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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生物科學科能力測驗試卷  
 

 

______年 ______班 學號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總       分 

 

第壹部分： 

一、單選題  

說明：第 1題至第 5題，每題均計分，每題有 n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選項，請

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答對者，得2分；答錯、未作答或畫記多於一個選項

者，該題以零分計算。 

(      ) 1. 下列有關觀察細胞形態的探討活動，何者正確？ (A)在低倍顯微鏡下可觀察到洋蔥表皮細胞的葉綠

體隨著細胞質流動 (B)紅血球在高張溶液中會呈現萎縮狀態 (C)植物細胞行有絲分裂會在中央形

成向內凹陷狀 (D)洋蔥根尖處可觀察到許多正在進行減數分裂的細胞 (E)人類紅血球置於 0.4～

0.6% NaCl 溶液中，其形態不變。 

(      ) 2. 一對小鼠交配生下兩胎共 20 隻，其中 10 隻是白色，另 10 隻是灰色。已知控制小鼠毛色灰色的等位

基因 G 為顯性。這對小鼠最可能的基因型為何？ (A) GG×Gg (B) GG×gg (C) Gg×Gg (D) Gg×gg 

(E) gg×gg。 

(      ) 3. 下列有關觀察染色體的探討活動之描述，何者正確？ (A)以洋蔥表皮做為材料製備玻片，較以洋蔥

根尖為佳 (B)觀察染色體的顯微鏡，通常需要毫米級的解剖顯微鏡 (C)過程是先以高倍率物鏡找

染色體，再以低倍率計算數目 (D)當染色體位於分裂中細胞的中央時，可觀察到該細胞將形成的細

胞板 (E)在染色體分離完成的細胞中可看見細胞板，子細胞染色體套數為 2n。 

(      ) 4. 某一株植物在逆境下產氧量下降時，最可能是細胞中的哪一部位受損？ (A)粒線體內膜 (B)粒線

體外膜 (C)粒線體基質 (D)類囊體（葉綠囊） (E)葉綠體基質。 

(      ) 5. 達爾文的演化原理中提及：每一族群均有可遺傳的變異，而使個體間的特徵有所不同。下列有關支

持此一族群現象的細胞學基礎，何者正確？ (A)有絲分裂時發生染色體突變 (B)有絲分裂時發生

染色體重組 (C)減數分裂Ⅰ時發生聯會，染色體互換 (D)減數分裂Ⅱ時發生染色體重組 (E)胚胎

發育時發生體細胞傷害。 

 

二、多選題 

說明：第6題至第9題，每題均計分。每題有n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選項，請將正確選項

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之選項獨立判定，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2分；答錯k 

      個選項者，得該題的分數；但得分低於零分或所有選項均未作答者，該題以零分計算。 

(      ) 6. 下列哪些是真核細胞的呼吸作用中，有氧呼吸與無氧呼吸的共同特徵？（應選 2 項） (A)皆會產生

ATP (B)皆有糖解的過程 (C)皆有將丙酮酸還原成乳酸的過程 (D)皆發生在粒線體中 (E) 全都

會產生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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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下列有關生物學上所發展的演化理論之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A)神創說（自然神學論、

創造論）認為物種皆適應於其生存環境，不隨時間而改變各性狀之特徵 (B)林奈認為物種皆由演化

而來，其分類系統中，同科之物種必較同屬相似 (C)拉馬克認為親代及其後代持續鍛鍊某一器官，

此器官會發生適應性的改變 (D)魏斯曼以實驗說明：體細胞之性狀發生適應性改變，才會發生演化

現象 (E)達爾文發現鷽鳥物種在加拉巴哥群島與同緯度海島不同，與環境有關而與演化無關。 

(      ) 8. 下列有關核酸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A)核酸的單元體是核苷酸 (B)核糖核酸是真核

