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_____________ 座號：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適用班級：201.202.208              作答方式：答案卡 

一、單一選擇題( 每題 2分，共 40 分) 

(   )1. 南洋群島受板塊推擠影響，陸地極為破碎，如菲律賓擁有 7,000多個

島嶼，印尼更超過 13,000個以上，而菲國東緣及印國南緣為板塊接觸帶，故

多火山、地震，有許多新褶曲山聳峙其間。請問 2004年 12月 26日所發生的

南亞大海嘯，是哪兩個板塊碰撞所造成的重大災害？ (A)太平洋板塊、歐亞

板塊(B)歐亞板塊、印澳板塊 (C)印澳板塊、菲律賓海板塊 (D)歐亞板塊、

菲律賓海板塊。 

 解答  B 

(   )2. 以下哪些是東南亞地區整體而言氣候的共同點？(甲)四時皆夏；(乙)

年、日溫差均小；(丙)乾濕分明；(丁)年雨量豐沛。 (A)甲乙丙 (B)乙丙

丁 (C)甲乙丁 (D)甲丙丁。 

 解答  C 

  解析   (丙)南洋群島屬熱帶雨林氣候，全年多雨。 

(   )3. .(甲)熱帶氣旋活動頻繁；(乙)對流作用旺盛；(丙)長年吹拂西風；

(丁)赤道低壓帶盤據影響；(戊)異向信風輻合。上述哪些因素與南洋群島屬

熱帶雨林氣候有關？ (A)甲乙丙 (B)乙丁戊 (C)甲丙丁 (D)甲乙戊。 

 解答  B 

  解析   (甲)南洋群島居緯度 0～5間，少見熱帶氣旋活動。菲律賓雖常受熱帶氣旋影

響，但與熱帶雨林成因無關；(丙)西風帶主要在中緯地區。 

(   )4. 東南亞各國的經濟發展條件頗為相似，使得各國在產業發展的水準大

致接近。請問，其發展條件包含以下哪三項？(甲)豐富的熱帶資源；(乙)廉

價的勞力；(丙)充足的當地資金；(丁)廣大的市場。 (A)甲乙丙 (B)乙丙

丁 (C)甲乙丁 (D)甲丙丁。 

 解答  C 

  解析   東南亞地區的資金大多來自外國投資，所以不算資金充裕。 

 

 

+ 

 

 

(   )5. 圖為新加坡、菲律賓、越南和馬來西亞國內各種宗教占人口比例，圖

中甲～丁為伊斯蘭教、基督或天主教、印度教、佛教（未依照順序）。請問伊

斯蘭教為何？ (A)甲 (B)乙 (C)丙 (D)丁。 

 

  解答  D 

   解析   十三世紀時，馬來西亞受穆斯林商人東來影響，信仰以伊斯蘭教為主，故丁

為伊斯蘭教；而越南受中國文化影響深遠，主要信奉佛教，故甲為佛教；菲律賓曾為西

班牙殖民地，因此信奉天主教為主，其代號為乙；新加坡種族多元，宗教也反映多元特

色，雖以華人為主，但馬來人、印度人也占一定比例，因此丙為印度教。 

(   )6. 2019年 09月印尼大規模森林大火持續延燒，蘇門答臘發生嚴重霾

害，空氣汙染指標（PSI）突破 500 點，已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請考量當地的

盛行風，推估下列哪一個國家較容易受到霾害影響?(A) 馬來西亞 (B) 菲律

賓  (C)緬甸  (D)越南 

 解答  A 

  解析     

(   )7. 東南亞地區形成多元文化景觀，和以下哪一因素關係最為密切？ 

(A)地形 (B)氣候 (C)位置 (D)緯度。 

 解答  C 

   解析   東南亞地處海陸交會的位置，為東、西航線必經的輻輳，再加上豐富的天然

資源吸引許多外來居民進入本區，因而塑造出多元文化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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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南洋群島哪些地區的宗教信仰以伊斯蘭教為主？(甲)蘇門答臘；(乙)

