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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高級中學107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期中考一年級地理科解析卷 

一、 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78 分 

1.答案：(Ｂ) 

解析：青藏地區因地勢高低不同，而農牧業活動特色不同

，山區以山牧季移為主，谷地以農耕及放牧為主。 

2.答案：(Ａ) 

解析：石化工業分上游及下游兩部分，上游以原油、天然

氣為原料，所生產的產品可作為下游工廠的基本原

料，經多次加工後，可得塑膠、布匹等產品，需要

高度的技術。全球產油國集中於少數地區，多數國

家必須依賴進口，而原油製成產品後，體積增大，

產品種類繁多，運費均比原油昂貴，故多數國家進

口原油，將石化工廠設於靠近消費地的港口都市。 

3.答案：(Ａ) 

解析：太平洋漁場的漁獲量以西北部最多，此地為親潮（

寒流）經過地區。 

4.答案：(Ｄ) 

解析：7、8 月氣溫最低，該圖表資料為南半球混合農業。 

5.答案：(Ｂ) 

解析：以 DNA 檢驗來遏阻低劣茶混充，屬於傳統產業的知

識化概念，將知識密集加諸在原有的傳統產業上。 

6.答案：(Ｂ) 

解析：水田轉作的結果，造成水田面積減少，進而使地下

水補注量減少。 

7.答案：(Ｅ) 

解析：莽原氣候已有乾季出現，游耕分布較少。(Ｅ)游耕主

要分布高溫多雨的雨林氣候。 

8.答案：(Ｄ) 

解析：運費屬於分配或集貨成本。 

9.答案：(Ａ) 

解析：臺灣在實施週休二日制度後，民眾對休閒的需求遽

增，農民結合生產和農業經營活動，將農牧場規劃

成民眾休假時的綜合性休閒觀光區。休閒農業的區

位考量與一般農業不同，因「產出」通常就在原產

地消費，所以距離成了消費者必須考慮的因素。如

彰化縣為臺灣有名的花卉專業區、臺北市陽明山一

帶提供市民租用、種植蔬果的市民農園等，其區位

皆為距離大都市不遠、交通便利的地區。故「區位

」為休閒農業發展的關鍵因素。 

10.答案：(Ａ) 

解析：由夏季高溫卻為乾季、冬雨顯著的氣候特徵，可知

應為溫帶地中海型氣候。選項中甲為地中海型農業

；乙為酪農業；丙為混合農業；丁為熱帶栽培業。 

11.答案：(Ｄ) 

解析：由圖中的駱馬、垂直成層分布的農作特徵，且最下

層為熱帶作物，可以得知應為南美洲安地斯山脈北

段的熱帶高地特徵，經緯度主要位赤道附近西半球

的(Ｄ)選項。 

12.答案：(Ｂ) 

解析：(Ｂ)因為以色列的水資源匱乏，因此應該栽種需水量

較少的作物。 

13.答案：(Ｄ) 

解析：(Ｄ)區域專業化的形成最主要的關鍵在於「交通革新

」，革新造成的時空壓縮，讓不同區域之間優勢的

農產品得以交換；如國道一號通車之後，彰化溪湖

迅速成為臺灣西部最大的蔬果批發集散中心。 

14.答案：(Ｄ) 

解析：由圖中以飛機、大型曳引機耕作、股市指數等線索

可以看出是主要施行在北美洲、澳洲等新大陸的高

度科技化、企業化的商業性穀物農業。 

15.答案：(Ｂ) 

解析：(Ｂ)現代工業化畜牧場，大多以蛋白質豐富的黃豆粉

及玉米取代天然牧草，如此除了可以降低成本，黃

豆粉及玉米的高蛋白質也能讓牛隻長得更快，更快

送到屠場。後來又以同樣含有高蛋白質成分，但價

格更低廉的肉骨粉，取代黃豆粉餵養牛隻。讓原為

草食動物的牛隻同類相食。科學家認為，牛隻可能

是吃了感染羊搔癢症的羊隻屍體製成的肉骨粉，才

感染狂牛症。這些飼料的製作與處理與科技化農業

特徵較相關。 

16.答案：(Ｄ) 

解析：中南美洲國家過去因受殖民歷史影響，將大量糧食

作物改種為經濟作物，大量專業化的結果，形成依

賴式的經濟結構，依賴國際市場價格，此一特徵就

稱為殖民地式經濟。 

17.答案：(Ｃ) 

解析：雪隧通車之後，自臺北至宜蘭的通車時間只需 30 

分鐘，交通革新之後帶動了臺北地區往宜蘭買房投

資、蓋農舍的風潮。 

18.答案：(Ｃ) 

解析：堪薩斯州的小麥栽培為冬麥；美加邊境的小麥為春

麥。 

19.答案：(Ｄ) 

解析：由氣候資料中可知六、七月時為冬季卻多雨，夏季

乾季顯著，所以可知是溫帶地中海型氣候，農業類

型即為地中海型農業。 

20.答案：(Ａ) 

解析：甲為熱帶栽培業；乙為商業性穀物農業；丙為放牧

業；丁為混合農業。中國若爆發大規模的蝗蟲災害

，必為溫帶地區，故熱帶栽培業影響應最少。 

21.答案：(Ｂ) 

解析：(Ｂ)經濟結盟將降低關稅障礙，提高國際分工現象與

效益，進而促進各國專注投入自己的強項產品，進

行大量生產。 

22.答案：(Ｃ) 

解析：慣行農法講求生產效率，「放棄速度與產量的追求

」是從慣行農法改變而來，為(丙)農業轉型；放棄(

戊)企業化農業，而企業化農業的特色之一便是(乙)

國際分工；「循環資源避免溪河優養化」是為了(甲)

