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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段考 7 年級生物科試卷   

                                   7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單選題：每題2分，請將答案劃記至答案卡上，否則不予計分 

1. 下列哪一項不是一般生物都具有的特徵？ 

（A）需要養分（B）須消耗氧氣（C）能生長（D）能代謝 

2. 有四位同學上台發表關於生命現象的例子，請問何者舉例有錯誤？ 

（A）曉晴：人體長出指甲與頭髮      （B）曉蘭：臺灣藍鵲在育雛時攻擊路人 

（C）曉恩：雌性臺灣黑熊帶領小熊覓食（D）曉風：紙飛機乘風飛起 

3. 關於生物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北極圈內，終年低溫，所以沒有生物生存    （B）8000公尺的高山，因為空氣稀薄，所以沒有生物生存 

（C）目前為海平面以上以下各約 10000公里的範圍（D）沙漠地區非常乾燥，在此生存的生物必須有特殊的適應方式 

4. 食蛇龜是台灣原生的淡水龜，但是在野外的數量逐漸稀少，「可能與棲息地被破壞及縮減有關」，「」內是科學方法的哪

一個步驟？ 

（A）提出假說（B）觀察（C）參考文獻資料（D）分析實驗數據 

5. 有關下列表格中所列的實驗設計，何者敘述錯誤？ 

（A）本實驗是要測試低溫對紅豆發芽的影響（B）操作變因有一個 

（C）控制變因有三個                    （D）實驗結果顯示土壤性質對於紅豆發芽沒有明顯影響 

 紅豆數量 土壤性質 種植溫度 光線強弱 發芽顆數 

對照組 100顆 壤土 26℃ 強光 95顆 

實驗組 100顆 砂土 26℃ 強光 93顆 

 

6. 想要證明蝦子喜歡在混濁的水中覓食，請問應該挑選下列表格中的哪幾項來作為實驗組與對照組？ 

（A）甲、乙（B）甲、丁（C）乙、丙（D）丙、丁 

 水的渾濁度 水的溫度 水的流動 蝦子數量 

水盆甲 混濁 25 靜止 20大 

水盆乙 澄清 35 流動 20小 

水盆丙 混濁 35 流動 20大 

水盆丁 澄清 25 靜止 20大 

 

7. 關於探究自然的方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非常複雜，只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才能使用（B）第一個步驟是設計實驗（C）即使實驗結果符合假說，也要重

複進行多次實驗才能提出結論（D）為了節省時間，實驗組與對照組的變因應該要盡量不同，才能進行各種變因的比較 

8. 端木老師在課堂上進行小考，題目是關於複式顯微鏡的使用。有四位同學分別寫下顯微鏡構造與功能的配對，請問哪

一位的配對有錯誤？ 

（A）春天：光圈→調整視野大小（B）夏天：物鏡→放大影像 

（C）秋天：旋轉盤→更換物鏡  （D）冬天：細調節輪→調整物鏡與載物臺間的距離 

9. 彥甫因為精神不濟所以抄錯了黑板上的重點，請問下列他所寫的內容中，那一段有錯誤？ 

（A）複式顯微鏡觀察對象必須薄而透光（B）複式顯微鏡的影像有上下顛倒、左右相反的現象 

（C）複式顯微鏡應該先用高倍物鏡觀察（D）若發現影像不夠清楚，應該要調整調節輪 

10. 蘇珊在一塊玻片上面畫了三條黑線，如圖（一），若將此玻片放入複式顯微鏡下觀察，應該會出

現下列哪一個影像？ 

（A）  （B）  （C）  （D）  

11. 製作玻片標本時，如何去除玻片上的氣泡以避免干擾？ 

（A）用解剖針挑破（B）輕輕搖晃載玻片（C）用滴管從玻片邊緣吸出（D）以鉛筆尖或針尖輕敲蓋玻片 

12. 如果以複式顯微鏡觀察同一標本四次，每次除調整放大倍率外，其他條件皆未變動，

結果如右圖。請問觀察那一個影像時，使用的物鏡最長？ 

（A）甲（B）乙（C）丙（D）丁 

 

 

圖（一）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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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哪一個構造可以調整目鏡之間的距離，使兩眼所見影像可以重疊成一個完整的影像？ 