馬來半島；(丙)峇里島；(丁)民答那峨。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乙

丁 (D)甲丙丁。 

 解答  C 

   解析   峇里島的宗教信仰以印度教為主。 

(   )9. 一位老人敘述自己的家族歷史時，說道：「我的祖先來自唐山，到這

開墾幾年後，沒有辦法回唐山娶親，只好就地與『番婆』結婚，可是家裡仍

然說唐山話、讀漢文。在英國人統治時，日子過得還好。日本人一來，財產

可就受到很多損失。後來日本人走了，我們也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國家，可是

我總想回唐山去掃墓祭祖。」這位老人應當身處何地？ (A)馬來西亞 (B)

菲律賓 (C)臺灣 (D)香港。 

 解答  A 

   解析   四個選項中曾被英國殖民過者為馬來西亞與香港，但香港並無文中所提的

「番婆」，同時香港也不曾被日本殖民。故應為馬來西亞。 

(   )10. 東南亞農、林、礦產資源豐富，居民與文化方面，亦具有濃厚的過渡

性、殖民地式經濟色彩。請問東南亞的地理特色中，何者與「殖民地式經

濟」的關係最密切？ (A)人種差異大 (B)文化呈過渡性色彩 (C)多港埠型

都市 (D)農、林、礦產資源豐富。 

 解答  C 

   解析   (A)、(B)和東南亞所居位置有關（中國、印度兩大古文明國家間；兩大洋間的

航運要衝）。(D)和其氣候、地形、地質因素有關。 

(   )11. 印度擁有眾多善於以流利英語進行溝通的科技人才，主因與下列何者

有關？(甲)都市化程度高，英語流通速度快；(乙)國內缺乏主要的強勢語

系；(丙)境內語系眾多且複雜；(丁)英國殖民時期的影響。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解答  D 

   解析   由於印度境內語系眾多且複雜，將北方的印第語訂為國語，會遭到南方語系

居民的抗議，故居民逐漸形成以英語作為互相溝通的工具，英語便因此廣為流通。   

(   )12. 「我是一個『不可接觸者』，從小媽媽告誡我不得進入寺廟，也從未

穿過鞋子……。」請問文中描述的是印度人民？ (A)賤民 (B)首陀羅 (C)

吠舍 (D)剎帝利。 

 解答  A 

   解析   印度教的種姓制度中，階級由高至低依序為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

羅，以及另一種無法列入階級的賤民。 

(   )13. 圖為印度南方語系（達羅毗荼語）的分布，請問其中哪一個語系的民族由於獨

立建國的問題而成立恐怖組織，該組織在 2009 年被剷除前與斯里蘭卡政府長期對

抗，並成為國際恐怖名單上的成員？ (A)甲 (B)乙 (C)丙 (D)丁。 

 

 解答  C 

   解析   文中所述為南亞地區最惡名昭彰的「泰米爾猛虎組織」，又稱「泰米爾之

虎」，是斯里蘭卡北方泰米爾族的反政府武裝組織，成立於 1976 年，目的為建立屬於泰

米爾人的獨立國家，截至 2008 年，被全球超過 30 個國家列為國際性的恐怖組織。 

(   )14. 印度境內雖然語系、種族分歧，但近千年來卻少有嚴重的內戰發生，

主要的原因與下列哪一種宗教信仰分布最廣有關？ (A)印度教 (B)佛教 

(C)耆那教 (D)錫克教。 

 解答  A 

   解析   西元前 1500 年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後，為了穩固自身的地位，藉印度教教義中

