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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高中生物(全) 

第 1 章_細胞的構造與功能 

◇第 1 章_探討活動

一、 單一選擇題 

編號：670869  難易度：易 

1.(   )下列生物個體或構造，以適當的器具測量或觀測，何者的對應關係最不恰當？ (Ａ)大型的成體鯨：高速公路地磅

站用的地磅 (Ｂ)一歲的嬰兒：菜市場用的磅秤 (Ｃ)蛙卵的卵徑：鉛筆盒裡的文具直尺 (Ｄ)葉肉細胞：實驗

室用的解剖顯微鏡。 

答案：(Ｄ) 

解析：(Ｄ)葉肉細胞：實驗室用的複式顯微鏡。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70  難易度：中 

2.(   )人類肉眼的解像力約為 0.1 mm，若使用 1000 倍的光學顯微鏡觀察下列四種不同長度的物體，何者在視野下看不見

？ (Ａ) 10
－6 m (Ｂ) 10

－8 m (Ｃ) 10
－5 cm (Ｄ) 104 nm。 

答案：(Ｂ) 

解析：人類肉眼的解像力約為 0.1 mm＝0.1×10
－3 m＝10

－4 m，所以(Ａ) 10
－6 m×1000＝10

－3 m＞10
－4 m，看得見。(Ｂ) 10

－8 

m×1000＝10
－5 m＜10

－4 m，看不見。(Ｃ) 10
－5 cm×1000＝10

－5×10
－2 m×1000＝10

－4 m，看得見。(Ｄ) 104 nm×1000＝

104×10
－9 m×1000＝10

－2 m＞10
－4 m，看得見。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71  難易度：易 

3.(   )進行「細胞形態的觀察」探討活動時，若將顯微鏡鏡頭對準觀測物後，視野中仍一片空白，應先調整附圖顯微鏡的

何處才有助於看見觀測物？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Ｅ)戊。 

答案：(Ｃ) 

解析：已將顯微鏡鏡頭對準觀測物後，發現視野仍是一片空白，即此時的視野影像尚未完成對焦，因此要完成對焦動作需

調整粗調節輪（丙）。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72  難易度：中 

4.(   )下列探討顯微測量的結論，何者正確？ (Ａ)載物臺測微器每格所代表的長度，在放大倍率 100X 時，與放大倍率 

400X 時相同 (Ｂ)載物臺測微器每格所代表的長度，在放大倍率 100X 時，比放大倍率 400X 時小 (Ｃ)目鏡測

微器每格所代表的長度，在放大倍率 100X 時，與放大倍率 400X 時相同 (Ｄ)目鏡測微器每格所代表的長度，

在放大倍率 100X 時，比放大倍率 400X 時小。 

答案：(Ａ) 

解析：(Ａ)(Ｂ)載物臺測微器的刻度未經複式顯微鏡放大率而改變，因此在放大倍率 100X 與放大倍率 400X 時，載物臺測

微器每一小格皆為 10 μm。(Ｃ)(Ｄ)目鏡測微器每一刻度的大小＝10（μm）×
目鏡測微器之格數

載物臺測微器之格數
，在放大倍率 

100X 時，目鏡測微器一格所對應的載物臺測微器之格數比與放大倍率 400X 時，目鏡測微器一格所對應的載物臺測

微器之格數多，因此在放大倍率 100X 時的目鏡測微器一格大於在放大倍率 400X 時的目鏡測微器一格大小。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73  難易度：中 

5.(   )下列有關染色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染色體數目愈多，則生物不一定愈高等 (Ｂ)顯微鏡下看到細胞核的細

胞可看到染色體 (Ｃ)染色質通常於細胞分裂時才形成 (Ｄ)原核生物並無 DNA。 

答案：(Ａ) 

解析：(Ａ)生物的高低等與染色體的數目無關。(Ｂ)顯微鏡下看到細胞核的細胞需經過染色才可看到染色體。(Ｃ)通常於

細胞分裂時才形成的是染色體。(Ｄ)原核生物也有 DNA。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74  難易度：中 

6.(   )觀察洋蔥根尖生長點的細胞，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Ａ)細胞小，排列緊密 (Ｂ)大部分細胞的染色體正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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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Ｃ)大部分細胞進行有絲分裂，近中央少部分細胞進行減數分裂 (Ｄ)正在進行細胞分裂的細胞，其染色體

均排列於細胞中央。 

答案：(Ａ) 

解析：(Ｂ)(Ｃ)大部分細胞處於間期，看不到染色體，少部分的細胞可進行有絲分裂，但不會是減數分裂。(Ｄ)少部分的

細胞正在進行細胞分裂時，僅部分細胞的染色體會排列於細胞中央，其餘部分細胞的染色體則可能會排列於細胞中

央往兩極移動，亦可能是隨意分布在細胞質內。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75  難易度：中 

7.(   )草履蟲為一種單細胞生物，是生態系中的消費者。細胞表面布滿纖毛，可在水中游泳，並可透過口溝攝食，將攝入

的食物以食泡儲存，再與溶體融合。根據上述說明，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Ａ)在草履蟲的生長過程中，不

具有細胞分化的現象 (Ｂ)因為是單細胞生物，所以草履蟲不具有細胞核 (Ｃ)食泡是一種液泡，可儲存大量水

分維持細胞形狀 (Ｄ)纖毛擺動所需能量由葡萄糖分子直接提供 (Ｅ)可用壓片法製作草履蟲的水包埋玻片。 

答案：(Ａ) 

解析：(Ｂ)單細胞生物不一定是原核生物。(Ｃ)食泡是一種液泡，用來儲存吞入的食物顆粒。(Ｄ)纖毛擺動所需能量由 

ATP 直接提供。(Ｅ)壓片法一般是用來分散軟組織內的細胞。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76  難易度：中 

