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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東部區域 

一、單選題  

(     ) 1. 「這裡地廣人稀，大片荒野散布。除原住民外，平原的居民人數少，不僅是總督府推廣殖民式經濟的理想地點，且希望將此地建設

成具有日本社會和文化風尚的地方。」上文所描述的地區為何？ (A)臺灣北部 (B)臺灣中部 (C)臺灣南部 (D)臺灣東部 (E)澎湖群

島。 

  解答  D 

(     ) 2. 臺灣哪一條河川具有「主流與山脈平行，支流侵蝕基準面有沖積扇生成」之特點？  (A)淡水河 (B)濁水溪 (C)蘭陽溪 (D)花蓮溪 (E)

高屏溪。 

  解答  D 

  解析  花蓮溪沿平行於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之河，其支流由中央山脈流出形成許多沖積扇。 

(     ) 3. 孤懸臺灣島以外的雅美族(現稱達悟族)，是生活於哪一座島嶼上？  (A)綠島 (B)龜山島 (C)蘭嶼 (D)澎湖 (E)琉球嶼。 

  解答  C 

(     ) 4. 臺東池上的米風行全臺灣，到處可見池上便當，池上米那麼聞名的由來，主要和下列哪一種特色有關？  (A)產量勝於西部平原 (B)

栽培面積大 (C)水源少受汙染 (D)稻田風光秀麗 (E)當地農民不施農藥。 

  解答  C 

  解析  臺灣東部由於少河川汙染，使得稻米的灌溉水源良好所致。 

(     ) 5. 以臺東縣的農產而言，下列哪一種最不可能在臺東縣找到？  (A)甘蔗 (B)玉米 (C)花生 (D)茶葉 (E)小麥。 

  解答  E 

  解析  小麥為溫帶作物，臺東屬熱帶，不適栽種。 

(     ) 6. 太魯閣國家公園以哪一項特有的地形景觀聞名？  (A)火山 (B)斷層海岸 (C)珊瑚礁 (D)大理石峽谷 (E)熱帶林木。 

  解答  D 

(     ) 7. 東部三大水系分別為(甲)花蓮溪；(乙)卑南溪；(丙)秀姑巒溪，若由北向南排列，其正確順序為何？  (A)甲丙乙 (B)甲乙丙 (C)丙乙

甲 (D)丙甲乙 (E)乙丙甲。 

  解答  A 

(     ) 8. 東部在日治時期發展較多的熱帶栽培業，主要為下列何者？  (A)咖啡 (B)可可 (C)橡膠 (D)甘蔗 (E)油棕。 

  解答  D 

(     ) 9. 以下為東線鐵路各站站名，哪一個和日式地名最沒有關聯？  (A)池上 (B)關山 (C)瑞穗 (D)鹿野 (E)花蓮。 

  解答  E 

(     )10. 在臺東縣長濱鄉的山洞發現了海沙堆積的痕跡，並有海蝕現象。僅就這些現象加以推論，下列哪些論點可以成立？(甲)全世界的海

水面正在下降；(乙)全球增溫正在進行；(丙)當地的陸塊正在抬升中；(丁)當地的陸塊有離水現象；(戊)這些山洞曾經在海平面位置。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戊 (E)丁戊。 

  解答  E 

  解析  有海沙堆積可證實為離水海岸，有海蝕洞地形，證明曾在海平面位置受海水侵蝕而成。 

(     )11. 政府在東部區域編定了不少工業區，如大理石、水泥、木材等，但使用率卻不高，可能的因素有：(甲)原料；(乙)動力；(丙)勞工；(丁)

市場；(戊)交通。正確的是：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E)甲戊。 

  解答  D 

  解析  東部地區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又遠離市場（西部）故工業區使用率不高。 

(     )12. 臺灣原住民耆老郭英男告誡同族青年：「你們不要一直想做美國人，想做漢人。當你們發現自己身上流的是 XX 族的血統時，你們卻

對 XX 族一無所知！我們沒有文字，我們也不識字，但是我們的歌卻被選為奧運主題曲，這是漢人所沒有過的⋯⋯。」請問以上的

「XX 族」是指： (A)布農族 (B)阿美族 (C)魯凱族 (D)排灣族 (E)泰雅族。 

  解答  B 

(     )13. 「飛魚祭」是臺灣原住民中哪一族的傳統文化景觀？  (A)阿美族 (B)布農族 (C)泰雅族 (D)達悟族 (E)排灣族。 

  解答  D 

(     )14. 夏季若颱風由臺灣東部通過，將因強勁的西南氣流越山而東，使東部地區產生焚風；請問如何得知東部有焚風發生？ (A)農作物枯

萎 (B)風強雨驟 (C)海上有海嘯 (D)野生動物奔竄。 

  解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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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此溪下游切穿海岸山脈，沿途峽谷、絕壁、急湍、奇石等美景爭輝，是臺灣難得的秀麗又可泛舟之處。」上文所描述的河流最可

能是：  (A)立霧溪 (B)花蓮溪 (C)卑南溪 (D)蘭陽溪 (E)秀姑巒溪。 

  解答  E 

(     )16. 志明和春嬌由臺北開往臺東長濱，過了蘇澳後，發現路旁有很多的山麓沖積扇，請問這些山麓沖積扇主要位於：  (A)海岸山脈東側 

(B)海岸山脈西側 (C)中央山脈東側 (D)中央山脈西側 (E)雪山山脈東側 。 

  解答  C 

(     )17. 臺灣東部有很多原住民，下列哪一族不是在東部？  (A)雅美族 (B)卑南族 (C)泰雅族 (D)布農族 (E)賽夏族。 

  解答  E 

(     )18. 近年來，政府為促進臺灣東西部經濟的均衡發展，推出「產業東移」的政策。請問產業東移的產業指的是哪種產業？  (A)石化 (B)

