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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 國立成功大學/臺南一中高中科學班 實驗實作 
 

生物科 

 

請不要翻到次頁! 

讀完本頁的說明，聽從監試委員的指示才開始作答! 

 

【考試說明】 

 

1. 本試卷共 5大題，共計 14頁。(含封面及 1張方格紙) 

2. 測驗時間 13:10-14:40，共 90分鐘。 

3. 實驗桌上應有器材如下，請確實清點、若有短缺立即舉手向監試人員報告。 

材料只能使用桌上提供，用完就沒有了，請謹慎操作。 

                      以上器材未必都要用到 

4.答案請直接寫在題本上，不另外提供紙張，請分配好空間作答。 

5.實驗完畢後請將所有器材放置在桌面盒子內，試題卷依序妥置於桌面，待監考人員收齊並清

點結束後方可離開考場。 

6.若有實驗用具需要清洗，請同學舉手、教室內會有學長幫忙處理，請考試同學不要離開座位。 

 

 

 

複式光學顯微鏡 1台 培養皿 4個 

尖頭小鑷子 1支 酒精燈 1盞 

刀片 1片 植物葉片 2片 

載玻片 6片 三腳架 1個 

蓋玻片 6片 研缽及杵(需重複使用) 1組 

玻璃試管 6管 陶瓷纖維網 1個 

50mL純水 1杯 指甲油(2人共用) 1瓶 

150ml純水 1杯 澱粉液 1% 10ml 

塑膠滴管 5支 葡萄糖液 1% 10ml 

250ml燒杯 1個 壓舌板(可當刮勺使用) 2隻 

量筒 10ml 1個   

面紙 數張   

抹布 1條   

碘液 1罐   

本氏液 1瓶   

馬鈴薯 1小塊   

蘋果 1小塊   

洋蔥 1小塊   

香蕉 1小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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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一、植物葉片病原體及葉片構造觀察(30%) 

 

實驗背景 

植物病理學，是對於引起植物疾病的病原體（感染性微生物）和環境條件的科學研究。引起

感染性疾病的生物體包括真菌、細菌、病毒、原生動物、線蟲和寄生植物等，不包括體外寄

生蟲像昆蟲、蟎類、脊椎動物或其他害蟲，植物病原體會通過消費植物組織而影響植物健康。

同學桌上都有一片校園常見的植物，請同學將此片植物拿起來做仔細的觀察。觀察後同學會

發現觀察的葉片上下表面佈滿黑色病斑，導致此植物提早落葉。發病初期在植物新葉與老葉

的正、背面上，可看到少數黑色小點病斑，沿著葉脈蔓延；後期病斑佈滿整個葉片，呈現焦

黑色，造成葉片褐化、黑化，嚴重時提早落葉。 

 

實驗材料 

2片葉片、含純水的燒杯 1杯、滴管、鑷子 1把、載玻片與蓋玻片各 3片、顯微鏡 1台、指

甲油 1罐(請考生 2人共用 1瓶)。 

 

實驗步驟 

1、請將此葉片上的黑色小點病斑仔細觀察。 

2、以鑷子取此片植物黑色病斑標本、接著製成水埋玻片標本用顯微鏡觀察。 

3、製作植物葉片保衛細胞水埋玻片標本，再用顯微鏡觀察。 

4、水埋玻片標本的製作為滴一滴水在載玻片上後、接著將取好的樣本放在水中，蓋上蓋玻片，

請小心擦拭蓋玻片上多餘的水分，再置於顯微鏡下觀察。請依據觀察回答下列問題： 

 

 

注意：回答問題第(1)、(2)題時每繪好一個圖，請保留顯微鏡下玻片標本、舉手請老師來評

分後，才能進行下一個觀察。等待時間可自行運用(例如進行其他實驗)，沒有請老師確認樣

本，該題不予計分。確認顯微鏡樣本或實驗結果只有1次機會，請繪好圖並確認顯微鏡下樣本

或結果後，再舉手請教師過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4%8D%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4%8D%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7%85%E5%8E%9F%E4%BD%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C%9F%E8%8F%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86%E8%8F%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7%85%E6%AF%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7%94%9F%E5%8A%A8%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F%E8%99%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84%E7%94%9F%E6%A4%8D%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6%E8%99%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E%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4%8A%E6%A4%8E%E5%8A%A8%E7%89%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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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問題 

(1)請將顯微鏡物鏡40倍下看到的植物黑色小點病斑主要病原體形態畫出(請註明顯微鏡的放

大倍率)後，再舉手請監考老師檢查顯微鏡下的病原體標本。(10%) 