「輪迴轉世」、「業報」等思想，制定了「種姓」的社會階級制度，因為森嚴的階級制

度，社會各階層分化鮮明，故國內並不容易引起紛爭，故內戰發生的機率不如其他國家

或地區。 

(   )15. 印度的泰姬瑪哈陵為當地最著名的建築物，如果我們計劃於臺灣暑假

期間前往該地遊覽，最容易遇到下列何種氣候現象？ (A)氣候涼爽宜人 

(B)天氣炎熱乾燥 (C)連日降雨不斷 (D)北方強風吹襲。 

 解答  C 

   解析   6～10 月為當地的雨季。 

(   )16. 印度位居印度半島，濱印度洋，屬於季風氣候區，但風力發電績效卻遠不

如中國或臺灣，最可能原因為何？ (A)夏季季風不強勁 (B)沒有熱帶性低氣壓的



侵擾 (C)北有高山阻隔，冬季季風微弱 (D)中央為德干高原，不利於風場的形

成。 

 解答  C 

  解析   印度的冬季季風因受青藏高原阻隔不顯著，而東亞各國冬季季風強於夏季季風

（受蒙古高氣壓影響），發電率高 

(   )17. 王教授為專門研究印度語言的學者，希望藉由語言的認識，以充分了

解佛教發源地的經典並加以註解。若王教授前往南部地區進行研究，應該使

用何種語言最能得到當地居民的認同，有利於調查第一手資料？ (A)達羅毗

荼語 (B)印第語 (C)英語 (D)斯拉夫語。 

 解答  A 

   解析   印度南方主要通行達羅毗荼語系。 

(   )18. 「這裡是印度第一大港，工商業發達，亦有『印度娛樂業之都』的美

譽。1970 年代後期，人口超越加爾各答正式成為印度第一大城，自英國殖民

時期起，即為進出口貨物的主要轉運站，今日海路的貨運量更獨占全國的

1/2。」請問文中所描述的城市，主要的出口農產品最可能以哪兩種作物為大

宗？ (A)黃麻 (B)甘蔗、 (C)稻米 (D)棉花。 

 解答  D 

   解析   由「印度第一大港（印度西大門）」、「印度娛樂業之都（寶萊塢）」可知，應

為印度第一大城孟買，位於德干高原西北側，周邊區域以生產棉花為主；而半島西側沿

海地區亦有水稻農業的分布。 

(   )19. 表中是南亞五個國家之主要宗教的信仰人口比例（％），其中丙、丁

是指哪兩個國家？ (A)孟加拉、斯里蘭卡 (B)巴基斯坦、印度 (C)尼泊

爾、斯里蘭卡 (D)巴基斯坦、孟加拉。 

宗教 

國家 
印度教 伊斯蘭教 佛教 基督教 其他 

甲 80 11 1 2 6 

乙 2 95 － 2 1 

丙 12 87 － － 1 

丁 － 8 70 8 14 

戊 89 3 5 － 3 
  

 解答  A 

  解析   南亞各國中，以印度教為主要信仰者為印度與尼泊爾，而前者的伊斯蘭教信仰

者約占 10～11％，故甲為印度、戊為尼泊爾；以伊斯蘭教信仰為主的包括巴

基斯坦與孟加拉，而前者位置較為接近西亞，信仰的比例極高，故乙為巴基斯

坦，丙為孟加拉；丁國佛教比例高，為南亞唯二的佛教國家斯里蘭卡（另一為

山中小國不丹）。 

(   )20. 下列何者非綠色革命所衍伸的問題? (A)糧食生產不足 (B)貧富差距擴大  (C)病

蟲害增加 (D)土地退化 

 解答  A 

二、單一選擇題組題 (30 小題 每小題 2 分 共 60 分) 

◎南海除了擁有豐富的漁業資源外，還蘊藏石油、天然氣，牽涉到周邊多國的利益，也

因此爭議不斷。2016年海牙國際仲裁庭（PCA）針對菲律賓提出的訴案做出判決，認為

中國大陸主張的主權範圍（如下圖）無效，而中華民國控制的太平島也不是島嶼而為岩

礁。此項判決亦稱為「南海仲裁」，使得南海周邊政治情勢更為緊張。請問： 

 

(   )21. 下列哪些東協國家與南海群島主權爭議較有關？(甲)越南；(乙)馬來

西亞；(丙)汶萊；(丁)緬甸；(戊)泰國；(己)印尼 (A)甲乙丙丁 (B)甲乙

丙己 (C)乙丙丁己 (D)乙丁戊己。 

(   )22. 中國大陸曾因在南海設置深水油氣田鑽井平台，與 X 國發生主權問題爭

議，甚至造成該國於 2014 年 5 月發生了大規模的示威抗議、後續更有民眾暴力砸

毀許多工廠。下列對於 X 國的敘述何者正確？ (A)該國主要收入來源為石油 (B)