大理石 (C)水泥 (D)水產加工 (E)電子。 

  解答  C 

(     )19. 花東海岸隆起海蝕洞，以八仙洞最著稱，下列諸選項何者形成年代最早？  (A)靈岩洞─海拔 20 公尺 (B)小靈岩洞─25 公尺 (C)潮

音洞─40 公尺 (D)永安洞─60 公尺 (E)海雷洞─85 公尺。 

  解答  E 

  解析  花東海岸為離水海岸，海拔愈高者其形成年代愈久遠。 

(     )20. 臺灣東部向來被視為臺灣最遙遠的地方，孤立得有如「陸上離島」，主要的因素為何？  (A)平原面積狹小 (B)多火山、地震 (C)缺乏

天然資源 (D)對外交通不便 (E)常有颱風侵擾。 

  解答  D 

(     )21. 昔日所謂的「後山」是指何地區？  (A)中央山脈以東 (B)雪山山脈以北 (C)阿里山山脈以西 (D)海岸山脈以東 (E)玉山山脈至中央

山脈間。 

  解答  A 

(     )22. (甲)斷層崖；(乙)礫灘；(丙)離水海蝕洞；(丁)岬角；(戊)海階。臺灣東海岸有哪些地形可證明其為離水海岸？  (A)甲丙丁 (B)甲乙丙

丁 (C)丙戊 (D)丙丁 (E)甲丁。 

  解答  C 

  解析  海階為高出海面階地（曾在海面下故上部平坦）為離水海岸證據。 

(     )23. 「氣勢磅礡的錐鹿斷崖，是立霧溪鑿穿山稜遺留的痕跡，斷崖陡峭的岩壁高處仍存留著昔日泰雅族人行走的錐鹿古道，狹窄的古道

懸在雲深不知處的斷崖，光是用看的就已經夠驚心動魄了。」上文是描述臺灣哪一座國家公園的景觀？ (A)雪霸 (B)陽明山 (C)玉

山 (D)太魯閣 (E)墾丁。 

  解答  D 

(     )24. (甲)雪霸國家公園；(乙)花東縱谷風景特定區；(丙)東海岸風景特區；(丁)太魯閣國家公園；(戊)墾丁國家公園。哪一風景區可欣賞到

三仙臺、小野柳、長虹橋等景色？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解答  C 

(     )25. 若有一颱風從臺灣北部過境，在臺灣哪一地區卻造成高達 31℃的焚風現象，使田間作物嚴重受損，花卉、芋頭、韭菜等受焚風吹烤，

枯萎掉落？  (A)北、宜 (B)雲、嘉 (C)竹、苗 (D)高、屏 (E)花、東  二縣。 

  解答  E 

  解析  颱風為熱帶海洋氣旋，以逆時鐘方向旋轉移動，因此，花、東二縣形成背風面的焚風。 

(     )26. 臺東縱谷到海岸平原間，僅相距 15 公里，但往來困難，主要因素與下列何者關係「最」密切？  (A)溪谷眾多而分歧 (B)氣候炎熱

而酷旱 (C)風力強勁而頻仍 (D)山脈成雁行狀排列 (E)海岸山脈高大且斷崖縱橫 。 

  解答  D 

(     )27. (甲)中央山脈高大險峻；(乙)斷層崖海岸缺乏港灣；(丙)沖積扇上輻射狀分流；(丁)河流洪枯流量變化極大；(戊)海岸山脈通過不易；(己)

清朝視東部為番界；(庚)分布於中央山脈的原住民。問：影響東部區域之「內部」地域間，處處阻隔的主因為：  (A)丙丁庚 (B)

丙丁戊 (C)丁戊庚 (D)丁戊己 (E)甲乙丙。 

  解答  B 

  解析  中央山脈的影響與東部區域內部的聯絡無關。 

(     )28. 臺灣東部地區的農業活動侷限於縱谷地帶和沿海地區的沖積平原和淺山，其中淺山地區的主要土地利用包括哪些？(甲)茶；(乙)果

樹；(丙)甘蔗；(丁)雜糧；(戊)畜牧活動。正確的是：  (A)甲乙丙 (B)乙丙丁 (C)丙丁戊 (D)甲乙戊 (E)乙丁戊。 

  解答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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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甘蔗與雜糧都是平原區的作物。 

(     )29. 臺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板塊的碰撞地帶，其中兩板塊的接觸帶是在：  (A)東部沿海 (B)花東縱谷 (C)玉山山脈 (D)臺三線

公路附近 (E)西部沿海。 

  解答  B 

  解析  海岸山脈原屬於菲律賓海板塊上的島嶼，因衝撞歐亞大陸板塊而形成。 

(     )30. 臺灣地震最頻繁的區域是：  (A)北部 (B)中部 (C)南部 (D)西部 (E)東部。 

  解答  E 

(     )31. 秀姑巒溪瀑布、急流、險灘較多，係因昔日曾發生河川襲奪。請問此一襲奪造成哪條河川產生堆積作用？  (A)木瓜溪 (B)立霧溪 (C)

花蓮溪 (D)卑南溪 (E)蘭陽溪。 

  解答  C 

  解析  花蓮溪為斷頭河地形，流量減少，因此多堆積地形。 

(     )32. 臺灣東部海岸線平直，可供開闢為商港的基地不多，原因在於它屬於下列哪一類型的海岸？  (A)谷灣式海岸 (B)峽灣海岸 (C)珊瑚

礁海岸 (D)斷層海岸 (E)沙岸。 

  解答  D 

(     )33. 若颱風由臺灣北部通過或夏季季風盛行期，將因強勁的西南氣流越山而東，則東部地區可能產生哪一種災害？  (A)農作物枯萎 (B)

