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科－1 

 

壹、108年學測整體方向說明與建議 

臺灣是個充滿地科知識的寶島，與生活時事結合的題目非「天然災害」這個單元莫屬，適逢莫拉克侵臺 10 周

年、弱聖嬰跡象、空汙議題延燒，果不其然運用了許多常見的素材命題，落實了地科即生活。今年學測題的敘述、

圖表較多，題本比起去年頁數多了四頁，部分考生反映寫完題本幾乎無暇回顧檢查，這顯示在電子資訊流通快速

的現代，仍續要持續培養閱讀理解的能力，才能在面對敘述較長的題幹時仍游刃有餘。 

貳、108年學測試題解析 

1. 太陽風是太陽表面所噴發出來的高能帶電粒子束。當這些物質到達地球時，時速常超過百萬公里。太陽風與下列

哪一現象最有直接關係？ (A)潮汐 (B)極光 (C)日全食 (D)流星雨 (E)沙塵暴。 

【解答】(B) 

【出處】上冊，第二章，太空中的地球 

【解析】(A)潮汐的成因主要是月球與地球之間的引潮力；(B)極光由太陽風的帶電粒子進入極區高層大氣後激發中

性大氣所放出的光芒；(C)日全食是因為地球進入月球的本影區使得光被遮蔽；(D)流星雨由太空中的碎片

物質經過大氣的摩擦而發光發熱；(E)沙塵暴由天氣系統引起之大量揚沙。 

2. 聖嬰現象是大氣與海洋交互作用下的大自然變化，會導致地球上部分地區短期氣候異常。有關聖嬰現象發生時所

伴隨的大氣與海洋變化或影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赤道東風減弱 (B)赤道東太平洋地區海溫上升 (C)

南美洲西岸湧升流增強 (D)赤道西太平洋地區海水高度降低 (E)赤道西太平洋地區降雨量減少。 

【解答】(C) 

【出處】上冊，第四章大氣與海洋的變動 

【解析】聖嬰現象發生時，大氣方面：赤道東風減弱，少部分地區吹西風；西太平洋降雨量較往年減少、東太平洋

降雨量較往年增多；海洋方面：暖池東移，故西太平洋海溫降低、東太平洋海溫上升；祕魯沿岸的湧升流

減弱、營養鹽變少、漁獲量變少；海水面高度西太平洋較往年變低、東太平洋較往年升高。故(C)選項錯在

湧升流應修正為減弱。 

3. 恆星的表面溫度與呈現的星光顏色有關，當我們觀賞夜空中閃爍的恆星，可看出恆星的顏色有白、藍、黃、紅等。

下列選項中，顏色產生的原理何者相同？ (A)恆星與煙花的火光 (B)紅色恆星與紅色的火星 (C)藍色恆星與藍

色的花 (D)紅色恆星與火山熔岩發出的紅光 (E)藍色恆星與瓦斯燃燒發出的藍光。 

【解答】(D) 

【出處】上冊，第二章，太空中的地球；下冊，第九章，燦爛的星空 

【解析】透過黑體輻射定律可知，溫度越低者、其主要波長會落在長波且偏紅色可見光，也就是這題要選出溫度與

發光波長（顏色）呼應的選項。選項(A)以及(E)屬於材質本身的氧化反應，例如煙火的顏色調配就是用不

同的金屬化合物在高溫中被激發時所放出特定波長的光。不論是煙火材料或是瓦斯燃燒，它們的能量以光

的型態釋出，發光的波長與材質的關聯較大。例如白磷（黃磷）燃燒火焰為藍綠色，但自燃溫度只需要約

300K、瓦斯的自然溫度（約 700K）遠低於藍色恆星的溫度（約 30000K），如此低溫應該要偏紅色，但選



 