永續發展；此概念為(丁)友善農法，為了農村再生。 

23.答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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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Ａ)由輸出地為瑞典、俄羅斯的烏拉山、印度德干高

原、美國五大湖區西部、巴西高原、澳大利亞西部

等地，以及輸入地為西歐、日本、美國等鋼鐵業發

達區為主可知，鐵礦為最佳答案。(Ｂ)煤以澳洲、印

尼、俄羅斯輸出最多，而瑞典不產煤。(Ｃ)石油以西

亞輸出為主。(Ｄ)木材以巴西、東南亞的雨林區和針

葉林區輸出為主。 

24.答案：(Ａ) 

解析：(Ａ)該建築為高腳屋，屬於熱帶溼潤地區的傳統民居

。該地區具有(甲)(丁)之特性。(乙)主要發生在乾燥

區引水灌溉種植作物。(丙)分布在溫帶地區。 

25.答案：(Ａ) 

解析：(Ａ)為中國的國防政策因素。 

26.答案：(Ａ) 

解析：(丙)翻土並將殘株混入土中，故土壤疏鬆；(丁)因其

非翻動風化層，故與母質風化速率無關。 

27.答案：(Ｅ) 

解析：(Ｅ)烏魚會順著 24℃上下的水溫移動。 

28.答案：(Ａ) 

解析：阿根廷北部農業的分布可以看出布宜諾城（首都）

郊區為酪農業及園藝業，集約度最高，隨距離都市

愈遠，變為混合農業，更遠為畜牧業，其集約度則

愈低，故符合邱念的區位租概念。 

29.答案：(Ａ) 

解析：(Ａ)中國農人占的比例比已發展國家多很多，若要農

業勞動人口外移到工業部門，則必須整合耕地，實

施機械化。 

30.答案：(Ａ) 

解析：(Ａ)由於冷凍技術的發展，使得容易腐敗的乳製品及

肉品得以外銷到歐美國家。 

31.答案：(Ｄ) 

解析：題幹為韋伯工業區位論的基本假設。 

32.答案：(Ｂ) 

解析：(甲)日本東部外海有黑潮暖流與親潮寒流交會；(戊)

加拿大東部外海有墨西哥灣暖流與拉布拉多寒流交

會，魚群聚集，均為重要的漁場所在。 

33.答案：(Ｂ) 

解析：由經緯度可以判斷當地應為熱帶地區，且屬於雨量

較少莽原或草原地區，故推斷栽種的作物應屬於(Ｂ)

。 

34.答案：(Ｄ) 

解析：(Ｄ)許多較富裕的國家如韓國、杜拜，因土地有限，

再加上可耕地的開發已接近飽和，為確保長期穩定

且安全的糧食供給，不受政治及其他因素影響，而

做出這樣的決策。 

35.答案：(Ｄ) 

解析：(甲)游耕的焚林過程已嚴重的破壞森林物種的多樣性

；(乙)焚燒林木後仍需清理殘木；(丙)熱帶地區高溫

多雨，若機械翻土較深，土壤沃度容易因雨水而流

失，游耕使用簡單工具，如木棒等，翻土不深，可

減少表土流失；(丁)休耕期長，可恢復地力。 

36.答案：(Ｄ) 

解析：(Ａ)臺灣東岸面臨太平洋，為斷層海岸，海水深度急

速下降，大陸棚狹窄（大陸棚主要在西部和北部海

域）。(Ｃ)中國沿岸流自黃海沿岸南下，亦出現於西

部海域。(Ｄ)東岸太平洋海面有黑潮暖流北上，成為

洄游魚類必經之路。 

37.答案：(Ｃ) 

解析：(Ａ)甲區中的巴西，其蔗糖業在世界舉足輕重，雖咖

啡產量大，但並非市場上最受歡迎的產區，另澳洲

並非是咖啡主要產區（但奶製品多，且有產蔗糖）

，因此可排除。(Ｂ)乙區為加拿大及北歐，應為紙杯

的原料紙漿生產地。(Ｃ)丙區為中南美洲中美地峽延

伸至安地斯山的幾個國家，以及東非高原的衣索比

亞，阿拉伯半島南部的葉門，依其氣候及經濟特性

，咖啡為其重要物產且經濟狀況較差。(Ｄ)丁區為中

國，以其目前製造業蓬勃的狀態推斷，應為紙杯之

生產地。 

38.答案：(Ｄ) 

解析：文中提及「衛生紙廠商」插足於「清潔用品的生產

與銷售」，屬於企業往另一方向發展的多角化經營

特徵。 

39.答案：(Ａ) 

解析：在交通發達之後，全世界之間的分工關係變得非常

緊密，因此日本產業受創之後，許多與其合作的國

家會因之連鎖受影響。 

二、 題組：每題 2 分，共 22 分 

1.答案：40.Ａ；41.Ｃ 

解析：40.臺灣 LED 產業的上游零組件、設備，主要由美、

日大廠供應，此種上、下游企業之間存在原料產品

的工業連鎖關係，即為垂直分工。 

41.當原料、產品的工業連鎖關係愈強，產業間為了

減少運費，在空間上會傾向聚集，而有整體外移的

現象。 

2.答案：42.C;43.A   

3.答案：44.B;45.D;46.D 

4.答案：47.A;48.B  

解析：47 分布的問題乃空間分析之範疇； 

      48 漸進式，連續性的資料，因無明顯界線，宜用網

格模式。 

5.答案：49.Ｄ；50.Ｄ 

解析：49 撒赫爾地區位於沙漠、莽原間的過渡帶；從題述

「有需水分較多的、也有耐旱的」亦可知，為適應(

Ｄ)年雨量變率大。 

50 從「小米在正常年分的單位面積產量略少，但因其耐旱

，可在旱年時也能有所收穫，但其他作物則可能粒

穀無收」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