 

 

 

 

 

 

 

 

 

 

 

 

 

 

                                        

教師審核評分：                         

 

(2)請將顯微鏡物鏡 40倍下看到的葉片氣孔及保衛細胞繪圖後，再舉手請監考老師檢查顯微

鏡下保衛細胞構造。(請註明顯微鏡的放大倍率)並標明你現在的樣本主要是植物上表皮還

是下表皮。(10%) 

 

 

 

 

 

 

 

 

                                        教師審核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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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據同學顯微鏡下玻片標本和肉眼觀察結果，你認為造成此葉片黑色小點病斑最有可能是

真菌，細菌，病毒，原生動物，線蟲和寄生植物哪一類病原體，請解釋你的判斷理由。(5%) 

 

 

 

 

 

 

 

 

 

 

 

 

 

 

 

 

 

 

 

(4)說明此植物的氣孔主要分布於葉片上表皮還是下表皮，並推測氣孔分布於此區域的主要原

因。(此題不需繪圖但必須讓監考老師看到你確實有做上下表皮的樣本，未確認者此試題

不予計分) (5%) 

 

 

 

 

 

 

 

 

 

 

 

 

 

 

 

 

                                      教師審核評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C%9F%E8%8F%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86%E8%8F%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7%85%E6%AF%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7%94%9F%E5%8A%A8%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F%E8%99%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84%E7%94%9F%E6%A4%8D%E7%89%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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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二、植物細胞觀察及澱粉與糖的測定(27%) 

實驗背景 

桌上有馬鈴薯、洋蔥、蘋果和香蕉，是我們常見的食物，也是植物用來儲存養分的構造，植

物可利用澱粉、蔗糖、葡萄糖來儲存養分，請利用你學過的知識，來判斷這些構造中儲存的

主要養分成分。 

注意：使用到酒精燈時，務必小心謹慎。未舉手請老師確認顯微鏡下樣本、不予計分。確認

顯微鏡樣本或實驗結果只有 1次機會，請繪好圖並確認顯微鏡下樣本或結果後，再舉手請教

師過來。 

(1)馬鈴薯屬於植物的何種器官？(1%)請問你如何判斷？(2%) 

 

 

 

 

 

 

(2)將馬鈴薯切成薄片，做成水包埋玻片標本，置於複式光學顯微鏡物鏡 40倍下觀察，找出

此細胞內一顆顆儲存養分的構造。將此構造繪於下方空白處後，移至視野正中央，舉手請

評審老師檢查。(請註明顯微鏡的放大倍率) (10%) 

注意：使用小刀取樣時、請小心注意，避免切傷手指！ 

 

 

 

 

 

 

 

 

 

 

 

                                        

 

 

                                       教師審核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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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上題，此細胞的內含物為一顆顆儲存養分的構造，請利用手邊的藥品判斷此養分為

何?(2%) 

 

 

 

 

 

 

 

 

 

(4)請利用桌上提供的材料，簡單說明你如何測定食物中的養分，並完成下表。 

(食物中主要的養分可能為澱粉或葡萄糖，請將食物中所含有的主要養分打ˇ。實驗結果

必須呈現給老師看此大題答對才有得分，請所有樣本都做完後再舉手請老師檢查) (12%) 

 

 澱粉 葡萄糖 

馬鈴薯  

 

 

香蕉  

 

 

蘋果  

 

 

洋蔥  

 

 

 

 

 

 

 

 

 

 

 

 

 

 

 

                                      教師審核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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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三、推理判斷及數據分析繪圖(20%) 

文章說明 

    台中市和平梨山地區大甲溪事業區23林班地，今天上午發生森林火災，東勢林管處獲報，

經巡山人員以 GPS及望遠鏡觀察確認火災位置後，立即動員展開救火工作，初估燃燒面積約

1.2公頃，除空中勤務總隊出動直昇機對火場直接灌灑 10次滅火，消防隊也趕赴現場佈設水

線，陸空合作持續滅火中。 

    東勢林管處表示，梨山森林火災的火場，海拔高度約 1820公尺，坡度 45度，發生火災

的林地是針闊葉混合林，針葉林以二葉松為主。目前已進入乾燥季節，呼籲民眾上山應注意

防火，若發現森林火災盡速通報消防單位或撥打林務局保林專線 0800-000930進行通報，另

森林法規定放火或失火燒毀他人之森林者，應負刑責外尚須負民事賠償責任，請大家一起維

護國家寶貴森林資源。(本篇文章源自 2018-11-24 ,自由時報) 

