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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 
楊樹基／新竹女中(退) 
    科園實中(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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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記者龍騰報導 

  106 年學科能力測驗在 1 月 20、21 日兩日登場，這是 99 課綱實施以來的第五次

學測。今年的學測自然科試題，在 68 題中物理占了 17 題，而本次的物理試題的難度

與去年不同，屬中偏易為主，不易鑑別出學生的學習落差，但能分辨考生是否有基本

物理素養。 

106 年 1 月 26 日 

 龍騰網站 

可下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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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自然考科，物理試題計有 17 題，這些試題與課本單元的對應，如下表： 

題數 

章節 

單選題 多選題 綜合題 第貳部份 

題號 難易度 題號 難易度 題號 難易度 題號 難易度 

基 

礎 

物 

理 

(一)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物質的組成   9 中偏易     

第三章物體的運動         

第四章物質間的基本

交互作用 
5 中偏易 9 中偏易     

第五章電與磁的統一   6 中     

第六章波 1、 
2 

易、 
易       

第七章能量 3、 
4 

中偏易、 
中偏易   12 中偏易   

第八章量子現象   7 中偏易     

第九章宇宙學簡介   8 中偏易     

基 

礎 

物 

理 

(二) 

A 

第一章運動學       19、 
20 

中、 
中偏難 

第二章牛頓運動定律         

第三章動量與牛頓運

動定律的應用 
      14、 

17 
中偏易、 
易 

第四章萬有引力       15、 
16 

易、 
中 

第五章功與能量         

第六章碰撞       18 中偏難 

106 學測命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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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試高一基礎物理(一)全約占 20 分；高二基礎物理(二)A 全約占 14 分。 

本次考試的試題難易度分配如下： 

難易度 易 中偏易 中 中偏難 難 

題數 4 8 3 2 0 

由上表可看出，本次試題屬於中偏易。 

 

 

今年的試題具有下列幾項特色： 

1. 符合課綱：題題都在課綱範圍內，沒有超出範圍的問題。 

2. 考測觀念單純：多數問題，所考的觀念單一，容易回答。 

3. 重視基本觀念：不迴避典型問題，以觀念為主，不強調計算。例如聲波的特性、電磁波的特性、宇

宙背景輻射等問題，只要物理概念具備，就能作答。 

4. 題目的鑑別力略嫌不足：試題設計以中偏易為主，不易鑑別出學生的學習落差，但能分辨考生是否

有基本物理素養。 

 

 

  大體上看，今年的試題係以基本物理觀念為主軸，重視觀念的理解，而非計算的細節，因此非常

值得嘉許。但由於題數受限，使得考題無法平衡各單元的學習內容，難免出現遺珠之憾，但瑕不掩瑜。

個人相信，明年的學測試題，仍會以能分辨學生基本物理素養的觀念題為主，而且不論是考理論的理

解，或圖形的判讀，應該會更平均兼顧各單元的學習內容，不偏重任一單元。 

 

 

 

未來命題趨勢 

106 學測命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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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 

      （此份試卷解題係依據大學考試中心於 106 年 1 月 22 日所公告之答案為主） 

說明：第 1 題至第 4 題，每題均計分。每題有 n 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選項，

請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答對者，得 2 分；答錯、未作答或畫記多於一個

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1 波的特性  

下列甲至戊的物理現象，哪些會發生在聲波上？ 

甲：折射  乙：干涉  丙：繞射  丁：反射  戊：都卜勒效應 

(A)只有甲丁 (B)只有丁戊 (C)只有甲丁戊 (D)只有甲乙丙丁 (E)甲乙丙丁戊。 

出  處：龍騰版基礎物理(一)全 第 6 章 波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11 單元 波 

解題觀念：波的特性。 

答  案：E 

解  析：甲、乙、丙、丁、戊等現象，對聲波而言都會發生。 

一、單選題 



試題大剖析 

 5 

 
 