8.(   )洋蔥根尖有一區域的細胞負責進行細胞分裂以產生更多根部細胞。附圖是新鮮洋蔥根尖細胞製備的玻片標本於 100 

倍的顯微鏡下觀察到的現象，甲～丁細胞分別屬於細胞分裂的不同階段。下列與本實驗相關之敘述，哪一項正確

？ 

 
(Ａ)此類玻片製作需染色後才能觀察 (Ｂ)減數分裂過程的順序：丁→乙→丙→甲 (Ｃ)細胞甲的染色體套數與細胞丁不

同 (Ｄ)細胞乙中的深色桿狀構造為紡錘絲 (Ｅ)細胞丙的同源染色體開始分離。 

答案：(Ａ) 

解析：甲：細胞質分裂完成，核膜出現；乙：染色體排列細胞中央；丙：複製的染色體往兩極分離；丁：間期染色體複製

。(Ｂ)根尖細胞為體細胞，進行的是有絲分裂。(Ｃ)丙階段染色體套數增加，甲、乙、丁染色體套數相同。(Ｄ)桿

狀構造為染色體。(Ｅ)有絲分裂無同源染色體分離現象，此圖為二分體分離。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77  難易度：中 

9.(   )在探討活動「觀察有絲分裂」實驗中，艾笙悟同學使用裝有目鏡測微器的光學複式顯微鏡（圖(一)）觀察玻片標本

，在不同物鏡倍率下的視野圖(二)、圖(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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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Ａ)此玻片標本為洋蔥根尖細胞的有絲分裂 (Ｂ)從觀察圖(二)轉換為觀察圖(三)，需先使用圖(一)中的甲旋轉至最短物

鏡，再使用丙找到正確焦距，並將丁調至最大，使影像清晰 (Ｃ)承(Ｂ)，在圖(二)、圖(三)的視野下，目鏡測微器每一

小格的間距（線距）看起來不變 (Ｄ)圖(二)中觀察到染色體時，也可以清楚看到細胞核 (Ｅ)圖(三)中可觀察到開始進

行細胞核分裂時所形成的分裂溝。 

答案：(Ｃ) 

解析：(Ａ)應為動物細胞。(Ｂ)甲（物鏡旋轉盤）、乙（粗調節輪）、丙（細調節輪）、丁（光圈）。最短物鏡為最低倍

鏡，放大細胞須用較長之高倍物鏡；光圈宜調整適合亮度之大小，未必是最大。(Ｄ)細胞核分裂開始，核膜、核仁

消失，故無法清楚看到細胞核。(Ｅ)細胞質分裂。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78  難易度：易 

10.(   )某生進行血液抹片觀察，他在一張血球的顯微相片中測量血球之大小，直尺的標示單位為公分，如附圖所示。老師

要求報告中須提供所有顯微相片的最終放大倍率值，若依課本中所述紅血球細胞直徑約 7.5 微米（μm），則該生

使用的顯微鏡放大倍率為多少？ 

 
(Ａ) 40 (Ｂ) 200 (Ｃ) 400 (Ｄ) 1000。 

答案：(Ｄ) 

解析：紅血球細胞的直徑大小為 1.5－0.75＝0.75（cm），因此顯微鏡放大率＝
實際大小

影像大小
＝

）（

）（

m7.5

cm0.75


＝

）（

）（
－

－

m107.5

m100.75
6

2




＝

）（

）（
－

－

m107.5

m107.5
6

3




＝103＝1000。故選(Ｄ)。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79  難易度：中 

11.(   )附圖為某植物根部的縱切面構造示意圖。下列有關有絲分裂染色體觀察實驗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進行分裂中的細胞都具有明顯易見的染色體 (Ｂ)當細胞中可以觀察到染色體時，也可以看到細胞核 (Ｃ)當染色分

體互相分離時，染色體之形狀為趨向兩極的 V 型 (Ｄ)處於有絲分裂狀態的細胞都集中在根尖最前端的丁區 (Ｅ)丙區的

細胞相當大，不需染色即可觀察到有絲分裂進行中的細胞。 

答案：(Ｃ) 

解析：附圖為木本植物根部縱切示意圖，由上而下依序為（甲）成熟區，（乙）延長區，（丙）生長點及（丁）根冠。(Ａ

)進行分裂中的細胞仍需染色才可觀察到染色體。(Ｂ)當細胞可觀察到染色體時，表示細胞已進入細胞分裂階段，此

時已看不到細胞核構造。(Ｄ)生長點（丙）為植物根部進行細胞分裂的主要部分，根冠（丁）區域的細胞已不再進

行細胞分裂。(Ｅ)生長點（丙）區域的細胞因進行細胞分裂後，而使得細胞變得較小，且細胞核基質比較大，細胞

質較濃，細胞壁較薄，且沒有液泡的形成。此處細胞核內染色體仍需染色，才可觀察到有絲分裂的進行。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80  難易度：易 

12.(   )在一般光學顯微鏡下，染色也無法觀察到下列何種構造？ (Ａ)染色體 (Ｂ)細胞核 (Ｃ)葉綠體 (Ｄ)核糖體。 

答案：(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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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Ｄ)核糖體的構造很小，必須使用電子顯微鏡才可看到。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81  難易度：易 

13.(   )某生在顯微鏡下觀察葉的表皮，若他想要在視野內觀察到更多細胞，應該如何做？ (Ａ)增加視野的亮度 (Ｂ)使

用碘液染色 (Ｃ)使用較低倍的物鏡 (Ｄ)縮短玻片和物鏡的距離。 

答案：(Ｃ) 

解析：(Ｃ)物鏡放大倍率愈低，視野內可觀察到的細胞數目愈多。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82  難易度：易 

