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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色蛾

歷年採集的蛾數目變化情形(年代 )

數
量

隻

單選題 (共 50 題，每題 2 分，請將答案畫在答案卡上) ： 

(   )1. 關於遺傳疾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李媽媽藉著咳嗽飛沫把感冒傳給她女兒，所以感冒是遺傳疾病 (B)陳先生

有色盲，但他兒子沒有，所以色盲不是遺傳疾病 (C)AIDS的病毒會經由母親的胎盤傳給胎兒，所以先天性 AIDS是

遺傳疾病 (D)小華由父母各得到一個白化症等位基因，因而得到白化症，所以白化症是遺傳疾病。 

(   )2. 下列何者可能是生物體發生性狀差異的原因？（甲）精子和卵結合；（乙）出芽生殖；（丙）營養器官繁殖；

（丁）基因突變；(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   )3. 下列哪一種不是遺傳疾病？(A)唐氏症 (B)H1N1新流感(C)紅綠色盲 (D)軟骨發育不

全症。 

題組假設某混合林是由樹幹顏色深的松樹和樹幹顏色淺的樺樹所組成，在此混

合林中有深色蛾和淺色蛾生存其間，並且有數種蛙類以捕捉這些蛾為食。長期以

來，張老師調查樹林中深色蛾和淺色蛾的數量，製作如右圖的生存統計圖表，請回

答下列 No.4~No.5 問題 

(   )4. 在哪一段時間開始，此地區可能因為為空氣污染，層層的黑煙把樹幹

都染成了黑色？ (A)西元 1910～1920 年 (B)西元 1920～1930 年  

(C) 西元 1930～1940 年 (D)西元 1940～1950 年。 

(   )5. 若此混合林中缺少蛙類，且無其他的生物以捕食蛾為生，請問下列何項推論較為合理？(A)蛾的體色深淺對其生

存的機率將無影響(B)不論深色蛾和淺色蛾，數目都將無限制增加 (C)若將松樹全部改種成樺樹，淺色蛾的數目

將快速增加 (D)松樹對深色蛾的生存提供很大的幫助。 

(   )6. 下列生物所遺留下來的東西，哪些可以稱之為「化石」？（甲） 三葉蟲休憩所留下的凹槽；（乙）古生物在岩壁

上所留下的爬痕；（丙）樹蕨所形成的煤礦；（丁）琥珀中的蚊子；（戊）恐龍的糞便；（己）岩層； 

（庚）現今食肉蟻的洞穴；(A)甲乙丙戊 (B)甲乙丙己 (C)甲乙戊己庚 (D)甲乙丙丁戊。 

(   )7. 有關馬的演化過程，下列何者是合理的？(A)馬在演化過程中體型由大變小 (B)馬的前肢腳趾由單趾演化為四趾

(C)為適應森林生活，由吃草演化為吃樹葉 (D)現代馬前腳上有一些看似無用的骨頭，可能是演化後遺留的痕跡。 

(   )8. 下列何者不是天擇的結果？(A)由於營養充足，現在學童平均身高年年增加 (B)深色松樹林中深色蛾較多  

(C)加拉巴哥群島的鷽鳥具有不同的嘴型 (D)長頸鹿頸子都很長。 

(   )9. 西元 2004 年臺大醫院研究發現，臺灣近年抗生素的濫用，讓鮑氏不動桿菌（簡稱 AB 菌）出現了全抗藥性，

現在幾乎沒有任何一種抗生素可以消滅它，病人的死亡率相當高。根據達爾文的演化論，何者是最可能的原因？

(A)抗生素刺激，使 AB 菌產生具抗藥性的突變種 (B)因為細菌吸收許多抗生素，使 AB 菌對抗生素的耐受性提高 

(C)抗生素造成選擇作用，使全抗藥性 AB 菌在族群的比例增大(D)為降低醫療費用，人類降低了抗生素的毒性。 

(   )10. 承上題，讓鮑氏不動桿菌（簡稱 AB 菌）出現了全抗藥性是因為下列何種情形造成的？(A)人擇後變異 (B)變異後

人擇 (C)天擇後變異 (D)變異後天擇。 

(   )11. 關於中生代時期，地球上生物分布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A)中生代的陸地上，已生長著許多高大的蕨類和裸子