生物的遺傳物質 (C)核酸由 C、H、O、N 及 S 等元素組成 (D)核酸有核糖核酸及去氧核糖核酸二

種 (E)核酸分子皆由核苷酸鏈構成雙股螺旋結構。 

(      ) 9. 下列哪些現象可在植物細胞行減數分裂Ⅱ時觀察到？（應選 3 項） (A)中心體複製 (B)染色體聯

會 (C)二分體排列於細胞中央 (D)中節分裂 (E)細胞板形成。 

 

三、綜合題 

說明：第10題至第13題，每題2分，每題均計分，請將正確選項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單

選題答錯、未作答或畫記多於一個選項者，該題以零分計算；多選題每題有n個選項，答錯k個 

      選項者，得該題 的分數；但得分低於零分或所有選項均未作答者，該題以零分計算。 

10-13 為題組 

  海洋占地球表面積約 71%，是生命的搖籃。海水儲量約為 1.3×1010 億噸，占地球總水量 97%，不僅是寶貴

的水資源，也蘊藏著豐富的生物、礦物與能源。已知海水中含有鈾與氘，倘能妥善利用並解決其後續的相關問

題，對解決能源問題會有相當大的助益。科學家用聲納探測海洋地形與魚群位置、用溫鹽儀探測海水的溫度與

鹽度等。有些國家也正積極進行深層海水利用、海水淡化、潮汐發電、海洋養殖……。 

  一開始，地球的生物形成後，就在海洋中逐漸發展。海洋環境萬分多樣，扮演保留生物發展的成果，及促

其持續演化的場所或棲地的角色。最原始的多樣性形成是由單細胞的細菌和古菌所組成。接著是細胞核的生成，

形成真核生物體，於是開啟了真核生物域的大演化。以動物界為例，由最簡單的組織構成多細胞海綿，再逐步

形成具有器官及器官系統的複雜生物體。生物體集結成族群，更進而與棲地相依，整合成為生態系。 

(      )10.臺灣電力公司曾考慮在臺東沿海抽取六、七百公尺深的海水，做為溫差發電、製造海洋深層水和養

殖之用，和表面海水相比，六、七百公尺深海水有哪些性質？（應選 3 項） (A)水溫較低 (B)鹽

類中氯化鈉比例大幅增加 (C)氧含量較高 (D)葉綠素濃度較低 (E)海水密度較大。 

(      )11.海上靜止的船隻，發出聲波以偵測魚群位置，經過 50 毫秒測得聲波的回聲訊號，且發現回聲的頻率

下降。若當時海中聲波速率為 1520 公尺／秒，則下列何者為該魚群在反射聲波時，其相對於船隻的

距離與運動狀態？ (A)相距 38 公尺，接近中 (B)相距 76 公尺，接近中 (C)相距 38 公尺，遠離中 

(D)相距 76 公尺，遠離中 (E)相距 76 公尺，相對靜止。 

(      )12.下列有關文中提及「鈾與氘」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2項） (A)臺灣核能發電是利用鈾 – 

235進行核融合反應 (B)核反應遵守質能守恆定律，符合愛因斯坦提出的質能互換關係式 

(C)氫（ 1

1
H ）、氘（ 2

1
H ）、氚（ 3

1
H）三元素稱為同素異形體 (D)氘（ 2

1
H ）具有1個電子、2

個中子 (E)氘與氧形成重水（D2O），化學性質與水相似。 

(      )13.下列有關地球生物演化的次序，哪些正確？（應選2項） (A)先發生在海洋，然後到陸地 (B)

先生成域，再生成界，最後形成物種 (C)先有原核的細菌及古菌，然後才有真核生物體 (D)

生物體先有器官系統以容納各器官及組織 (E)原始細胞生成細胞核後，再演化為細菌及古

菌等生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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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  