 2 電磁波  

下列甲至丁與光有關的敘述，哪些正確？ 

甲：日光中帶有隨時間變化的電場 

乙：X 光中帶有隨時間變化的磁場 

丙：微波爐可產生比可見光之波長還長的電磁波 

丁：β 射線是一種短波長的電磁波 

(A)只有丙 (B)只有甲乙 (C)只有丙丁 (D)只有甲乙丙 (E)甲乙丙丁。 

出  處：龍騰版基礎物理(一)全 第 6 章 波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11 單元 波 

解題觀念：電磁波是由變化電場與變化磁場所構成的波動。 

答  案：D 

解  析： 甲：日光屬於電磁波，其中帶有隨時間變化的電場。 

乙：X 光屬於電磁波，其中帶有隨時間變化的磁場。 

丙：微波爐產生電磁波波長約數公分，因此波長比可見光還長。 

丁：β 射線是一種電子束，不是電磁波。 

 

3～4 題為題組 

  甲生自一樓地面由靜止開始向上爬到一棟建築物的頂層地板後停止。假設

在此過程，甲生消耗的體能中，用以克服重力的瞬時功率 P 隨時間 t 的變化如

圖所示。已知甲生的質量為 50 公斤，每層樓的高度為 3.0 公尺，重力加速度為

10 公尺/秒 2。 

 3 P − t 圖與能量  

甲生從一樓地面爬至頂層樓板，所消耗的能量有多少焦耳用以克服重力？ 

(A) 150 (B) 3000 (C) 4500 (D) 6000 (E) 9000。 

出  處：龍騰版基礎物理(一)全 第 7 章 能量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7 單元 功與能量 

解題觀念：功率 − 時間圖的面積代表能量。 

答  案：C 

解  析： 甲生消耗的能量等於 P − t 圖的面積，意即 W = 1
2
× 300 ×30 = 450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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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重力位能  

若甲生爬樓克服重力所消耗的能量，等於上樓所增加的重力位能，則甲生相當於爬了幾個樓層的

高度？ 

(A) 1 (B) 3 (C) 5 (D) 7 (E) 9。 

出  處：龍騰版基礎物理(一)全 第 7 章 能量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7 單元 功與能量 

解題觀念：人消耗的能量等於增加的重力位能。 

答  案：B 

解  析：令甲爬的樓層數為 n，由 W = nmgh，或 4500 = n × 50 × 10 × 3.0，得 n = 3。 

 

 

說明：第 5 題至第 9 題，每題均計分。每題有 n 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選項，請將正

確選項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 2

分；答錯 k 個選項者，得該題
n 2k

n
−

的分數；但得分低於零分或所有選項均未作答者，該

題以零分計算。 

 5 物質間的基本交互作用  

下列關於物質間基本交互作用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A)原子核內兩質子間不存在重力交互作用 

(B)靜電力的作用範圍大於弱力的作用範圍 

(C)原子核內兩質子間同時具有靜電力與強力 

(D)原子核內的質子與在外環繞的電子間同時具有靜電力與強力 

(E)四種基本交互作用力的量值，均與兩物質間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出  處：龍騰版基礎物理(一)全 第 4 章 物質間的基本交互作用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9 單元 物質間的基本交互作用 

解題觀念：基本交互作用的特性。 

答  案：BC 

二、多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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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析：(A) 原子核內兩質子間也有重力交互作用。 

(B) 靜電力的作用範圍為無窮遠，而弱力的作用範圍與一個核子大小相當，所以靜電力的作

用範圍大於弱力的作用範圍。 

(C) 原子核內兩質子由於有帶電，所以其間有靜電力。原子核內的質子間同時也有強力作

用，以制衡質子間的靜電斥力。 

(D) 原子核內的質子與在外環繞的電子間，只有靜電力，沒有強力。 

(E) 四種基本交互作用力的量值，只有靜電力與重力與兩物質間距離的平方成反比，其他兩

力沒有這種關係。 

 6 電流磁效應與電磁感應  

在圖中，長直導線與導線環固定在同一紙平面上，當長直導線載有向右的電流 I 時，下列有關導

線環上出現之應電流 i 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3 項） 

(A)當 I 為定值時，i 為零 

(B)當 I 隨時間增大時，i 為逆時鐘方向 

(C)當 I 隨時間增大時，i 為順時鐘方向 

(D)當 I 隨時間減小時，i 為逆時鐘方向 

(E)當 I 隨時間減小時，i 為順時鐘方向。 

出  處：龍騰版基礎物理(一)全 第 5 章 電與磁的統一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10 單元 電與磁的統一 