樹倒屋毀 (C)溪水暴漲 (D)山區土石流 (E)巨大風浪。 

  解答  A 

(     )34. 臺灣東部區域為臺灣四區中，交通最為困難的區域，有後山之稱，其原因可能有：(甲)中央山地隔絕東西往來的陸上交通；(乙)東部

海岸為平直的沙岸，海運不易；(丙)早期道路修築經原住民領域遭抗爭，增加修築困難；(丁)建成道路因山勢陡峭，又多暴雨，常易

塌方；(戊)東部區域資源豐富，不需與外地往來。以上正確的敘述為何？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E)乙丙戊。 

  解答  C 

  解析  (乙)東部海岸為斷層海岸；(戊)東部因交通不便，而使豐富的資源不易輸出。 

(     )35. 臺灣東部區域經過日治時代計劃性的經濟開發，所帶來的影響「不」包括：  (A)工業多屬原料指向 (B)保存最多的日式建築 (C)臺

灣火車站日式站名最多 (D)國有土地廣大 (E)重北輕南，區域發展不均。 

  解答  A 

  解析  (A)與日治時代之計畫性經濟開發無關。 

(     )36. 臺灣東部俗稱「後山」，有如「陸上離島」一般，造成如此孤立的因素「不」包括：  (A)中央山脈阻隔 (B)斷層海岸平直 (C)原住民

有「獵人頭」習俗 (D)清代封山政策 (E)自然災害頻繁。 

  解答  E 

  解析  自然災害頻繁與位置孤立無關。 

(     )37. 原先居住於縱谷平原地區的阿美族原住民在某一事件後開始遷移，使得廣大的縱谷地區留下了面積遼闊的無人地帶，而造成阿美族

大舉遷移的主因為：  (A)清代政府強迫 (B)日本強迫遷村 (C)漢族的入侵 (D)泰雅族與布農族入侵 (E)光復後政府有計畫的遷村。 

  解答  D 

(     )38. 臺灣東部地區很多地方都具有日式的色彩，請問造成此種現象的眾多原因中，下列哪一項為真？  (A)地大物博是日本人眼中的富源 

(B)為日本推廣殖民地式經濟的理想地點 (C)金屬礦產豐富，造成日本大量開發 (D)縱谷平原廣闊，交通發展迅速 (E)就位置而言本

地距離日本較近。 

  解答  B 

  解析  日本人計畫性經濟開發，希望將東部建設成具有日本社會和文化風尚的地方，因而很多地方留有日式色彩。 

(     )39. 花東地區受限於自然條件與人文條件的影響，如果哪一天你有機會當上花蓮縣長，你覺得花蓮最適合發展的產業為：  (A)大理石加

工業 (B)輕工業 (C)高科技產業 (D)觀光產業 (E)農漁業。 

  解答  D 

  解析  花東有許多天然奇景適合發展觀光產業。 

(     )40. 東部地區受限於自然條件與人文條件影響，所以本區工業主要為哪種工業類型？  (A)原料指向 (B)市場指向 (C)動力指向 (D)技術

指向 (E)勞工指向。 

  解答  A 

(     )41. 東部地區觀光資源豐富，下列有關該地觀光資源的描述何者有誤？  (A)有太魯閣和玉山國家公園 (B)有美麗的海階地形景觀 (C)有

豐富的原住民文化 (D)綠島、蘭嶼有美麗的珊瑚礁海底生態 (E)有三仙臺有雪白綿長的沙灘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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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  E 

  解析  (A)本區有立霧溪的地區的太魯閣國家公園、以及玉里的玉山國家公園南安遊客中心；(B)東海岸有壯麗的海階景觀（例如石梯坪附

近）；(C)本區主要原住民有阿美族、雅美族、卑南族、布農族、泰雅族；(D)本區蘭嶼和綠島皆位於熱帶地區，加上海水清澈所以有

美麗的珊瑚礁景觀。本區因為主要是斷層海岸，海水主要以侵蝕為主，因此沙岸地形較少，有的沙岸也多為非石英沙的海岸，所以

沙灘顏色較暗。 

(     )42. 「若依沿海陸地或海面升降來區分，臺灣東部海岸為離水海岸。」此一論點的主要證據是： (A)海岸平原狹窄 (B)山脈與海岸平行 

(C)海灘多為礫灘性質 (D)沿海地帶多海階 (E)海岸平直缺乏良港。 

  解答  D 

(     )43. 清代臺灣東部相較於西部，可說是幾無漢人在此開墾，是什麼因素讓臺灣東部如此的孤立？(甲)山脈高大陡峻；(乙)海岸平直且多斷

崖；(丙)原住民馘首；(丁)地震頻繁；(戊)清廷劃界封山。 (A)甲乙丙丁 (B)乙丙丁戊 (C)甲丙丁戊 (D)甲乙丁戊 (E)甲乙丙戊。 

  解答  E 

(     )44. 民謠是孕育自民族文化的產物，孕育著豐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下列哪一首歌謠表達了日本殖民歲月中，臺灣人的憤怒和無奈！ 

(A)農村曲 (B)丟丟銅 (C)思想起 (D)天黑黑 (E)一隻鳥仔哮啾啾。 

  解答  E 

(     )45. 臺灣的重要交通建設中，哪一項對東部地區的開發，直接貢獻「最少」？  (A)北迴鐵路 (B)南迴鐵路 (C)中部橫貫公路 (D)中山高

速公路 (E)花東鐵路。 

  解答  D 

(     )46. 臺灣東部主要河川有： (甲)花蓮溪；(乙)和平溪；(丙)秀姑巒溪；(丁)立霧溪；(戊)蘭陽溪；若由北向南排列，其正確順序為何？ (A)

