莫大的危害。

以下有四篇文章，請同學就以上所提供的三大準則，一一來檢視文章中所提供的資
訊，找出「偽科學」的不實資料，破解這些假資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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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識讀 1

人體的腸道中居住著眾多微生物，包括細菌、真菌和病毒。最初人們以為腸道微生
物只是協助消化食物，不過後來發現，腸道微生物對人體的健康可謂影響深遠，從免疫、
消化到神經等都會受到牠們的影響。而隨著對腸道微生物的研究越多，科學家們就發現
越多腸道微生物與老化間的關係。2021 年 7 月發表在 Nature 上的研究指出，長壽的人
有著特殊的腸內菌群，這些腸內菌能調節人體的代謝與免疫反應，並能產生抑制有害細
菌生長的特殊膽汁酸，而使這些長壽的人有著更好的健康狀態，不過上述的研究都只顯
示兩者間的關聯，無法說明其中的因果關係。 

愛爾蘭科克大學的神經學教授：John Cryan，以小鼠為實驗動物進行糞便移植試驗，
研究團隊收集了 3-4 個月的年輕小鼠糞便，並將其移植到老年小鼠身上，觀察腸道微生
物對於小鼠老化的影響，對老年小鼠進行各項細胞與生理檢測，確定年輕小鼠的糞便微
生物，是否能改善因老化引起的發炎反應和認知衰退。

研究團隊想確認免疫反應的改變，是否會進一步影響到大腦，他們選定的觀察目標，
是大腦中的微膠細胞。微膠細胞作為大腦中的免疫細胞，除了引起發炎反應、清除病原
體和修復損傷的神經細胞外，其所分泌的細胞激素也是支持神經細胞生長與可塑性的重
要激素。正常的老年小鼠，其大腦中的微膠細胞大多處於發炎狀態，而且也不太分泌支
持神經細胞的相關細胞激素；但上述的情況，在移植糞便後皆有改善。研究團隊進一步
利用水迷宮測試來觀察小鼠的記憶與認知能力。一般小鼠在進入水迷宮後找到隱藏平台
的時間，會隨著老化而逐漸增加，但這種狀況在糞便移植後則有所改善，表明這種移植
改善了因老化所造成的記憶和認知功能的衰退。此外，後續其他有關短期記憶的測試中，
糞便移植都能有效提升老年小鼠的表現。總之，年輕小鼠的腸道微生物確實在某種程度
上，改善了老化對於大腦認知衰退的影響。

雖然這個研究仍有不少問題需要回答，目前看來想通過糞便移植來讓人類大腦恢復
活力，似乎也不是好方法，但這個研究提供了抗老化的新思維。或許抗老化的重點並不
只在於延長壽命，而是在老化的過程中，能保持更長久的健康狀態，透過飲食和細菌治
療等方式，促進腸道的健康，提升免疫力，並保持大腦的年輕，似乎就是個不錯的想法。 

想讓大腦變年輕？
來點年輕的糞便吧！

配合自然一上 ch3 生物體的營養、ch5 生物體的協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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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文章中的敘述，下列哪一項原因可能是腸道微生物能夠使老年老鼠改善認知的關鍵？
(A) 減少微膠細胞的發炎反應
(B) 分泌相關的細胞激素
(C) 修復老年老鼠的短期記憶
(D) 加速神經細胞的生長
答： 

2. 這篇文章是否有合理的自然因果假設？
(A) 是，此研究假設吃糞便可使老年鼠記憶力提昇 
(B) 是，此研究假設腸道微生物會改善老化的發炎反應 
(C) 否，此研究假設糞便移植可以讓大腦恢復活力 
(D) 否，此研究假設抗老化要透過細菌治療來達成
答： 

3. 這篇文章中是否有使用一定程序的實驗方法？
(A) 否，文章中只有提到實驗組，沒有對照組 
(B) 否，文章中只用水迷宮進行測試，沒有真實數據 
(C) 是，此實驗進行移植糞便前後的觀察及比較 
(D) 是，此實驗觀察到在人體實驗的可能性
答：  

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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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世大運台灣選手表現出色，郭婞淳在女子舉重 58 公斤級以破世界紀錄拿下金
牌；男子百米金牌也由楊俊瀚拿下，媒體大大標題寫著「外媒大驚：誰想得到？」不過，
這消息對馬偕醫院輸血醫學實驗室，從事多年米田堡血型研究的同仁來講，並不意外；
因為他們和其他阿美、雅美（達悟族）、卑南族的運動員們，都可能具有先天「呼吸生理」
上的優勢。

