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雄市私立正義中學國中部 112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定期考理化科試題卷(國二) 
班級：二年____班   座號：____號  姓名：__________ 組別代號：8；班級代碼：1 班-1、2班-2、3 班-3 
一、 單選題：(每題 2分，共 100分) 

1. (   ) 欽華到飲料店買汽水，要求店員汽水「不加冰」，店員提醒欽華要盡快喝完，否則汽水會「沒氣」。請問

店員的說法是否合理？原因為何？  

(Ａ)合理，因為氣體溶於水之溶解度隨水溫升高而降低  

(Ｂ)合理，因為氣體溶於水之溶解度隨水溫升高而升高  

(Ｃ)不合理，因為氣體溶於水之溶解度與水溫無關  

(Ｄ)不合理，因為氣體溶於水之溶解度與接觸面積成正比 

2. (   ) 下列何種方式測出 1 枚錢幣的厚度較為準確？  

(Ａ)拿最小刻度為公分的直尺，直接測量 1 枚錢幣的厚度  

(Ｂ)拿最小刻度為公分的直尺，測量 20 枚錢幣的厚度，再取平均值  

(Ｃ)拿最小刻度為 mm 的直尺，測量 20 枚錢幣的厚度，再取平均值  

(Ｄ)拿最小刻度為 mm 的直尺，測量 50 枚錢幣的厚度，再取平均值 

3. (   ) 逢年過節時，茶葉是送禮的選擇之一，為了方便沖泡，常見的包裝類型如附圖所示。茶葉成分包含茶多

酚、維生素、糖類等等，溶於水中而形成芬芳的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水經過物理變化而成芬芳的茶                 (Ｂ)芬芳的茶屬於混合物，茶葉是純物質  

(Ｃ)茶葉含有的物質因顆粒較小，可隨著水穿透茶包 (Ｄ)沖泡過程，包含了溶解及過濾 

 

4. (   ) 三支試管甲、乙、丙中裝有氧氣、氮氣、二氧化碳三種不同的氣體，乙管中的氣體能使餘燼復燃，甲及

丙管中的氣體既不燃燒亦不助燃，只有丙中的氣體通入澄清石灰水中則產生混濁；根據上面敘述，下列

哪一項是正確的？  

(Ａ)甲管是氧氣，乙管是氮氣，丙管是二氧化碳 (Ｂ)甲管是二氧化碳，乙管是氧氣，丙管是氮氣 

(Ｃ)甲管是氮氣，乙管是氧氣，丙管是二氧化碳 (Ｄ)甲管是氧氣，乙管是二氧化碳，丙管是氮氣 

5. (   ) 試判斷下列三個長度的測量值所使用直尺的最小刻度為何？甲＝1.201 公尺；乙＝58.2 公分；丙＝3.425

×102 毫米。 (Ａ)甲與乙相同 (Ｂ)乙與丙相同 (Ｃ)丙與甲相同 (Ｄ)三者均不相同 

6. (   ) 將重量百分濃度 10％的食鹽水溶液 200 公克，與重量百分濃度 20％的食鹽水溶液 200 公克混合均勻，

則混合溶液中含有水多少公克？ (Ａ) 15 (Ｂ) 30 (Ｃ) 340 (Ｄ) 400 

7. (   ) 如圖，在 20℃時，志俊泡了甲、乙兩杯食鹽水，結果發現甲杯比乙杯還鹹，於是把甲、乙兩杯加在一

起，得到丙杯，但發現丙杯中仍有少部分未溶解的食鹽。請問甲、乙、丙之濃度大小為何？ 

(Ａ)甲＝乙＝丙 (Ｂ)甲＝丙＞乙 (Ｃ)乙＞丙＞甲 (Ｄ)甲＞丙＞乙 

 

8. (   ) 臺灣積極推廣奈米產業，下列關於奈米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奈米科技是研究 100～1000 奈米級大小的技術與產品 (Ｂ)奈米的大小為百萬分之一米  