解題觀念：導線產生的磁場通過線圈面時，若該磁場隨時間而變時，線圈上產生反抗改變的應電

流。 

答  案：ABE 

解  析： (A) 當 I 為定值時，通過線圈面的磁場沒有變化，所以線圈上應電流 i 為零。 

(B) 當 I 隨時間增大時，通過線圈面的向下磁場漸增，由冷次定律可知，線圈上的應電流 i

為逆時鐘方向。 

(C) 理由同(B)。 

(D) 當 I 隨時間減小時，通過線圈面的向下磁場漸減，由冷次定律可知，線圈上的應電流 i

為順時鐘方向。 

(E) 理由同(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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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波粒二象性  

二十世紀初葉發現光具有波與粒子二象性，為近代光電科技的重要基礎。下列有關光之波粒二象

性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3 項） 

(A)光的頻率愈高，則光量子的能量愈大 

(B)楊氏雙狹縫實驗，驗證了光的波動性質 

(C)入射光的波長愈長，愈容易產生光電效應 

(D)波與粒子二象性乃光子特性，其他物質並無波粒二象性 

(E)愛因斯坦以光能量的量子化，解釋光電效應，驗證了光的粒子性質。 

出  處：龍騰版基礎物理(一)全 第 8 章 量子現象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12 單元 量子現象 

解題觀念：光電效應，雙狹縫干涉，波粒二象性。 

答  案：ABE 

解  析： (A) 光量子的能量與光的頻率成正比，所以光的頻率愈高，其能量愈大。 

(B) 楊氏雙狹縫實驗，在屏幕上出現干涉條紋，證明光具有波動性。 

(C) 入射光的能量愈大，愈容易產生光電效應。由於光量子的能量與波長成反比，所以波長

愈長時，愈不容易產生光電效應。 

(D) 不論是光子或微觀質點，如電子，都具有波與粒子二象性。 

(E) 愛因斯坦以光能量的量子化，成功解釋了光電效應，表示光具有粒子性質。 

 8 微波背景輻射  

下列關於二十世紀觀測到的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和恆星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A)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在宇宙中存在的時間大於恆星的年齡 

(B)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溫度，一定比恆星的表面平均溫度高 

(C)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和恆星星光的光譜，都具有不連續的譜線 

(D)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平均波長，一定比恆星光譜的可見光波長還長 

(E)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於空間中垂直通過每單位面積之功率在各方向的分布，比恆星星光更為不均

勻。 

出  處：龍騰版基礎物理(一)全 第 9 章 宇宙學簡介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13 單元 宇宙學簡介 

解題觀念：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性質。 

答  案：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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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析： (A)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為宇宙創生之初的大爆炸的餘燼，所以其存在時間大於恆星的年齡。 

(B)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溫度約為 3K，一定比恆星的表面平均溫度低許多。 

(C)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屬於黑體輻射，其光譜為連續光譜，沒有不連續的譜線。 

(D)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平均波長，與微波波長相當，比恆星光譜的可見光波長還長。 

(E)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在空間中均勻分布。 

 9 拉塞福原子模型  

拉塞福以α 粒子撞擊金箔，發現偶爾會有大角度的散射，因而提出電子繞原子核運行，正如行星

繞行太陽。下列關於拉塞福實驗與其原子模型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A) α 粒子與原子的電子間沒有靜電力 

(B) α 粒子與原子核間的靜電力為吸引力 

(C)原子中的電子若損失能量，可使電子更接近原子核 

(D) α 粒子偶爾會有大角度的散射，主要是因為與多個電子發生碰撞 

(E) α 粒子偶爾會有大角度的散射，主要是因為原子的正電荷集中於極小的原子核。 

出  處：龍騰版基礎物理(一)全 第 2 章 物質的組成，第 4 章 物質間的基本交互作用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2 單元 物質的組成 

