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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高中
113 學年度

第一學期 高二地理科期末考測驗 

考試範圍：地理（二）第六章～第七章                         114.01.20 

適用班級：204~207 班                      ■答案卡 ■答案卷 

                                                                  

一、 單一選擇題：86%（每題 2 分，需畫卡） 

1. 臺灣各原住民族多屬「南島語族」，每年在臺東所舉辦的「南

島文化節」更是聚集了中外南島文化民族共襄盛舉，在此活動

中，下列哪一地區的原住民最不可能出現？  

(A)加納利群島 (B)紐西蘭 (C)琉球群島 (D)東加群島 

2. 臺灣自古即為各族群與列強移墾殖民的重地。請問下列關於臺

灣族群的敘述哪二項正確？(甲)清朝泉州人多分布於西部沿海一

帶，從事貿易、漁撈和農耕等活動；(乙)清朝漳州人分布於內陸

平原，發展農業，還善於利用原鄉經驗，在丘陵、台地引水開闢

梯田；(丙)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配偶因生活習慣相近，以來自印

尼最多；(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近 200 萬來自中國各省的軍民

隨國民黨政府遷臺，散居都市及其周圍。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3. 灰面鵟鷹又稱灰面鷲，夏季時繁殖於西伯利亞、中國東北、朝

鮮和日本等地，冬季時則前往東南亞過冬。灰面鷲在南遷的過程

中於國慶日前後過境臺灣，所以又稱國慶鳥。臺灣通史上記載：

「每年清明，有鷹成群，自南而北，至大甲溪畔鐵砧山，聚哭極

哀，彰化人謂之南路鷹。」此為描寫灰面鷲春季北返過境臺灣時

狀況。請問灰面鷲以臺灣為過境地點的現象，與臺灣哪二項特色

有關？(甲)板塊接觸位置；(乙)位居東亞島弧中樞；(丙)靠近亞

洲大陸；(丁)複雜多樣的地形。(A)甲乙(B)甲丙(C)乙丙(D)乙丁 

4. 臺灣有些地名的命名

與當地地形特徵有

關。圖(一)為大漢溪部

分河段的經建版地形

圖，其中有許多地名

命名為「XX 坪」。試問

「坪」這種地名與下

列何種地形有關？ 

(A)氾濫平原 (B)河階 (C)沙洲 (D)三角洲  

5. 圖(二)是臺灣某座橋梁上的

標誌。該圖的拍攝地點，最

可能位於下列哪條河川的流

域？ 

(A)大甲溪 (B)大安溪  

(C)秀姑巒溪 (D)濁水溪  

6. 據報導：「1980 年代，臺灣

傳統製造業前仆後繼西進中國…。近年，金融業、餐飲業到文

創、服務產業，紛紛進攻中國的一線都市。」由上文可知，中國

人口數量眾多，對臺灣企業的吸引條件改變了，其改變趨勢為？  

(A)廣大內需市場→提供充沛勞力 (B)提供充沛勞力→廣大內需

市場 (C)提供高階管理人才→廣大內需市場 (D)提供高階管理

人才→提供充沛勞力 

7. 中國政府為解決出口導向廠商勞力成本上升的問題，可能提出

的政策與將面臨的困境為何？ (A)鼓勵工業區位向南移轉，但須

面臨關稅的課徵問題 (B)鼓勵工業區位向內陸移轉，但交通運輸

將是一大挑戰 (C)釋放第一級產業人口，但農業須轉型為生態農

業 (D)釋放第三級產業人口，但內需市場規模可能會出現萎縮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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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圖(三)為 1956～2022 年日本經濟成長率走勢圖。某時期日圓

急速升值，日本政府採取低利率因應，卻造成股市和房地產暴漲

的現象，稱之為泡沫經濟。上述指的是圖何段時間？  

(A)甲 (B)乙 (C)丙 (D)丁 

9. 「中國的地勢由西向東傾斜」，下列哪二項現象與上述事實有

密切關聯？(甲)海洋空氣深入內陸；(乙)收穫次數向北遞減；

(丙)主要河川注入太平洋；(丁)南、北方的冬季溫差大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10. 臺灣及韓國在二次大戰結束後開始工業化，經濟成長相當快