地  科－2 

項提供的敘述為瓦斯藍光[註 1]，故不符。選項(B)(C)與物體表面的反射光線有關，而非物體自行發光，例

如火星的橘紅色是因為表面廣泛分布的氧化鐵所致；選項(D)的火山熔岩一般溫度落在 500～1000K，主波

長雖不在可見光範圍內，但可想見溫度如此低，眼睛應要看起來偏紅色，與恆星顏色的呈現原理相同，故

選此選項較為適合。此題橫跨物理化學科。 

[註 1] 維基百科上提供之丁烷完全燃燒時的光譜，跟恆星光譜明顯差很多，可參閱：https://en.wikipedia.org/ 

wiki/Butane 雖然的確有一些白熾造成的藍色，但主要還是來自躍遷（發射光譜）。或者也可以這樣說：火

焰 2500K 左右是藍色，這個溫度在恆星應該要是紅色才對，所以瓦斯發出藍色光的原因與恆星發出藍光的

主因不應相同。 

17. 空氣汙染通常發生在低風速且穩定的低層大氣下，空氣汙染物 PM2.5 顆粒沉降速率很小，約 10-3m/s。下列關於

臺灣空汙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3 項） (A)冬天冷高壓籠罩下較容易有嚴重空汙事件 (B)空汙在梅雨鋒面

抵達時較為嚴重 (C)空汙在副熱帶高壓籠罩下較為嚴重 (D)PM2.5 顆粒在 1 公里處高空等速沉降掉落，約需要

10 天 (E)PM2.5 顆粒在 1 公里處高空等速沉降掉落，約需要 1 天。 

【解答】(A)(C)(D) 

【出處】下冊，第七章，多變的天氣 

【解析】空汙累積容易發生在穩定、下沉的大氣環境中，例如逆溫層或是高壓系統壟罩時，故(A)(C)為正解，而降

雨或對流旺盛時容易將汙染物沖刷或是帶走，不易累積，故(B)錯；(D)(E)則須根據題幹計算降落時間：

-3 3 -3 61 / (10 / ) 10 / (10 / ) 10km m s m m s s  ，一天有 86400 秒，約為 105 的數量級，故需要 10 天降落，

選(D)。 

18. 某科幻小說中的情境曾提及月球公轉方向與現在相反，但公轉速率不變。如果此情境為真，其他影響潮汐變化的

因素亦不改變，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A)月亮會變成自西方升起，東方落下 (B)月亮每天會提

早約五十分鐘出現 (C)月亮依然會由東方升起，且不影響潮汐的漲退時間 (D)對於半日潮的地區，每天滿潮的

時間大約會提早五十分鐘 (E)潮汐變動只影響半日潮地區，全日潮地區完全不受影響。 

【解答】(B)(D) 

【出處】上冊，第二章，太空中的地球；上冊，第四章，大氣與海洋的變動 

【解析】(A)地球由西向東逆時針轉造成星體東升西落；(B)原本月球逆時針公轉時，地球在一個太陽日後會需要追

趕月球公轉了大約 12 度的角度，故延後五十分鐘升起，但改為順時針公轉後，變成少走了 12 度的角度，

還未經過一個太陽日便已經面向月球，故提早；(C)依然東方升起、但是潮汐時間會提早，原因如同(B)選

項；(D)半日潮地區的滿潮在隔天會提早五十分鐘，例如原本白天 10:00 滿潮，隔天白天的滿潮將提早為

9:10；(E)不論何種潮汐地區都會受到影響而提早。 

19. 海嘯的破壞力取決於浪高和溯上高度。溯上高度是海嘯到達陸地後隨著地形爬升的高度，有時可數倍於浪高。1958

年 7 月 9 日阿拉斯加發生規模 7.8 的地震，引發山崩，使得逾 3 千萬立方公尺的岩石和冰塊落入阿拉斯加利圖亞

灣，由於利圖亞灣為較封閉海域，海水難以流散，造成溯上高度達 524 公尺的海嘯，是有記錄以來溯上高度最高

的海嘯。下列有關發生在阿拉斯加利圖亞灣海嘯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A)此溯上高度最高的海嘯由大地震造成的海床錯動所引起 (B)海嘯波抵達淺海區時，其浪高會隨著水深的變淺