約 30 年前，馬偕醫院 林媽利醫師全台跑透透，整理出臺灣人特殊血型的分佈。當
時驚奇的發現，國際間認為是極稀有的米田堡紅血球血型第三亞型，在臺灣某些族群還
蠻常出現。白種人 50000 人裡才有 1 位是米田堡型，東北亞人種如日本人裡 16,000 人
僅 1 位，而東南亞人種（臺灣、香港、菲律賓、越南、泰國、遠至印尼），約 19％人
口帶有此特殊血型。而米田堡血型最高的發生率在臺灣三個原住民族群分布分別為：卑
南族 21％；雅美族（達悟族 34％；阿美族 88 ％，阿美族的比率幾乎是世界第一。

米田堡血型是紅血球細胞膜上，帶有ㄧ個醣化的特殊蛋白質；擁有這個基因的人，
紅血球所出現的蛋白質，會誘發強烈的抗原抗體反應。約有 1% 的台灣人體內就帶有對
抗米田堡抗原的抗體，醫院血庫在病人輸血前所做的交叉試驗，就是要防止這些帶有抗
體的病人輸到米田堡血型的血液，以免發生溶血性輸血反應。

我們針對花東近 300 位成人受試者進行血液、血型檢驗及運動呼吸測量，每位受試
者在 3 分鐘踏階運動前後，會被測量他的呼吸生理數值的變化；研究發現：沒有米田堡
型的成人，在運動後 2~3 分鐘，會排完這個運動產生的二氧化碳；不過，帶有米田堡型
的成人在運動後 12 分鐘就能排完這個運動產生的二氧化碳；而其他的生理數值，如心
跳頻率、血氧量、乳酸等，在這兩群人裡沒有明顯差異。可想而知，帶有米田堡血型的
人應會有較佳的呼吸代謝和耐力。因此我們進一步為 72 位國體大選手檢驗血型，發現
其中 16 位（22%）選手是米田堡血型；田徑隊 28 位選手裡有 9 位帶米田堡血型（32%）
帶有米田堡血型的 16 位選手，近半是阿美族。所以對於想往運動發展的孩子，若有米
田堡血型，也許就有先天生理上的優勢。

資料來源：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 miltenberger blood

阿美族運動員為何那麼強？

媒體識讀 2

配合自然一下 ch2 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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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擁有米田堡血型的人，可能會具有何種優勢？
(A) 運動後血液的含氧量會顯著增加 
(B) 運動時心跳的搏動次數較高 
(C) 運動時肌肉中的乳酸含量較高 
(D) 運動後能較快排出二氧化碳 
答：  

2. 擁有米田堡血型的人，輸血時需要特別注意什麼？
(A) 要避免輸入的血液中，具有對抗米田堡抗原的抗體 
(B) 要避免輸入的血液中，紅血球具有特殊的醣化蛋白質 
(C) 輸入的血液中，一定要具有對抗米田堡抗原的抗體 
(D) 輸入的血液中，紅血球一定要具有特殊的醣化蛋白質
答： 

3. 這篇文章中是否有使用一定程序的實驗方法？
(A) 是，研究者檢測出台灣原住民族米田堡血型的比例較高 
(B) 是，研究者比較花東地區近 300 位成人的呼吸生理數值 
(C) 否，研究者只假設運動員有「呼吸生理」的優勢 
(D) 否，研究者只檢驗 72 位國體大選手的血型
答： 

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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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識讀 3

身體酸鹼性知多少

在正常情況下，血液、組織及細胞的酸鹼度都會維持在 pH7.4 狀態，一般來說，低
於 pH7.35 就是酸中毒，高於 pH7.45 就是鹼中毒，雖然被稱為「中毒」，但其實是身
體酸鹼失衡。

生活中的飲食習慣會影響身體的酸鹼度除了我們的胃液為酸性外，身體的其他部位
都屬鹼性。但因為日常的飲食習慣，如：吃奶類製品、精緻糖、肉類等會讓身體在 新陳
代謝時不停的製造酸性物質；如果體內環境過酸，身體會從重要器官和骨髓中，分解出
礦物質如鈣、鎂、鉀等元素，來中和身體酸中毒情況，所以若長期攝取酸性的食物將會
影響身體的多種器官導致更多的問題出現。

如何知道自己身體是否太酸呢以下提供三個檢測方法：

【方法 1 】檢視自己是否經常出現以下症狀以下症狀出現得愈多愈頻繁，即表示身體呈
現酸性。

□牙齦發炎  □免疫力低下  □呼吸道問題，氣喘、咳嗽、過敏  □提早衰老
□經常性的疲倦  □體重增加，癡肥，糖尿病  □皮膚暗瘡  □嘔吐，肚瀉
□骨質疏鬆、脆弱  □頭痛，混亂，想睡  □膀胱及泌尿道感染

