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共 8 頁 

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段考 9 年級自然科試題  
【第三章 3-3力矩與轉動 3-4簡單機械  第四章：電、第七章：太空和地球】命題：曾元科老師 

壹、 單選題 （每題 2分  共 50題  計 100分）                          

(劃卡作答，以作答卡上劃記答案為評分基準)        
(  )1. 如附圖所示，將重量皆為 W的物體，分別置於不同槓桿上。若要使槓桿保持水平平衡，

何者施力 F最小？ 

(甲)  (乙) (丙)    (丁)   

(A)甲   (B)乙   (C)丙   (D)丁 

 

(  )2. 一根 5公尺長的木棒，受到 10公斤重的力，作用力方向如圖所示，請問木棒受到的力矩

大小為若干 kgw-m？轉動的方向為何？ 

 
(A)50kgw-m；逆時針力矩       (B)30kgw-m；逆時針力矩  

(C)50kgw-m；順時針力矩       (D)30kgw-m；順時針力矩 

(  )3. 爸爸帶著小兒子與大女兒到公園玩蹺蹺板，三人所坐的位置如附圖所示，爸爸、小兒子、

大女兒的體重分別為 75 kgw、20 kgw、25 kgw。此時「爸爸的體重使蹺蹺板產生的力矩

大小」大於「小兒子與大女兒的體重使蹺蹺板產生的力矩大小和」，蹺蹺板將倒向爸爸那

一端，若他們希望減少兩邊力矩的差距，則下列調整位置的方式，哪一個可能達到他們

的目的？ 

  
(A)爸爸坐到甲位置       (B)小兒子坐到乙位置  

(C)大女兒坐到乙位置    (D)小兒子和大女兒互換位置 

 

(  )4. 如圖所示，在一個槓桿兩側分別以細繩吊掛臘肉與烤鴨，吊掛後槓桿仍保持水平平衡。

此時臘肉使槓桿產生 0.2 kgw．m的逆時鐘力矩，若槓桿、細繩的質量與支點處的摩擦力

皆忽略不計，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臘肉的質量為 2 kg                 (B)烤鴨的質量為 4 kg  

(C)烤鴨產生的順時鐘力矩為 0.2 kgw．m (D)烤鴨產生的順時鐘力矩為 0.4 kg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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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下圖，兩隻等長的螺絲釘，利用螺絲起子使其分別旋入佈告

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螺紋較密的螺絲釘較為省力(B)螺紋較密的螺絲釘較為省時。 

(C)螺紋較密的螺絲釘較為省功(D)以上皆非。 

(  )6. 如附圖所示，以一個動滑輪和一個定滑輪組成的滑輪組，提起重物，假

設不考慮滑輪重和摩擦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動滑輪半徑愈大越省力 (B)繞在輪上的繩愈長越省力  

(C)定滑輪半徑愈大越省力 (D)施力的大小與滑輪半徑大小無關 

(  )7. 如附圖所示，搬運工人使用長 3公尺、離地高 1公尺的光滑木板，將 60 

kgw的物體推至貨車上，須施力多少公斤重？ 

  
(A)20 (B)40 (C)60 (D)180 

 

(  )8. 下列哪一個器具的應用原理，無法用右方的圖形來表示？  

(A) 螺絲起子 (B)喇叭鎖 (C)汽車方向盤 (D)擀麵棍。 

 

(  )9. 下列何者屬於費力的槓桿？ (A)甲 (B)乙 (C)丙 (D)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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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若以 F表示施力，W表示抗力，則「使用鑷子夾取花生」是屬於下列哪一種槓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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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春生用一根長度為 180 cm的均勻木棒，兩端分別懸掛質量各為 4 kg及 6 kg的重物，

他用肩膀支撐在木棒的中心點上，並於中心點的左端 30 cm處鉛直向下施力 F kgw，使木

棒保持水平靜止平衡，如附圖所示。若木棒的質量忽略不計，則此時施力 F是多少 kgw？ 

  
(A)2 kgw (B)6 kgw (C)10 kgw (D)16 kgw 

(  )12. 已知絲絹和玻璃棒摩擦後，絲絹會帶負電，有關物體帶電的成因，下列何者正確？  

(A)帶正電的質子由絲絹轉移至玻璃棒 (B)帶正電的質子由玻璃棒轉移至絲絹  

(C)帶負電的電子由玻璃棒轉移至絲絹 (D)帶負電的電子由絲絹轉移至玻璃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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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關於「撕開免洗筷的塑膠套，塑膠套往往會吸附於手上」的原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因為大氣壓力將塑膠套壓緊在手上  