解題觀念：拉塞福散射實驗與原子核模型。 

答  案：CE 

解  析： (A) α 粒子與原子的電子都帶電，所以其間有靜電力。 

(B) α 粒子與原子核的電性均為正，所以其間的靜電力為斥力。 

(C) 原子中的電子若損失能量，電子會更接近原子核。 

(D) α 粒子偶爾會有大角度的散射，主要是因為α 粒子很接近原子核，受到較大斥力作用

的緣故。 

(E) α 粒子偶爾會有大角度的散射，主要是因為原子的正電荷集中於極小的原子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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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第 10 題至第 13 題，每題 2 分，每題均計分，請將正確選項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

案區」。單選題答錯、未作答或畫記多於一個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多選題每題有 n

個選項，答錯 k 個選項者，得該題
n 2k

n
−

的分數；但得分低於零分或所有選項均未作答者，

該題以零分計算。 
 

 

10～13 題為題組 

  溫室效應是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大氣中能夠吸

熱的氣體稱為溫室氣體，尤其是碳化合物如二氧化碳、甲

烷等，不但吸熱效率高而且也因人類活動而持續攀升中。

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有多種來源，包括：化石燃料的燃燒、

碳酸鹽受熱、動植物的呼吸作用、酵母菌發酵以及火山爆

發等。附圖為溫室效應的簡化模型之一（圖中數據的單位

為 W/m2），展現了自然界，包含了太空、大氣與地表（水、

陸平均）之間的能量流向與功率，以及溫室效應。 

  極地環境對於暖化極為敏感，因為只要溫度稍高於冰點，水就從固相轉變為液相，整個極地環境

賴以維繫的冰與凍土，就開始瓦解。封存於冰與凍土中大量的碳，也將會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等溫室氣

體形式大量釋出；此外，有機物如長毛象等動植物遺體，不僅因升溫而露出或解凍，亦將被微生物分

解而釋放出大量溫室氣體。極地因暖化解凍釋出的溫室氣體，雖不在早期溫室效應危害的預估之中，

但因其量大而且是個惡性循環，大大的增強了溫室效應對全球環境的危害程度與速率。 

 10 物質的循環  

下列有關微生物分解長毛象遺體的因素，何者的影響最小？  

(A)光照度 (B)曝氣度 (C)溫度 (D)溼度 (E) pH 值。 

出  處：龍騰版基礎生物(下) 第六章 生物與環境 6-2 生態系 

UPUP 生物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六章 生物與環境 焦點 3 生態系的組成與功能 

解題觀念：微生物生長受環境因子的調控。 

答  案：A 

解  析： 本題可從微生物受哪些環境因素影響其生長狀況進行作答，其中(B)曝氣度、(C)溫度、(D)

溼度、(E) pH 值皆明顯影響微生物的生長，而(A)光照度影響程度最低，特別是本題處於極

地區域的微生物，其生長狀況在是否有光環境下影響不大。 

三、綜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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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由題意敘述寫出對應的反應  

下列哪一項不是產生二氧化碳的主要化學反應？ 

(A) CaCO3(s) → CaO(s) + CO2(g) 

(B) C6H12O6(aq) → 2C2H5OH(aq) + 2CO2(g) 

(C) C6H12O6(aq) + 6O2(g) → 6CO2(g) + 6H2O(l) 

(D) CH4(g) + 2O2(g) → CO2(g) + 2H2O(l) 

(E) Fe2O3(s) + 3CO(g) → 2Fe(s) + 3CO2(g) 

出  處：龍騰版基礎化學(二)全 第 4 章 化學與化工 第 2 節 化學與永續發展 

逆轉勝化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8 單元 8-2 化學與永續發展 焦點 1 第 188 頁 