（A）眼距調整器（B）眼焦調整器（C）調節輪（D）光源 

14. 啟成在草地上發現一隻蟋蟀，想要仔細觀察它觸角的活動情形。請問：啟成應該選用哪一種儀器較恰當呢？ 

（A）解剖顯微鏡（B）電子顯微鏡（C）複式顯微鏡（D）近視眼鏡 

15. 有關口腔皮膜細胞、洋蔥表皮細胞與水蘊草葉片細胞的比較，下列哪一個選項有錯誤？ 

（打 V表示有此構造，打 X表示無此構造） 

選項 構造 口腔皮膜細胞 洋蔥鱗葉表皮細胞 水蘊草葉片細胞 

（A） 細胞壁 X V V 

（B） 細胞膜 V V V 

（C） 細胞核 V V V 

（D） 葉綠體 X V V 

16. 孝化將物鏡由低倍換到高倍時，若沒有調整其他構造，應該不會發生下列那一現象？ 

（A）影像變亮（B）影像變大（C）影像變模糊（D）觀察對象不見了 

17. 下列各種生物適應不同生存環境的能力或構造配對，何者錯誤？ 

（A）仙人掌-肥厚的莖儲存水分-乾燥地區（B）蝙蝠-回聲定位-缺乏光線的洞穴 

（C）水筆仔-胎生苗-風大的草原        （D）北極熊-肥厚的脂肪-寒冷的氣候 

18. 下列各種細胞構造的功能介紹，何者錯誤？ 

（A）細胞核-有遺傳物質，是細胞的生命中樞（B）細胞質-進行代謝作用的主要場所 

（C）細胞壁-控制物質進出                （D）粒線體-產生能量 

19. 關於細胞的發現過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虎克是第一位提出「細胞」這個名詞的人（B）虎克觀察的對象是植物細胞 

（C）虎克觀察到的細胞構造其實並不完整    （D）虎克提出：「細胞是生物構造與功能的基本單位」 

20. 關於細胞的型態與功能配對，下列何者錯誤？ 

（A）植物表皮細胞-扁平排列緊密-光合作用      （B）植物保衛細胞-半月形-控制氣孔大小 

（C）動物神經細胞-有許多突起-訊息的傳送與接收（D）紅血球-雙凹圓盤狀-運送氧氣 

21. 關於細胞的介紹，下列何者說法有錯誤？ 

（A）天行：所有生物的細胞內部構造都相同  （B）天亮：細胞壁的構造較堅硬，比較容易保留 

（C）天健：細胞膜可以區隔細胞的內、外環境（D）天天：細胞質內有許多不同的小構造，各自進行不同的代謝作用 

22. 班上要進行校外教學，老師要同學們分別提供一個生物種類最豐富的地點，請問哪一位同學的建議最符合？ 

（A）佳于：充滿硫磺蒸氣的小油坑（B）玉真：墾丁溫暖的淺海 

（C）巧欣：澎湖乾燥的沙灘      （D）品瑜：終年有強風的玉山山頂 

23. 下列關於生物圈的描述，何者正確？ 

(A)我們已知有些生物可在生物圈的範圍外生存     (B)生物圈內所有物體均能表現生命現象  

(C)生物圈的範圍為海平面上下各一萬公尺，不會改變(D)生物圈的範圍不包括地球的中心。 

24. 將一片紅蘿蔔切下後秤重為 4g，泡純水放置一段時間後，將表面的液體去除後秤重，最有可能為下列何者?  

(A)3.8g (B)4g (C)4.2g (D)8g。 

25. 住院時有些病患需注射葡萄糖溶液，為什麼要注射 5%的葡萄糖溶液，而不注射 5%的澱粉溶液。關於此現象的解釋，下

列何項可能是合理的推論之一？ 

(A)人體無法分解澱粉       (B)澱粉無法穿透細胞膜被細胞吸收  

(C)人體需要葡萄糖不需要澱粉(D)葡萄糖比澱粉便宜。 

26. 甲：氧氣；乙：細胞；丙：蛋白質；丁：氧原子。若將上述四者由小到大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A)甲乙丙丁(B)乙丙丁甲(C)甲丁丙乙(D)丁甲丙乙 