14.(   )在顯微鏡下很難看到細胞的細胞核，下列何種方法可使細胞核較容易觀察？ (Ａ)將細胞染色 (Ｂ)利用較薄的蓋

玻片 (Ｃ)增加照明亮度 (Ｄ)縮短細胞與物鏡之間的距離。 

答案：(Ａ) 

解析：(Ａ)使用亞甲藍液或碘液均可染細胞核，使細胞核更明顯而容易觀察。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83  難易度：易 

15.(   )觀察紫背萬年青下表皮，會在表皮加上碘液，其目的為下列何者？ (Ａ)為細胞提供無機鹽 (Ｂ)檢驗細胞內是否

有澱粉 (Ｃ)防止細胞脹破 (Ｄ)使某些細胞構造更明顯。 

答案：(Ｄ) 

解析：使細胞核更明顯。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84  難易度：中 

16.(   )用顯微鏡觀察紫背萬年青的下表皮，試問下列敘述中，何者正確？ (Ａ)使用高倍物鏡時，視野變亮，用細調節輪

調整焦距 (Ｂ)表皮細胞的細胞壁薄、細胞核大、液泡小，可以觀察到細胞分裂 (Ｃ)加碘液可使細胞之細胞壁

更易於觀察 (Ｄ)在低倍物鏡下所看到的細胞數目比在高倍物鏡下多。 

答案：(Ｄ) 

解析：(Ａ)使用高倍物鏡時，視野變暗。(Ｂ)根尖細胞的細胞壁薄、細胞核大、液泡小，可以觀察到細胞分裂。(Ｃ)加碘

液可使細胞之細胞核更易於觀察。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85  難易度：中 

17.(   )有一臺複式光學顯微鏡配置有 10 倍目鏡及 10、40 倍的物鏡，若以 10 倍物鏡來觀察物體，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Ａ)與使用其他物鏡相比，對焦完成後，物鏡與載玻片之間的距離最短 (Ｂ)與使用其他物鏡相比，能觀察

到的視野範圍最小 (Ｃ)光源相同時，與使用其他物鏡相比，視野最亮 (Ｄ)可用來觀察病毒。 

答案：(Ｃ) 

解析：(Ａ)距離較長。(Ｂ)視野較大。(Ｄ)光學顯微鏡無法觀察病毒，觀察病毒必須使用電子顯微鏡。 

來源：高雄女中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86  難易度：中 

18.(   )下列有關使用複式顯微鏡觀察細胞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視野太暗時，宜將亮度調小 (Ｂ)物鏡較短者為低倍

鏡，較長者為高倍鏡 (Ｃ)使用高倍鏡觀察時，不需要明亮的光線也可清晰地看見細胞 (Ｄ)欲在高倍鏡下觀察

不同深度的構造，應使用粗調節輪。 

答案：(Ｂ) 

解析：(Ａ)亮度調大。(Ｃ)需較明亮的光線。(Ｄ)使用細調節輪。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87  難易度：中 

19.(   )下列何者是紫背萬年青下表皮細胞、保衛細胞和口腔上皮細胞三者的共同特徵？ (Ａ)形狀皆為扁平不規則狀 (

Ｂ)都有細胞壁 (Ｃ)都有葉綠體 (Ｄ)都有細胞核。 

答案：(Ｄ) 

解析：(Ａ)只有口腔上皮細胞為扁平不規則狀。(Ｂ)口腔上皮細胞沒有細胞壁。(Ｃ)青江菜表皮細胞與口腔上皮細胞都沒

有葉綠體。 

來源：臺南二中 

出處：試題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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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670888  難易度：難 

20.(   )若在 150 倍的放大倍率時，目鏡測微器的 1 小格相當於物鏡（載物臺）測微器的 1 小格。則下列有關此顯微測量的

敘述，何者正確？ (Ａ)物鏡測微器的每小格所代表的距離會因放大倍率的不同而改變 (Ｂ)目鏡測微器每小格

代表的距離不會因放大倍率不同而改變 (Ｃ)放大 600 倍時，目鏡測微器的 20 小格相當於物鏡測微器的 5 小格 

(Ｄ)放大 600 倍時，物鏡測微器每一小格的寬度約為 25 μm。 

答案：(Ｃ) 

解析：(Ａ)固定每小格為 10 μm。(Ｂ)會改變。(Ｄ)設 600 倍時，目鏡測微器每小格為 a μm，物鏡測微器每小格為 10 μm

，20 a＝5×10，a＝2.5 μm，可推導 600 倍時，每小格為 2.5 μm。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89  難易度：中 

21.(   )若以目鏡 10X、接物鏡 10X 檢視，目鏡測微器 60 小格相當於載物臺測微器 42 小格，現有一條頭髮在目鏡 10X、

接物鏡 10X 時，以目鏡測微器測量出其寬度為 5 格，故頭髮寬度為多少 μm？ (Ａ) 140 (Ｂ) 70 (Ｃ) 35 (

Ｄ) 7。 

答案：(Ｃ) 

解析：設 100X 時，目鏡測微器每小格為 a μm，60a＝42×10，所以 a＝7 μm，5×7＝35 μm。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90  難易度：易 

22.(   )小美練習使用測微器測量水中小生物的大小，她所使用的載物臺測微器每小格為 10 μm，且她發現目鏡測微器上的 

8 小格相當於載物臺測微器的 10 小格，她使用相同的物鏡與目鏡觀察一隻鐘形蟲高度約為目鏡測微器上的 7 小格

，請問此鐘形蟲的高度大約為多少？ (Ａ) 10 (Ｂ) 56 (Ｃ) 70 (Ｄ) 88。 

答案：(Ｄ) 

