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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一次段考 

 高一 物理科 

班級：忠、孝班 座號：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總

分 

 

一、單選題：(16 小題，每題 3 分，共 48 分) 

1. （  ）波長小於 200奈米的紫外線輻射會被空氣強烈的吸收，因此稱之為真空紫外線。已知波

長的另一個單位為埃，且 1埃 = 10−10公尺，則波長 200奈米相當於 (A)2埃 (B)20

埃 (C)200埃 (D)2000 埃 (E)2萬埃  

2. （  ）下列何者為能量的單位？ (A)公斤．公尺 (B)公斤．公尺/秒 2 (C)公斤．公尺 2/秒 2 

(D)公斤．公尺/秒 (E)公斤．公尺 2/秒  

3. （  ）周同學讀到一篇單擺運動的文章時，看到一個物理量，其值等於 2
g

 ，其中 π是圓周

率、g代表重力加速度、 代表擺線長度。若從單位去分析，此物理量最可能是單擺的 

(A)擺角 (B)質量 (C)週期 (D)頻率 (E)速度  

4. （  ）下表所列各科學家與其在物理學上主要貢獻(甲)至(戊)的對應，何者最為恰當？ 

(甲)發現造成月亮繞地球運行與造成地球上自由落體的力，是同一來源。 

(乙)首位提出物質波新學說。 

(丙)發現不僅電流會產生磁場，隨時間變化的磁場也能產生電流。 

(丁)發現兩帶電質點間的作用力與距離的關係和重力的形式相同。 

(戊)提出光子假說解釋光電效應。 

物理學家 庫侖 法拉第 德布羅意 牛頓 愛因斯坦 

(A) 甲 乙 丙 丁 戊 

(B) 丁 丙 乙 甲 戊 

(C) 丙 甲 戊 丁 乙 

(D) 戊 乙 甲 丁 丙 

(E) 乙 丙 戊 甲 丁 

 

5. （  ）下列有關物理學的敘述，何者錯誤？ (A)物理學主要在於了解大自然的規律 (B)物理

學研究物質在時空中的運動與特性 (C)物理學在自然科學各個領域中，扮演最基礎的

角色 (D)小自基本粒子，大至整個宇宙，都是物理學的主要內容 (E)由於男性在數理

科上的天份較佳，故優秀的物理學家皆為男性  

6. （  ）自然界隨處充滿著萬紫千紅、美妙無限的景色，利用縮時攝影來捕捉、探索動植物的成

長過程，是研究生態環境變化的一項利器。所謂縮時攝影是指在同一地點，用相機每隔

相同時間拍攝，然後拍攝很多天之後，將所有的照片在短時間內播放完成。今有一蝴蝶

自成蛹到破繭而出共歷時 7天，以縮時攝影術拍攝，然後以每秒 2張的速率放映，若在

5分鐘內放映完，則拍攝兩張照片的時間間隔約為多少秒？ (A)350 (B)500 (C)750 
(D)1000 (E)1500  

7. （  ）下列關於三態變化的敘述，何者錯誤？ (A)三態指的是固態、液態、氣態 (B)物質在

三態中，以氣態存在時的能量最高 (C)溫度的微觀意義代表原子或分子運動的劇烈程

度 (D)液體的形狀與體積皆可隨意變化 (E)氣體的形狀與體積皆可隨意變化  

8. （  ）原子與分子到底有多大？這個問題，早已由美國科學家富蘭克林，在西元 1773年寫給

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及。他曾將一茶匙的油倒在湖面上，發現油會迅速擴張，直到蓋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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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畝的湖面就不再擴張了。假設油分子的形狀是正立方體，此實驗中一茶匙油的體積約

為 5.0立方公分，半畝湖面的面積約為 2.0 × 107平方公分，油的密度約為 0.95公克/公

分 3，假設覆蓋在湖面的油層只有一個分子厚，則一個油分子的大小約為多少奈米？ 

(A)0.1 (B)1 (C)2.5 (D)25 (E)250  

9. （  ）臺灣每年在秋冬季節時，空氣中的細懸浮微粒往往是造成空氣品質的不良主因，而直徑

小於或約等於 2.5 微米的細懸浮微粒，對人體健康影響更大。這種細懸浮微粒統稱為

PM2.5。臺灣地區 PM2.5的主要來源包括石化工廠、火力發電廠、柴油燃燒不完全產生的

有機碳、硫酸鹽、氮氧化物、…。請問一顆直徑 2.5微米的細懸浮微粒，約含有多少個

原子？ (A)1012 (B)1015 (C)1017 (D)1019 (E)1020  

10. （  ）1911年拉塞福做「α粒子散射」實驗，將 α粒子束射向一金屬薄膜，觀察透過薄膜後 α

粒子散射至各方向的分布情形。發現絕大部分的 α粒子穿過薄膜後仍按原來方向前進，

但少數的 α粒子有較大的散射角，甚至於極少數 α粒子有近 180°的散射，如圖所示。已

知 α粒子為氦原子核，此實驗結果無法解釋哪一項？ 

 