(Ｃ)奈米是測量面積的單位                           (Ｄ)一微米等於一千奈米 

9. (   ) 喝汽水時，有時會噎氣是因為下列哪一項？  

(Ａ)溫度升高，氣體溶解度減小 (Ｂ)溫度升高，氣體溶解度增加  

(Ｃ)溫度降低，氣體溶解度增加 (Ｄ)溫度降低，氣體溶解度減小 

10. (   ) 小翠進行如圖步驟的實驗，並根據實驗結果，以量筒中液體的質量與體積繪圖，並延伸出此液體在不同

質量時與體積的關係，小翠繪製出的圖應為下列何者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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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Ｃ)   (Ｄ)  

11. (   ) 如圖為物質的三態變化示意圖，甲、乙和丙分別表示三種不同狀態，箭頭表示進行放熱反應的方向。

甲、乙和丙三種狀態應為下列何者？  

 

(Ａ)甲為氣態，乙為固態，丙為液態 (Ｂ)甲為氣態，乙為液態，丙為固態  

(Ｃ)甲為固態，乙為氣態，丙為液態 (Ｄ)甲為固態，乙為液態，丙為氣態 

12. (   ) 測量一線段 AB 的長度為 3.2 cm，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甲) AB 線段的長度剛好為 3.2 cm；(乙)所用

直尺的最小刻度為 cm；(丙)所用直尺的最小刻度為 mm；(丁)準確值為 3 cm，估計值為 0.2 cm。 

(Ａ)丙丁 (Ｂ)乙丁 (Ｃ)甲乙丙 (Ｄ)乙丙丁 

13. (   ) 如圖為實驗室常見的兩項器材，利用這兩項器材可分別得知待測物的甲、乙兩種性質，這兩種性質在分

類上分別屬於下列何者？ 

 

(Ａ)甲、乙均為物理性質         (Ｂ)甲、乙均為化學性質  

(Ｃ)甲為物理性質，乙為化學性質 (Ｄ)甲為化學性質，乙為物理性質 

14. (   ) 有甲、乙、丙三個大小不同、材質相同的均勻實心正立方體，取一已歸零的天平分別進行如表中的三組

測量，每組天平測量均達到靜止水平平衡。已知乙的邊長為 1 cm，由上述資訊判斷甲、丙的邊長分別

為多少？ 

組別 
左端秤盤 

（正立方體） 
左端秤盤（砝碼） 

1 甲、乙 200 g×1 個、50 g×1 個、20 g×1 個、10 g×1 個 

2 乙、丙 500 g×1 個、100 g×1 個、50 g×1 個 

3 甲、乙、丙 500 g×1 個、200 g×2 個、20 g×1 個 

(Ａ)甲：2 cm，丙：5 cm (Ｂ)甲：3 cm，丙：4 cm (Ｃ)甲：8 cm，丙：125 cm (Ｄ)甲：27 cm，

丙：64 cm 

15. (   ) 取一質量 10 kg 材質均勻的合金，將其分成兩塊，其中一塊製成一個邊長為 10 cm 的實心正立方體，另

一塊製成一個質量為 2 kg 的實心球，則此實心球的體積應為多少？ 

(Ａ) 200 cm3 (Ｂ) 250 cm3 (Ｃ) 4000 cm3 (Ｄ) 5000 cm3 

16. (   ) 鄭景帶來自製臺式泡菜，醃了一晚的泡菜，嘗起來有均勻的酸甜鹹。淡淡的鹹味，是來自於他事先將大

白菜在特調的鹽水中先醃再洗後留下的。附圖是在 25℃時，用陶瓷碗調配好的三碗鹽水。則甲、乙、

丙三碗溶液濃度的比較，何者正確？ 

(Ａ)甲＞乙＞丙 (Ｂ)丙＞乙＞甲 (Ｃ)丙＞甲＝乙 (Ｄ)甲＝乙＝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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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 小芽想利用天平測量錐形瓶裡水的質量，請問下列操作步驟中，何者錯誤？ 