該國曾被英國殖民 (C)該國目前以發展勞力密集產業為主 (D)該國的首都為麻六

甲海峽的重要轉運港口。 

(   )23. 「南海仲裁」若成立，下列何者為可能造成的影響？ (A)南海成為無自由

航行權地區，太平洋與印度洋往來受阻 (B)影響中國大陸與東協的關係，一帶一

路政策出現變數 (C)臺灣失去對太平島的主權及該海域所有漁業資源 (D)菲律賓

可提高其在東協的地位，掌握主導權。 



  解答  (1)B;(2)C;(3)B 

   解析   (1)東協中越南宣稱擁有南海群島完整主權，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汶萊宣稱擁

有部分島嶼的主權，印尼則宣稱擁有 200 海浬專屬經濟區。 

(2)X 國為越南。(A)應為汶萊；(B)越南曾被法國殖民；(D)應為新加坡。 

(3)(B)南海仲裁將會造成中國大陸與東協其他國家的南海主權爭議更難以和平

談判的方式解決，進而影響中國大陸「一帶一路」中的海上絲路政策發展。

(A)南海仲裁認證了此地區的自由航行權；(C)臺灣仍保有太平島之控制權，另

外漁權雖有爭議，但因臺灣不接受仲裁結果，目前我國漁船還是可繼續作業；

(D)東協其他國家基於日後與中國大陸交易往來的利益考量，並無全體表態支

持仲裁，菲律賓也無法因此增加在東協的主導權。 

◎ 2002年東協籌組單一市場，成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其會員國與東南亞國協十國

相同。「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自 2010年 1月 1日啟動，中國和 6個東協會員國撤除九

成貨物關稅和投資壁壘，這 6個國家為汶萊、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及泰

國，其他會員國，包括越南、柬埔寨、寮國和緬甸，已在 2015年跟進。更遠程的目標為

「東協+6」，將擁有 35億人口，總 GDP超過 21兆美元。請問： 

(   )24.  從東協中國到最終目標東協+6，可以看出東協積極拓展與其他地區的合

作，其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A)缺乏主導性的國家所以尋求外援 (B)東協會員國

數量太少，經濟效益不足 (C)區域內互補性較弱，自由貿易效益有限 (D)內需市

場購買力薄弱因此亟需開拓外國市場。 

(   )25. 東協+6整合成功，將對下列哪一國家造成嚴重的衝擊與威脅？ (A)美國 

(B)臺灣 (C)英國 (D)東帝汶。 

 解答  (1)C;(2)B 

   解析   (1)東協會員國大多生產出口農、林、礦及勞力密集的製品，彼此互補性弱，

所以要擴大與其他地區的合作。(2)東協+6 整合成功，臺灣將孤立於東亞地區，所以對於

臺灣將造成衝擊。 

 

◎2012年 8月底，在第四十四屆東協經濟部長會議及相關會議上，10個東協國家和 6個

夥伴國的經濟部長們一致同意在 2012年底之前開始 16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東南亞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談判工作，2019年 11月 4日，談判完成，但印度中途退

出。請問： 

(   )26. 東協十國中，哪一國家因石油、天然氣豐富，國小民富，社會福利家，近

年積極發展服務業以改善單一經濟結構的風險？ (A)汶萊 (B)新加坡 (C)菲律

賓 (D)泰國。。 

(   )27. 下列何者可能是印度退出的理由？ (A)擔心進口廉價商品入侵 (B)產品

輸往其他會員國更加不易 (C)進口原料價格提高 (D)中印邊界的衝突。 

 解答  (1)A;(2)A 

◎孟加拉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許多居民紛紛外移至鄰國，此現象與其容易發生的天災

頻率增加、消失的土地有關。請問： 

(   )28. 該國容易發生的天災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沙塵暴 (B)地震 (C)洪