戊乙丁甲丙(B)乙戊丁丙甲 (C)乙戊丁甲丙 (D)戊乙甲丁丙 (E)丁戊乙丙甲。 

  解答  A 

(     )47. 清領臺灣 212 年，期間長達 153 年視臺灣東部為番界，嚴禁人民往來，請問清廷封山意圖為何？ (A)避免漢人開採東部礦藏 (B)保

護原住民文化資產 (C)漢人沙文主義使然 (D)維護完整自然生態 （E)防止人犯窩藏山地。 

  解答  E 

(     )48. (甲)大安溪；(乙)大甲溪；(丙)濁水溪；(丁)曾文溪；(戊)中央山脈稜線，上列地理界線，哪些為「北部」、「中部」、「南部」與「東部」

等區域的界線？ (A)甲丙戊 (B)甲丁戊 (C)乙丙戊 (D)乙丁戊 (E)丙丁戊。 

  解答  D 

(     )49. 地理老師要求同學利用寒假做地理實察，並於開學後上臺報告。甲生「我到太魯閣看到了壯麗的峽谷、峭壁。」乙生：「我們全家到

墾丁玩，落山風很強，但珊瑚礁海岸很美」。丙生：「我回澎湖老家過年，但東北季風太強，冬季實在不是旅遊澎湖的好時節。」丁

生：「我去安平海邊撿了好多火山碎屑風化後的石礫。」戊生：「我去桃園地區實察了台地、河階等地形景觀。」其中有一位同學並

未做實地考察，且報告內容有誤，請問該生是？  (A)甲生 (B)乙生 (C)丙生 (D)丁生 (E)戊生。 

  解答  D 

(     )50. 某導演欲以日治時期臺灣的主要官辦日本移民村為背景，拍攝該時期臺灣的拓墾故事，為忠於史實，其拍攝地點宜選在下列何地？ 

(A)花蓮 (B)高雄 (C)宜蘭 (D)彰化 (E)臺南。 

  解答  A 

(     )51. 臺灣地區降雨時空分布不均，下列事實何者與此種地理環境特徵關係最密切？ (A)人口集中於西半部 (B)鹽田多分布於西南沿海 

(C)臺灣東部的觀光業發達 (D)主要交通線集中於西部 (E)酪農業多分布於大都市近郊。 

  解答  B 

(     )52. (甲)鐵路建設早晚；(乙)開發早晚；(丙)港口建設；(丁)安全因素；(戊)日本官辦移民村，以上哪些是造成東部區域發展北重南輕的原

因？ (A)甲乙丙丁 (B)甲乙丙戊 (C)甲丙丁戊 (D)乙丙丁戊 (E)甲乙丁戊。 

  解答  C 

  解析  (甲)、(丙)形成發展的動能；(丁)、(戊)促使政策的注重。 

(     )53. (甲)漢人移墾；(乙)清廷劃界封山；(丙)西部資源枯竭；(丁)日人計畫性經濟，十八世紀初至中葉，中央山脈西側族群移入東部，與哪

二項因素關係較密切？ (A)甲乙 (B)乙丙 (C)甲丙 (D)甲丁 (E)乙丁。 

  解答  A 

  解析  因漢人在西部地區的移墾，步步進逼原住民生活領域，以及政府劃界封山的政策，使原有居住中央山脈西側的族群移入東部。 

(     )54. 報載花蓮阿美族同胞在舉辦豐年祭慶典時，數名遊客強行進入祭所拍照，因不聽勸阻而引發衝突，請問這些人的行徑反映了哪一項

不當的行為？ (A)掠奪當地資源 (B)汙染當地生態環境 (C)犧牲居民生活品質 (D)未能尊重當地傳統文化 (E)危害當地居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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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  D 

(     )55. 東部地區居住多種的原住民族，其中一部分是十八世紀才移入，最早定居當地的。此原住民族為：  (A)泰雅族 (B)布農族 (C)阿美

族 (D)西拉雅族 (E)達悟族。 

  解答  C 

(     )56. 臺灣東部族群複雜，含：(甲)泰雅族；(乙)布農族；(丙)雅美族；(丁)阿美族；(戊)卑南族；(己)漢族；(庚)噶瑪蘭族；(辛)西拉雅族等，

哪些民族是因漢人來臺日多，所造成推力而進入東部區域﹖  (A)甲乙丙丁 (B)甲乙庚辛 (C)乙丙丁戊 (D)丁戊庚辛 (E)甲乙丁戊。 

  解答  B 

  解析  泰雅族、布農族原居中央山脈西側山地，噶瑪蘭族原居蘭陽平原，西拉雅族原居高屏地區，因漢人日多形成推力進入東部地區。 

(     )57. 右圖為臺灣原住民分布圖，圖中顯示臺灣東部區域的原住民族系最多。 

同時，東部區域也包含有閩、客、平埔及新住民，因而成為臺灣族

系最複雜的地區。請問：下列哪一項說明是形成此種特徵的最合理

解釋？  (A)開發最晚，形成移民移入的歷程最長 (B)清朝政府為利

於管理，鼓勵西部平原區人民東移 (C)地形的崎嶇隔阻，交通不

便，形成小區域的隔離 (D)複雜的地形和氣候，提供多族系不同的

生活空間環境。 

 
  解答  C 

  解析  臺灣東部地形的阻隔形成小區域的孤立，使各族系的勢力範圍各自分隔。阻隔與複雜的形成與氣候無關。 

(     )58. 右圖為臺灣東部區域常見的河床景觀照片。 

照片中顯示河床寬闊但水量稀少的特徵。請問：下列何者

是解釋此種景觀最合理的選項？  (A)兩側山脈地勢高

峻，河川水急侵蝕力強 (B)夏季多颱風豪雨，兩側山洪在

谷底匯聚形成寬闊河道 (C)沖積扇扇面河水下滲，致河床

流量稀少 (D)縱谷區農業發達，流量因農民大量引水灌溉

而稀少。   

  解答  B 

  解析  沖積扇區的河流流路不定，時常改道。寬闊的河道乃夏季自兩側山區，經沖積扇流入河谷而形成的水文特性，雨季後進入乾季，則

流量稀少。 

(     )59. 下列哪二項環境因素，是花東縱谷沖積扇廣布的直接原因？(甲)河流流至縱谷時流幅變寬；(乙)河流流至縱谷平原時坡度變小；(丙)