而迅速升高 (C)數千萬立方公尺的岩石和冰塊落入利圖亞灣，造成 500 多公尺的浪高 (D)若巨量岩石和冰塊是

落入開放海域，則造成的海嘯浪高和溯上高度將會較灣區小 (E)若海嘯往深海區傳播，其傳播速度較淺海區慢。 

【解答】(B)(D) 

【出處】上冊，第六章，天然災害 

【解析】(A)依題幹所述，是由於陸上山崩引起的、並非海床錯動；(B)(E)海嘯屬於淺水波，在近岸地區會因為波速

降低、後浪波峰追上前浪波峰，波長變短，波高疊加，而有滔天巨浪，故若傳往深海區則波速會較快；(C)(D)

塊體的數量體積與浪高並非直接的因果關係，而是因為水深變淺以及地形的封閉產生此海嘯，如果同樣的

塊體發生在開放水域或是深海地區，則浪高會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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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月、地三者的相對位置如圖 4 所示，請問當下地球所見月相以及月球東升的大約時刻分別為何？（應選 2 項：

(A)～(C)選 1 項，(D)～(F)選 1 項） 

 

 月相  東升時間 

(A) 
 

(D) 正午 12 時 

(B) 
 

(E) 下午 3 時 

(C) 
 

(F) 下午 6 時 

 

【解答】(C)(E) 

【出處】上冊，第二章，太空中的地球 

【解析】月球公轉軌道在圖左側為朔、逆時針依序下方為上弦、

右方為望、上方為下弦，題幹所問之月球月相應介於

上弦與望之間的凸月，故選(C)；至於升起時間則如圖

所示，故時間約為下午 3 時。 

 

 

37-38 為題組 

颱風之風雨往往對臺灣造成巨大災害，因此對颱風特性的了解是重

要的。 

37. 圖 11 為某次颱風中心位置隨著日期變化的路徑圖（每日凌晨 2

時開始記錄，每 6 小時記錄一次）。自 08/06 凌晨 2 時至 08/11 凌

晨 2 時期間，該颱風中心移動的平均速率隨著時間變化的趨勢曲

線，最接近下列何者？ 

 

 

【解答】(D) 

【出處】上冊，第六章，天然災害 

【解析】由於圖中颱風中心為固定時間做一個位置標記，可想像成打點計時器，點與點之間越緊密代表移動速率越

慢，反之則代表同樣時距移動較遠、速率越快；因此應選擇速率由快而慢再變回快的曲線，(D)選項為最佳

解。此題橫跨物理科的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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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某次颱風登陸臺灣前某一時刻的地面天氣簡圖如圖 12 所

示，其中等壓線間距為 4 百帕（hPa），甲地位於颱風中心，

乙、丙兩地則位於颱風東側。甲、乙、丙三地的風速依序

最可能為多少公尺/秒？ (A)3，35，12 (B)15，20，25 

(C)0，45，45 (D) 40，25，10 (E)0，25，40。 

【解答】(A) 

【出處】上冊，第六章，天然災害 

【解析】此颱風尚未登陸，颱風眼（甲）應近乎無風無雨，

而眼牆（乙）風雨應該最大，外圍環流（丙）居中，

也就是風速乙＞丙＞甲。但因為甲處風速為零的(C)、(E)選項不符合眼牆風速大於外圍環流的趨勢，因此

以(A)選項為最佳解；其餘(B)(D)選相則是颱風眼的風速過大，依氣象局的分類來看，近中心附近最大平均

風速 17m/s 就是輕度颱風。 

 

39-40 為題組 

科學家發現當物體的尺寸縮小後，其性質往往變化很大，甚至

產生新現象。原因之一是物體的體積變小時，其表面積 A 與體

積 V 的比值（A/V）會增大，且其表面原子數 n 與內部原子數

N 的比值（n/N）也隨之增大，此為奈米科技的表面效應。 

40. 圖 13 為某大洋的可見光衛星影像，影像中的雲是在大氣底

部接近海洋表面的低雲，其雲內液態水含量在空間上相當均

勻沒變化。影像中線狀較亮的雲是因船舶航運所產生的船

跡，較亮表示船跡的雲比較會反射陽光。一般而言，雲內雲

滴顆粒的總表面積愈大的雲反射陽光能力愈強。船跡產生的

原因是船舶煙囪排放出許多小顆粒汙染物，會使船經過的雲

內產生更多小雲滴顆粒，因此 A/V 比值隨雲滴體積變小而

增大。下列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A)船跡雲較亮是因船煙囪排放許多水氣，使其雲內的液態水含量較周圍的雲多 (B)船跡雲較亮是因雲含有更多