回答問題 

(1)每年 10月至翌年 4月是森林火災發生頻率最高的時期，台灣中部某山區在二十多年前發

生森林大火，燒掉這區域的所有林木。經歷一段時間後，生態學者今年在此地進行生態調

查，得到下表資料，表內數字為各樹種不同年齡的樹木。 

4種不同樹種在不同樹齡的數目(上排橫列為樹木的樹齡(年)、樹木單位為棵) 

 1-2 3-4 5-6 7-8 9-10 11-12 13-14 15-16 17-18 19-20 21-22 

二葉松 0 0 0 4 8 10 14 12 4 3 2 

胡桃 2 2 4 1 4 4 4 1 3 2 1 

擦樹 0 3 4 8 12 20 26 18 13 9 4 

紅楠 22 14 10 6 5 4 1 0 0 0 0 

受到環境因素的限制，族群個體數增加的速率會逐漸趨緩，

最後維持在一穩定範圍內而達到平衡狀態，其成長曲線稱

為 S型族群成長曲線。當 S型族群成長達穩定時，族群中

的個體數即為該地區對此族群的負荷量，負荷量表示環境

對該族群所能供養的最大個體數。右圖 X軸為時間、Y軸

為族群的個體數目，隨著時間的增加族群中的個體數會呈

現 A、B、C、D四個時期的變化。根據上表數據、同學認為

目前此一森林中二葉松樹族群是屬於 S型族群成長曲線 A、B、C、D中的哪一時期？此題

請同學必須依據上表中的數據畫成圖形，再依據圖形解釋。(表中所有數據都必須清楚畫

出標示、且圖形 X軸與 Y軸也必須標示清楚，圖形請畫在所提供的方格紙上)(10%)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j5u9u2_ebfAhWEbN4KHS5HBVEQjRx6BAgBEAU&url=https://yamol.tw/item-%E9%87%8D%E6%96%B0%E8%BC%89%E5%9C%96(%2B)%2B8.%E5%8F%B3%E5%9C%96%E7%82%BA%E6%97%8F%E7%BE%A4%E7%9A%84%E3%80%80S%E3%80%80%E5%9E%8B%E6%88%90%E9%95%B7%E6%9B%B2%E7%B7%9A%EF%BC%8C%E8%AB%8B%E5%95%8F%E4%BD%95%E5%8D%80%E7%9A%84%E7%92%B0%E5%A2%83%E9%98%BB%E5%8A%9B%E9%96%8B%E5%A7%8B%E6%9C%89%E5%A2%9E%E5%8A%A0%E7%8F%BE..-950528.htm&psig=AOvVaw0nYwko8NgliRsVaidZuhCb&ust=154733865055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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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紙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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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章中所提到的二葉松是針闊葉林中的優勢物種，A學校教務處斜前方也有一棵活得非常

久的榕樹。此棵榕樹在 A學校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王曉明是 A學校科學班的學生，他對

另一個林同學說他認為榕樹在植物分類上是屬於開花植物，但林同學說榕樹絕對不是開花

植物，因為他在 A學校已經唸書三年但從來都沒有看過榕樹的花，你認為王曉明與林同學

誰說的才是正確的？(請詳細說明你的理由)(5%) 

 

 

 

 

 

 

 

 

(3)文章中提到台灣每年 10月至翌年 4月是森林火災發生頻率最高的時期，你可以解釋這現

象嗎？而二葉松常是造成台灣森林火災的原因，依據同學學過的生物學知識，請你推測二

葉松為何常造成台灣的森林大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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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四、科學實驗推判申論題(15%) 

 

文章說明 

 

    小明家有兩個米缸，一個裝白米、一個裝胚芽米。過年期間小明在家幫媽媽洗米的過程

赫然發現，家中兩個大米缸中藏有大量米蟲！經過小明細心觀察，發現這些米蟲皆為同種，

但胚芽缸中的米蟲數量數量遠高過於白米缸！不禁令小明懷疑，比起白米而言，米蟲是不是

更喜歡胚芽米的氣味，進而都跑到胚芽米缸中？為了驗證自己的想法，小明進行以下實驗。

小明將吸管組裝成Ｙ型管，如下圖所示，首先小明先把裝置放置暗處，並將米蟲從Ａ處放入

Ｙ型管中，待米蟲向前爬至交叉入口時，觀察米蟲傾向往Ｂ還是Ｃ處爬行，並將結果紀錄、

統計、繪圖。小明為了驗證自己的假設，分別在Ｂ區與Ｃ區放置不同的物品，如表一所示，

藉此來觀察米蟲爬行的趨勢。 

 