解題觀念：了解產生 CO2 的主要化學反應 

答  案：E 

解  析： 題幹的第一段有提到：「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有多種來源，…」 

可知產生 CO2 的主要化學反應有(A)(B)(C)(D)等途徑。 

(A)碳酸鹽受熱：CaCO3(s) → CaO(s) + CO2(g)。 

(B)釀酒發酵：C6H12O6(aq) → 2C2H5OH(aq) + 2CO2(g)。 

(C)呼吸作用：C6H12O6(aq) + 6O2(g) → 6CO2(g) + 6H2O(l)。 

(D)甲烷燃燒：CH4(g) + 2O2(g) → CO2(g) + 2H2O(l)。 

而(E)並未在題幹提到 CO2 的主要來源之一。 

 12 能量流與熱平衡  

圖中 X 為地表每單位面積轉移給大氣的熱量功率。依據圖中的資料與能量守恆律，並以 W/m2 為

單位時，X 的數值最接近下列何者？ 

(A) 452 (B) 492 (C) 324 (D) 235 (E) 168。 

出  處：龍騰版基礎物理(一)全 第 7 章 能量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7 單元 功與能量 

解題觀念：土地與海洋溫度不變時，其得到與失去的能量相等。 

答  案：A 

解  析： 土地與海洋維持恆溫（14°C），所以進入土地、海洋的熱量功率 168 + 324 等於離開土地、

海洋的熱量功率 X + 40，所以 X =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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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全球暖化  

人類活動導致大氣溫室氣體濃度增加，增強大氣溫室效應，造成全球暖化。下列相關敘述哪些正

確？（應選 2 項）  

(A)全球暖化造成聖嬰現象，使東太平洋的海洋表面溫度偏高。 

(B)使用煤炭會排放二氧化碳，也會產生懸浮微粒，兩者皆一定會使地球的大氣增溫。 

(C)減少食用牛肉也可以減緩暖化，主要是可以減少牛隻排放的二氧化碳和甲烷。 

(D)大氣中的溫室氣體除了二氧化碳與甲烷外，還有水氣及氟氯碳化物等。 

(E)全球暖化造成大氣臭氧層破洞，國際締約通過蒙特婁議定書禁用氟氯碳化物。 

出  處：龍騰版基礎地球科學(上) 第七章 全球氣候變遷 7-3 全球暖化 

地球科學嘿皮 go 第 14 章 地球氣候的變遷 14-4 短期氣候變遷 

解題觀念：全球暖化對地球產生的影響及減碳政策 

答  案：CD 

解  析： (A) 聖嬰現象的成因和赤道東風的變化較為相關，全球暖化可能會影響聖嬰，但無絕對之因 

 果關係。 

(B)懸浮微粒會減少陽光入射量，有降溫效果。 

(E)臭氧層破洞主要是氟氯碳化物引起，和全球暖化無關。 

 

第貳部分 

說明：第 14 題至第 20 題，每題 2 分。單選題答錯、未作答或畫記多於一個選項者，該題以零分

計算，多選題每題有 n 個選項，答錯 k 個選項者，得該題
n 2k

n
−

的分數；但得分低於零分

或所有選項均未作答者，該題以零分計算。此部分得分超過 14 分以上，以滿分 14 分計。 

 

14～16 題為題組 

  自古流傳：「種田無定例，全要靠節氣。」24 節氣於 2016 年已正式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

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它的訂定是以 24 個節氣為分段點，將地球繞太陽公轉的軌道劃分為 24 段，相鄰

兩節氣所對應之地球到太陽的連線，其夾角均為 15°。北半球某年春夏秋冬四季中等角度間隔之相鄰

兩節氣如圖所示（僅為示意圖，未完全符合實際情況）。表中列出了各季節兩節氣之間的時距。假設表

中相鄰兩節氣之間，地球與太陽連線平均每秒鐘掃過的角度分別為ω春、ω夏、ω秋、ω冬，而平均每秒鐘

掃過的面積分別為λ春、λ夏、λ秋、λ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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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節氣 時距 物理量 