速，與新加坡及香港被稱為「亞洲四小龍」，請問臺灣及韓國在

經濟發展過程中，最類似的特徵為下列何者？             

(A)皆大力發展製糖業 (B)皆無發展文化產業             

(C)初期以民間企業主導 (D)後期以出口導向為主 

11. 中國區域發展具有下列哪三項特徵？(甲)西北半壁人民的生活

空間遠較東南半壁充裕；(乙)農村人口大量湧入都市，都市人口

比例已達 80%；(丙)為平衡區域間之差距，中國政府進行「西部

大開發」計畫；(丁)高經濟成長率主要出現在東部沿海地區，此

與大量來自農村的流動人口，提供充足的勞動力有關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12. 改革開放後，中國工業產值的年平均成長率大幅超越世界平

均，許多產品的產量高居世界第一，而有「世界工廠」之稱。中

國成為「世界工廠」對全球將帶來下列哪三項影響？(甲)加速全

球暖化現象；(乙)造成許多國家勞動就業機會大量流失；(丙)石

油進口依存度攀升，使國際石油價格上漲；(丁)掌握創新、核心

技術，未來將進行全球布局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13. 圖(四)四張氣候圖為臺北、臺中、高雄、花蓮的氣候圖，各地

氣溫和降水量呈現明顯的區域差異。影響四個地區降水量差異的

主要原因，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迎背季風  (B)海拔高度 

(C)緯度差異  (D)風帶季移 

14. 「韓國是一個『政府干預型』的經濟典型國家，政府藉著推行

經濟保護政策、運用減低稅收、仲介銀行予以借貸等措施來扶植

少數大財團，使得大財團過度投資、企業負債過高，加上國家外

債負擔沉重、金融體質欠佳以及外匯流動性嚴重不足，在 1997

年及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中，韓圜劇貶、股價重挫、大集團陷入

財務危機，使得韓國成為亞洲經濟受創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上

文中的現象，可能會對韓國帶來下列哪些影響？(甲)擴大社會內

部的貧富差距；(乙)進口替代輕工業產業快速成長；(丙)經濟易

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丁)會帶動相關連鎖的中小企業成長。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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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圖(五)為中國「中高端製造

業」往中西部地區設廠示意

圖。中國「產業大遷移」促使

一線城市轉型，中西部核心二

線城市崛起。圖中地區崛起的

原因為何？(甲)人力成本較東

部地區低；(乙)鐵礦資源豐

沛；(丙)政府政策鼓勵；(丁)內陸地區，國防安全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乙丁 

16. 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在經濟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制訂各種措施以促

進經濟發展，這些措施未包括下列何者？ (A)成立經濟特區 

(B)合作探勘石油礦 (C)開放城市 (D)設置經濟技術開發區 

◎2021 年春季，臺灣各地進入不同程度的減壓供水、限水、停

耕、歇業等情況，此為自 1947 年以來最嚴

重的乾旱事件。圖(六)為 2021 年 5 月 21

日臺灣水情燈號分布圖。請問 17~18 題： 

17. 臺灣西半部在春季時常有用水緊張的現

象，此與下列何者最相關？ (A)涼流流

經，不易成雨 (B)地勢平坦，難以攔截

水氣 (C)蒸發旺盛，地面水難留存 (D)

季風氣候，冬季為乾季 

18. 以下是從供水情勢圖中所得到的訊息與

判斷，正確的敘述為何？           

(A)東北部水情較西南部正常，係冬季迎風降雨所致         

(B)西部比東部用水緊張，是因為河流規模較小、可蓄水量少 

(C)東北部水情較西南部正常，主要是因家庭生活用水量較少 

(D)西部比東部用水緊張，原因是東部主要用水產業非農業部門 

19. 日本歷經了泡沫經濟破滅之後，至今經濟雖尚未完全復甦，但

也有著調整與重振。請問下列有關日本目前經濟發展的敘述，正

確的有哪些？(甲)將國內工廠全數移往外國；(乙)高科技產品深

受國際市場青睞；(丙)文化創意產業發達；(丁)觀光業為國家經

濟支柱。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20. 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 2012 年上任時，提出振興日本經濟的