27. 植物體可分為營養器官與生殖器官，下列為常見的食材中何者為營養器官？ 

(A)百合花(B)地瓜葉(C)木瓜(D)綠豆 

28.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草履蟲的一個細胞就能完整表達生長、生殖、感應、代謝、運動等生命現象(B)蝗蟲體內具有分工合作的現象  

(C)人體的一個細胞和眼蟲的一個細胞相比，功能多、表現完整的生命現象    (D)新月藻的一個細胞就是一個個體。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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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絲葉狸藻(Utricularia gibba)為台灣本土水生食蟲植物。在葉片旁會長出捕蟲

囊，能捕食水中的小生物。捕蟲囊入口邊緣有兩支天線般的細枝，是由捕蟲囊的

主體延伸而來。另有單獨較小的細枝，可能用來吸引水中生物或阻擋雜物流入捕

蟲囊。在入口瓣蓋上有細小的觸發毛，當小生物碰觸到觸發毛，捕蟲囊的瓣蓋向

內打開，可在 1/30 秒內吸入小生物，完成捕捉過程。右圖為絲葉狸藻捕蟲囊的

構造圖，依據圖中的比例尺判斷，若想觀察絲葉狸藻捕蟲囊的攝食過程，下列何

種方式較適合?  

(Ａ)肉眼就能清楚觀察      (B)肉眼可勉強看到，可用解剖顯微鏡觀察  

(Ｃ)需要用複式顯微鏡才看得(D)需要用電子顯微鏡才能看到。 

30. 下列圖片中的構造，何者實際上的大小最小?  

(A)                      (B)                     (C)                          (D) 

     

31. 承上題，何者最有可能是解剖顯微鏡下觀察的紀錄？（選項內容與 30題相同） 

32. 冬冬在健教課時聽老師說：「胎兒在子宮內發育過程中，未來一輩子所排出的卵子，已存在卵巢內了，甚至有些在出生

後的 50年中都在沉睡在濾泡內，儲存於卵巢之中，濾泡是一個個圓球狀的細胞聚合體，每一個濾泡都包裹著一個「初

級卵母細胞」，濾泡在激素的刺激下發育，成熟的濾泡就會釋出卵子」，請幫冬冬判斷，依據文中所描述濾泡的構造，

濾泡應屬於何種組成層次? 

 (Ａ)細胞  (Ｂ)組織  (Ｃ)器官 (Ｄ)個體。 

33. 右圖為光學顯微鏡下的人類血液標本，視野下數量最多的是紅血球，紅血球

在分化的過程中，細胞核會消失，因此細胞內反倒有更多的空間容納血紅素

分子運送氧氣。血小板，由骨髓中巨核細胞的碎片形成，可引發一連串凝血

反應。白血球具有細胞核，為循環系統中免疫相關細胞的總稱，可分為淋巴

球、顆粒性白血球及單核球等許多種類，分別具有產生抗體、吞噬及胞殺作

用等功能。請依據圖的特徵判斷此圖是否有經過染色處理?  

(Ａ)有染色(Ｂ)沒有染色(Ｃ)無法判斷。 

34. 承上題，依據圖中所標示的比例尺，判斷此張人類血液標本照片應是在光學

顯微鏡多少放大倍率下所拍攝的?（圖中白色線段為 1公分）  

(Ａ)10倍(Ｂ)100倍(Ｃ)600倍(Ｄ)1000倍。 

35. 承上題，請問依據血液的組成描述，一滴人血應屬於何種層次?  

(Ａ)原子(Ｂ)細胞(Ｃ)組織(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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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μm 150μm 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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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測驗，每題 2分，請將答案劃記至答案卡上，否則不予計分  