的大的雲滴顆粒 (C)船跡雲較亮是因雲含有更多的小的雲滴顆粒 (D)單一小顆粒雲滴比單一大顆粒雲滴更會

反射太陽光 (E)人類活動排放小顆粒汙染物可以增加雲的陽光反射。 

【解答】(C)(E) 

【出處】下冊，第六章，觀風雲 

【解析】(A)(B)依題幹敘述，船跡附近產生的雲並非船跡本身排放的水氣，而是小顆粒污染物產生的小雲滴聚集使

得影像鮮明，故選(C)；選項(D)若只看單一顆粒，越大顆造成的反射應更強；(E)若根據題幹提供的資料─

─即小顆粒汙染物容易產生小雲滴，可推論人類活動產生懸浮微粒等小顆粒汙染物的地區亦如是。 

 

43-44 為題組 

由布設在臺灣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地面觀測站，可以估算臺灣現今的地殼變形量。圖 15 中之箭號為各測站

相對於澎湖測站 S01R 的移動速度。測站 2、3、4 及 5 分別位於花東縱谷斷層的兩側。地殼變形的速率非常緩慢，

地球科學家常以兩測站的速率差值除以測站距離，得到應變率，單位為 1/秒，可估算地殼的變形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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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根據圖 15 測站的移動速度，下列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A)所有的測站都向大陸靠近，因為菲律賓海板塊以每年約 8 公

分的速度向歐亞板塊碰撞 (B)測站 6 和 7 之間的距離加大，此

區域以伸張變形為主 (C)測站 4 和 5 之間的距離加大，縱谷斷

層以伸張變形為主 (D)測站 2 和 3 之間的距離減小，縱谷斷層

以壓縮變形為主 (E)臺灣地區地殼變形狀況很均勻一致，東部

與西部無明顯差異。 

【解答】(B) (D) 

【出處】下冊，第二章，探地層 

【解析】此題需要看測站之間的相對位置以及相對移動判斷拉伸或

壓縮。(A)，測站 6 往東南方海面移動；(B)，測站 6 往東

南方移動的分量較測站 7 多，故為遠離、伸張；(C)，測站

4 往西北方的分量較測站 5 多，故有靠近的趨勢，為壓力；

(D)，測站 2 往西北方的分量較測站 3 多，故有靠近的趨勢，

為壓力；(E)，東部較西部明顯。 

44. 若以測站 1 和測站 S01R 的距離為 250 公里，測站 1 相對於 S01R

的速率每年 8 公分，其應變率最接近何值（單位為 1/秒，1 年約

有 3.15×107 秒）？ (A)10-8 (B)10-10 (C)10-12 (D)10-14 (E)10-16。 

【解答】(D) 

【出處】下冊，第二章，探地層 

【解析】此題純計算，需參考題幹給的資訊換算， (8cm/年)/250km=(8cm/3.15×107 秒)/2.5×107cm=8/2.5×3.15×1014 秒，

數量級近似於 10-14/秒。 

 

45-46 為題組 

地質學家沿著地面 PP′路線進行地質調查，記錄了野外地質資料如圖 16 所示，其中「地層走向」為地層面與水平面

的交線，「地層傾角」為地層傾斜方向，及其層面與水平面的最大交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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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根據野外地質資料所描繪出的地質剖面圖，下列何者正確？ 

 
【解答】(A) 

【出處】下冊，第三章，壯麗的山河 

【解析】由題幹可知，甲處為背斜、戊處為向斜，故刪去

(C)和(D)選項；且丙處為逆斷層，又再刪去(E)選項；並且

該符號表示斷層面向東傾斜，(B)選項為向西傾斜，因此(A)