說明：第14題至第20題，每題2分。單選題答錯、未作答或畫記多於一個選項者，該題以零分計算；

多選題每題有n個選項，答錯k個選項者，得該題 的分數；但得分低於零分或所有選項均未作

答者，該題以零分計算。此部分得分超過48分以上，以滿分48分計。 

(      )14. 下列有關構造和功能的配對，哪些正確？（應選 3 項） (A)儲精囊－貯存精子 (B)攝護腺－分泌

精液中的部分液體 (C)副睪－精子的成熟和貯存 (D)卵巢－分泌激素 FSH 和 LH (E)輸卵管－精

子和卵受精之處。 

(      )15. 下列有關人體免疫系統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3 項） (A)面對病原體時，身體啟動非專一性

防禦的時間較專一性防禦早 (B)T 細胞會辨識並吞噬被病毒感染的細胞 (C)發炎時，受傷細胞會釋

出組織胺，使受傷部位微血管通透性增大 (D)若能找到伊波拉病毒具有抗原性的蛋白質分子，則有

可能利用遺傳重組的技術來合成該蛋白質當疫苗 (E)病原體可活化 B 細胞使 B 細胞分泌抗體，抗體

與抗原結合可直接分解病原體。 

(      )16. 附圖為甲國及乙國的兩性年齡結構圖，且假設兩國男女出生

比例皆為 1：1。下列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3 項） (A)甲國

的人口數衰退中 (B)乙國的人口數增長中 (C)乙國男性死亡

率高於女性 (D)乙國的年齡組成趨向老年化 (E)目前我國的

年齡結構與乙國較相似。 

(      )17. 有些人登上玉山頂時，會出現呼吸困難的現象，下列何者是

可能的原因？ (A)大氣中氧的比例，玉山頂高於平地 (B)大氣

中氮的比例，玉山頂高於平地 (C)大氣中的氧分壓，玉山頂低

於平地 (D)大氣中的氧分壓，玉山頂高於平地 (E)大氣中的氮分壓，玉山頂低於平地 (F)大氣中的

氮分壓，玉山頂高於平地。 

(      )18. 下列哪些事件與生態系的物質循環有關？（應選3項） (A)植物的光合作用 (B)核能電廠產生能

量的過程 (C)火力電廠產生能量的過程 (D)水力推動渦輪發電機 (E)土壤中硝酸鹽被細菌代謝為

氮。 

(      )19. 學生試驗光週期對某種植物開花的影響，將試驗植物種植於不同光週期環境中，給予8與

11小時的日照長度時，植物開花；而給予13與16小時的日照長度時，植物不開花。若此植物

為一年生，且在春天發芽，其生長地的夏至（6月21日）日照長度14小時，冬至日照長度10

小時，及春分、秋分日照長度12小時。請問此種植物最有可能開始開花的月份為何？ (A) 3 

(B) 6 (C) 8 (D) 11 (E) 12。 

(      )20. 大氣中的某些氣體會吸收紅外線，因而產生溫室效應，故稱為溫室氣體。依照此定義，下列哪些

是溫室氣體？（應選3項） (A)水蒸氣（H2O） (B)甲烷（CH4） (C)二氧化碳（CO2） (D)氮（N2） 

(E)氧（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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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大剖析 

 

答  案  

第壹部分 

一、 單選題 

1. B 2. D 3. E 4. D 5. C 

二、多選題 

6. AB 7. AC 8. AD 9. CDE 

三、綜合題 

10. ADE 11. C 12. BE 13. AC 

第貳部分 

14. BCE 15. ACD 16.CDE 17. C 18. ACE 19. D 20. ABC 

 