植物 (B)動物都是大型爬蟲類，例如：恐龍，哺乳類尚未出現 (C)中生代末期，地球環境發生巨變，使恐龍滅

絕 (D)中生代時期，海洋中生存著許多魚類。 

(   )12. 陸地上植物出現的先後順序為何？(A)蕨類植物→裸子植物→蘚苔植物→被子植物 (B)蘚苔植物→蕨類植物→裸子

植物→被子植物 (C)裸子植物→被子植物→蕨類植物→蘚苔植物 (D)被子植物→裸子植物→蕨類植物→蘚苔植物。 

(   )13. 關於地球上出現或曾經存在過的生物，下列何者正確？(A)地球上的生物通常先有大規模的滅絕，而後才有適應新

環境的生物大繁衍 (B)鳥類比哺乳類更早出現在地球上 (C)兩生類是鳥類的後裔 (D)愈老的地層發現的生物化

石構造愈複雜、種類愈多。 

(   )14. 在某地（該地區未經過地層變動）由地表往下開採，採集到許多生物

化石，包括（甲）藍菌、（乙）始祖鳥、（丙）腔棘魚、（丁）原始人。 

請問出土的先後排列順序為何？(A)甲丙乙丁 (B)丙乙甲丁 (C)丁乙

丙甲 (D)乙甲丁丙。 

(   )15. 居藍採集了甲、乙、丙、丁、戊五種生物，附右圖是這五種生物的分類

階層關係，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A)甲乙丙三者同綱 (B)和丙親緣關係

最近的是乙 (C)甲和戊同科 (D)和甲親緣關係最近的是乙。 

(   )16. 下列有關生物分類的敘述，何者錯誤？(A)生物的分類中，階層愈高所包含的生物種類也愈多 (B)同種的雌雄個體

可以在自然情況下，互相交配，並產生具有生殖能力的後代 (C)生物分類的依據都是按照構造上的特徵 (D)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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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是以拉丁文組成，其屬名為形容詞，種小名為名詞。 

(   )17. 有關原生生物界的敘述，何者正確？(A)構造簡單，皆屬於單細胞生物 (B)是真核生物中最原始的一群 (C)變形

蟲是其中的成員之一，可行光合作用 (D)昆布、酵母菌屬於這一界。 

(   )18. 科學家主要是依據下列何種方式將原生生物界分為原生動物、 原生菌類及藻類？(A)營養方式 (B)運動方式 

(C)光合作用 (D)細胞數目。 

(   )19. 1 矽藻、2 石蓴、3 石花菜、4 新月藻、5 馬尾藻。可麗將上述五種藻類分成 1、4 與 2、3、5 兩組，

其分類依據為何？(A)葉綠體的有無 (B)細胞數目的多寡(C)液胞的有無 (D)細胞壁的有無。 

(   )20. 阿憲得了香港腳去請皮膚科醫生診治，醫生說人類的香港腳是由真菌感染所致，關於這種真菌的敘述如下：

（甲）可行光合作用；（乙）屬於原核生物；（丙）寄生在生物體； 

（丁）具有細胞壁；（戊）藉種子繁殖，下列何者正確？(A)甲乙丙丁戊 

(B)乙丙戊 (C)甲丁戊 (D)丙丁。 

(   )21. 右表中四種生物中，何者最不容易被環境淘汰？ 

(   )22. SARS又名「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是一種由冠狀病毒引起之疾病，於民國92年曾在臺灣流行，造成數十人死亡

。下列有關引起此疾病病原的敘述，有幾項是錯誤的？（甲）病毒不具有遺傳物質；（乙）病毒的外殼為肽聚醣所

構成；（丙）子宮頸癌、禽流感、登革熱都是由病毒所引起的疾病；（丁）病毒比細菌微小，需用電子顯微鏡才能

觀察得到；（戊）病毒的基本構造由外而內依序為細胞膜、細胞質、細胞

核；(A)１項 (B)２項 (C)３項 (D)５項。 

(   )23. 有犬、狼、狐狸、獅子、麻雀、海豚六種生物，附右表中為其分類上的關

係，請問下列何者錯誤？（甲）由資料可知，狐狸是屬於動物界脊索動物

門哺乳綱食肉目；（乙）和犬親緣關係最遠的生物是麻雀；（丙）和犬親

緣關係最近的生物是狼；（丁）由資料可知，與犬同目不同科的生物有二

種；（戊）犬、獅子、海豚在分類上只有二個階層會是相同的；(A)乙丁戊 

(B)甲丙 (C)丁戊 (D)甲丁戊。 

 