河川水量終年豐沛；(丁)河川上游森林密布；(戊)上游流域位於變質岩區。  (A)甲乙 (B)甲戊 (C)乙丙 (D)丙丁。 

  解答  A 

  解析  河流堆積的主因是搬運的物質超過河川流量的搬運能量。河流的動能來自流量和流速。流量充沛搬運力強，不會形成堆積。流幅變

寬和坡度變小，皆可使流速降低而產生堆積。 

(     )60. (甲)雪霸國家公園；(乙)太魯閣國家公園；(丙)東海岸風景特區；(丁)花東縱谷風景特定區；(戊)墾丁國家公園；(己)玉山國家公園，

上述皆為國內的風景區，請問，立霧溪雕琢出來的峽谷美景位於：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解答  B 

(     )61. 目前臺灣東部哪一條河川的水力開發量最大？  (A)和平溪 (B)木瓜溪 (C)卑南溪 (D)立霧溪 (E)秀姑巒溪。 

  解答  B 

(     )62. 日治時代臺灣東部農業快速發展，主要以哪一種農業類型為主？  (A)熱帶栽培業 (B)傳統稻作 (C)放牧 (D)游耕 (E)混合農業。 

  解答  A 

 

二、綜合題  

 1. 「古稱麒麟颶的怪風侵襲本區時，本區的氣溫上升到 39℃，預計今年度的釋迦可能要減產了。」根據此一敘述回答： 



 
6

(1)上述的麒麟颶應該是指： (A)焚風 (B)東北季風 (C)落山風 (D)龍捲風 (E)西南季風。 

(2)上述的地區最可能是指： (A)臺東平原 (B)恆春半島 (C)臺中盆地 (D)桃園台地 (E)宜蘭平原。 

  解答  (1)A (2)A 

 2. 東部的原住民族群有(甲)泰雅族；(乙)布農族；(丙)魯凱族；(丁)阿美族；(戊)卑南族；(己)排灣族 ；(庚)噶瑪蘭族；(辛)西拉雅族；(壬)雅美

族，請回答下列各題： 

(1)哪些民族最早定居於東部區域的平原地區？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E)戊辛。 

(2)哪些族群是由中央山脈以西的地方遷入？ (A)甲丙丁 (B)丁戊己 (C)庚辛壬 (D)甲乙庚 (E)甲乙辛。 

(3)「在早期穿越中央山脈，如沿溪而行，有峽谷絕壁，沿山腰以上又須冒被獵首的危險」，請問，獵首的民族可能包括： (A)甲乙丙丁 (B)

甲乙丙己 (C)丁戊庚辛 (D)甲乙丙壬 (E)甲乙丙戊。 

(4)哪一民族分布於太平溪到鹿野溪間的山地？ (A)甲 (B)乙 (C)丙 (D)丁 (E)己。 

(5)原分布於縱谷和海岸平原的哪一民族，面對外族，為求防禦，由小社遷往大社，以組織較大的部落抵禦外侮？ (A)甲 (B)丁 (C)戊 (D)