(A)原子內部有一質量非常集中的小區域（原子核） (B)原子核帶正電 (C)原子核的直

徑甚小 (D)原子核是由質子和中子構成 (E) α粒子因庫侖斥力而偏折  

11. （  ）已知地球半徑約為 6400公里，若將地球想像為一顆原子，則其原子核的大小約相當於

什麼？ (A)一顆彈珠 (B)一隻跳蚤 (C)一顆籃球 (D)直徑 125 公尺的巨蛋體育館 

(E)一座電影院  

12. （  ）宋朝時的學者沈括在他所著的《夢溪筆談》中，記載著一段話：「以磁石磨針鋒，則能

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關於這段話所提供的訊息，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地球磁極具有微小的偏角是因為地磁有緩慢自轉的現象 (B)中國人早就知道應用天然

磁石製作成指南針，並藉它來辨別方向 (C)指南針之所以能指向南方，是因為地球表

面有方向相當穩定的磁力線 (D)「微偏東，不全南」指出地球磁極相對於地理南北極

具有微小的偏角 (E)根據地表的磁場可以想像地球為一個磁極與地理南北極很接近的

磁性球體  

13. （  ）太陽內部核融合的反應速率相當穩定，足以持續提供地球 100 億年的能源需求。根據研

究，影響核融合反應速率的主要作用力，與中子衰變成質子、電子和另一個稱為反微中

子的電中性粒子的過程，屬於同一種基本交互作用。由此可知下列何者為影響核融合反

應速率的主要作用力？ (A)靜電力 (B)強核力 (C)弱核力 (D)重力（萬有引力） (E)

電力與磁力  

14. （  ）有關「重力」和「電磁力」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兩者皆滿足距離平方反

比的數學式 (B)兩者的作用距離都極小 (C)兩者強度量值的數量級很接近 (D)重力

強度量值的數量級遠大於電磁力 (E)自然界所有力的作用都可化約為兩者的綜合結果  

15. （  ）自然界物質間的作用可簡化為四種基本交互作用，試問當你去大賣場購物時，「用手推

購物車，使車前進的力」主要應屬於哪一種基本交互作用？ (A)重力 (B)電磁力 (C)

強核力 (D)弱核力 (E)以上皆非  

16. （  ）下列有關四種基本交互作用的敘述，何者正確？ (A)以微觀的觀點來看，接觸力是強

核力和弱核力作用的結果 (B)將物體置於桌面，桌面施予物體的正向力，其本質為重

力，此時的力稱為弱核力 (C)將質子和中子緊密束縛在原子核內的是電磁力 (D)四種

基本交互作用中強度最弱者為弱核力 (E)四種基本交互作用距離最短者為弱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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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選題：(6 小題，每題 4 分，共 24 分) 

17. （  ）下列有關 SI制國際單位系統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3項） (A)作為單位標準必須

具有恆常性、複製性、國際公認等三個條件 (B)發光強度的單位為燭光 (C)1公尺是

光在真空中於 299,792,458 分之一秒所走的距離 (D)時間的單位是平均太陽日 (E)溫

度的單位是「攝氏℃」  

18. （  ）以原子與分子的觀點來看物質的三態變化，下列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3項） (A)物