 

   表一、米蟲實驗設計 

 Ｂ區 Ｃ區 

實驗一 不放置任何米 不放置任何米 

實驗二 不放置任何米 放置白米 

實驗三 不放置任何米 放置胚芽米 

實驗四 放置白米 不放置任何米 

實驗五 放置胚芽米 不放置任何米 

實驗六 放置白米 放置白米 

實驗七 放置胚芽米 放置胚芽米 

實驗八 放置胚芽米 放置白米 

實驗九 放置白米 放置胚芽米 

 

 

 

 

(1)根據上表一所示，小明設計了九個實驗，期待藉由這九個實驗來確認其假 

設：「比起白米而言，胚芽米的氣味更能有效的吸引米蟲前來。」但要進行九個實驗實在

太耗工費時，根據你的判斷，表一中九個實驗裡，僅需要進行最少幾項實驗即能驗證小明

的假設？請寫出最少幾項實驗並在下表勾選出你認為最少需要做的實驗是哪幾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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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做此實驗 

（需要請打勾） 
實驗 Ｂ區 Ｃ區 

 實驗一 不放置任何米 不放置任何米 

 實驗二 不放置任何米 放置白米 

 實驗三 不放置任何米 放置胚芽米 

 實驗四 放置白米 不放置任何米 

 實驗五 放置胚芽米 不放置任何米 

 實驗六 放置白米 放置白米 

 實驗七 放置胚芽米 放置胚芽米 

 實驗八 放置胚芽米 放置白米 

 實驗九 放置白米 放置胚芽米 

 

 

 

 

 

 

小明努力完成了表一所有實驗，每個實驗分別使用 50隻蟲做實驗，並記錄米蟲往 B區與 C區

的數量，換算成比例，結果如表二所示。 

 

      表二、米蟲實驗結果表格 

實驗 Ｂ區 Ｃ區 結果 Ｂ區 Ｃ區  

實驗一 不放置任何米 不放置任何米 結果一 37% 63%  

實驗二 不放置任何米 放置白米 結果二 18% 82%  

實驗三 不放置任何米 放置胚芽米 結果三 15% 85%  

實驗四 放置白米 不放置任何米 結果四 60% 40%  

實驗五 放置胚芽米 不放置任何米 結果五 63% 37%  

實驗六 放置白米 放置白米 結果六 39% 61%  

實驗七 放置胚芽米 放置胚芽米 結果七 36% 64%  

實驗八 放置胚芽米 放置白米 結果八 41% 59%  

實驗九 放置白米 放置胚芽米 結果九 43%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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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據表二結果，小明提出了第一個結論：「白米與胚芽米的氣味能吸引米蟲前來。」就你

的判斷，請問你支不支持小明提出此結論？請說明你的理由與判斷過程。(5%) 

 

 

 

 

 

 

 

 

 

 

 

 

 

 

 

 

 

 

(3)根據表二結果，小明提出第二的結論：「比起白米而言，胚芽米的氣味更能有效的吸引米

蟲前來。」就你的判斷，請問你支不支持小明提出此結論？請說明你的理由與判斷過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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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五、科學文章閱讀(8%)(2題多選擇題、必須答案全對才給分) 

 

    2018 年 8 月中國大陸傳出第一起非洲豬瘟感染案例，也是亞洲第一個發生豬瘟的國家，

疫情爆發後持續延燒不斷擴大，由於行政院農委會防檢局陸續查獲民眾攜帶違規肉製品入境，

近日也比照地震警示，針對疫災發布提醒簡訊，呼籲國人切勿網購或攜肉入境。根據農委會

動植物防檢局資料，非洲豬瘟與豬瘟都是由病毒引起的高度傳染性惡性豬隻疫病，兩者不同

之處在於豬瘟是由 RNA 病毒的黃病毒科引起的疫病，而非洲豬瘟則是由 DNA 病毒的非洲豬瘟

病毒類科所致，其症狀為高熱與全身臟器出血、二種疫病的症狀非常相似，但解剖上急

性非洲豬瘟的脾臟會腫大 2-3 倍，腎臟點狀出血似火雞蛋是與豬瘟之不同點。實

驗室診斷非洲豬瘟病毒方法:病毒抗原偵測(ASFV antigen detection)、病毒分離(Virus 

isolation)、酵素連結免疫吸附反應(ELISA)、病毒核酸檢測(DNA detection)、聚合酶連鎖

反應(PCR)或實時定量聚合酶連鎖反應(qPCR)、定序(Sequencing)、病毒抗體檢測(ASFV 

antibody detection)等。 

          