題組穿梭演化的時空隧道，回到地球的歷史時期，右圖代表地球形成至今的地質

時代，試回答下列 No.24~No.28問題：  

(   )24. 若丙是三葉蟲，右圖中從一到四的年代順序是: (A)寒武紀、古生代、中生

代、新生代 (B)前寒武紀、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 (C)新生代、中生代、

古生代、寒武紀 (D)新生代、中生代、古生代、前寒武紀 

(   )25. （Ａ）昆蟲；（Ｂ）爬蟲類；（Ｃ）裸子植物；（Ｄ）兩生類；（Ｅ）蘚

苔；（Ｆ）蕨類；（Ｇ）被子植物；（Ｈ）魚類；（Ｉ）恐龍；（Ｊ）鳥

類；（Ｋ）哺乳類；請問上列物種有幾種在右圖中的地質年代二的時期開

始出現？(A)4種 (B)6種 (C)7種 (D)8種。 

(   )26. 承上題，請問上列物種有幾種在右圖中地質年代三的時期開始出現？(A)4種 (B)6種 (C)7種 (D)8種。 

(   )27. 如果到各時代親眼見證生物的活動，並不會看見何種景像? (A)生物丙以藻類為食 (B)恐龍獵食生物乙(C)長毛象和

生物丁對戰 (D)生物戊和原始人搏鬥。 

(   )28.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魚類的胸鯺及腹鯺在地質年代一～三時期演化成可行走的四肢 (B)最早登陸的植物是蕨

類 (C)三葉蟲滅絕的年代是在地質年代二結束和地質年代三開始時 (D)地質年代三時期的標準化石包含三葉蟲。 

題組請根據下文回答 No.29~No.31 

色盲主要分為紅綠色盲及藍黃色盲兩大類，藍黃色盲極為少見，多數色盲患者為紅綠色盲。紅綠色盲大部分都是由遺傳上

的缺陷而來，稱之為先天性紅綠色盲，少部分是後天因視神經的疾病引起的。 

先天性紅綠色盲屬於 X染色體性聯隱性遺傳疾病，男性發生機率為 4.7-8.0%，女性帶因率為 9-15%，其可分為兩種色盲：

紅色盲與綠色盲。由於兩者的症狀很相近，臨床上不易區分，所以通常以紅綠色盲作為稱呼。紅綠色盲的患者對紅、橙、

黃等三種顏色都看成黃色，較偏藍紫的顏色均視為藍色，而對綠色的感覺很差，面對一片翠綠的森林只能看到黑、白、灰

所構成的顏色。視網膜上感光細胞有三種，分別感應紅色光線、綠色光線、與藍色光線，紅綠色盲的發生是因為視網膜上

感光細胞的缺乏所產生的。紅色盲缺乏感應紅色光線的細胞、綠色盲缺乏感應綠色光線的細胞，這些感光細胞的缺乏，與

X染色體上的含有色覺缺陷的隱性基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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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請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紅綠色盲的患者對藍色的感覺很差 (B)紅綠色盲的患