春 
清明 

15 天 07 時 09 分 ω春、λ春 
穀雨 

夏 
小暑 

15 天 17 時 26 分 ω夏、λ夏 
大暑 

秋 
寒露 

15 天 13 時 09 分 ω秋、λ秋 
霜降 

冬 
小寒 

14 天 17 時 27 分 ω冬、λ冬 
大寒 

 14 角速度  

依據以上資料及克卜勒等面積定律，關於相鄰兩節氣之間地球與太陽連線平均每秒掃過的角度，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ω春最大 (B)ω夏最大 (C)ω秋最大 (D)ω冬最大 (E)ω春、ω夏、ω秋、ω冬都相等。 

出  處：龍騰版基礎物理(二)A 全 第 3 章 動量與牛頓運動定律的應用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5 單元 動量與牛頓運動定律的應用 

解題觀念：角速度的定義。 

答  案：D 

解  析： 根據題意，相鄰節氣夾角均為 15°，但冬季的時距最短，所以ω冬最大。 
 

 15 克卜勒第二定律  

承上題，關於相鄰兩節氣之間地球與太陽連線每秒鐘掃過的面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λ春最大 (B)λ夏最大 (C)λ秋最大 (D)λ冬最大 (E)λ春、λ夏、λ秋、λ冬都相等。 

出  處：龍騰版基礎物理(二)A 全 第 4 章 萬有引力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8 單元 萬有引力 

解題觀念：克卜勒第二定律。 

答  案：E 

解  析： 根據克卜勒第二定律，一年四季的地球−太陽連線每秒鐘掃過的面積都相等，所以λ 均

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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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克卜勒第二定律  

隨著季節變化，地球與太陽的距離以及地球公轉的速率也會變化，比較表中的四季時段，並利用

克卜勒等面積定律，下列有關地球公轉的推論，何者正確？ 

(A)從節氣時距的大小，無法推論地球距太陽遠近的變化 

(B)從節氣時距最小，可以推論冬季時地球運行最慢 

(C)從節氣時距最小，可以推論冬季時地球距太陽最近 

(D)從節氣時距最大，可以推論夏季時地球距太陽最近 

(E)從節氣的訂定，可以推論地球在兩節氣之間公轉的路徑長，四季都相同。 

出  處：龍騰版基礎物理(二)A 全 第 4 章 萬有引力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8 單元 萬有引力 

解題觀念：克卜勒第二定律。 

答  案：C 

解  析：考慮在短時間∆t 內，掃過面積近似為三角形面積，因相同∆t 內，面積相同，故ω 愈大，距

離愈近。 

【另解】： 

考慮在相鄰兩節氣間（時間∆t），令地球−太陽平均距離為 r，地球−太陽連線轉動的角度為

∆θ，地球−太陽連線在軌道上掃掠的面積為∆A，根據克卜勒第二定律，地球與太陽連線在

相同的時間，在軌道面上掃掠相等面積，因此 

A
t

∆
∆

=

21
2

r

t

θ∆

∆
=

1
2

r2ω = λ = 定值， 

由於ω冬最大，所以冬季時，地球與太陽間的距離最近，且地球運行最快。由此也可得知，

地球在兩節氣之間公轉的路徑長，四季都不相同。 
 

 17 向心力  

自行車以等速繞行水平的圓弧彎道時，與輪胎接觸的地面須提供自行車足夠的向心力，方能順利

轉彎。在相同的彎道轉彎，若速率變為原來的 2 倍時，所需的向心力約需變為原來的多少倍？ 

(A) 1
4
 (B) 1

2
 (C) 1 (D) 2 (E) 4。 

出  處：龍騰版基礎物理(二)A 全 第 3 章 動量與牛頓運動定律的應用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5 單元 動量與牛頓運動定律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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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觀念：向心力公式 F =
2vm

R
。 

答  案：E 

解  析： 向心力 F 與速率 v、半徑 R 的關係為 F =
2vm

R
，當半徑固定時，F ∝ v2。所以速率變為原來

2 倍時，向心力變為原來的 4 倍。 

 18 動量守恆與能量守恆  

王先生將半徑相等的甲、乙兩球對撞，以產生一維彈性碰撞，若甲球的質量為乙球的 2 倍，則下

列有關兩球碰撞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A)甲、乙兩球的動量變化量之量值相同 

(B)甲球的動量變化量之量值約為乙球的 2 倍 

(C)乙球的速度變化量之量值為甲球的 2 倍 

(D)甲球的動能變化量為乙球的 2 倍 

(E)乙球所受撞擊力的量值為甲球的 2 倍。 

出  處：龍騰版基礎物理(二)A 全 第 6 章 碰撞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6 單元 碰撞 