（一） 

動物在自然環境中能用聲音溝通，其訊號特徵已經調適成可以避開環境背景干擾，能讓收訊者接受。例如當海面只有

因風速上升而引起的噪音強度增強時，座頭鯨會從嗓音改變成使用衝出水面、前肢及尾鰭拍打水面發出的聲音來溝通，並

提高聲音的強度。當人類活動發展快速且廣泛時，製造的聲音加入海洋環境的頻度不但與日俱增，影響範圍也越來越廣。

動物若沒有發展足夠的能力調整適應，牠們的發聲、收音和溝通可能會受到影響。 

海洋人為噪音的來源包括工程、魚群探測、航運、觀光等使用的器械或載具等聲音，它們各有特徵，可能是瞬間巨大

聲音能量（如爆破），有規律（如每天固定時間船隻航行）或長期不間斷（如風力發電）等。這些噪音的型式可從聲音強

度，頻率組成、瞬態或連續，持續時間，重複率和操作或運轉的晝夜或季節狀態的面向來描述。以上每個特徵與彼此的組

合，對聲源附近的海洋動物可能產生不同的負面影響。  

烏賊曝露在 50 ∼ 400 Hz 聲音下，平衡囊的上皮細胞會留下很多坑洞，纖毛和微絨毛產生明顯彎曲變形，推估牠的感

受聲音能力受損。海兔卵曝露在船隻聲音以及沒有船隻的海洋環境聲音條件下，前者沒發育的卵比率高，孵化後的幼蟲死

亡率也高。在船噪音干擾下，雀鯛的幼魚逃離捕食魚類的機率，比沒有噪音情況的環境低了 6 倍，噪音使牠們較易被捕食

並降低覓食的頻率。 （改寫自 陳正虔、莫顯蕎。2018。海洋的聲音生態與保育。科學發展。552 期，p58～65。） 

36. 關於文章中的內容，下列何者錯誤？ 

（A）海洋人為噪音只會影響鯨魚等大型動物（B）座頭鯨會因為噪音而改變溝通的方式（C）人類使用各種工具發出的

噪音有不同特徵，所以對海洋生物造成的影響很複雜（D）發展觀光業也有可能對當地的海洋生態造成負面影響。 

37. 關於海洋人為噪音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船隻航行發出的聲音因為有規律，所以不會對海洋生物造成影響（B）烏賊曝露在 50 ∼ 400 Hz 聲音下，可能會

造成聽力受損（C）海兔卵曝露在船隻聲音的影響下，會提早孵化（D）風力發電不會影響海洋生態 

（二） 

早在 19 世紀中葉，人們就知道細胞一定有一個管道讓水與鹽類流通。在 1950 年代中期，發現有一個只能讓水分子迅速

進出細胞的通道存在，在這之後的三十年間，透過詳細的研究，結論是一定有某種選擇性的過濾裝置能阻斷離子通過細胞

膜，但卻能讓中性的水分子自由通過，而且每秒鐘有成千上萬的水分子通過一個單一的通道！ 

雖然知道這些，但一直等到 1992 年都尚無人能指出這個分子機器到底長相如何；換言之，就是能找到一個或多個蛋白

質所構成的真正通道。在 1980 年代中期，Peter Agre 研究紅血球細胞上的各種細胞膜蛋白質(插在細胞膜上)，他也在腎臟中發

現一個同類型的蛋白質，在解開了這個蛋白質的序列以及相對應的 DNA 序列之後，他體認到這一定就是在他之前的眾多學

者所搜尋的那個蛋白質：細胞的水通道。 

Agre 利用一個簡單的實驗來測試他的假設，在此實驗中，他比較含有此膜蛋白與不含此膜蛋白的細胞，當這些細胞放

入水中時，那些含有此膜蛋白的細胞因為滲透壓之故會吸收水分而漲大，而那些沒有此膜蛋白者則聞風不動。Agre 又利用

一種稱為 liposome 的人造細胞來測試，那是一種內外都是水的一種肥皂泡泡，他發現當此肥皂泡的膜上植有此膜蛋白時，水

就可以自由進出。   

由於 Agre 知道汞離子會阻礙細胞吸收及釋放水，因此他也證明了這個他所發現能控制水進出細胞的蛋白質，也會因為

汞離子的存在而無法讓水通過。這使得他更確定這個蛋白質就是真正的水通道，他命其名為 aquaporin ，即“水洞”之意。 

在過去十年裡，水通道已發展成為一個不斷被討論的研究領域。大家發現 aquaporin 是屬於一個蛋白質大家族的成員，

它們存在於細菌與動植物中；僅在人體就發現至少有七種不同的變體。 

（摘錄自 台灣大學化學系網頁：https://www.ch.ntu.edu.tw/nobel/2003.html） 

38. 關於文章內容，下列何者正確？ 

（A）只有腎臟細胞上才有水通道（B）1950年代就已經知道水通道的結構 

（C）liposome是一種肥皂泡泡  （D）所有的水通道結構都相同 

39. 關於水通道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會受到汞離子的影響           （B）只有在活的細胞上才有作用 