解析：(Ｄ)設目鏡測微器 1 小格為 x μm。8x＝10×10，x＝12.5（μm），12.5×7＝87.5≒88（μm）。 

來源：基隆女中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91  難易度：易 

23.(   )載玻片上，放有一刻度 1 mm 的微尺，於顯微鏡下，可見到此刻度是分為 100 個小格，某生利用此臺顯微鏡在 100 

倍下的目鏡測微器 50 格相當於載玻片測顯器 40 格，用此倍率觀察青蛙的白血球細胞，發現每個細胞約占 1.5 小

格，則此細胞的直徑為多少 μm？ (Ａ) 8 (Ｂ) 10 (Ｃ) 12 (Ｄ) 16。 

答案：(Ｃ) 

解析：載玻片測顯器一小格為 10 μm，10 μm×40＝x×50，x＝8 μm，8×1.5＝12 μm。 

來源：屏東女中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92  難易度：難 

24.(   )在顯微鏡下觀察到 1000 個處於有絲分裂時期的洋蔥根尖細胞，其中 690 個處於甲期：剛出現散亂排列的染色體、

101 個處於乙期：染色體排在細胞中央、34 個處於丙期：染色體正往細胞兩端移動、175 個處於丁期：染色體已

移動至細胞兩端且出現細胞板，請根據這些資料判斷有絲分裂各期相對持續時間的長短為何？ (Ａ)甲期＞乙期

＞丙期＞丁期 (Ｂ)乙期＞丙期＞丁期＞甲期 (Ｃ)甲期＞丁期＞乙期＞丙期 (Ｄ)甲期＞丁期＞丙期＞乙期。 

答案：(Ｃ) 

解析：有絲分裂各時期的相對持續時間與該時期所占細胞數比例成正比。 

來源：翰林試題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93  難易度：中 

25.(   )下列有關觀察染色體探討活動的描述，何者正確？ (Ａ)觀察染色體的顯微鏡，通常需要毫米級的解剖顯微鏡 (

Ｂ)過程是先以高倍率物鏡找染色體，再以低倍率計算數目 (Ｃ)當染色體位於分裂中細胞中央時，可觀察到該

細胞將形成的細胞板 (Ｄ)在染色體分離完成的細胞中可看見細胞板，子細胞染色體套數為 2N。 

答案：(Ｄ) 

解析：(Ａ)觀察染色體的移動需用複式顯微鏡。(Ｂ)使用顯微鏡時先使用低倍物鏡再換高倍物鏡。(Ｃ)染色體移動至兩端

後，才形成細胞板。 

來源：師大附中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94  難易度：難 

26.(   )以下為某生觀察洋蔥根尖分裂的玻片所得到的結論，下列何者錯誤？ (Ａ)看見細胞核中有深色物質 (Ｂ)呈條狀

的染色體粗細不一 (Ｃ)看見中心粒及紡錘體 (Ｄ)在分裂接近完成時，細胞中間形成一分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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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Ｃ) 

解析：(Ｃ)高等植物細胞具紡錘體，無中心粒。 

來源：翰林試題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95  難易度：易 

27.(   )觀察植物有絲分裂的過程應選擇下列何種材料最適宜？ (Ａ)表皮 (Ｂ)木質部 (Ｃ)韌皮部 (Ｄ)根尖。 

答案：(Ｄ) 

解析：(Ｄ)根尖生長點為分生組織。 

來源：樹林高中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96  難易度：易 

28.(   )附圖為顯微鏡下的洋蔥根尖細胞，細胞從開始到完成分裂的先後順序應為何？ 

 
(Ａ)乙→戊→丙→丁→甲 (Ｂ)乙→丁→戊→丙→甲 (Ｃ)乙→丙→戊→丁→甲 (Ｄ)乙→丙→丁→戊→甲。 

答案：(Ｃ) 

來源：翰林試題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97  難易度：易 

29.(   )觀察細胞核所在位置，下列何種染液最適合？ (Ａ)本氏液 (Ｂ)結晶紫 (Ｃ)溴瑞香草芬藍（BTB） (Ｄ)亞甲

藍液。 

答案：(Ｄ) 

解析：可用亞甲藍液或碘液將細胞核染色。 

來源：路竹高中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98  難易度：易 

30.(   )學生透過探討活動以顯微鏡實際觀察動、植物細胞，下列有關此探討活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人類紅血球在顯

微鏡下觀察，可以直接清楚看見球狀的細胞核 (Ｂ)撕下香蕉皮內側絲狀部分製成玻片標本並滴加碘液，在顯微

鏡下觀察可以看見一顆一顆的澱粉粒 (Ｃ)觀察香蕉果肉細胞會發現細胞內的澱粉粒會隨細胞質流動 (Ｄ)使用

亞甲藍液和碘液兩種不同染劑將紫背萬年青表皮組織染色，可將不同構造染色 (Ｅ)紫背萬年青的表皮細胞和保

衛細胞經亞甲藍液染色後，兩者皆可以看見細胞核。 

答案：(Ｅ) 

解析：(Ａ)人類成熟紅血球無細胞核。(Ｂ)香蕉絲狀部分為維管束。(Ｃ)香蕉果肉細胞內的澱粉粒固定不動。(Ｄ)皆是將

細胞核染色。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899  難易度：易 

31.(   )小明觀察血液抹片時，在 10 倍物鏡下只看得到微小的淡紅色小點，如果想更仔細觀察紅血球的形態，此時小明應

該怎麼做？ (Ａ)降低載物臺，轉換為 4 倍物鏡，接著轉動粗調節輪使載物臺上升，直到影像清晰 (Ｂ)將要觀

察的細胞移至視野中央，轉換為 4 倍物鏡，接著轉動細調節輪直到影像清晰 (Ｃ)降低載物臺，轉換為 40 倍物

鏡，接著轉動粗調節輪使載物臺上升，直到影像清晰 (Ｄ)將要觀察的細胞移至視野中央，轉換為 40 倍物鏡，

接著轉動細調節輪直到影像清晰 (Ｅ)降低載物臺，轉換為 40 倍物鏡，接著轉動細調節輪使載物臺上升，直到

影像清晰。 

答案：(Ｄ) 