庚 (E)辛。 

(6)由於上述民族的遷移，導致縱谷平原地區出現很多遼闊的無人地帶，吸引了下列哪些族群的遷入？；(子)泰雅族；(丑)漢人；(寅)日本人；

(卯)西拉雅族；(辰)噶瑪蘭族。正確者為： (A)子丑寅 (B)子丑寅卯 (C)丑寅卯 (D)丑寅卯辰 (E)丑卯辰。 

(7)來自蘭陽平原的是哪一民族？ (A)乙 (B)丁 (C)戊 (D)庚 (E)辛。 

  解答  (1)D (2)E (3)B (4)B (5)B (6)D (7)D 

  解析  (1)原居縱谷和海岸平原的阿美族，及南部臺東平原的卑南族；(2)泰雅、布農兩族因無法西入平原獲取生活資源，而分別越過中央山

脈分水嶺大舉東遷，另外西拉雅族也因阿美族遷移，留下廣闊空地，而由高屏地區東遷；(3)泰雅、布農、魯凱和排灣等原住民都有

獵首的習俗。 

 3. 王小明利用暑假自助旅行到臺灣東部，他搭花東線火車，自花蓮坐往臺東旅遊，請回答： 

(1)請問在王小明的右方看到的是哪一座山脈？ 

(2)在王小明左方的是哪一座山脈？ 

(3)沿途所見，許多河流在山麓形成扇狀的是哪一種地形？ 

(4)花蓮港未完工以前，東來的輸船，必需靠竹筏或舢板接駁，客貨始能上岸，主因東部屬於何種海岸？ 

(5)為何東部的河流在出海口附近較少形成三角洲？ 

(6)在沿途所經過的三條大河是：(甲)秀姑巒溪；(乙)花蓮溪；(丙)卑南溪，依序應是： (A)甲乙丙 (B)乙丙甲 (C)乙甲丙 (D)丙甲乙 (E)丙乙

甲。 

  解答  (1)中央山脈 (2)海岸山脈 (3)山麓沖積扇 (4)斷層海岸 (5)因河流短小流急 (6)C 

 4. 關山、池上的米成為臺灣良質米的重要產地與都市及交通發展有關，促使農業朝向哪兩種經營方式發展？ 

  解答  商業化和專業化 

  解析  隨著都市化及交通改善，農業逐漸朝向商業化和專業化。 

 5. (甲)中央山脈高大險峻；(乙)斷崖海岸缺乏港灣；(丙)沖積扇上輻射狀分流；(丁)洪枯流量變化大的三大水系；(戊)海岸山脈通過不易；(己)清

朝視東部為番界；(庚)分布於中央山脈的原住民，上述為東部交通險阻的因素，請問：   

(1)東部區域「對外」聯繫困難的主因為：  (A)甲乙戊 (B)丙丁戊 (C)甲乙戊己 (D)甲乙己庚 (E)甲乙戊己庚 。 

(2)東部區域其「內部」地域間亦處處阻隔，主因為：  (A)甲乙丙 (B)丙丁戊 (C)丙丁庚 (D)丁戊己 (E)丁戊庚 。 

  解答  (1)D (2)B 

 6. 安安利用假日至臺灣東部旅行時，看到了陡峭的峽谷，白玉般的大理石岩壁。請問： 

(1)安安旅行的地點較可能是下列何地？  (A)知本 (B)小野柳 (C)三仙臺 (D)八仙洞 (E)太魯閣 。 

(2)該地峽谷的形成與下列哪些因素關係最小？  (A)回春作用 (B)陸地相對上升 (C)河流堆積作用 (D)侵蝕基準下移 (E)河流下蝕作用 。 

  解答  (1)E (2)C 

 7. 「這裡地廣人稀，大片荒野散布。除原住民外，平原的居民人數少，不僅是總督府推廣殖民式經濟的理想地點，且希望將此地建設成具有日

本社會和文化風尚的地方。」請問： 

(1)上文所描述的地區為何？  (A)臺灣北部 (B)臺灣中部 (C)臺灣南部 (D)臺灣東部 (E)澎湖群島。 

(2)總督府欲在此地推廣的殖民式經濟是指何種產業？  (A)酪農業 (B)水泥工業 (C)水稻農業 (D)大理石礦業 (E)熱帶裁培業。 

  解答  (1)D (2)E 

 8. 臺灣東部區域有「後山」之稱，亦有人指此區為臺灣之最後「淨土」，試就此二名稱簡述其由來？ 

  解答  (1)位居中央山脈西側，交通不便，開發遲緩 (2)因少開發，保留天然美景及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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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臺灣東部由於對外交通不便，封閉孤立而有後山之稱，又因少開發，保留原始風貌，而成最後淨土。 

 9. 東部地區為原住民主要生活空間，然而現在各族群分布區，乃是在十八世紀初至中葉，由於曾發生新族群由中央山脈西側東侵遷入後，形成

一連串連鎖效應，各族群的遷移形成空間分布重組後而定型的，而此空間重組亦為清代開山撫番後的漢人、客人及日移民提供開墾空間，請

問參與此時期「空間分布重組之原住民」包括哪些族群？（含平埔族）： 

  解答  泰雅族、阿美族、西拉雅族、布農族、噶瑪蘭族 

10. 臺灣東部區域位於板塊接觸帶，構造運動頻繁，產生多種地形，請問花東縱谷即是何種構造地形？ 

  解答  地塹 

11. 由於各種內營力和外營力交互作用的影響，使臺灣擁有多種海岸地形，今依其特色將全島之海岸分成東部(花、東地區)、南部(高、屏地區)、

北部(北、宜地區)和西部等四段。請問： 

(1)何段海岸可見到海階地形？ 

(2)此種地形可證明該地區之海岸曾發生海蝕和何種現象？ 

(3)南段海岸的珊瑚礁地形(含海岸附近之隆起珊瑚礁)，可為臺灣提供哪兩類經濟資源？ 

(4)哪一段海岸可見到谷灣地形？ 

  解答  (1)東部 (2)離水 (3)觀光、石灰石 (4)北部 

  解析  (1)(2)海階為離水漸層海岸的地形特徵，位東部海岸；(3)珊瑚礁海岸可提供觀光及石灰石原料；(4)北部海岸為　水海岸，故可見到臺

灣地形。 

12. (甲)開發早晚；(乙)鐵路建設早晚；(丙)港口建設；(丁)日本官辦移民村；(戊)安全因素，上述是影響東部區域發展的重要因素，請問：  

(1)臺灣東部區域發展整體落後西部地方，而其內部的發展，結果應是： (A)均衡發展 (B)南重於北 (C)北重於南 (D)海岸平原重於縱谷平

原 (E)縱谷平原重於海岸平原。 

(2)造成其區域發展的結果，主因為： (A)甲乙丙丁 (B)乙丙丁戊 (C)甲丙丁戊 (D)甲乙丙戊 (E)乙丙丁。 

  解答  (1)C (2)B 

13. (甲)雪霸國家公園；(乙)太魯閣國家公園；(丙)東海岸風景特定區；(丁)花東縱谷風景特定區 ；(戊)墾丁國家公園；(己)玉山國家公園，上述

皆為國內的風景區，請回答下列各題： 

(1)東部區域目前設立的國家級風景區有： (A)甲乙戊己 (B)乙丙丁戊 (C)乙丙丁己 (D)甲乙丙丁 (E)丙丁戊己。 

(2)石梯坪、三仙臺、小野柳等美景，屬於哪一風景區？ (A)甲 (B)乙 (C)丙 (D)丁 (E)己。 

(3)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峽谷地形，由哪一條河流侵蝕而成？ (A)和平溪 (B)立霧溪 (C)花蓮溪 (D)秀姑巒溪 (E)卑南溪。 