為正解。 
 

 

 

 

 

 

 

 

 

 

46. 地質研究人員進行油氣探勘作業時，由於油氣密度較小、較輕，會沿著地層孔隙向上移動，岩層的上方必須有低

孔隙、低滲透率的封閉岩層，形成良好的封閉地質構造，防止油氣向地表逸散。依此地質調查而言，下列哪一選

項中的地質構造可能有油氣的蘊藏？ (A)甲及丙 (B)乙及丙 (C)丙及戊 (D)甲及戊 (E)乙及丁。 

【解答】(A) 

【出處】下冊，第二章，探地層 

【解析】背斜或是斷層都可能形成構造封閉而儲存石油氣，故選甲處背斜，以及丙處斷層向東傾斜剛好可以形成上

方覆蓋低孔隙、低滲透率的封閉岩層，是為(A)選項。 

47. 如果不與外在環境交換能量，當未飽和時，一個空氣塊每上升

1000m，其溫度會降低約 10℃，露點會降低約 2℃；而飽和後，

每上升 1000m 其溫度會降低約 5℃。如圖 17，有一座高度

2000m 的山，氣流在迎風面受地形抬升、沿坡面上升，當水氣

達到飽和後，開始成雲和降水。如果在迎風面山腳下（甲地）

觀測到氣溫為 30℃，露點為 22℃。假設空氣塊由甲地到達山

頂（乙地），再下降到背風面山腳下（丙地）的過程，不與外

在環境交換能量，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3 項） 

(A)空氣塊開始成雲時的露點約為 15℃ (B)空氣塊到達乙地的溫度約為 15℃ (C)空氣塊到達乙地的露點約為 15

℃ (D)空氣塊到丙地的溫度約為 28℃ (E)空氣塊到達丙地的溫度約為 35℃。 

【解答】(B)(C)(E) 

【出處】上冊，第四章，大氣與海洋的變動 

【解析】甲：氣溫 30℃，露點 22℃；在 1000 公尺處：氣溫 30-10=20℃，露點 22-2=20℃，氣溫與露點相同亦即達

飽和成雲，為雲底高度；乙：氣溫 20-5=15℃，由於飽和狀態，故露點溫度等於氣溫 15℃；丙：氣溫 15+20=35

℃，露點 15+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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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海水密度隨鹽度與溫度變化的關係圖（溫鹽圖）如圖 18 所

示。鹽度為 X 軸，溫度為 Y 軸，等值線為密度（例如，30

表示密度為 1030kg/m3）。若以下選項中五個垂直剖面的溫度

和鹽度值都在溫鹽圖的範圍內，且壓力對密度的影響極小，

可忽略不計，則哪個選項中的水體垂直穩定度最高（密度向

下遞增，且上下密度差最大）？ 

 

 

 

 
【解答】(E)  

【出處】下冊，第四章，測海洋 

【解析】在忽略深度（即壓力）對密度的影響下，已知溫度越低、鹽度越高，則密度越大，而(B)及(D)選項密度為

下小上大，屬於垂直方向上較易對流的不穩定型態，故刪去；而(C)選項屬於密度不分層的狀態，此時對流

的發展與否須看是否有其他動力來源，但題幹未提及，亦不選；接下來需要比較選項(A)以及選項(E)的上

下層密度誰最大。從圖上可以觀察到，選項(A)的溫度由 20℃降溫至 10℃，密度約增加了 2kg/m3，然而選

項(E)鹽度從 25‰增加至 35‰，密度約增加了 8kg/m3，故選擇(E)上下層密度差異最大者最為穩定。 

49. 地中海因其年平均的蒸發量大於降雨量，所以地中海

海水的鹽度高於大西洋。地中海與大西洋的海水在直

布羅陀海峽交換，其流量與鹽度的垂直剖面示意圖如

圖 19，其中從大西洋流入地中海的入流量為 Q1，鹽

度為 S1。從地中海流出的出流量為 Q2，鹽度為 S2。

假設出、入流的溫度相同，且蒸發效應不可忽略， 則

下列何種組合能夠滿足地中海的海水體積與鹽度維

持不變？ (A)S1＝S2，Q1＝Q2 (B)S1＝S2，Q1＞

Q2 (C)S1＜S2，Q1＝Q2 (D)S1＜S2，Q1＜Q2 

(E)S1＜S2，Q1＞Q2。 

【解答】(E) 