患 (D)酸雨。 

(   )29. 近年來，該國「氣候難民」數量不斷攀升，請問其原因為何？(甲)持續上

升的海平面；(乙)因暖化而更加頻繁的熱帶氣旋；(丙)沿海地勢低窪；(丁)高科技

產業碳排量大。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丙丁。 

  解答  (1)C;(2)A 

   解析   (1)孟加拉人口密度大，因國土低窪，易受風災、水患之苦。 

(2)(丁)高科技產業的碳排量相對少於重化工業，且孟加拉的高科技產業尚不發

達。 

◎2004 年印尼蘇門答臘西北海域於當地時間 12 月 26 日上午 7：58 發生規模 9 的地震，

隨後引發強烈海嘯，海嘯影響範圍波及南亞，甚至到達 7,000 公里外的非洲。圖為海嘯

前進的等時線圖，圖中等時線間距為 1 小時，鋸齒狀的線條代表斷層線。請問： 

 
(   )30. 當天（12月 26日）索馬利亞東北沿海也受到這次海嘯的衝擊，造成上百人

失蹤。海嘯抵達該地的當地時間為何？ (A)10時 (B)12時 (C)14時 (D)16

時。 

(   )31. 發生地震的斷層線為南北向，所引發海嘯最強的波浪為東西向。下列哪個

國家由於位在該斷層線北方，海岸地區有許多小島和珊瑚礁屏障，因此受創程度遠

較其他鄰近國家輕微？ (A)印度 (B)柬埔寨 (C)泰國 (D)緬甸。 

  解答  (1)B;(2)D 

   解析   (1)索馬利亞東北沿海的時區（中央經線為 45°E），與地震發生地（中央經線

為 90°E）時差為 3 小時【（90－45）／15＝3】，而依海嘯前進等時線圖，地震

發生 7 小時後將抵達索馬利亞東北沿海，故其當地時間為 12 月 26 日 12 時

【（7：58）＋7－3＝（11：58）】。 

(2)依圖來看，緬甸正好位於該斷層線北方，故受創程度較小。 

◎東南亞國協(ASEAN)在 1967 年是為了防堵共產勢力擴張而成立，後來轉往經濟領域的

合作。目前已成立東協加一，未來進一步達成東協加三（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東



協加六（東亞綜合經濟夥伴）(CEPEA)等目標。請問： 

(   )32. 下表為東協三個成員國目前的發展特色。依序判斷，何者是正確的配對？ 

(A)新加坡、越南、寮國 (B)汶萊、泰國、緬甸 (C)新加坡、泰國、柬埔寨 (D)

汶萊、越南、柬埔寨。 

國家 甲國 乙國 丙國 

特色 
東南亞的金融中心，以轉

口貿易為主 
生產電子、汽車零組件為主 發展紡織業，以成衣為大宗 

  

(   )33. 目前東協需要最先解決的課題為何？ (A)出口產品同質性高 (B)內部勞

力資源不足 (C)設備老舊不敷使用 (D)國外投資資金偏低。 

  解答  (1)C;(2)A 

   解析   (1)甲：目前東南亞金融中心以新加坡著名於世，以服務業為核心；乙：生產

電子、汽車零組件，應選「亞洲四小虎（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

之一的國家；丙：紡織業等輕工業則選擇越南、寮國、柬埔寨之一。 

(2)出口產品同質性高，各國多輸出農礦產品，互補性低。 

◎以下為「世界綠色和平組織」對日本使用東南亞熱帶雨林資源的一則報導：「日本國內

禁止伐木，卻大量使用免洗筷，並有過度精緻包裝的文化；木材進口量年年增加，如

1998 年進口熱帶木材的總值達 3 百億美元，而這些木材主要來自東南亞地區。」請回答

下列問題： 

(   )34. 「世界綠色和平組織」對日本利用林木資源態度的主要批判是： (A)鼓勵

國內大量消費木材製品及紙類包裝 (B)保育本國資源卻大肆使用他國森林資源 

(C)視木材為該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商品 (D)對森林資源的保育態度消極或漠不