(4)到關山騎腳踏車，到池上吃便當，應是哪一風景區的重點活動？ (A)甲 (B)乙 (C)丙 (D)丁 (E)己。 

  解答  (1)C (2)C (3)B (4)D 

14. 臺灣地區共規劃六處國家公園，包括： (甲)陽明山 ；(乙)太魯閣 ；(丙)墾丁 ；(丁)玉山 ；(戊)雪霸 ；(己)金門，試問：（以代號回答） 

(1)哪一公園內有石灰岩及風成地形？ 

(2)哪一公園內可見到國寶魚──櫻花鉤吻鮭？ 

(3)哪一公園以豐富的人文史蹟為主題？ 

(4)哪一公園內有地熱、硫磺礦等資源？ 

(5)哪一公園內可見到臺灣著名的峽谷地形？ 

  解答  (1)丙 (2)戊 (3)己 (4)甲 (5)乙 

15. 東部適合發展觀光遊憩的原因為何？ 

  解答  自然美景和豐富的族群文化 

16. 右圖係臺灣某地區的等高線圖。 

(1)該圖所展示的地形是：  (Ａ)山地 (Ｂ)台地  
(Ｃ)盆地 (Ｄ)沖積扇 (Ｅ)三角洲。 
(2)圖中甲至戊五個地點中，何者的自然條件最適合

發展水稻農業？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Ｅ)戊。 
(3)承上題，下列哪一個地區該種地形最為發達？

(Ａ)臺北盆地 (Ｂ)臺東縱谷 (Ｃ)恆春半島 (Ｄ)澎
湖群島 (Ｅ)大屯山區。     

  解答  (1)D (2)A (3)B 

17. 「由西向東切穿中央山脈的三大溪流：花蓮溪、秀姑巒溪和卑南大溪，於山麓谷口各形成沖積扇，連結成狹長的縱谷平原，成為東部區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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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生活空間」。請問： 

(1)縱谷地形的產生和下列哪一作用最有關？  (A)河蝕 (B)河積 (C)斷層 (D)海蝕 (E)海積。 

(2)位於縱谷區的三大河川，緯度最低者是： (A)秀姑巒溪 (B)花蓮溪 (C)太平溪 (D)立霧溪 (E)卑南溪。 

  解答  (1)C (2)E 

18. 臺灣東部可說是臺灣目前僅存的一塊淨土，今年暑假胖胖決定和同學一同前往該地進行深度之旅。當她們來到東部時看到了壯麗的峽谷景

觀，有些地區甚至有一線天之稱，據當地的解說員說：這裡是全臺灣最壯麗的峽谷景觀。途中他們也發現：在峽谷的內部別有洞天，峽谷中

竟然出現相當平坦的高地，而高地上面就是大聚落的所在地。後來她們來到海邊看到了許多美麗的景觀，其中有些位在海邊的岩層出現了洞

口如門的洞穴。而該地的岩層經過仔細的觀察可以明顯發現角閃石、輝石等礦物的結晶，而就在海邊不遠處，則出現類似梯田般的平坦地面。

請根據本文回答下列 1-5 題： 

(1)胖胖所到的峽谷最可能的地區為：  (A)陽明山國家公園 (B)玉山國家公園 (C)墾丁國家公園 (D)雪霸國家公園 (E)太魯閣國家公園。 

(2)此種不透水且具壁立性的岩層最可能為：  (A)大理岩 (B)安山岩 (C)砂岩 (D)頁岩 (E)玄武岩。 

(3)峽谷中平坦的高地可能是指哪種地形：  (A)熔岩台地 (B)方山 (C)河階 (D)海階 (E)高原。 

(4)在海邊胖胖看到了含有角閃石的岩層，代表該地曾經出現哪種自然現象：  (A)冰河所造成冰磧地形 (B)火山活動 (C)風積作用強烈 (D)

海蝕作用盛行 (E)石灰岩地形發達。 

(5)這裡海邊出現如梯田狀高出公路路面的地形，此種地形可能是：  (A)河階 (B)海蝕平台 (C)一連串的方山 (D)熔岩台地 (E)海階。 

  解答  (1)E (2)A (3)C (4)B (5)E 

  解析  (3)河谷中如果出現高於河床的平坦地面，主要是河階，本區河床附近的平坦高地就是河階地形；(4)含有角閃石的岩層主要是火成岩

（本區為安山岩）；(5)海邊的梯田狀地形，其實就是海蝕作用所形成的海階。 

19. 如果有一天你要幫班上同學設計一個東部的旅行行程，班上同學提議想要欣賞的景觀包括：海蝕地形、火山島嶼、珊瑚礁生態、大理石峽谷

景觀、溫泉饗宴、冬季的滑雪等等，請問： 

(1)如果想要賞雪臺灣最佳的賞雪地點為何？ 

(2)在東部觀賞珊瑚礁生態最好的地點為何？ 

(3)臺灣哪個國家公園具有最壯麗的大理石峽谷景觀？ 

  解答  (1)合歡山(2)綠島、蘭嶼 (3)太魯閣國家公園 

  解析  (1)東部要賞雪以從中橫公路上合歡山最為便利；(2)本區珊瑚礁主要分布於離島的蘭嶼和綠島；(3)本區大理石景觀以太魯閣國家公園

最具代表性。 

20. 下圖為花東縱谷的某一區域地形圖。 

(1)請問在當地這樣的地形其成因為：  (A)河流流量減少所造成的堆積 (B)河流出海所形成的三角洲 (C)河流坡度變陡而出現大量堆積 (D)

河流流幅變寬所形成的堆積 (E)河流流經乾燥地區所形成的堆積。 

(2)請問：圖中哪個地區所出現的堆積物質最大：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解答  (1)D (2)A 

  解析  (1)此圖在地形學上我們稱為聯合沖積扇；(2)沖積扇在扇頂堆積物質最大。 

21. 非常女從高雄出發，環島觀賞海岸地形景觀，沿途經過臺南、七股、野柳、基隆、蘇澳、花蓮、墾丁、東港。請回答下列各題： 

(1)非常女沒有看到哪一種海岸景觀？  (A)潟湖 (B)峽灣 (C)谷灣 (D)波蝕棚 (E)斷層海岸。 

(2)途經蘇花公路段海岸時，望著浩瀚的太平洋，最不可能出現哪一項敘述？  (A)鯨魚快樂地游泳 (B)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C)斷層千