解析：(Ａ)(Ｂ)轉換 4 倍物鏡會使放大倍率降低，更不容易觀察紅血球。(Ｃ)(Ｅ)轉換為高倍物鏡前若先降低載物臺，會

無法以調節輪將影像調整到清晰。(Ｄ)將要看的細胞移至視野中央，再轉換為 40 倍物鏡後，只要輕微轉動細調節輪

，即可得清晰影像。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00  難易度：中 

32.(   )已知根尖部位具有植物的分生組織；在 400 倍的光學顯微鏡下觀察洋蔥的根尖細胞玻片標本，下列何者是最可能在

視野下被觀察到的現象？ (Ａ)沒有在進行細胞分裂的細胞占多數 (Ｂ) DNA 正在複製 (Ｃ)細胞分裂接近結

束時，細胞中央部位的細胞膜凹陷、加深，逐漸形成 2 個子細胞 (Ｄ)複製好的染色體配對在一起，形成四分體 

(Ｅ)中心粒複製，並移至細胞的兩側。 

答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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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Ａ)處於間期的細胞較多。(Ｂ)光學顯微鏡下無法看到 DNA 的複製。(Ｃ)植物細胞分裂時，細胞膜不會凹陷、加

深；此為動物細胞分裂時的特點。(Ｄ)為減數分裂第一階段前期特有的現象。(Ｅ)種子植物的細胞沒有中心粒。 

來源：103.全國模考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01  難易度：易 

33.(   )有關複式光學顯微鏡的構造與操作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視野影像模糊時可使用旋轉盤更換高倍物鏡 

(Ｂ)操作完畢後需將物鏡轉至最高倍物鏡 (Ｃ)載物臺上方的光圈可調整視野亮度 (Ｄ)開始使用時可直接以最

高倍物鏡觀察細胞 (Ｅ)物鏡鏡筒愈長，其放大倍率愈大。 

答案：(Ｅ) 

解析：(Ａ)視野影像模糊時應使用粗調節輪或細調節輪調整焦距。(Ｂ)操作完畢後需將物鏡轉至最低倍物鏡。(Ｃ)光圈位

於載物臺下方。(Ｄ)需先以低倍物鏡觀察細胞。 

來源：103.全國模考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02  難易度：易 

34.(   )利用顯微鏡測量人體口腔皮膜細胞的大小時，若高倍鏡下所觀察到的視野如附圖，當物鏡由高倍鏡改換為低倍鏡時

，所觀察到的視野應為下列何者？ 

 
(Ａ)  (Ｂ)  (Ｃ)  (Ｄ)  

答案：(Ｄ) 

解析：(Ｄ)目鏡測微器不變，但低倍下的細胞變小。 

來源：明倫高中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03  難易度：難 

35.(   )附表為學生利用顯微測量出的番茄薄壁細胞大小，a 和 b 是忘記記錄的數據，請問下列何者為正確的答案？ 

物鏡倍率 

 
10X 40X 

目鏡測微器每格大小 a 5 μm 

番茄薄壁細胞大小 40 μm b 

(Ａ) a：5 μm (Ｂ) a：1.25 μm (Ｃ) b：40 μm (Ｄ) b：10 微米。 

答案：(Ｃ) 

解析：依倍率估算，40x → 5 μm，10x → 5×4＝20 μm。a 為 20 μm，b 為測量結果算出的細胞大小，與倍率無關，如 10X 

與 40X 均為 40 μm。 

來源：新竹女中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04  難易度：易 

36.(   )下列構造中，紫背萬年青下表皮細胞具有，而人體口腔上皮細胞中沒有的是下列何者？ (Ａ)細胞核 (Ｂ)高基氏

體 (Ｃ)染色質 (Ｄ)細胞壁 (Ｅ)核糖體。 

答案：(Ｄ) 

解析：(Ａ)(Ｂ)(Ｃ)(Ｅ)紫背萬年青下表皮細胞和人體口腔上皮細胞皆有。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05  難易度：難 

37.(   )若在顯微鏡觀察到植物細胞的哪個影像，可推測該標本中含有正在進行減數分裂的細胞？ (Ａ)環狀的染色體 (

Ｂ)不具成對的染色體 (Ｃ)呈鬆散狀的染色質 (Ｄ)向內凹陷的細胞膜 (Ｅ)不完整的核膜及核仁。 

答案：(Ｂ) 

解析：減數分裂第一階段為同源染色體的分裂，減數分裂第二階段為複製染色體的分裂。因此不具成對的染色體為完成減

數分裂第一階段後的細胞。(Ａ)環狀的染色體為原核生物的遺傳物質。(Ｃ)呈鬆散狀的染色質為處於間期時的遺傳

物質。(Ｄ)向內凹陷的細胞膜為動物細胞分裂時細胞質分裂的特徵。(Ｅ)不完整的核膜及核仁為進入分裂期的細胞

核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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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06  難易度：易 

38.(   )利用目鏡測微器在 40 倍視野下觀察毛髮，影像如附圖，則在 100 倍視野下觀察時，影像應最接近下列何圖？ 

 
(Ａ)  (Ｂ)  (Ｃ)  (Ｄ)  

答案：(Ｄ) 

解析：倍率放大，待測物（毛髮）放大，但目鏡測微器不變。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07  難易度：易 

39.(   )以複式光學顯微鏡觀察動、植物細胞，下列有關其形態與構造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葉片表皮的細胞均不具葉

綠體 (Ｂ)撕取紫背萬年青下表皮，裁剪成適當大小後，可觀察保衛細胞與含紫色花青素的液泡 (Ｃ)人類口腔

黏膜細胞大多呈圓球狀 (Ｄ)利用單面刀片輕輕刮除口腔黏膜，再使用亞甲藍液染色以觀察口腔上皮細胞 (Ｅ)