 

(Ａ)使用前先調整校準螺絲，使天平兩邊保持水平 (Ｂ)夾取砝碼時，應使用砝碼夾 (Ｃ)當指針左右

擺幅相同時，代表兩盤上的質量相等 (Ｄ)當達成水平平衡時，將錐形瓶與砝碼互換位置，天平不會平

衡 

18. (   ) 如圖所示，天平保持水平靜止，指針指在中央刻度線上。若取下物體與砝碼，發現指針偏向左方，應如

何調整甲和乙兩個校準螺絲，方能重新歸零？ 

 

(Ａ)甲螺絲保持固定、乙螺絲向左旋   (Ｂ)甲螺絲保持固定、乙螺絲向右旋  

(Ｃ)甲螺絲左旋與乙螺絲右旋相同距離 (Ｄ)甲螺絲右旋與乙螺絲左旋相同距離 

19. (   ) 伊瑪將某液體倒入量筒中，測得液體的體積 V，再置於天平上。測出量筒和液體的總質量 M，如表所

示，則量筒質量和某液體的密度各為何？ 

次別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4 次 

V（cm3） 10 20 30 40 

M（g） 30 38 46 54 

(Ａ) 22 g；0.3 g/cm3 (Ｂ) 22 g；0.8 g/cm3 (Ｃ) 20 g；1.0 g/cm3 (Ｄ) 20 g；3.0 g/cm3 

20. (   ) 在 40 ℃時，硝酸鉀飽和溶液的重量百分濃度為 37.5％，則硝酸鉀在 40 ℃時的溶解度為多少 g/100 g 

水？ (Ａ) 37.5 (Ｂ) 56.5 (Ｃ) 60.0 (Ｄ) 65.5 

21. (   ) 有關製氧的實驗裝置如附圖所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乙中的固體是黑色的二氧化錳 (Ｂ)反應之前，乙中應先加入少量水，並使甲的底部沒入液體中，

以防止氧氣由甲逸出 (Ｃ)若產生氧氣的速率太快，應迅速將甲儀器拔開 (Ｄ)反應剛開始時，橡皮導

管中冒出的氣體不要收集 

22. (   ) 麗秋站在一棟 10 層樓高的大廈前面，如圖所示，如果麗秋的身高是 160 公分，則大樓的高度大約是幾

公尺？ 

(Ａ) 15 公尺 (Ｂ) 16 公尺 (Ｃ) 32 公尺 (Ｄ) 50 公尺 

 

23. (   ) 如表為阿梅整理的甲、乙二項使用上皿天平時的注意事項及其對應原因，關於其對應原因是否合理，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注意事項 對應原因 

甲 
測量物品前，應做好歸

零動作再測量 

可減少測量質

量時的誤差 

乙 
拿取砝碼時不可用手拿

取，應用砝碼夾拿取 

可減少砝碼生

鏽的機會 

(Ａ)兩者皆合理 (Ｂ)兩者皆不合理 (Ｃ)甲合理，乙不合理 (Ｄ)甲不合理，乙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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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 實驗室內共有九個不溶於水的物體，附圖為各物體的質量與體積關係圖。若取其中密度最大的物體 100 

cm3，其質量應為多少克？ 

(Ａ) 100 g (Ｂ) 200 g (Ｃ) 300 g (Ｄ) 400 g 

 