 

    非洲豬瘟病毒潛藏在不同環境中，存活時間分別為冷凍豬肉 1000 天(CAS 專業冷凍標準

為-180C)、冷藏豬肉 100天、豬舍 1個月與糞便室溫 11天。主要傳播途徑為接觸感染，可以

經由廚餘、節肢動物、動物分泌物或排泄物、車輛及人員夾帶等管道。非洲豬瘟與禽流感最

大差異在於，非洲豬瘟不會傳染給人類，但會造成家豬及野豬的惡性傳染病，此外目前尚無

藥物可供治療或疫苗抵禦，且所有品種年齡的豬隻都難以倖免。 

 

    既然非洲豬瘟不會感染人類，為何會成為全民聞風色變的「疫」題呢？事實上，不只養

豬業者要注意，全台民眾更不能事不關己。此病毒首度被發現已 97年，至今卻沒有任何治療、

預防藥物，僅能透過「防疫」。不過畜產專家表示，非洲豬瘟不是人畜共通疾病，病豬肉對人

體沒有影響。但建議還是應該煮熟後再吃，肉品加熱時中心溫度應至少達到攝氏70度或以上、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9D%9E%E6%B4%B2%E8%B1%AC%E7%98%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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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持續最少 2分鐘，才能降低其活性。豬是非洲豬瘟病毒的宿主動物，病毒會出現在豬

糞便中。人吃了染非洲豬瘟的豬肉、非洲豬瘟病毒只能在 pH 3.9 至 13.4 環境中存

活，超過此範圍將於數分鐘內被殺死。 

 

    過去，巴西花了 7 年撲滅疫情，西班牙則耗時 35年脫離疫區，而台灣的口蹄疫更是耗費

整整 21年才解除警報。更重要的是，一旦非洲豬瘟及口蹄疫肆虐，唯一解決方式只有「不停

撲殺」，將嚴重傷害產業至少 2千億，其他相關產業也將面臨史上最大浩劫。根據家畜衛生試

驗所提供資料來看，1997年口蹄疫爆發後政府支出約 104億元相關費用，整體產業損失約 1700

億元，養豬戶數從 1996 年 2 萬 5357 戶減少到 1997 年 2 萬 1891 戶到 2006 年 1 萬 2508 戶，

到今年 5月養豬戶只剩 7240戶，豬隻數量亦減少。此外，面對此波疫情及糧食安全危機，中

國大陸自 7 月以來，生豬(是對未宰殺的除種豬以外的家豬的統稱)價格上漲約 25%，目前價

格雖趨於穩定，但新年將至，豬肉需求增加價勢必將再度哄抬豬肉價格。消費者或許可以轉

買其他肉類做為替代品，但雞、鴨、鵝同樣自身難保、面臨禽流感問題，若疫情持續擴大不

僅令人食不安心，恐怕會造成肉價高漲、民不聊生。 

 

    根據公告之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45條之一修正案，從疫區帶肉品回台屬違規事件，相

關罰則調整為第 1 次 20 萬、第 2 次罰 100 萬，並於 18 日 0 時開始生效。此外，違規輸入、

網購或漁船走私肉類產品最高可處 7 年以下併科新台幣 300 萬以下罰金。(文章改編自

2018-12-18 12:50聯合新聞網) 

 

1. 根據文章敘述，下列哪些關於非洲豬瘟選項正確? (請選出 2個較適合的選項) (4%) 

(A)非洲豬瘟病毒可耐酸鹼，所以進入人體的胃內時，通常可以抵抗胃酸 

(B)非洲豬瘟病毒為 DNA病毒 

(C)主要傳播途徑為接觸感染，可以經由廚餘、節肢動物、動物分泌物或排泄物、車輛及

人員夾帶等管道 

(D)因為豬無法對此病毒產生抗體，所以會生病 

(E)病毒可耐高溫,所以超過攝氏 70度的高溫烹調 2分鐘以上，還是會有大量具活性的病

毒。 

 

 

2. 有關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之敘述，下列哪些選項錯誤？ (請選出 2個較適合

的選項) (4%) 
(A)是一全身性出血病變，比豬瘟更嚴重 

(B)可藉由飲食傳播 

(C)不會傳染給人，所以不需要太擔心，可以正常攜帶各國豬肉回台灣品嘗 

(D)豬隻感染後，死亡率最高可達 100% 

(E)台灣生技產業進步，所以即將有疫苗上市對抗病毒，無須過度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