「三支箭」政策，積極發展觀光是主要政策之一。以下「安倍三

支箭」的哪項政策，對於日本吸引外國人訪日觀光有最直接的幫

助？ (A) 增加貨幣供應量使日圓貶值 (B)加強女性就業   

(C)通貨膨脹達 2% (D) 調高消費稅 

◎學者觀察臺東某一原住民族，發現該族群喜愛採食野菜，45 歲

以上的人多半具備一定的野菜知識，但不採神農嚐百草方法，而是

承繼過去流傳下來的既有系譜。最重要的原則是絕不取而竭之，需

要時才去拿，也不排斥他人來私人土地採集。但該文化近年逐漸凋

零，族人遂在每年豐年祭開始前，辦理青年訓練營（Pakalungay），

從中喚起新生代的野菜文化。請問： 

21. 文中提及的「野菜文化」，可用下列哪一個概念解釋？    

(A)效益主義 (B)科學歸納 (C)環境負載力 (D)環境知識 

22. 此原住民族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泰雅族 (B)拉阿魯哇族 

(C)阿美族 (D)賽夏族 

23. 圖(七)為日本四大公害病分布，

請問四大公害病均出現在沿海地

區，主要原因為何？                    

(A)沿海平原寬廣，農業發達                          

(B)資源仰賴進口，工業區集中沿海                            

(C)海岸線曲折多灣，海浪侵蝕強烈                 

(D)位於迎風坡，降水充足 

圖(五) 

圖(六)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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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國由於貧富差距大、失業率高，導致買不起房、不敢結婚

等各種社會問題，讓當地年輕人用「地獄朝鮮」來自嘲身處時代

的困境。不同於臺灣以中小型企業為產業發展重心，韓國大型財

閥的獨占性，使年輕人以進入大企業工作為主要目標，進而衍生

出非畢業自明星大學無法進入大企業的升學壓力。韓國在 1980 年

代後轉型高科技產業，從單純代工製造，躍升成能掌握部分中高

階製造技術，及創立自有品牌的高科技大國；升級帶動了相關人

才需求，但 2000 年後大學畢業人數大增，求職壓力仍相當大，因

此韓國工程師身價沒有想像中的好。除了就業競爭大，低薪也是

韓國嚴重的社會問題；「88 世代」指的是月薪 88 萬韓元的年輕族

群，大約等同兩萬多臺幣，且韓國各項物價比臺灣高，88 世代要

維持基本開銷很困難，於是低薪問題造成必須放棄戀愛、結婚、

生子、就業、買房、人際關係與希望的「七棄」現象。        

請問 24~26 題： 

24. 造成「韓國工程師身價沒有想像中的好」可能原因為何？ 

(A)韓國高科技製造產業主要承接低附加價值的組裝工作 (B)韓

國國內相關科系畢業競爭者數量眾多 (C)在基本薪資保障制度

下許多企業選擇裁員 (D)韓國高科技製造產業工廠外移至東南

亞等國家 

25. 下列哪個是「88 世代」所衍生的韓國社會現象？ (A)扶養比

下降 (B)人均所得提高 (C)晚婚不願意生小孩 (D)財團發展

為主的經濟型態 

26. 若要改善「地獄朝鮮」的問題，哪一項是可行的解決政策？ 

(A)提高基本薪資 (B)加碼生育津貼 (C)加強老年安養政策 

(D)發展勞力密集產業增加就業機會 

27. 圖(八)為朝鮮半島人口密度圖，造成人

口如此分布的主要原因為下列何者？ 

(A)北部為共產政治體制，南部為民主政治

體制(B)北部多工業資源，南部多農業資源 

(C)太白山脈支脈大多由東北向西南低降 

(D)東部海岸平直，西部海岸多灣澳、島嶼 

28. 圖(九)為 2014 年中國三級產業就業人口

比例及 GDP 產值比例橫條圖。根據圖中資

訊，可以得到下列哪三項推論？ 

(甲)農業人口有所得偏低的現象；    

(乙)第三級產業從業人口數

最多；(丙)中國工業已轉型

為以生產附加價值高的產品

為主；(丁)中國經濟發展以

工業、服務業為主軸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圖(十)為中國、日本及

韓國的特色料理。請問： 

29. 關於圖(十)中料理所

用之作物的耕種特色或

文化，下列何者正確？ (A)單位勞力產量高 (B)單位面積產量高 

(C)農業家庭晚婚、晚育 (D)為中國北方主要作物 

30. 圖(十)中料理所用之作物出現於中國、日本及韓國，除了文化

的傳播以外，尚有共同自然環境所致，而下列自然環境特徵何者

正確？ (A)氣候皆深受季風氣候影響 (B)皆擁有廣大平原   

(C)地質年代皆久遠且堅硬 (D)皆因火山灰燼使土壤肥沃 

圖(八) 