觀察軟木栓切片時，不需要蓋上蓋玻片，即可觀察。 

答案：(Ｂ) 

解析：(Ａ)葉片表皮的保衛細胞具有葉綠體。(Ｃ)人類口腔黏膜細胞大多呈不規則狀。(Ｄ)利用牙籤輕輕刮除口腔黏膜即

可。(Ｅ)觀察軟木栓切片時，仍需要蓋上蓋玻片，方可觀察。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08  難易度：中 

40.(   )下列有關觀察染色體的探討活動之描述，何者正確？ (Ａ)以洋蔥表皮作為材料製備玻片，較以洋蔥根尖為佳 (

Ｂ)過程是先以高倍率物鏡找染色體，再以低倍率計算數目 (Ｃ)當染色體位於分裂中細胞的中央時，可觀察到

該細胞將形成的細胞板 (Ｄ)在染色體分離完成的細胞中可看見細胞板，子細胞染色體套數為 2n。 

答案：(Ｄ) 

解析：(Ａ)洋蔥根尖具有生長點，此處細胞發生有絲分裂較多，因此以洋蔥根尖作為材料製備玻片較佳。(Ｂ)過程是先以

低倍率物鏡找染色體，再以高倍率計算數目。(Ｃ)當染色體位於分裂中細胞的兩端時，可觀察到該細胞將形成的細

胞板。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09  難易度：中 

41.(   )載物臺上放有一刻度 1 mm 之載物臺測微器，於顯微鏡下，可見到此刻度是分為 100 個小格，某生利用此架顯微鏡

在 100 倍下的目鏡測微器 50 格相當於載物臺測微器 40 格，用此倍率觀察人的紅血球細胞，發現每個細胞約占 

1.2 小格，則此細胞的直徑為多少 μm？ (Ａ) 4.8 (Ｂ) 8 (Ｃ) 9.6 (Ｄ) 12。 

答案：(Ｃ) 

解析：載物臺測微器 1 格＝
格100

mm1
＝10 μm∕格 

目鏡測微器 50 格相當於載物臺測微器 40 格 

目鏡測微器 1 格＝
格50

m1040 
＝8 μm∕格 

每個紅血球細胞約占 1.2 小格 

1.2×8 μm∕格＝9.6 μm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10  難易度：中 

42.(   )依依練習使用測微器測量草履蟲的大小，她所使用的載物臺測微器每小格為 10 μm，並發現目鏡測微器上的 15 小

格相當於載物臺測微器的 10 小格，她使用相同的物鏡與目鏡觀察一隻草履蟲長度約為目鏡測微器上之 9 小格，

請問此草履蟲的長度約相當下列何者？ (Ａ) 23 μm (Ｂ) 60 μm (Ｃ) 72 μm (Ｄ) 88 μm。 

答案：(Ｂ) 

解析：載物臺測微器每小格為 10 μm，目鏡測微器上的 15 小格相當於載物臺測微器的 10 小格，設目鏡測微器每小格大小

為 X（μm），即 15×X＝10×10（μm） 

 X＝
15

1010
（μm），草履蟲的長度＝9×X＝9×

15

1010
＝60（μm）。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11  難易度：難 

43.(   )關於「顯微測量技術」實驗之相關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由高倍物鏡轉為低倍時，同一樣本所占的目鏡測微

器格數會變多 (Ｂ)在轉換物鏡時，每一格實際長度不會改變的是目鏡測微器 (Ｃ)在轉換物鏡時，視野中格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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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改變的是載物臺測微器 (Ｄ)載物臺測微器在低倍物鏡時一格實際長度比高倍物鏡時要小。 

答案：(Ｃ) 

解析：(Ａ)由高倍物鏡轉為低倍時，放大倍率變小，所觀察樣本亦變小，同一樣本所占的目鏡測微器格數會變少。(Ｂ)在

轉換物鏡時，每一格實際長度不會改變的是載物臺測微器。(Ｃ)在轉換物鏡時，因放大倍率的改變，使得載物臺測

微器經物鏡放大影像後在視野中的格數會發生改變。(Ｄ)載物臺測微器每一格大小為 10 μm，不管在低倍物鏡時或

是在高倍物鏡時每一格實際長度皆相同。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12  難易度：中 

44.(   )顯微鏡的目鏡為 10X，物鏡則有 10X 及 40X，小文在練習測微器的使用時，10X 物鏡下，目鏡測微器中的 20 格等

於載物臺測微器線段長度的 40 格，則 10X 物鏡下，目鏡測微器一格的實際長度為多少？又一隻變形蟲其體長為 

200 μm，則在 40X 物鏡下約占目鏡測微器多少格？ (Ａ) 20 μm；40 格 (Ｂ) 20 μm；10 格 (Ｃ) 5 μm；10 格 

(Ｄ) 5 μm；160 格。 

答案：(Ａ) 

解析：載物臺測微器每小格為 10 μm，10X 物鏡下，目鏡測微器上的 20 小格相當於載物臺測微器的 40 小格，設目鏡測微

器每小格大小為 Y μm，即 20×Y＝40×10（μm）Y＝20（μm），因此在 10X 物鏡下目鏡測微器每小格大小為 20 

μm。變形蟲的長度為 200 μm，目鏡測微器每小格大小為 20 μm，因此變形蟲的長度占目鏡測微器 200（μm）÷20（

μm）＝10（格）；在 40X 物鏡下則占目鏡測微器 10（格）×4（倍放大率）＝40（格）。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13  難易度：中 

45.(   )附圖為顯微鏡的構造示意圖，甲～戊分別代表不同構造，有關顯微鏡的使用及玻片觀察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放置目鏡測微器時，應將乙部分旋開，置於其鏡筒的兩鏡片之間 (Ｂ)為了清楚辨別細胞中染色體所處的時期，應調