25. (   ) 老師要小明將濃度 60％的雙氧水 100 公克稀釋成濃度 10％的雙氧水，則小明需要加入多少公克的蒸餾

水？ (Ａ) 300 (Ｂ) 340 (Ｃ) 500 (Ｄ) 540 

26. (   ) 在 25 ℃時，100 公克水最多溶解 36 公克食鹽，小柏準備了 5 支試管在 25 ℃下各加入水 5 公克，其編

號為 1、2、3、4、5，分別投入 5 公克、4 公克、3 公克、2 公克、1 公克的食鹽充分攪拌溶解後，小柏

將 1、3 混合後，會有多少公克的食鹽沉澱在杯底？  

(Ａ) 0.8 (Ｂ) 4.4 (Ｃ) 0.4 (Ｄ) 3.6 

27. (   ) 如圖為小孟以排水集氣法進行兩組氣體製備實驗的示意圖，她在實驗一和實驗二開始反應後，就立即以

廣口瓶（所使用的廣口瓶規格都相同）收集從橡皮軟管冒出的所有氣體，且實驗一先以甲廣口瓶收集，

再以乙廣口瓶收集，實驗二先以丙廣口瓶收集，再以丁廣口瓶收集。完成實驗後，甲～丁這四個廣口瓶

中的氧氣含量多寡關係，應為下列何者？  

  

(Ａ)丙＞丁＞乙＞甲 (Ｂ)丙＞丁＞甲＞乙 (Ｃ)丁＞丙＞乙＞甲 (Ｄ)丁＞丙＞甲＞乙 

28. (   ) 甲、乙兩正立方體鐵塊的邊長比 2：1，若將甲鐵塊置入盛水的量筒中，水面上升 4.8 公分，則甲、乙兩

鐵塊同時置入同一量筒內，若水沒有溢出，則水面上升多少公分？ 

(Ａ)7.2 (Ｂ)6.0 (Ｃ)5.4 (Ｄ)5.0 

29. (   ) 小彤將一物體置於天平左盤，在天平右盤放置砝碼，使其平衡後記錄其數值，若小彤於海平面高度每升

高 100 公尺時，便重測一次，則測量結果應如圖中的哪一條曲線？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30. (   ) 陳五取三個完全相同的燒杯，裝入等量的水，分別放入質量相同的銀（密度：10.5 公克∕立方公分）、

鐵（密度：7.9 公克∕立方公分）、鋁（密度：2.7 公克∕立方公分），若燒杯內的水皆沒有溢出，則哪個

燒杯中的水面上升最少？ (Ａ)放入銀塊的燒杯 (Ｂ)放入鐵塊的燒杯 (Ｃ)放入鋁塊的燒杯 (Ｄ)三

個燒杯水面上升一樣多 

31. (   ) 張老師說：「若將液態空氣緩緩加熱，會發現氮氣比氧氣先沸騰氣化成氣體」，討論時，甲生說：「氮氣

的性質比氧較活潑」；乙生說：「氧氣的沸點比氮氣高」；丙生說：「液態空氣至少含有兩種以上的物

質」。以上三位同學的說法，較合理的是下列何者？  

(Ａ)甲、乙 (Ｂ)甲、丙 (Ｃ)乙、丙 (Ｄ)甲、乙、丙 

32. (   ) 小花在杯中倒了 300 毫升熱水，覺得太燙，又加入 45 克的冰塊（密度約 0.9 g/cm3），待冰完全熔化後，

杯中共有多少毫升的水？（不考慮水的蒸發） (Ａ) 350 (Ｂ) 345 (Ｃ) 50 (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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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 名城進行許多實驗如表所示，屬於化學變化共有幾種？ 

(Ａ) 4 (Ｂ) 5 (Ｃ) 6 (Ｄ) 7 

甲、鐵釘生鏽 己、乾冰昇華 

乙、方糖溶於水 庚、葡萄釀酒 

丙、牛奶變酸 辛、雪熔化 

丁、蠟燭燃燒 壬、瓦斯爆炸 

戊、開水沸騰  
  

34. (   ) 有關溶解過濾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此種分離物質的方法是屬於化學方法 (Ｂ)過濾時所得