【方法 2 】利用 pH 試紙測唾液或尿液的酸鹼值
建議可以連續五天、每天三次以得到較準確的檢測結果。一般來說每天第二次的尿

液採樣，以及在用餐前採取的尿液樣本較佳；刷牙後一至兩小時以及用餐前所採取唾液
樣本也比較好，用以檢驗身體的酸鹼值較為正確。

【方法 3 】你適合吃肉或吃菜？
我們可以透過了解身體對食物反應來斷定自己是屬於何種體質類型。人的體質可分

為「蛋白質型」和「醣質型」，如果身體是屬於「蛋白質型」，那麼吃蔬菜水果身體便
會偏向酸性，吃蛋白質就可以鹼化身體體質；相反的，如果體質屬於「醣質型」，吃蛋
白質反而會讓身體偏向酸性，而多吃蔬果便能讓身體變成鹼性。簡單來說「醣質型」的
人吃肉類相對較難消化，所以肉吃多後會感到肚脹和便秘，這型人需要多吃菜和富含醣
類的食物而「蛋白質型」的人，則經常會感到肚子餓、容易頭暈，反而適合吃肉和蛋白
質，以維持身體酸鹼的平衡。

配合自然一上 ch3 生物體的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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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www.sundaymore.com/348603/?utm_campaign=More_ContentCopy&utm_
source=Web inventory&utm_medium=Content Copy_More

1. 根據文章第二段的敘述，哪一種飲食會使身體過酸？
(A) 喝太多牛奶 
(B) 吃很多蔬菜 
(C) 攝取太多水果
(D) 喝太多水 
答： 

2. 根據文章中的敘述，「蛋白質型」的人要多吃何種食物以維持身體酸鹼平衡？
(A) 蔬菜類
(B) 五穀根莖類
(C) 肉類
(D) 水果類
答： 

3. 這篇文章是否有合理的自然因果假設？
(A) 是，此研究假設人體酸鹼值須維持在 pH7.4 
(B) 否，此研究假設腸道的酸鹼性會影響血液的酸鹼性 
(C) 是，此研究假設我們所攝取的食物會影響血液的酸鹼性 
(D) 否，此研究假設不同體質的人要吃不同的食物
答： 

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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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氧不生病，
用喝的也能做得到

配合自然一上 ch3 生物體的營養、ch4 生物體的運輸作用

「高氧水」是指每一公升的水中，含氧量大於等於 35 毫克的水，普通的水每一公
升的含氧量是 4 毫克，所以「高氧水」是目前國際公認，更符合人類健康需求的高級飲
用水。一開始是美國 NASA 利用特殊高壓技術，將氧氣溶於水中，使水中的含氧量提高
為一般飲用水的 12 倍，以供給太空人飲用，之後，美國運動員便開始喝高氧水來提高
體內血氧含量，增加細胞能量供應，在高強度訓練中保持體能，並在體育競賽中獲得好
成績。日本、歐美等一些發達國家，都把高氧水認定為「二十一世紀最理想的飲用水」，
而日本更是把高氧水認定為「最具保健價值的飲用水」。 

飲用高氧水後，經過胃和小腸的吸收，使氧氣直接進入血液中，迅速運輸至全身，
可以加快補氧速率、恢復體力、提神醒腦、促進新陳代謝及增加皮膚的活性及彈性。前
蘇聯醫學博士 C.M.Ewarsak 和醫學家 N.V.Sirctin，在「人類呼吸調整及腸胃氧氣療法」
中指出，「通過腸胃必能供氧，而且比通過呼吸供氧更為有效」。匈牙利科學院化學博
士 Balla，在論文中指出液體中的氧分子，能夠很快的進入人體血液中，由多個實驗報
告中顯示，從消化系統吸收氧的速率比從呼吸系統要高出 10 倍；所以直接飲用高濃度
有氧水，經由擴散和滲透作用，利用肝門靜脈進入身體循環系統，這樣的途徑進入的氧
氣和直接由肺部所吸收的氧氣，對人體細胞都具有同樣的功能，然而前者的效率卻更高。