者面對一片翠綠的森林只能看到黑、白、灰所構成的顏色 (C)色盲主要為紅綠色盲及藍黃色

盲，其中藍黃色盲較常見 (D)男生必須有兩個色盲的等位基因才會有色盲的症狀。 

(   )30. 附右圖為一家族的紅綠色盲遺傳因子譜系圖，其中圓形代表女生，方形代表男生，塗黑者表

示有紅綠色盲，請判斷推測 6號及 7號再生一個男孩有紅綠色盲的機率有多少？(A)25% 

(B)50% (C)75% (D)100%。 

(   )31. 試判斷有關紅綠色盲的敘述，下列選項何者正確？(A)若一男孩的雙親均非紅綠色盲患者，但檢驗證實他患有紅綠

色盲，此紅綠色盲等位基因最可能來自外公或外婆  

(B)女兒有紅綠色盲，媽媽一定有紅綠色盲 (C)媽媽有紅

綠色盲，女兒一定有紅綠色盲 (D)兒子有紅綠色盲，爸

爸一定有紅綠色盲。 

(   )32. 附右圖有關原生生物的特徵，何者不正確？ 

(   )33. 甲.由肺炎鏈球菌所引起的肺炎、乙.愛滋病、丙.流行性

感冒、丁.金黃色葡萄球菌引起的食物中毒、戊.子宮頸

癌，上述疾病何種疾病可以抗生素治療(A)甲、丁、戊  

(B)甲、丁 (C)乙、丙 (D)丙、丁、戊。 

(   )34. 科學家將附圖六種野鼠建立一個檢索表，分類如下，試依表選出正確的敘述為何？(A)表中○1是根據耳朵

的長度分類 (B)表中○2是根據體毛顏色分類 (C)表中○3是根據身體長度分類 (D)表中○5是根據尾巴長

短分類。 

 

 

 

請根據上面文章回答 No.35~No.37 

(   )35. 關於臺灣鮭，以下何者錯誤? (A) Oncorhynchus 是它的屬名，名詞 (B) formosanus 是它的種小名，形容詞  

(C)和日本櫻鮭的分類關係為同屬不同種 (D)臺灣鮭是學者建議使用的新學名。 

選 項 藻類 原生動物類 原生菌類 

(A)細胞核 有 有 有 

(B)葉綠體 有 沒有 沒有 

(C)維生方

式 

行光合作

用 

通常須從外界

攝取食物為生 

養分在體外

分解後吸收 

(D)細胞個 均為多細 大多為單細胞 多為多細胞

學者‥櫻花鉤吻鮭應正名臺灣鮭 (取材自 2010-11-26 自由時報)  

櫻花鉤吻鮭是臺灣的「國寶魚」是瀕臨絕種的保育類動物，分布在大甲溪上游、雪霸國家公園內的七家灣溪。超過攝

氏 18 度就無法生存，一般認為是冰河時期洄游至臺灣，在冰河退卻後，受水溫及地形因素陸封於高山溪流，形成「陸

封型」族群。日本人在臺灣發現櫻花鉤吻鮭後，在一九一九年四月臺灣農事報上將其命名為梨山鮭(Salmo saramao)，

但當年十一月又以臺灣鮭(Salmo formosanus)發表論文，若依動物命名規約，梨山鮭理應有命名優先權，但自臺灣鮭被

發表後，所有人卻誤將臺灣鮭當成是有效名。為順應我國使用習慣，且確認臺灣鮭的有效性，海生館何宣慶博士與海

洋大學水產養殖系郭金泉教授向國際動物命名委員會(ICZN)提出櫻花鉤吻鮭正名，他們向 ICZN 提出申請，經過了四

個月審查，最後梨山鮭列為無效名，「臺灣鮭」順理成章變為有效名。  

學名依序為屬名、種小名、亞種名，過去櫻花鉤吻鮭被認為是日本櫻鮭下面的亞種，學名為 「Oncorhynchus （鉤

吻屬）masou(櫻鮭種)formosanus （臺灣亞種)」，修改後為「Oncorhynchus formosanus」， 把 formosanus 提升到種小

名位置。  

郭金泉強調，他從 DNA 分子證據、脊椎骨與臀鰭數目，早就確認日本櫻鮭與櫻花鉤吻鮭是分屬不同的種。除學

名外，中文名稱也應一併正名為「臺灣鮭」，因為櫻花鉤吻鮭成熟時，牠們的身上既沒有出現粉紅色櫻花斑，且在鼻

子的吻端，也沒有往前延伸、往下鉤，所以「櫻花鉤吻鮭」的名稱會誤導一般大眾。因此建議以臺灣鮭魚為中文的官

方正式稱呼是最適當的，臺灣鮭魚的學名則是 Oncorhynchus formos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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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文中所述，用來區別魚種的方式有哪些?(甲)臀鰭的數目；(乙)地理分布；(丙)脊椎骨的數量；(丁) DNA 分子證據；

(戊)胚胎發育過程； (A)甲乙丙丁戊 (B)甲丙丁戊 (C)甲丙丁 (D)甲乙丙丁。 

(   )37. 日本櫻鮭的學名應該是 (A) Oncorhynchus masou  (B) Salmo saramao  (C) 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   
(D) Oncorhynchus japanus。 