關心。 

(   )35.  過度包裝和大量消費免洗筷對熱帶雨林區最直接的影響為何？ (A)生物

多樣性減少 (B)生物量生產力降低 (C)森林面積急速縮減 (D)表土層沖刷嚴

重。 

  解答  (1)B;(2)C 

   解析   (2)題目所問為消費免洗筷的「直接」影響，所以應為森林面積的縮減。 

(A)(B)(D)皆為間接影響。 

◎印度近幾年雨季期間雨水不足，導致全國許多地區發生乾旱，超過 3 億人的生活受到

嚴重影響，窮困農民在乾旱與舉債之間惡性循環，在生與死之間掙扎。然而印度氣象局

預測，未來印度發生乾旱的機會還可能更多。請問： 

(   )36. 印度的雨季長短與下列哪一風系最有關係？ (A)西風帶 (B)東北信風 

(C)西南季風 (D)副熱帶無風帶。 

(   )37. 雨水不足對印度農業影響甚大，甚至攸關農民生死，這樣的現象與當地哪

一項農業特徵最相關？ (A)耕地面積有限 (B)農業人口數多 (C)種植經濟作物 

(D)水利設施不足。 

  解答  (1)C;(2)D 

   解析   (1)印度為熱帶季風氣候，降雨主要來自西南季風。 

(2)印度水利設施不足，且儲水效率低，無法滿足灌溉需求，因此大部分耕地

依賴降雨。 

 

 

 

 

 

◎以下四幅是南亞四個地區的氣溫雨量圖。請問： 

     

   (甲)         (乙)         (丙)         (丁) 

(   )38. 哪個地區的氣候類型的年雨量變率應最大？ 

        (A)甲 (B)乙 (C)丙 (D)丁。 

(   )39. 哪個地區的氣候類型的成因是常年受到高壓籠罩？  

        (A)甲 (B)乙 (C)丙 (D)丁。 

(   )40. 甲氣候區在 6、7、8、9四個月份的雨量都接近或超過 300mm，除了受到夏

季季風影響之外，最可能還有什麼原因？ (A)暖流影響 (B)ITCZ籠罩 (C)熱帶

氣旋移入 (D)鋒面滯留。 

(   )41. 從圖乙的氣溫資料顯示，最高溫的季節在 4月，而非 7月，請問最可能的

原因為何？ (A)地勢較高，故 7月溫度較低 (B)7月降雨較多，導致降溫 (C)4

月副熱帶高壓籠罩，故溫度較高 (D)緯度較低，故 4月呈現高溫。 

  解答  (1)C;(2)C;(3)C;(4)B 

   解析   (1)乾燥區的年雨量變率較大，故選年雨量最少的(C)。 

(3)南亞地區的降雨，主要受到夏季西南季風和熱帶氣旋的影響。 

 