質熔化時，組成原子的種類不會改變 (B)鐵的密度大，無法以氣態存在 (C)溫度的微

觀意義代表粒子運動的劇烈程度 (D)三態變化與溫度有關，與壓力無關 (E)物質汽化

的過程中，分子間的距離增大  

19. （  ）已知質子由兩個上夸克及一個下夸克構成，中子由兩個下夸克及一個上夸克構成。下列

有關釙(
210

84 Po )原子及鐳(
226

88 Ra )原子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3項） (A)釙和鐳兩種

原子核中的中子數相差 12個 (B)釙和鐳兩種原子核中的質子數相差 16個 (C)釙和鐳

兩種原子中的電子數相差 4個 (D)釙和鐳兩者可能是同位素 (E)釙和鐳兩種原子中的

夸克數相差 48個  

20. （  ）有關電與磁的敘述，下列哪些正確？（應選 2項） (A)單一電荷可以存在自然界，但

目前科學家尚未找到單獨的磁極 (B)磁棒內部磁力線是從 N極到 S極 (C)我們可用紅

光照射磁鐵讓磁力線現形 (D)地球內部假想磁鐵的 S 極，在地理南極附近 (E)電力線

從正電荷射出  

21. （  ）根據「力的合成」原理，可以推論：「一物體受有不共線的兩個力拉動，則物體將沿這

兩力圍成的平行四邊形之對角線方向移動」。如圖所示，兩個帶等量同性電的點電荷固

定於 A、B處，CD為 AB連線中垂線，且 D在無窮遠處。今將另一正電荷 q由 C處沿CD

移動至 D處，則 q所受電力量值變化如何？（應選 2項） 

 

(A)逐漸減少 (B)逐漸增加 (C)先減少後增加 (D)先增加後減少 (E)D處可能為零  

22. （  ）下列關於物質間基本交互作用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項） (A)原子核內兩質子

間不存在重力交互作用 (B)靜電力的作用範圍大於弱核力的作用範圍 (C)原子核內兩

質子間同時具有靜電力與強核力 (D)原子核內的質子與在外環繞的電子間同時具有靜

電力與強核力 (E)四種基本交互作用的量值，均與兩物質間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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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素養試題：(1 小題，每題 4 分，共 8 分) 

  微中子在弱交互作用中扮演重要角色，由於不帶電、質量極小、又幾乎不跟其他物質作用，

可以輕輕鬆鬆穿過地球，不容易在實驗中捕捉到它的蹤影。正是如此，當初科學家可是花費了一

番功夫，才確認微中子的存在。 

  故事要拉回 1914年，物理學家查兌克發現原子核發生 β衰變時，放出電子的能量並非定值，

而是呈現如圖的連續分布。但是根據能量守恆定律，計算衰變前後的能量差，即可預測放出電子

的能量，應該是一定值才是。 

  波耳百思不得其解，提出量子力學與過去常識有許多違背之處，說不定在微觀的尺度下，能

量守恆定律並不成立。 

  但對包立來說，為了解釋 β衰變而放棄能量守恆，這代價似乎太高，因而大膽提出 β衰變的

過程中，有個尚未被發現的新粒子。根據電荷守恆定律，此粒子應該不帶電，而根據能量守恆定

律，可以算出該粒子的質量應該比電子輕很多。 

  在當時科學家僅知質子、電子及光子的背景下，包立提出虛無縹緲的微中子來拯救能量守恆

定律，確實極為大膽，也可說是絕望至極的手段。直到 1956年，科學家終於確認包立大膽的假

說，在實驗中捕捉到微中子，該成果後來獲 1995 年諾貝爾物理獎肯定，而能量守恆定律依然屹

立不搖。 

 

（  ）(23)實驗觀察到 β衰變時，所放出電子的能量呈現連續分布。藉由能量守恆定律，可以

推得微中子的能量分布有哪些特性？（應選 3項） (A)微中子能量亦呈連續分布 (B)

微中子能量與電子能量成正比 (C)微中子能量與電子能量成反比 (D)放出電子的

能量大時，微中子的能量小 (E)電子與微中子的平均能量總和是常數。  

（  ）(24)某科學家根據微中子的特性，提出研究計畫書，想要藉由捕捉微中子來研究太陽內

部的結構。你覺得以下評審委員的意見，哪些是合理的？（應選 2項） (A)微中子

可輕易自太陽內部穿出，計畫方向可行 (B)應觀測數量龐大的光子才是，計畫方向

有誤 (C)微中子通過地球磁場時會彎曲，無法有效觀測 (D)太陽核融合反應會產生

大量微中子，可作為觀測工具 (E)微中子在太陽表面會跟光子作用，即便觀測到，

也無助於了解太陽的內部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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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學閱讀題：(2 小題，每題 4 分，共 20 分) 