(B)塑膠套和手都是有機物，所以會互相吸引  

(C)撕開塑膠套時有摩擦，因此產生大量靜電，出現靜電吸引力  

(D)塑膠套的塑膠是一種具有黏滯特性的物質，所以會黏在手上 

(  )14. 有關導體與絕緣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絕緣體可用靜電感應方式帶電 

(B)導體電阻小，能讓質子在原子間自由移動 

(C)導體通常適合用摩擦起電方式來帶電 

(D)絕緣體不易讓電子在原子間自由移動，電阻很大 

(  )15. 附圖為感應起電的各個步驟，其正確排列順序應為何？（圖內＋、－分別表示帶正電、

帶負電） 

  
(A)甲丙戊丁乙  (B) 甲戊丁丙乙 (C) 甲丁戊丙乙  (D) 甲乙丙丁戊 

(  )16. 製作如附圖的電路裝置時，發現導線不夠長，無法將 A、B 兩點連接。她使用下列哪一

種物質將 A、B 兩點連接後，按下開關，最容易使燈泡發亮？    

  
(A) 竹筷子 (B)麻繩 (C)銅製小刀 (D) 塑膠直尺 

(  )17. 如附圖所示電路元件，若要使燈泡發亮，應該如何連接？ 

  
(A) a接 e、e接 b (B)a接 d、b接 f (C) a接 f、c接 e (D)a接 f、f接 c 

(  )18. 如附圖所示，小英測量二個串聯燈泡線路上的電流，L1、L2代表燈泡，I1、I2、I3代表電

流，已知 L1較 L2亮，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I1＞I2＞I3 (B)I3＞I2＞I1 (C)I1＝I2＞I3 (D)I1＝I2＝I3 

 

(  )19. 某一導線的橫截面上，每分鐘有 150庫侖的電量通過，則流經該導線的電流大小為多少

安培？ 

(A) 60A (B) 150 A (C) 1 A  (D) 2.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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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以伏特計測量燈泡兩端的電壓，下列哪一種接法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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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某生使用安培計測量電流，指針的讀數，如附圖所示， 

則所量到的電流大小應記為多少? 

(A)3.4A   (B)34A  (C) 340A   (D)340mA 

(  )22. 小天進行歐姆定律的實驗，測得某金屬的電阻大小為 10歐姆，則

下列哪項改變，不會影響電阻大小的測量結果？  

(A)將使用的電池數增為 2倍 (B)將金屬長度增為 2倍  

(C)將金屬直徑增為 2倍     (D)更換成另一條不同材質的金屬線。 

◎小南利用2個10歐姆的電阻器，進行電池輸出電壓與流經電池總電流關係的測量，他先測量1個

10歐姆電阻器，再將2個電阻器串聯，最後將2個電阻器並聯，所得電壓

(V)與電流(I)關係，繪製如右圖，試回答下列第23-24題： 

(  )23. 由圖中判斷，哪一條線可能是2個10歐姆電阻器串聯的結果？ 

(A) R1 (B) R2 (C) R3 (D)無法判斷 

(  )24. 依實驗結果判斷，若 R4電阻是由 R1和 R3並聯而成，則代表 R4

的直線會落在哪一區？  

(A)甲 (B)乙 (C)丙 (D)丁 

 

◎如右下圖所示，小小利用電池、伏特計及毫安培計，測量甲、乙兩條不同金屬線兩端的電壓及

通過金屬線兩端的電流，所示實驗結果如下表，請依據表中數據回答下列問題(25.26)： 

 

 甲金屬線 乙金屬線 

電池數 無 1個 2個 3個 無 1個 2個 3個 

伏特計讀數（V） 0 1.5 3.0 4.5 0 1.5 3.0 4.5 

電流計讀數（mA） 0 50 100 150 0 150 300 450 

(  )25. 下列關於此實驗結果的敘述，何者錯誤？ 

(A)甲金屬線的電阻為 30歐姆       

(B)乙金屬線的電阻為 10歐姆  

(C)甲、乙兩金屬線均屬於歐姆式導體  

(D)將甲、乙兩金屬線串聯後，接上 3個電池，測得電流計讀數將為 600 mA 

(  )26. 將表中數據繪製成電壓－電流的關係圖，下列何者正確？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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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小吳將兩個 1.5V的乾電池串聯，然後再與電器 A、B並聯成右圖，根據