圖(九)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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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2013 年發起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提

議，致力於區域內基礎建設並期望經濟穩定發展，其會員國如   

圖(十一)所示。此外，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策略，打造世界最長

的經濟長廊。請問 31~33 題： 

 

31. 圖(十一)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創始成員國分布，中國合作

對象擴及世界哪些地區？(甲)歐洲；(乙)亞洲；(丙)非洲； 

(丁)北美洲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32. 文中「一路」起點都市所在的經濟帶具有下列哪二項特色？

(甲)都市化程度高；(乙)工商業發展快速；(丙)金屬及重工業發

達；(丁)發展畜牧的絕佳場所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33. 圖(十一)中的甲作為經濟長廊上的重要都市，在發展經濟的過

程中，必須解決哪項環境特徵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A)日照時

數短 (B)終年低溫 (C)礦產蘊藏量低 (D)年降水量稀少 

◎2019 年 3 月 1 日韓國連續六天處於嚴重霧霾的空汙危害，韓國

環境部表示造成霧霾的主要原因除了空氣不流通，導致細懸浮微粒

累積聚集，根據當時的盛行風及鄰國主要工業區分布判斷，韓國認

為霧霾可能來自該國，但該國嚴正否認，並反控韓國國內的空汙也

可能是主因。為了改善韓國境內的空汙問題，韓國希望與某國合

作，在「甲」海域上實施人造雨，藉此減少飄入朝鮮半島的汙染

物。圖(十二)為該季節的等壓線

以及東亞主要工業區分布圖。 

34. 此時韓國境內主要的盛行風

向為何？(A)東北風 (B)西南風 

(C)東南風 (D)西北風 

35. 「甲」海域的位置在圖中   

I～IV 何處？  

(A)I (B)II (C)III (D)IV 

◎2022 年南橫公路歷經多次損

毀、搶通又重建，終於全線通車。

2009 年莫拉克颱風造成南橫公路中

斷，其中以梅山口到向陽路段受創最

嚴重，而且由於公路所行經之處多為

水文、地質相當不穩定，易有邊坡坍

方導致工程進度延宕。圖(十三)為南

橫公路的通車路段。請問 36~37 題： 

36. 南橫公路易有邊坡坍方致使交通

中斷，與下列哪些原因最相關？

(甲)季風氣候具有降水量變率大的特性；(乙)地處板塊交界帶的

附近；(丙)地層下陷致使土壤液化嚴重；(丁)颱風造成降水強度

大。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圖(十一) 

圖(十二)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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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據上文，南橫公路受創嚴重的路段，位於下列哪一個國家公

園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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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失業人口不斷上升，領取失業金的人數也隨之增加。然