（C）Agre 將此通道命名為 aquaporin（D）每秒鐘可以讓成千上萬的水分子通過 

40. 若將 Agre進行實驗的設計與結果整理成表格（細胞在純水中的變化），請問下列哪一項才是正確的？ 

 有膜蛋白的細胞 無膜蛋白的細胞 有膜蛋白的細胞+汞離子 無膜蛋白的細胞+汞離子 

（A） 漲大 漲大 漲大 漲大 

（B） 不變 不變 漲大 不變 

（C） 漲大 不變 不變 不變 

（D） 不變 漲大 不變 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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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題組，請將答案書寫在答案卷的對應欄位內，否則不予計分 

(一) 皮皮用複式顯微鏡觀察字母玻片，顯微鏡的目鏡倍率為 10X，皮皮在操作的過程遇到些問題，請你幫皮皮解答，該如

何處理(需構造正確，調整方式才計分)，皮皮的操作流程如下： 

41. 皮皮用 4倍物鏡觀察到字母玻片上的影像如圖 1，為了想看到更高的倍率，皮皮調整旋轉盤換 10倍物鏡觀察到的影像

如圖 2，發現字母 b不見了，若皮皮想要在物鏡 10倍的視野下觀察到字母 b，請問皮皮該調整哪個構造，如何調整? 

42. 皮皮想要看到更細微的構造，於是調整旋轉盤換 40倍物鏡，看到的影像如圖 3，視野下一片黑暗且影像模糊，請問皮

皮若要在物鏡 40倍的視野下觀察清晰的影像，該調整哪個構造，如何調整? 

43. 皮皮想要找找看玻片上的其他細節，於是調整旋轉盤換回 4倍物鏡，結果發現視野下的影像很刺眼如圖 4，皮皮該 

調整哪個構造，如何調整才能找到適當的影像?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44. 皮皮製作與觀察口腔皮膜細胞的流程如下： 

○1  用滴管滴一滴清水於乾淨的載玻片中央。 

○2  用牙籤鈍端輕輕地在口腔內側刮幾下，將牙籤鈍端浸在載玻片上的液體中攪拌。 

○3  蓋上蓋玻片，用吸水紙或濾紙吸去多餘的液體，完成標本。 

○4  將玻片標本放在複式顯微鏡的載物台上，將蓋玻片的區域對準圓孔，先用低倍物鏡觀察找到口腔皮膜細胞。 

可是皮皮在低倍物鏡下怎麼樣都找不到口腔皮膜細胞，若皮皮要在 4倍物鏡的視野下找到口腔皮膜細胞， 

該調整○1 ~○4哪個步驟，如何調整? 

(二) 觀察紅蘿蔔灑食鹽的實驗步驟如下： 

○1  切 3塊約 1cm ×1cm ×1cm大小的正立方體紅蘿蔔塊，將其中 1 塊方形紅蘿蔔 

塊切成小長方條狀，另兩塊維持塊狀，各自秤重，並記錄重量。 

○2  3個紅蘿蔔塊分別置於 3 個夾鏈袋中，裝置如右圖。 

○3  靜置 15分鐘後，將紅蘿蔔塊由夾鍊袋中取出，秤紅蘿蔔淨重，並記錄重量。 

45. B作為對照組，C作為實驗組比對，實驗步驟中的「灑上 3公克食鹽」應屬於何種變因? 

46. 除了 BC之外，還有哪兩組可以做為實驗組對照組比較 (請以 ABC代號回答)? 

47. 本實驗設計的應變變因應為何?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段考 7 年級生物科答案卷 

7年   班  座號     姓名：              
題號 何種構造 如何調整  

41 方法一   （2 分） 

42 方法一   （2 分） 

 方法二   （2 分） 

 方法三   （2 分） 

43 方法一   （2 分） 

 方法二   （2 分） 

題號 哪個步驟 如何調整  

44 方法一   （2 分） 

45  （2 分） 

46  （2 分） 

47  （2 分） 

 

試題結束，請記得在答案卷上填寫班級、姓名、座號，選擇題答案要劃記在答案卡上。 

答案卡、答案卷皆要繳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