電路圖，伏特計測得的電壓分別為多少伏特？ 

(A) V=3伏特、V1=3伏特、V2=3伏特  

(B) V=3伏特、V1=1.5伏特、V2=1.5伏特  

(C) V=1.5伏特、V1=1.5伏特、V2=1.5伏特 

 (D) V=3伏特、V1=3伏特、V2=1.5伏特 

(  )28. 附圖為一個簡單的電路設計，將電源甲、乙兩端，分別接上 a、c兩點時，可使幾個燈

泡發亮?  

 
 (A)5個   (B)4個  (C) 3個  (D)2個 

(  )29. 甲、乙兩電阻器串聯如附圖，若 A1讀數為 1A，一個電池提供 1.5V的電位差，則甲電阻

器的電阻大小可能是多少？ 

  (A)3Ω  (B)2Ω  (C)4.5Ω  (D)6Ω 

(  )30. 一電路裝置如圖所示，電池的電壓為 6V，電阻器甲與電阻器乙並聯，此時流經 P點之電

流 I1為 2A，流經 Q點之電流 I2為 3A。若不計導線的電阻與電池內電阻，且電阻器皆符合

歐姆定律，則甲、乙電阻值的比為下列何者？  

  
(A)1：2 (B)2：1 (C)2：3 (D)3：2 

(  )31. 一電路裝置如附圖所示，圖中導線電阻與電池內電阻忽略不計，甲、乙兩個燈泡皆正常

發亮。若因燈泡甲燒毀而使電流無法通過燈泡甲，則有關燈泡乙在燈泡甲燒毀後的敘述，

下列何者最合理？ 

  
(A)因電路發生斷路而使燈泡乙在未燒毀的情況下熄滅 (B)因電路發生短路而使燈泡乙

在未燒毀的情況下熄滅 (C)流經燈泡乙的電流變為原本的 2倍而使其亮度增加 (D)燈

泡乙仍正常發亮且流經燈泡乙的電流大小仍不變 

(  )32. 下列何者與地球間的直線距離最遠？  

(A)太陽 (B)海王星 (C)哈雷彗星 (D)銀河系中心 

 



第 6 頁，共 8 頁 

(  )33. 附圖是太陽系內部分星體的軌道示意圖（未按實際比例繪製），虛線代表各自的公轉軌

道。因公轉軌道不同的緣故，使得各星體間的距離，會隨著時間有遠近的變化，則下列

哪一配對裡的兩星體相距最遠時的距離會最長？ 

  
(A)金星與月球 (B)水星與地球 (C)太陽與月球 (D)地球與月球 

(  )34. 附圖是學生整理的宇宙組織關係圖，甲、乙、丙代表三個不同層級的結構，且三者在空

間中的大小關係為甲＞乙＞丙。下列有關三者的敘述，何者最合理？ 

  
(A)若甲是太陽系，則乙可填入星系 (B)若甲是銀河系，則乙可填入太陽  

(C)若乙是行星，則丙可填入恆星   (D)若乙是行星，則丙可填入銀河系 

(  )35. 甲、乙、丙、丁是由太陽系的行星中，依距離太陽由近而遠選取 4顆連續排列的行星，

附圖為四者和太陽之間的位置關係示意圖（距離未按實際比例繪製）。已知其中有 2顆為

類地行星，另 2顆為類木行星，下列有關行星的位置敘述何者正確？ 

  
(A)若要標示金星，可標在甲、乙之間   (B)若要標示金星，可標在太陽、甲之間  

(C)若要標示天王星，可標在乙、丙之間 (D)若要標示天王星，可標在丙、丁之間 

(  )36. 當陽光直射赤道，晝夜在北回歸線會發生什麼現象？  

(A)永晝 (B)晝長夜短 (C)晝短夜長 (D)晝夜等長 

(  )37. 在地球上若能看到日食的現象，此時太陽、月亮、地球三者的相對位置，最可能是下列

哪一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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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 下列有關月食的敘述，何者錯誤？  