(   )38. 請根據右圖回答下列何者正確？(A)在丙的原生生物界中可找到含葉綠體的生物 (B)丁為原生生物

界及菌物界才有的特徵應為蛋白質外殼 (C)三界共有特徵的甲可能是細胞核 (D)乙為菌物界才有

的特徵應為細胞壁。 

(   )39. 下列四種生物中哪一種生物與其他三者的關係最遠？(A)酵母菌 (B)黏菌(C)牛樟芝 (D)青黴

菌。 

(   )40. 乳酸桿菌；錐蟲；酵母菌；石蓴；靈芝；水黴菌；色球藻；矽藻；根據上

列生物之代號，請問何者正確？(A)以上八種生物中，具有細胞壁 (B)以上八種生物中，僅具有

葉綠素 (C)以上八種生物中，僅不具有細胞核 (D)以上八種生物中，屬於真菌界。 

(   )41. 甲.病毒；乙.眼蟲；丙.竹蓀；丁.新月藻；戊.黏菌；己.顫藻；庚.水黴菌；辛.石花菜；壬.金黃色葡萄球菌；癸.

錐蟲；請根據上述選項回答下列何者正確？(A)上述的選項共有三項生產者（會自行製造養分） (B)上述選項中，

構造最簡單的是甲 (C)上述選項中，與乙屬於同一界的有丁己辛 (D)上列選項丙庚與酵母菌屬於同一界。 

(   )42. 小偉博士依照複製桃莉羊的複製模式(如下圖所示)，進行如表中的四組複製羊實驗，則下表中哪些組別所得的複製

羊是白面羊?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   )43. 關於基因、突變和演化的關係，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 (Ａ)演化與基因無關 (Ｂ)同種生物的個體間構造和功

能會存在某些差異 (Ｃ)若基因發生變異，會導致物種滅亡，而使生物無法再演化了 (Ｄ)同種生物對環境的適應能

力都相同。 

(   )44. 老師與同學一起討論拉馬克與達爾文的演化論，下面為他們所討論的內容，試判

斷哪些為拉馬克的理論，哪些為達爾文的理論? 哲豪:「生物演化依序有四個過程:

個體差異、過度繁殖、生存競爭、適者生存。」 中梅:「有性生殖產生的子代較

無性生殖容易適應環境。」 嬿如:「人的肌肉會越用越有力氣，此種特徵也可以

遺傳到下一代。」 瑜齡:「鳥類為了捕食小蟲，所以嘴喙會越來越長。」  

(   )45. 現代馬中有擅長跑步的賽馬，也有幫忙人類運送物品的勞役馬。賽馬和勞役馬的

體型並不相同，有關這二種不同品系馬的產生和下列何種因素無關? (A)突變  

(B)基因重組 (C)刻意培育 (D)生物複製。 

(   )46. 下列哪些生物並非真核生物？甲.顫藻；乙.靈芝；丙.念球藻；丁.眼蟲；戊.大腸桿菌；己.空腸弧菌； 

(A)甲丙戊己(B)戊己 (C)乙丁 (D)甲乙丙丁戊己。 

(   )47. 右圖為生物五界分類的樹狀演化關係圖，試問水黴菌應被歸類在下列何者？(Ａ)甲  

(Ｂ)乙 (Ｃ)丙 (Ｄ)無法歸類在甲、乙、丙中。 

(   )48. 承上題，試問乙包含了下列哪些生物？(甲)黏菌；(乙)黑黴菌；(丙)新月藻；(丁)藍綠菌；(戊)草履蟲。 

(Ａ)甲丙戊 (Ｂ)丙丁戊 (Ｃ)乙丙 (Ｄ)甲乙戊。 

(   )49. 有甲、乙、丙、丁、戊五種生物，已知甲、戊同科不同屬；乙、丁同綱不同目；甲、丙、丁同目不同科，則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甲、丁同科 (B)甲、乙同目 (C)甲、丙同種 (D)甲、乙同綱。 

(   )50. 生物學家將 A生物體內的某種物質植入 B生物體後，B生物體會製造 A生物體內的蛋白質，則此物質最可能是：  

(A)胰島素 (B)激素 (C)蛋白質 (D) DNA。 

 

 

 達爾文 拉馬克 

(A) 嬿如、瑜齡 哲豪、中梅 

(B) 嬿如、哲豪 瑜齡、中梅 

(C) 哲豪、中梅 嬿如、瑜齡 

(D) 哲豪、瑜齡 中梅、嬿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