【出處】下冊，第四章，測海洋 

【解析】入流量 Q1＝出流量 Q2＋蒸發量，故 Q1＞Q2；而題幹提及「地中海海水的鹽度高於大西洋」，故來自大西

洋的海水鹽度 S1 需較來自地中海海水 S2 小，即 S1＜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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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章節出題比重分析與討論 

【表一】各領域命題數分布狀況 

領域 地質 大氣 海洋 天文 環境變遷 

題號 43,44,45,46, 17,37,38,40,47 (18),48,49 1,3,(18),20 2,19 

題數 4 5 2.5 3.5 2 

百分比 23.5% 29.4% 14.7% 20.6% 11.8% 

【表二】各試題出處分析表 

以泰宇版基礎地球科學上下冊課本之章節進行分析如下表（括號表示橫跨不同章節）：  

上冊 
第一章 
人 與 地 球 環

境 

第二章 
太 空 中 的 地

球 

第三章 
地球的結構 

第四章 
大 氣 與 海 洋

的變動 

第五章 
固 體 地 球 的

變動 

第六章 
天然災害 

第七章 
全 球 氣 候 變

遷 

題數 0 3.5 0 2.5 0 3 0 

題號 -- 1,(3),18,20 -- 2,(18),47 -- 19,37,38 -- 

 

下冊 

第一章 
地球古

今談 

第二章 
探地層 

第三章 
壯麗的

山河 

第四章 
測海洋 

第五章 
廣闊的

海 
洋 

第六章 
觀風雲 

第七章 
多變的

天氣 

第八章 
望星空 

第九章 
燦爛的

星空 

第十章 
地球資

源與永

續發展 

題數 0 3 1 2 0 1 1 0 1 0 

題號 -- 43,44,46 45 48,49 -- 40 17 -- 3 -- 

 

肆、結論與建議 

近兩年考試可以發現單元與單元之間、科目與科目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例如：第 3 題看似考恆星或行星

發光的差異，實質上光譜的知識卻需要用到化學或物理裡面能階的概念；第 20 題月相的概念基本上屬於國中學習

的內容，高中課程並未再編寫一次，也顯示考生須具備良好的先備知識；第 37 題颱風速率橫跨物理科的內容，但

若是地科知識足夠，或是平時有關注颱風消息的考生，其實也可以推斷颱風經過臺灣的時候速率會變慢。另有幾

題學測曾出現過的素材和題型：例如第 43 題 GPS 測站相對移動速度、第 48 題的海水垂直穩定度，這對於熟悉歷

屆試題的考生較為有利；另外像是第 2 題聖嬰現象、以及第 47 題氣流過山的溫度計算，應該算是各校段考裡面的

常考題型，適合穩扎穩打的考生；本次令筆者驚豔的是海洋題型，需綜合題幹或圖表給予的知識以後再分析才能

作答，屬於高層次的能力。 

綜觀今年的考題，雖需要用到比較多的推理和分析，但若是考生能掌握基本的地科知識，再由題目給的資訊

見招拆招，並不需要靠太高的投機或運氣成分便可以取得高分，顯見有因應素養導向的能力而做的試題調整。換

言之，學生在學習時必須真的弄懂原因，而不是死記其現象，例如第 18 題改變月球公轉的方向，其實就是個很好

的檢測方式。 

結論是，若要取得高分，仍不出過往前輩老師們的諄諄教誨，如：掌握課本的基礎知識、在學習的過程中不

斷的提出質疑和好奇、持續閱讀或關注生活中的科學議題等等。看似複雜，其實地科知識就是生活中的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