的濾液必為純物質 (Ｃ)將未溶解的固體與溶液分離時可使用該法 (Ｄ)該法是利用沸點高低的不同來

分離，沸點低的物質能通過濾紙 

35. (   ) 分離食鹽和細沙混合物的實驗過程中，有關實驗的操作原因，下列何者錯誤？ (Ａ)蒸發結晶時，使用

陶瓷纖維網的目的是使加熱的速度增加 (Ｂ)過濾時，漏斗頸要靠在燒杯內壁上的目的，是加速過濾的

速率及避免濾液濺起 (Ｃ)濾紙撕去一角的目的，是使濾紙在過濾時能貼緊漏斗內壁 (Ｄ)傾倒濾液至

蒸發皿中時，將玻棒靠在燒杯口的目的，是防止濾液流出蒸發皿外 

36. (   ) 甲測量一物體的長度，結果為 12.345 公尺，則甲用的尺最小刻度為多少公尺？ (Ａ) 0.04 公尺 (Ｂ) 

0.01 公尺 (Ｃ) 0.005 公尺 (Ｄ) 0.001 公尺 

37. (   ) 有甲、乙、丙、丁四次以雙氧水製氧氣的實驗，實驗數據如表。四次實驗結束後，所產生氧氣質量的大

小順序為何？ 

 雙氧水 50 g 之濃度 所加二氧化錳之質量 

甲 4％ 0 g 

乙 20％ 10 g 

丙 4％ 20 g 

丁 28％ 20 g 

(Ａ)甲＝乙＝丙＝丁 (Ｂ)丁＞乙＞甲＞丙 (Ｃ)丁＞乙＞甲＝丙 (Ｄ)甲＝丙＞乙＞丁 

38. (   ) 數據 4.567 公尺和 456.7 公分，兩者有何不同？ (Ａ)數字相同，單位不同 (Ｂ)數字不同，單位相同 

(Ｃ)數字相同，單位相同 (Ｄ)數字、單位皆不相同 

39. (   ) (甲)冰的熔化；(乙)碘的昇華；(丙)汽油揮發；(丁)蛋白質在胃腸中的消化；(戊)金飾物的打造；(己)

米煮成飯。以上屬於化學變化的有幾種？ (Ａ) 2 種 (Ｂ) 3 種 (Ｃ) 4 種 (Ｄ) 5 種 

40. (   ) 人呼吸時，呼出的氣體中，哪一種氣體含量最多？ (Ａ)二氧化碳 (Ｂ)氧氣 (Ｃ)氬氣 (Ｄ)氮氣 

41. (   ) 現有砂、鐵屑、食鹽、硫磺混合在一起，但已知鐵屑可被磁鐵吸引，且不溶於水及二硫化碳中，砂不溶

於水亦不溶於二硫化碳，食鹽可溶於水但不溶於二硫化碳，硫磺可溶於二硫化碳但不溶於水，欲將四種

物質按鐵屑→硫磺→砂→食鹽之先後次序分離，可利用下列三組物質，(甲)冷水與濾紙；(乙)磁鐵；

(丙)二硫化碳與濾紙。則按下列何種次序使用才正確？  

(Ａ)甲乙丙 (Ｂ)乙甲丙 (Ｃ)丙乙甲 (Ｄ)乙丙甲 

42. (   ) 若將甲加熱，可得到乙、丙兩種物質，則甲為下列何者？  

(Ａ)為化合物 (Ｂ)為純物質 (Ｃ)為混合物 (Ｄ)可能是純物質或混合物 

43. (   ) 有六位同學用相同的直尺，分別測量某一物體的長度，其結果如下：27.5 公分、27.4 公分、27.47 公

分、27.6 公分、27.5 公分、27.5 公分，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所用直尺的最小刻度為「公分」 (Ｂ)每個人測量的結果都不同的主要是因為估計不同或看錯刻度