解題觀念：由牛頓第三運動定律可知兩物碰撞時，動量變化的量值相等，受力量值相等。 

答  案：AC 

解  析： (A) 甲、乙兩球碰撞時，總動量守恆，所以兩球動量變化之和為零，意即 p∆

甲 + p∆

乙 = 0， 

 所以甲乙兩球的動量變化量之量值相同。 

(B) 理由同(A)。 

(C) 由 | |p∆

甲 = | |p∆

乙 ，或 | |m v∆


甲 甲 = | |m v∆


乙 乙 ，可知

| |

| |

v

v

∆

∆


乙
甲

=
m
m

甲

乙

= 2。所以乙球的速度變化量

之量值為甲球的 2 倍。 

(D) 甲、乙兩球作彈性碰撞，總動能守恆，所以兩球的動能變化量總和為零，∆K 甲 + ∆K 乙 = 0

或∆K 甲 = ∆K 乙的比值。 

(E) 由牛頓第三運動定律可知，甲球、乙球所受撞擊力的量值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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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題為題組 

某人駕駛汽車在筆直水平路面上行駛，遇紅燈而停，綠燈亮時車開始前進並設此時刻為 t = 0，由此時

刻到 t = 85 秒的期間，汽車加速度 a 與時間 t 的關係如圖所示。 

  
 

 19 a − t 圖  

下列關於此汽車運動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A)汽車在 0 到 20 秒間作等速運動 

(B)汽車在 20 到 60 秒間靜止不動 

(C)汽車在 20 到 60 秒間以等速前進 

(D)汽車在 60 到 85 秒間速度可能小於 0 

(E)汽車在 t = 85 秒時恰好停止。 

出  處：龍騰版基礎物理(二)A 全 第 1 章 直線運動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3 單元 運動學 

解題觀念：a − t 圖的面積等於速度變化量。 

答  案：CE 

解  析： (A) 汽車在 0 到 20 秒間，a = 0.5(m/s2)，汽車作等加速運動。 

(B) 汽車在 20 到 60 秒間，a = 0(m/s2)，汽車作等速運動（該速度為第 20 秒的瞬時速度）。 

(C) 理由同(B)。 

(D) 汽車在 60 到 85 秒間，a = − 0.4(m/s2)，這個過程的速度變化為 − 0.4 × 25 = − 10(m/s)。

由於 0 到 20 秒間的速度變化為 0.5 × 20 = 10(m/s)，所以汽車在 60 到 85 秒間的速度不

會小於 0。 

(E) 理由同(D)，汽車在 t = 85(s)時恰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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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等加速運動  

此汽車在 0 ≤ t ≤ 85 秒期間，共行駛多長的距離？ 

(A) 625 公尺 (B) 525 公尺 (C) 485 公尺 (D) 300 公尺 (E) 100 公尺。 

出  處：龍騰版基礎物理(二)A 全 第 1 章 直線運動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第 3 單元 運動學 

解題觀念：由等加速運動公式，解出每個時間區間的位移。 

答  案：A 

解  析： (1) 汽車在 0 到 20 秒間，a = 0.5(m/s2)，所以汽車移動距離為 

 1
2

at2 = 1
2
× 0.5 × 202 = 100(m)，且第 20 秒的速度為 0.5 × 20 = 10(m/s)。 

(2) 汽車在 20 到 60 秒間的位移為 10 × 40 = 400(m)。 

(3) 汽車在 60 到 85 秒間，a = − 0.4(m/s2)，所以汽車移動距離為 

10 × 25 + 1
2
× ( − 0.4) × 252 = 125(m)。 

汽車移動的總距離為 100 + 400 + 125 = 625(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