仞，膽顫心驚 (D)落日緩緩隱入婆娑之洋 (E)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 

(3)哪一地方的海岸地形特徵和東南丘陵的海岸最相似？  (A)高雄 (B)七股 (C)基隆 (D)墾丁 (E)東港。 

  解答  (1)B (2)D (3)C 

22. 「秀姑巒溪兩岸小而低的沖積扇、高立的河階；⋯⋯；以及花蓮溪岸大而低的沖積扇，就形成了早期東部族群的舞臺。」請依上述回答： 

(1)文中「花蓮溪岸大而低的沖積扇」是位於哪一山脈的山腳？ (A)雪山山脈 (B)中央山脈 (C)海岸山脈 (D)玉山山脈 (E)阿里山山脈。 

(2)造成秀姑巒溪與花蓮溪河流地形差異的原因為何？  (A)襲奪作用 (B)均夷作用 (C)曲流截斷 (D)溶蝕作用 (E)侵蝕輪迴。 

(3)「就形成了早期東部族群的舞臺」，文中的族群在十八世紀之前最可能是哪一族群？ (A)排灣族 (B)魯凱族 (C) 阿美族 (D)泰雅族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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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雅族。 

  解答  (1)B (2)A (3)C 

23. 右圖是臺灣某地海岸的素描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1)該素描所依據的視角方向是： (A)從南向北 (B)從北

向南 (C)從東向西 (D)從東南向西北 (E)從西南向東北。

(2)形成圖中右前方海岸類型的最基本地形營力是什麼？

(A)差別侵蝕 (B)冰河挖掘 (C)火山噴發 (D)岩層變位 (E)
河川襲奪。 
(3)臺灣從這種海岸出海的河川，最有可能出現下列哪兩種

河川地形？ (A)河階、峽谷 (B)河階、蛇丘 (C)河階、牛

軛湖 (D)峽谷、牛軛湖 (E)蛇丘、牛軛湖。    
  解答  (1)B (2)D (3)A 

  解析  (2)斷層海；(3)高低差及地表上升，形成河階及峽谷。 

24. 「此平原南北長約 150 公里，東西寬度不足 7 公里，原是溪流搬運來的砂石沖積而成。在西側靠山處有大斷層崖，崖高可達 1000 公尺，斷

層崖東側有一連串沖積扇，呈現南北向排列。平原上種植稻米、地瓜、花生、檳榔，在較高處有一些水果。有一條溪流從山地流出，在乾季

時河床布滿大小石頭，雨季時河水暴漲，流水急速。」 

(1)文中河川特徵的描述，以下列何者與事實最相符？ (A)河床寬廣 (B)流速變化大 (C)流量變化大 (D)泥沙負荷量大 (E)河床坡度變化大。 

(2)該平原應是位於臺灣的哪一地區？ (A)花蓮 (B)屏東 (C)宜蘭 (D)桃園 (E)嘉義。 

(3)文中敘述的沖積扇應是在哪一山脈的河流出山處？ (A)海岸平原 (B)中央山脈 (C)雪山山脈 (D)玉山山脈 (E)阿里山山脈。 

  解答  (1)C (2)A (3)B 

25.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將臺灣東部地區視推廣殖民地式經濟的理想地點，但初期拓墾成果並不理想。請問： 

(1)日人推廣的殖民地式經濟是指何種產業？ (A)酪農業 (B)水泥工業 (C)水稻農業 (D)大理石礦業 (E)熱帶栽培業。 

(2)初期拓墾成果並不理想的主要原因，與下列哪二項因素關係密切？(甲)資金來源；(乙)水土適應；(丙)勞力供應；(丁)交通設施，正確的是： 

(A)甲、乙 (B)丙、丁 (C)甲、丁 (D)乙、丙 (E)乙、丁。 

  解答  (1)E (2)B 

26. 張老師為了配合臺灣某地區的教學活動，而蒐集了：(甲)海蝕壺穴；(乙)海崖；(丙)海階；(丁)沖積扇；(戊)河口三角洲；(己)原住民豐年祭等

圖片。請問： 

(1)張老師的蒐集，是為了配合何地區的教學活動？ (A)臺灣北部 (B)臺灣中部 (C)臺灣南部 (D)臺灣東部 (E)臺灣離島。 

(2)張老師所蒐集的地形圖中，何者最適合作為離水海岸的證據？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解答  (1)D (2)C 

  解析  (2)海階為離水海岸的證據。 

27. 「臺灣島平均每年約發生 2200 次地震。其中有感地震 200 餘次，災害性地震可能有一次。輕微的地震，會使山坡地的土石變得鬆散而容易

崩塌，以致豪雨時容易造成土石流。強烈的地震，則容易在山區引發山崩與落石，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到嚴重損失。」請問： 

(1)臺灣多地震的原因，和臺灣島的哪一項位置特性關係最密切？  (A)北回歸線的通過位置 (B)海洋與大陸的交會位置 (C)東北季風和西南

季風的交替位置 (D)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大陸板塊的接觸位置。 

(2)地震震央發生在下列哪一個縣的可能性最低？  (A)花蓮 (B)苗栗 (C)澎湖  (D)臺南。 

(3)臺灣下列哪一個地區的地形發育，和土石流的關係最密切？  (A)高雄縣大岡山 (B)屏東縣恆春西台地 (C)臺中縣清水海岸平原 ( D)花蓮

縣木瓜溪沖積扇。 

  解答  (1)D (2)C  (3)D 

  解析  (2)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大陸板塊的接觸位置在臺灣東部，故地震發生以東部最為頻繁，澎湖位在臺灣島以西的臺灣海峽中，故成為

地震震央的可能性最低。(3)土石流係河川攜帶大量砂石而形成，通常發生於山區坡度較大之地。沖積扇分布於谷口，即在河流由坡

度大的山區進入坡度較小處。（長期的土石流最後即形成沖積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