除此之外，在 1992 年德國 杜塞爾多夫大學衛生學院證明，豐富的含氧水可以減少
體內硝酸鹽的含量；硝酸鹽是環境中土壤、植物表面和地表水的污染物，當細胞將硝酸
鹽轉化成亞硝酸鹽，然後再變成亞硝酸胺時，就成為體內的致癌物質，因此，多飲用高
氧水也具有防癌的積極意義。Hary Goldblatt 博士於實驗醫學雜誌發表下列的看法，「缺
氧明顯地在細胞癌化過程中扮演著主要的角色」，Wendell Hendricks 博士也認為，癌
症是體內的某處氧化作用已經枯竭，導致該處的細胞變性，發展成失去生理控制的狀態，
因此氧氣對癌細胞的生成有著關鍵性的因素；歐洲醫療腫瘤學會於 2004 年的大會主題
中，曾提出氧的治療可以改善人體對抗腫瘤的能力，如何使細胞獲得更多的氧氣，將成
為癌症研究的一個方向。由以上資料顯示，或許，高氧水能提供我們另一個預防癌症的
新選擇。

資料來源：https://www.wodas.net/toknowprodu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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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文章中的敘述，小腸細胞所吸收的氧分子，如何進入到血液中？
(A) 經由肝門靜脈 
(B) 經由紅血球運送 
(C) 擴散作用進入微血管 
(D) 直接吸收進入血液 
答： 

2. 這篇文章是否有合理的自然因果假設？
(A) 是，此研究假設氧氣可以防止癌細胞生成 
(B) 是，此研究假設喝高氧水可以提高體內的血氧含量 
(C) 否，此研究假設消化系統吸收的氧氣分子可以直接進入循環系統
(D) 否，此研究假設缺少氧氣會使細胞癌化 
答： 

3. 這篇文章中是否有使用一定程序的實驗方法？
(A) 否，文章中只有提到實驗組，沒有對照組 
(B) 否，文章中只提到結果，沒有實驗過程或方法 
(C) 是，此研究進行消化系統和循環系統吸收氧氣的比較
(D) 是，此研究觀察含氧細胞和缺氧細胞的生長情形
答： 

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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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
學習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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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點重點整理



36

保護色與擬態 p.2-p3
1 A  2 B

3 相同處：不同動物之間具有類似的警示特徵。
相異處：貝氏擬態中，有些動物沒有警戒能力，有些具有警戒能力；
穆氏擬態：外表相似的這些動物，都具有真正的警戒能力。

細胞的大小 p.4-p5
1 A，人眼睛的解析力約為 0.1 ～ 0.2 毫米（mm），故只要大於此距離的物體眼睛就可以看得到，

而納米比亞嗜硫珠菌達 200 ～ 600 微米，故肉眼可見到。

2 A，A 型流感病毒呈球形或絲狀，直徑約 80 ～ 120nm，光學複式顯微鏡解析力約為 0.1 ～ 0.2
微米，相當於 100 ～ 200 奈米，其解析力不足，故無法清楚的看到 A 型流感病毒。

3 光學複式顯微鏡最高解析力約為 100 ～ 200 奈米（nm）；而超解析螢光顯微鏡最高解析
力約為 10 ～ 20 奈米（nm）。粒線體直徑約為直徑 500 ～ 1000 nm，長約 1500 ～ 3000 
nm，今要研究粒線體在細胞中的生理活動的狀況，上述兩款顯微鏡皆可觀察活體且解析力也
夠，故皆可使用。但超解析螢光顯微鏡放大倍率較高，可讓我們更清楚的看到粒線體在細胞
中的狀況，故為首選。

千奇百怪的攝食方式 p.6-p7
1 C  2 B

3 貓、狗和人類等多數的哺乳動物，是利用牙齒撕咬食物；多數的鳥類用鳥喙撕碎或直接吞下
食物；爬蟲類會直接吞下或用牙齒啃咬食物；不同的昆蟲會吸食或啃咬食物。

誰讓植物枯萎了？ p.8-p9
1 D  2 松鼠環狀剝皮樹木１→２→４→５→３→６

神經系統與內分泌系統 p.10-p11
1 D  2 B

3（可依學生實際經驗回答）
神經系統：脊髓損傷，可能影響到行動的能力。
內分泌系統：胰島素分泌不足，造成糖尿病。

暫時停止呼吸 p.12-p13
1 D，由於肌紅素是肌肉細胞中的物質，當肌肉細胞受損才會釋出在血液中。

2 B，鯨魚頭頂的開孔是讓空氣進出，所以和人類的鼻孔與功能相似。

3 (1) 魚類有鰓，可以在水中進行氣體交換，所以不需要上浮換氣。
(2) 魚類生活在水中，所以發展出與陸生動物截然不同的呼吸策略。魚類使用了逆向交換的呼

吸策略，這是指當富含氧氣的新鮮水流從魚嘴進入鰓時，新鮮水流進入的地方剛好也是缺
氧血流入、充氧血流出的地方，即血液流向與水流相反，此時魚鰓可以在短時間內跟大量
的水接觸，進行氣體交換，來獲取足夠的氧氣。

解答
閱讀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