而，最近報導指出，申請失業金的審核標準愈來愈嚴格，甚至有

些申請人被要求退還已領取的失業金，這種現象在深圳尤為嚴

重。深圳作為中國的科技重鎮及最早開放的地區，其也是沿海五

大經濟特區之一。儘管如此，曾經帶來豐厚稅收和大量就業機會

的外資逐漸撤離，導致稅收減少，失業人口增加，失業金因此陷

入不足的困境(參考資料：關鍵評論網)。請問 38~39 題： 

38. 根據題幹可知，深圳成為最早開放的地區與下列哪些區位優勢

最為相關？(甲)原料；(乙)勞力；(丙)交通；(丁)政策；(戊)市

場。 (A)甲乙丙 (B)甲丁戊 (C)乙丙丁 (D)丙丁戊 

39. 外資會撤離深圳，最可能與中國東南沿海哪一區位優勢消失有

關？ (A)勞力 (B)原料 (C)市場 (D)交通 

40. 臺灣自十七世紀起開始與世界接軌，先後受到不同文化的洗

禮，現今的生活中存在著多元文化的色彩。下列有關臺灣文化景

觀的說明，哪些最為合理？(甲)臺鐵「普悠瑪」列車是以臺東西

拉雅族語來命名；(乙)新北三峽老街的街屋有巴洛克風格紋飾，

為荷西時代所留下的建築；(丙)臺中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活動是

由漢人的宗教祭典發展而來；(丁)花蓮瑞穗、池上、關山等地名

是日本殖民時所留下的地名；(戊)燒餅、油條、牛肉麵等美食是

隨戰後中國軍民來臺所帶入。  

(A)甲乙丙 (B)甲丁戊 (C)乙丙丁 (D)丙丁戊 

41. 臺灣工業發展歷程包括：(甲)資本密集階段；(乙)技術與知識

密集階段；(丙)農業原料與勞力密集階段。若依發展時間先後排

序，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甲乙丙 (B)乙丙甲 (C)甲丙乙 

(D)丙甲乙 

◎2023 年 6 月，連日豪雨造成臺 9 丁線舊蘇花公路發生邊坡土石

坍方而道路中斷，所幸無人員傷亡。圖(十四)為蘇花公路示意圖。   

請問 42~43 題： 

 

 

 

 

 

 

 

 

 

 

 

 

42. 在蘇澳至東澳路段，最可能欣賞到下列哪個海岸地形？ 

(A) (B)  

 

 

(C) (D) 

 

 

 

43. 聯絡宜蘭與花蓮的蘇花公路，主要穿梭於哪一座山脈的陡峭山

壁之間？ (A)雪山山脈(B)中央山脈(C)海岸山脈(D)玉山山脈 

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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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合題：14% (請作答於答案卷上) 

◎ 1990 年代，日本製半導體全球市占率 49％，九州作為日本半導體

產業聚集處，擁有「矽島」之美名，相較日本其他地區，九州降水穩

定且平均而備受青睞。但近 20 年來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衰退，使原本

設廠於九州的工廠陸續撤出或縮小規模。 

  日本半導體產業沒落可追溯到《廣場協議》及《美日半導體協

議》的簽訂，1985 年日本家電、汽車、半導體大量出口至全球，歐美

各國為處理巨大貿易逆差問題，簽訂協議迫使日圓升值、並要求日本

開放市場以及對其半導體產品課徵關稅，造成日本製半導體在全球市

占率持續下跌。與此同時，韓國三星趁機崛起，台積電以晶圓代工模

式問世，日本企業則節節敗退，重塑全球半導體產業的新版圖。 

  2021 年日本加速半導體供應鏈的調整，面對全球地緣政治風險不

斷升溫，積極拉攏多家大型晶片廠於九州設廠，包含台積電與日本

SONY 等多家知名企業，其中位處九州中心的熊本縣，因地形特徵而有

豐沛地下水湧出，可供半導體製程所需用水而成為發展重鎮。隨著晶

圓代工龍頭台積電的進入，成功帶動當地基礎建設需求及相關供應

鏈，再加上日圓貶值及「Made in Japan」的品質保證，讓日本半導

體產業有望迎來翻身的機會。請問 44~47 題： 

 

 

 

 

 

 

 

 

 

44. 根據文中對於九州地區降水的描述，下列哪一氣溫雨量圖所代

表的氣候類型與九州地區相同？(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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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在《廣場協議》和《美日半導體協議》簽訂後，下列哪些選項

正確描繪出 1985～1989 年的社會現象？（甲）日製半導體產品

被課徵高額關稅，逐漸失去競爭力；（乙）日本的半導體產業再

創高峰，長期壟斷半導體市場；（丙）日圓大幅貶值，吸引大量

國外旅客前往日本大肆消費；（丁）因應日圓升值，政府採低利

率政策，最終經濟泡沫化。(2 分)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46. 下圖為中、日、韓三國經濟發展歷程示意圖（未依序排列），

根據文中判斷「日本」為甲～丙哪一代號？（填寫代號）(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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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圖(十五)為熊本縣部分地區等高線地形圖，圖中「菊陽町」為台