或測量方法不正確 (Ｃ)這個物體的長最接近「27.5 公分」 (Ｄ)測出「27.47 公分」的那位同學測量

最準確 

44. (   ) 宏泰作蠟燭燃燒的實驗如圖，由此實驗可直接觀察到下列何者？ 

 

(Ａ)空氣主要由氧和氮所組成 (Ｂ)空氣中有五分之一為氧氣  

(Ｃ)氮氣會使點燃的蠟燭熄滅 (Ｄ)燒杯內的氣體減少了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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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   ) 小林與阿翰想要用天平及量筒測算出水的密度，但在操作的過程中小林使用生鏽的砝碼測水的質量；而

阿翰用量筒測水體積時，觀察視線比正確置低，如附圖所示，除此之外小林與阿翰的其他測量及操作方

式都正確，且計算密度的公式也正確，則他們所算出的水密度與實際上水的密度大小關係為何？ 

（小林值＝小林所測算出的水的密度；阿翰值＝阿翰所測算出的水的密度；實際值＝水的真實密度） 

 

(Ａ)阿翰值＞實際值＞小林值 (Ｂ)小林值＞阿翰值＞實際值 (Ｃ)小林值＞實際值＞阿翰值 (Ｄ)實

際值＞小林值＞阿翰值 

46. (   ) 已知 25℃時 100 克水最多可溶解 36 克食鹽，在 25℃時，有四杯食鹽水溶液如表。則這四杯食鹽水的濃

度大小依序為下最何者？ 

燒杯 

含量 
甲 乙 丙 丁 

水（公克） 100 100 100 100 

鹽（公克） 20 30 40 50 

 

(Ａ)甲＝乙＜丙＝丁 (Ｂ)甲＜乙＜丙＜丁 (Ｃ)甲＜乙＜丙＝丁 (Ｄ)甲＝乙＝丙＝丁 

47. (   ) 兩個容積相等、質量都為 50 公克的容器，一個裝滿水之後質量為 250 公克，一個裝滿果汁之後質量為 

300 公克，則果汁的密度為多少 g/cm3？ (Ａ) 1.2 g/cm3 (Ｂ) 1.25 g/cm3 (Ｃ) 1.3 g/cm3 (Ｄ) 1.5 

g/cm3 

48. (   ) 如圖為某實驗器材的三種使用方法，哪幾種使用方法不恰當？  

   

(Ａ)方法甲和方法乙 (Ｂ)方法甲和方法丙 (Ｃ)方法乙和方法丙 (Ｄ)三種方法都不恰當 

49. (   ) 某物在 25℃下對水的溶解度為 50 公克／100 公克水，將 15 克某物置入 26 公克水，經充分攪拌後得甲

溶液；將 12 公克某物置入 22 公克水，經充分攪拌後得乙溶液；將 10 公克某物置入 20 公克水，經充分

攪拌後得丙溶液；則甲、乙、丙三溶液重量百分濃度之比為何？  

(Ａ) 1：1：1 (Ｂ) 1：2：5 (Ｃ) 5：2：1 (Ｄ) 2：4：5 

50. (   ) 小明要測量一形狀不規則銅塊的密度時，小明可使用下列哪些器材來進行測量？ 

        (Ａ)量筒、燒杯、水 (Ｂ)直尺、天平 (Ｃ)直尺、試管、水、天平 (Ｄ)量筒、水、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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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二年    班  座號：      姓名：            

 

1. A 2. D 3. B 4. C 5. A 

6. C 7. B 8. D 9. A 10. D 

11. B 12. B 13. A 14. B 15. B 

16. D 17. D 18. B 19. B 20. C 

21. C 22. C 23. A 24. C 25. C 

26. B 27. D 28. C 29. C 30. A 

31. C 32. B 33. B 34. C 35. A 

36. B 37. C 38. D 39. A 40. D 

41. D 42. D 43. D 44. D 45. A 

46. C 47. B 48. A 49. A 50.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