整丙進行對焦 (Ｃ)更換高倍物鏡時，為避免撞到玻片，應調整丁將載物臺調整下降 (Ｄ)觀察洋蔥根尖玻片時，應調整

戊移至生長點部分放大觀察。 

答案：(Ｄ) 

解析：(Ａ)放置目鏡測微器時，應將甲（目鏡）部分旋開，置於其鏡筒的兩鏡片之間。(Ｂ)為了能夠清楚看觀察細胞中的

染色體，需使用高倍物鏡，而此時應調整丁（細調節輪）進行對焦。(Ｃ)可藉由旋轉粗調節輪（丙）來調控載物臺

的上下位置。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14  難易度：易 

46.(   )下列有關細胞觀察的探討活動之敘述，何者錯誤？ (Ａ)欲觀察紫背萬年青表皮細胞，可以使用折撕法取得紫背萬

年青表皮製作水埋坡片 (Ｂ)製作紫背萬年青表皮的水埋玻片，可以用碘液染色，以便觀察細胞核 (Ｃ)在複式

顯微鏡下可以觀察到紫背萬年青的中心粒 (Ｄ)香蕉細胞中的澱粉粒比核糖體大。 

答案：(Ｃ) 

解析：(Ｃ)高等植物沒有中心粒，而且在複式顯微鏡下也無法觀察到中心粒。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15  難易度：易 

47.(   )複式顯微鏡下可觀察到最清楚且最大的構造為下列何者？ (Ａ)細胞核 (Ｂ)粒線體 (Ｃ)葉綠體 (Ｄ)高基氏體

。 

答案：(Ａ)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16  難易度：易 

48.(   )附圖為一觀察洋蔥根尖細胞，此細胞正進行細胞分裂，根據此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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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此細胞的同源染色體分離 (Ｂ)此細胞的姐妹染色分體分離 (Ｃ)此時可觀察到核膜與核仁 (Ｄ)此細胞分裂後每個

子細胞染色體為單套（n）。 

答案：(Ｂ) 

解析：此圖為洋蔥根尖細胞進行有絲分裂。(Ａ)複製染色體分離。(Ｃ)此時核仁與核膜已消失。(Ｄ)雙套。 

出處：試題集錦 

 

二、 多重選擇題 

編號：670917  難易度：中 

49.(   )附圖是茶樹莖頂細胞進行有絲分裂的圖片，就有絲分裂過程而言，從開始到完成之先後順序，何者正確？（應選 3 

項） 

 
(Ａ)丁→乙 (Ｂ)甲→戊 (Ｃ)戊→甲 (Ｄ)丁→丙 (Ｅ)甲→丙。 

答案：(Ａ)(Ｃ)(Ｅ) 

解析：茶樹莖項細胞進行有絲分裂時：○１細胞分裂前遺傳物質以鬆散狀態的染色質儲存在細胞核內（丁圖），接著○２細胞

核的核膜消失，染色質濃縮成染色體，隨意散布在細胞內，細胞從此進入分裂階段（乙圖），其次○３細胞核的核膜

完全消失，此時濃縮的染色體排列在細胞中央（戊圖），○４細胞分裂過程中，複製的染色體被紡錘絲向兩極拉離（

甲圖），○５細胞分裂末了，細胞核核膜再次出現（丙圖）。因此有絲分裂變化過程先後順序為：丁→乙(Ａ)→戊→

甲(Ｃ)→丙(Ｅ)。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18  難易度：中 

50.(   )下列有關顯微測量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3 項） (Ａ)視野下所見目鏡測微器的刻度，會隨著顯微鏡放大倍率

的增加而縮小 (Ｂ)視野下所見目鏡測微器的刻度所代表的長度，會隨著顯微鏡放大倍率的增加而縮小 (Ｃ)視

野下所見載物臺測微器的刻度，會隨著顯微鏡放大倍率的增加而放大 (Ｄ)視野下所見載物臺測微器的刻度所代

表的長度，會隨著顯微鏡放大倍率的增加而放大 (Ｅ)利用不同的放大倍率測量相同物體的結果應該接近。 

答案：(Ｂ)(Ｃ)(Ｅ) 

解析：(Ａ)(Ｂ)目鏡測微器裝載在目鏡鏡筒之內，其刻度的大小在視野內不會隨著物鏡倍率的改變而變化，但目鏡測微器

每一刻度所代表的長度則會隨物鏡倍率放大倍率的增加而縮小。(Ｃ)(Ｄ)載物臺測微器為一長方形玻片，玻片中央

刻有一段長 1 mm 並被劃分成 100 格的直線（每一小格為 0.01 mm，即為 10 μm），主要裝載在載物臺上為校正目鏡

測微器的工具。故當更換物鏡倍率時，載物臺測微器每一刻度的大小會隨放大倍率增加而變大，但載物臺測微器每

一刻度所代表的實際長度都為 10 μm。(Ｅ)同一物體長度不變，且物體長度不會隨放大倍率改變而受到影響，因此

經換算所得的長度應相近。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19  難易度：中 

51.(   )在探討洋蔥根尖組織時，可以發現下列哪些細胞？（應選 3 項） (Ａ)核膜消失的細胞 (Ｂ)細胞膜內陷的細胞 

(Ｃ)有 4 個染色分體的細胞 (Ｄ)有紡錘絲的細胞 (Ｅ)有細胞板的細胞。 

答案：(Ａ)(Ｄ)(Ｅ) 