積電設廠地區。首先請從文中擷取熊本縣相較於九州其他縣市，

更能吸引半導體產業設廠的「自然優勢」文句，接著根據等高線

圖(十五)判斷台積電設廠地區最接近何種地形？  

 

 

◎截至 2023 年 5 月，臺灣陸域風機數量已超過 200 座，沿岸地區常

可見其巨大身影，但為何還要持續設立風機呢？又為何要將風機

遠「離」海「岸」呢？設於海上的離岸風機可不受限於陸地上日

趨嚴格的環評規定；同時，亦可解決海岸邊較無足夠土地的限

制；更重要的是，遠離陸地建築、植物及地形阻礙的海上離岸

風，更為均勻且強勁，轉換的發電量更佳；最後，因應淨零排放

已成全球公約，企業將肩負更多減碳的壓力，努力趕上永續浪

潮。考量上述四點因素，於是催生了離岸風電的興起。 

  受惠於臺灣海峽兩側地形──中國東南沿海山脈及中央山脈的

狹管效應，沿岸風力資源豐富，再加上沿岸海床廣闊平坦，所以

極具離岸風電的開發價值。2023 年 3 月，時任行政院長表示，希

望藉由絕佳風場條件，搭配創新產業技術，引領臺灣成為全球離

岸風機的典範，順利走向淨零排放。 

  然而，20 層樓高的大型風機佇立在海上，雖然對居民及潮間帶

影響較小，但巨大且快速運轉的風扇及水下噪音，已對周遭生物

棲地帶來極大影響，例如中華白海豚棲息於苗栗至雲林之間的海

岸，與離岸風機點位高度重疊，因此，該如何在追求風力再生能

源及生態保育之間取得平衡，將是臺灣在克服離岸風電技術的同

時，無法避免的課題。 

*狹管效應（Valley effect）：

當氣流從廣大的東海海面灌

入臺灣海峽時，通行空間因

受兩側山脈地形阻擋而變得

狹窄，導致氣流受到擠壓，

在較狹窄的臺灣海峽風速變

得更加強勁，此種現象稱為

狹管效應。請問 48~50 題： 

48. 臺灣地名常能反映地形特徵，根據文中第二段的敘述，試思考下

列四個地名的地形環境，在哪地最有可能眺望數量較多的離岸風

機？ (A)鼻頭角 (B)石梯坪 (C)三條崙 (D)蘇澳 (2 分) 

49. 根據文中附圖(十六)，請找出圖中發電量最低的月份，並判斷臺

灣在該月份的地面天氣圖最接近下列何者？ (2 分) 

(A)   (B)  

(C)   (D)  

擷取

文句 

(1 分) 

地形 

（選

填代

號） 

__________

__(1 分) 

甲、三角洲 

乙、沖積扇 

丙、河階  

丁、U 型谷 

圖(十五) 

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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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圖(十七)為離岸風電潛力場址圖，顯示臺灣西部多個縣市都有開

發離岸風電的優勢，但如文中畫線處提及風機會對某些生物棲息

地帶來極大的影響，試思考哪些縣市開發離岸風電能源時，最可

能出現上述問題？（非選擇題，請依圖例沿縣市輪廓線繪製，並

以塗滿方式標示位置）(2 分) 

 

 

 

 

 

 

 

 

 

 

 

 

 

 

 

 

 

 

 

 

 

 

 

 

 

 

 

 

 

 

試題到此結束， 

祝各位同學作答順利! 

 

 

 

 

 

  

圖(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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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高中
113 學年度

第一學期 高二地理科期末考解答 

一、    單一選擇題 

1-5    A D C B C  

6-10   B B B B D 

11-15  C A A B B 

16-20  B D A D A 

21-25  D C B B C 

26-30  A C B B A 

31-35  A A D D C 

36-40  C D C A D 

41-43  D B B  

二、混合題：14% 

題

號 
作答區 配分 

44 
C 2 分 

45 
B 2 分 

46 （填寫代號） 

甲  2 分 

47 擷取文句(1 分) 

(未擷自文章不予計分) 

地形(1 分) 

（選填代號） 

2 分 

因地形特徵而有豐沛地下水

湧出 

乙 

 

 

 

 

48 
C 2 分 

49 
B 2 分 

50 請依圖例沿縣市輪廓線繪製，並以塗滿方式標示位置 

 

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