◎表為印度最大都市孟買的歷年市區人口統計。請問： 

年代 1600 1800 1845 1910 1955 1995 2005 2015 

人口（萬人） 1 20 50 100 300 1,000 1,250 2,260 
  

(   )42. 由表中數據可知，1600～1800年間，每 10年人口僅增加約 1萬人，但

1995～2005年間，每 10年人口增加約 250萬人。如此大的人口增幅，主因為下列

何者？ (A)社會增加率高 (B)自然增加率高 (C)工業化程度高 (D)都市成長率

高。 

(   )43. 在印度，孟買等大都市由於人口增加率過高，都市裡的人口問題日益嚴

重，部分貧民窟的人口平均壽命甚至不及 45歲，主因為何？ (A)酗酒造成意外事

件頻傳 (B)戰爭頻仍 (C)職場工安問題嚴重 (D)衛生及醫療條件差。 

  解答  (1)A;(2)D 

   解析   (1)印度大都市人口成長快速的主因為過多農村貧窮人口的移入。 

(2)由於貧民窟地區的居民生活品質低落，且衛生及醫療條件差，缺乏保健觀

念，故愛滋病傳染速度極快，導致部分地區的人口平均壽命甚至不及 45 歲，

亦使得南亞成為全球愛滋病蔓延問題萌生的主要區域之一。 

◎印度半島氣候受季風影響，降水分布甚不平均。東北部山區年雨量高達 3,000 毫米以

上；西北部為乾旱區，年雨量 250 毫米以下；最南端為熱帶雨林區，年雨量 2,500 毫米左

右。大部分地區夏季來得早，全年最高溫出現在北半球夏至前。表為印度半島某都市的

氣候資料表。請問： 

▼印度半島某都市的月均溫與月雨量 

（1971～2000 年） 

    要素 

月份  

氣溫（℃） 雨量（毫米） 

1 24.5 0.8 

2 24.8 0.8 

3 26.9 0.3 

4 28.6 1.6 

5 30.1 8.9 

6 29.1 581.3 

7 27.7 701.0 

8 27.3 459.4 

9 27.7 268.8 

10 28.7 55.5 

11 28.0 16.3 

12 26.2 4.3 

年 27.5 2,099.0 
  
(   )44. 對於印度半島氣候的描述，下列哪兩項是正確的？(甲)3～5月日照強烈；

(乙)6～9月雲量多；(丙)10～12月濕度大；(丁)1～2月吹西南季風。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   )45. 表中為下列何種氣候類型？ (A)熱帶季風 (B)熱帶沙漠 (C)熱帶雨林 

(D)草原氣候。 

(   )46. 印度西北部氣候乾旱的最主要原因是？ (A)高山屏障 (B)沿海有深層湧

升流 (C)深處內陸 (D)受高壓沉降氣流影響。 

  解答  (1)A;(2)A;(3)D 

   解析   (1)印度半島的季節分為 6～10 月的雨季、11～翌年 2 月的涼季以及 3～5 月的

熱季。故(丙)10～12 月已進入涼季，濕度不如夏季時大；(丁)1～2 月吹微弱的

東北季風。 

(2)(C)孟買屬於熱帶季風氣候，與表中數據顯示終年高溫、夏雨冬乾的特徵相

符。(A)喀拉蚩為熱帶乾燥氣候；(B)可倫坡為熱帶季風氣候，但由於東北季風

經過海面帶來水氣，故與臺灣東北部同樣具有冬雨的特徵；(D)乞拉朋吉位處

東北部山區，雨量高達 12,000 毫米，為全世界雨量最多的地區。 

(3)(D)印度西北部出現熱帶乾燥氣候的主因為受到高壓籠罩，且位於西南季風

吹拂的末端所致。 

◎印度社會森嚴的種姓制度，對印度社會產生極大的影響。請回答 47～48 題： 

(   )47. 種姓制度主要是與哪一宗教有關？ (A)佛教 (B)印度教 (C)基督教 

(D)錫克教。 

(   )48. 下列選項何者「不是」種姓制度對印度社會產生的影響？ (A)社會動盪不

安 (B)擴大貧富差距 (C)限制經濟發展 (D)教育機會不均。 

  解答  (1)B;(2)A 

   解析   (1)種姓制度乃是由雅利安人在定居印度後，透過印度教而建立的階級制度。 

(2)因種姓制度結合印度教中輪迴、業報等思想，使印度人民安於所處環境，

不易挑戰階級關係，相當程度維持了社會的安定。 

◎南亞的農業活動多集中在可灌溉之地，自古以來，農民不斷的改良水利設施，充分利

用河水和地下水，發展灌溉農業。請回答 49～50 題： 

(   )49. 灌溉對南亞的農業發展來說至為重要，主要是導因於下列哪些環境特徵？

(甲)終年高溫炙熱；(乙)雨量變率較大；(丙)降水季節集中；(丁)雨季和生產季不

一致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   )50. 因為灌溉水源珍貴，常使農夫只灌不排水，進而引起下列哪一環境問題？ 

(A)地層下陷 (B)河川斷流 (C)土壤液化 (D)土壤鹽鹼化。 

  解答  (1)C;(2)D 

   解析   (1)南亞為熱帶季風氣候，但因降水集中夏季，且空間分布不均，加以降水變

率大，故灌溉對農業發展極為重要；(甲)氣溫高低與灌溉與否關係較小；(丁)

印度雨季為作物生長季節，並無不一致的問題。 

(2)土壤鹽鹼化的發生，與只灌溉不排水的關係最為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