  拉塞福由「α粒子散射實驗」提出原子模型，認為原子絕大部分的質量與正電荷全部集中在

遠比原子體積還小的原子核內，他也由多個實驗發現一些原子的原子核都含有「氫原子核」，而

且原子核的質量是氫原子核質量的整數倍。大約在 1920年，拉塞褔首次以質子（proton）來代表

氫原子核，並認為它是組成所有原子核的基本粒子。當時科學家認為原子核都是由質子構成，原

子核所含的粒子個數，也就是質子個數，稱為質量數（mass number，常以 A來表示），原子核所

帶的電量稱為原子序（atomic number，常以 Z 來表示）。但若是如此，如鈹(Be)原子核，其質量

約為質子的 9倍，應含有 9個質子，核內電荷也應為+ 9個單位；但鈹原子的電子總數只有 4 個，

所以正電荷數明顯過多，而無法維持電中性。 

  拉塞褔推論在原子核內應有質量和質子相近的中性粒子存在。1932 年英國科學家查兌克在實

驗中發現，以 α粒子撞擊原子核，產生了一種質量與質子幾乎一樣，但不帶電的中性粒子─中子

（neutron），而證實原子核內（除氫原子核以外）皆有中子存在。 

  附圖所示為科學家將自然界裡，各個穩定原子核，核內的質子與中子的數量，以質子數 Z 為

橫軸、中子數 N 為縱軸，共同描點於圖形上，其中虛線表示 N = Z，試回答下列各問題： 

 

（  ）(25)有關此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在 Z ≤ 20，穩定原子核內的 N = 2Z (B)在 Z > 

20，穩定原子核內的 N = Z (C)在 Z > 20，穩定原子核內的 N > Z (D)自然界中所有

的中性原子都有中子 (E)自然界中所有的中性原子都沒有質子  

（  ）(26)根據上題所得到的結果，原子核內有不等數量的中子數目與質子數目，原子核呈穩

定，這是原子核內存在有下列哪一種基本交互作用力所致？ (A)重力 (B)強核力 

(C)弱核力 (D)電力 (E)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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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克依目前科技而言是一種基本粒子，也是構成物質的基本單元。夸克可以互相結合，形成

一種複合粒子，稱為強子；而強子中最穩定的是質子和中子，它們是構成原子核的單元。由於一

種叫「夸克禁閉」的現象，夸克不能夠直接被觀測到，或是被分離出來，只能夠在強子裡面找到

夸克，所以我們對夸克的所知大都是來自對強子的觀測 

  附表是目前已知的夸克家族。夸克主要有 6 種，分別是上、下、魅、奇、頂及底夸克；而較

重的夸克會通過一種稱為粒子衰變的過程，迅速地變成上或下夸克。上及下夸克一般來說很穩

定，在宇宙中很常見，可以組成質子和中子；而奇、魅、頂及底夸克則只能經由高能粒子的碰撞

而產生（例如宇宙射線及粒子加速器） 

  夸克有著多種不同的內在特性，包括電量、質量、自旋及色荷等。在物理的標準模型中，夸

克是唯一一種能經受全部四種基本交互作用的基本粒子。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種類 上夸克 下夸克 魅夸克 奇夸克 頂夸克 底夸克 

符號 u d c s t b 

電量 
2

3
e  

1

3
e  

2

3
e  

1

3
e  

2

3
e  

1

3
e  

質量(u) 0.003 0.005 1.3 0.15 172 4.2 

發現時

間 
1970年 1970 年 1974年 1970 年 1995年 1977 年 

＊一個質子的質量大約為 1u = 1.67 × 10−27 kg  

（  ）(27)有關上文及附表所示，下列敘述何者為真？ (A)目前科學家可以直接觀測到夸克 

(B)夸克的質量一定比質子輕 (C)四個基本作用力分別為電力、磁力、強核力及弱核

力 (D)依夸克的電量判斷，中子內部含有 1個上夸克與 2個下夸克 (E)質子的質量

全部來自夸克  

（  ）(28)較重的夸克會通過粒子衰變的過程變成上或下夸克。請問粒子衰變的過程需要用哪

一種基本作用力來解釋會比較合理？ (A)重力 (B)電力 (C)磁力 (D)強核力 (E)

弱核力  

（  ）(29)若已知 1u = 938 MeV/c2，請按照表格中所提供的數據與附圖的質子內部構造，估算

1個質子中其他形式的存在之質量為多少 MeV/c2？(1M = 106，1eV = 1.6 × 10−19 J，c = 

3 × 108 m/s) 

 

(A) 938 (B) 928 (C) 918 (D) 9.4 (E) 0.0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