(A)月食發生時，地球位於太陽與月球之間 (B)月球部分或全部進入地球本影  

(C)該日為「望」    (D)該日午夜 12點以後就看不到月食了 

(  )39. 某一終年有冰雪覆蓋的小島，島上冰雪覆蓋面積百分比隨時間的變化情形如圖所示。根

據此圖推測，此種變化週期與下列何者的週期最相近？  

  
(A)地球自轉 (B)潮汐漲落 (C)月球繞地球公轉 (D)地球繞太陽公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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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下圖為某海邊當天的潮汐資料，並標示其距離及時間。從附圖中可知，潮差大約是多少？ 

  
(A)5 公尺           (B)13 公尺  

(C)6 小時又 25 分鐘 (D)12 小時又 50 分鐘 

 

(  )41. 有關潮汐現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海水有滿、乾潮及漲、退潮等現象，最主要的因素和太陽有關  

(B)到達海邊恰逢滿潮，若要等到乾潮，應等待約 12 小時左右  

(C)要知道漲退潮時間，應依據農曆日期來判斷  

(D)夏天到海水浴場遊玩，不論哪一天，只要在下午到達，都是退潮時刻 

 

◎ 參考下圖日、月、地三者相對位置示意圖（由北極上方往下看），回答下列第42.～45.題： 

 

(  )42. 大年初一賀新年，當天晚上月球的位置大約是在圖中的：  

(A) A位置 (B) B位置 (C) C位置 (D) D位置。 

(  )43. 中秋節晚上一起觀賞月亮，當天晚上月球的位置大約是在圖中的：  

(A) A位置 (B) B位置 (C) C位置 (D) D位置。 

(  )44. 在中秋節當天不可能有下列哪一種天文現象？  

(A)日食 (B)月食 (C)滿月 (D)月球被烏雲遮蔽。 

(  )45. 有關「望」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當天可見又圓又大的月亮  

(B)當天月亮在太陽和地球之間  

(C)當天晚上在臺灣看不見月亮，但在美國卻可看見  

 (D)當天晚上北半球的人看不見月亮，但在南半球的人卻可看見。 

 

------------------------《背面尚有題目，請翻面持續做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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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地球晝夜示意圖，試回答46.～48.題： 

 

 

(  )46. 上圖中，若甲處恰好是中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丙處應為晚上                           (B)乙處應為上午十點  

(C)再過六小時，乙處就會是傍晚，夕陽西下   (D)丙處的人晚上時可見北極星。 

(  )47. 由上圖所提供的資料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A)當天甲地晝夜等長                        (B)當天乙地晝夜等長  

(C)當天日照總時數比較，甲＞乙＞丙＞北極點 (D)當天北極點完全看不到太陽。 

(  )48. 上圖中，甲地和丙地兩個城市都位於同一經度線上。下列有關兩地異同現象的敘述，何

者正確？  

(A)甲地早晨時，丙地正值傍晚  

(B)甲地當天白天如果看見日食現象，丙地當天晚上能看到月食現象  

(C)甲地當天晚上看到上弦月，丙地看到的是下弦月  

 (D)甲地是夏季時，丙地是冬季。 

 

◎南一港外有一暗礁，距岸邊 0.4公里，滿潮時沒入海面之下，乾潮時才會露出。已知海水由滿

潮算起，需退潮 3 小時以上，水深才夠淺，岸邊的漁民才能涉水步行至該島採集貝類和藻類，反

之水位由乾潮起算，漲潮 3小時以上時，水深就太深，不適涉水走動，以免造成危險。附表為南

一港某日滿潮時刻表，請依表中資訊回答 49～50題： 

 

地點 第一次滿潮 第二次滿潮 
南一港 07：45 20：05 

 
(  )49. 如果你是南一港的漁民，欲前往該暗礁利用白天時間進行漁業工作，你應該在幾點左右

出發較恰當？ (A)早上 8點 (B)早上 11點 (C)下午 5點 (D)下午 19點 

(  )50. 過了一週（七天）你又要到該暗礁工作，下列哪一時段是你適合的工作時間？ (A)早

上 6～9點 (B)早上 9～12點 (C)下午 12～15點 (D) 下午 15～18點 

 

 

 

 

----------------------------《作答結束，請再次檢查…》--------------------------- 

 

-----------------------------------《寒假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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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每題 2分  共 50題  計 100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C C A D A D C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C D C C C D D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A A D D A A B B A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D D A B B D D D D A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C A C A A C B D B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