 解  析  

第壹部分 

一、 單選題 

1. (A)洋蔥表皮細胞無葉綠體。(C)植物細胞分裂時，形成細胞板而不內凹。(D)有絲分裂。(E)人

類紅血球內生理食鹽濃度為 0.9%。 

2. 子代表現型 1：1，所以親代應為 Gg×gg。 

3. (A)洋蔥根尖細胞分裂部（生長點）行有絲分裂，可見染色體。(B)微米級光學顯微鏡。 

(C)先以低倍鏡找到，再以高倍鏡放大。(D)染色體集中於兩側（末期）才能觀察到。 

4. 光反應於葉綠體中類囊體的膜上進行電子傳遞鏈與光水解作用，使 H2O 分解產生 O2，因          

此當該處受損，則會影響產氧量。 

5. (C)減數分裂I發生聯會及染色體互換，即進行遺傳再組合。 

二、 多選題 

6. (C)乳酸發酵為無氧呼吸。(D)無氧呼吸發生場所為細胞質。(E)酒精發酵為無氧呼吸。 

7. (B)同屬相似度較同科為大。(D)體細胞之性狀改變不會遺傳給下一代。(E)達爾文認為物種的

不同與演化有關。 

8. (B)去氧核糖核酸為其遺傳物質。(C)C、H、O、N、P。(E)DNA 為雙股螺旋結構，RNA 則否。 

9. (A)植物細胞無中心體（中心粒）。(B)聯會發生於減數分裂I。 

三、綜合題 

10.  (A)海水溫度隨深度而降低。(B)海水中各種鹽類的比例不隨海水鹽度不同而改變，維持相同比

例。(C)表層海水因接觸空氣及波浪翻攪，且光合作用可產生氧氣，故含氧量較大。(D)深層海

水因陽光無法到達，植物（例如藻類）無法行光合作用，故葉綠素偏低。(E)水深越深，海水

密度越大。故本題選(A)(D)(E)。 

11. 回聲為聲音的反射，故魚群與船隻的距離為

31520 50 10
38

2 2

vt
x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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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都卜勒效應可知，頻率下降，故魚群相對遠離中。 

12. (A)利用鈾－235 進行核分裂反應。 

(B)所有的核反應都遵守質能守恆定律，符合 E＝mc2的公式。 

(C)
1

1 H、
2

1 H、
3

1 H 三元素有相同的質子數，不同的中子數，三者的關係為同位素。 

(D)氘原子(
2

1 H)有 1 個質子、1 個電子、1 個中子。 

(E)同位素有相同的化學性質，故 D2O 的化學性質與 H2O 相似。 

註：同位素的化學性質雖相同，但物理性質（熔點 、沸點、密度等）卻不同。 

13. (B)先形成物種。(D)先簡單而複雜。層次為細胞→組織→器官→器官系統（植物無）→個體。

(E)細胞核形成於原核生物出現之後。 

第貳部分 

14. (A)副睪為貯存精子處。(D)腦垂腺前葉分泌 FSH、LH 以調控性腺。 

15. (B)T 細胞會辨識但不會行吞噬作用。(E)抗體與抗原發生凝集，但不會直接分解病原體。 

16. (A)甲國的人口為成長型。(B)乙國的人口為衰退型。(C)乙國同齡男性人口數較女性少，所以

推論死亡率較高。 

17. (A)不論玉山與平地大氣中氧的比例皆約為1／5。(C)(D)海拔增高大氣壓力逐漸降低，氧          

分壓也隨著降低。(E)大氣中的氮分壓占大氣比例約4／5，所以玉山頂低於平地。 

18. (A)碳循環。(B)核能發電屬於質能轉換，非屬生態系的物質循環。(C)化石燃料燃燒釋出CO2。

(D)水力發電為能量轉換非屬生態系的物質循環。(E)脫氮作用，屬氮循環的一部分。 

19. 文中所述可判別為短日長夜植物，日照為8至11小時，該生長地之冬至日照長度為10小時，秋

分日照長度為12小時，所以冬季應屬其最佳光週期。11小時則介於秋分與冬至之間，所以為

11月。 

20. 京都議定書明定溫室氣體（CO2、CFCs、CH4、N2O、O3）受管制排放總量。除此之外，水蒸

氣亦有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