解析：洋蔥根尖屬於分生組織，觀察此處組織可發現多數細胞正進行有絲分裂，此時期細胞的特徵包括有：(Ａ)分裂前期

的核膜消失，細胞進行分裂，(Ｄ)核膜消失後，紡錘絲逐漸形成，分裂末了時，(Ｅ)在細胞的中央區域形成細胞板

，將細胞分隔成兩個子細胞。(Ｂ)動物細胞在分裂末了時，在細胞中央區域的細胞膜會發生內陷，而將細胞分隔成

兩個子細胞。(Ｃ)細胞進行減數分裂第一階段時，同源染色體會發生聯會現象，使得複製後的同源染色體互相靠近

而形成 4 個染色分體，此現象僅發生在生殖細胞所進行的減數分裂，而不會出現在進行有絲分裂的根尖組織中。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20  難易度：中 

52.(   )在細胞的滲透作用實驗中，取紫背萬年青的一片下表皮置於 1 M 的蔗糖溶液中。10 分鐘後在顯微鏡下觀察到紫背

萬年青的下表皮細胞發生原生質萎縮。下列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3 項） (Ａ) 1 M 的蔗糖溶液是紫背萬年青下

表皮細胞的高張溶液 (Ｂ)水分子由細胞內往外滲透，因而造成原生質萎縮 (Ｃ)液泡的滲透壓不變，以維持細

胞基本體積 (Ｄ)細胞內液的滲透壓因水分子外移而變大 (Ｅ)細胞膜對水分的通透性變小。 

答案：(Ａ)(Ｂ)(Ｄ) 

解析：(Ｃ)紫背萬年青的下表皮細胞因水分子由細胞內往外滲透，使得液泡的滲透壓變大，而無法維持細胞基本體積，因

而造成原生質萎縮。(Ｅ)細胞膜對水分的通透性不會改變。 

出處：試題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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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670921  難易度：中 

53.(   )進行顯微測量探討活動時，需要使用甲、乙兩種玻片測微器（附圖）以得知待測物實際的大小。下列有關兩種測微

器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Ａ)甲為載物臺測微器，中央刻有一段全長約 10 微米的直線 (Ｂ)乙為目鏡測微器，需放入目鏡的兩鏡片之間 (Ｃ)乙為

物鏡測微器，需放入物鏡的兩鏡片之間 (Ｄ)當放大倍率改變時，視野下甲每格影像所代表的長度不變 (Ｅ)當放大倍率

增加時，視野下乙每格影像所代表的長度會隨之變大。 

答案：(Ｂ)(Ｄ) 

解析：(Ａ)甲為載物臺測微器，中央刻有一段 1 毫米的直線，此直線被劃分為 100 小格，每一小格實際長度為 0.01 毫米（

10 微米）。(Ｃ)乙為目鏡測微器，需放入目鏡的兩鏡片之間。(Ｅ)當放大倍率增加時，視野下乙每格影像所代表的

長度會隨之變小。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22  難易度：難 

54.(   )物鏡（載物臺）測微器上 1 mm 寬度刻劃為 100 小格，在 400X 的顯微鏡下，可見目鏡測微器的 50 小格相當於物鏡

測微器的 16 小格，下列有關此顯微鏡測量的敘述，何者正確？（應選 2 項） (Ａ)度量玻片標本的細胞大小時

，物鏡測微器須同時置於載物臺上 (Ｂ)在 400X 的顯微鏡下，目鏡測微器每一小格的寬度約為 3.2 μm (Ｃ)物

鏡測微器的每一小格寬度約為 1 μm (Ｄ)在 100X 的顯微鏡下，物鏡測微器的 4 小格相當於目鏡測微器的 50 小

格 (Ｅ)在 100X 的顯微鏡下，目鏡測微器每一小格的寬度約為 12.8 μm。 

答案：(Ｂ)(Ｅ) 

解析：(Ａ)物鏡測微器與標本皆放置於載物臺上，所以兩者只能擇一放置。(Ｂ) 400 倍率下目鏡測微器每格＝（10×16）÷

50＝3.2 μm。(Ｃ)由題意可知，物鏡測微器每格為 10 μm。(Ｄ)應是 16×4＝64 小格。物鏡測微器的長度相當於目鏡

測微器的 50 小格。(Ｅ)不同倍率下，目鏡測微器每格大小理應重測，但也可以依倍率差換算。較低倍率下，目鏡測

微器對應到物鏡測微器的格數應該較多，400X 下為 3.2 μm，則 100X 下為 3.2×4＝12.8 μm。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23  難易度：中 

55.(   )在「顯微測量技術」的實驗中，由目鏡觀察時，選項中哪些影像會因為不同的物鏡倍率而放大或縮小？（應選 3 項

） (Ａ)目鏡測微器的刻度 (Ｂ)載物臺測微器的刻度 (Ｃ)所觀察之草履蟲 (Ｄ)觀察的視野大小 (Ｅ)草履

蟲之實際大小。 

答案：(Ｂ)(Ｃ)(Ｄ) 

解析：(Ａ)目鏡測微器位在目鏡間，刻度的影像不會隨著物鏡倍率不同而跟著放大或縮小。(Ｂ)(Ｃ)(Ｄ)皆為載物臺上的

影像，會因為物鏡倍率不同而改變影像。(Ｅ)草履蟲的實際大小不會因為顯微鏡的使用而改變大小。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24  難易度：易 

56.(   )下列關於動、植物細胞的觀察步驟及結果，哪些敘述正確？（應選 2 項） (Ａ)觀察紫背萬年青的表皮，可發現視

野下保衛細胞數量多於表皮細胞 (Ｂ)觀察香蕉的果肉細胞，可發現細胞內的澱粉粒被碘液染成黑紫色 (Ｃ)取

下人體口腔上皮細胞後，可滴加亞甲藍液染色觀察內質網 (Ｄ)觀察人類的血液玻片後，可知人類的成熟紅血球

具有細胞核 (Ｅ)使用複式顯微鏡時需先以低倍物鏡觀察，再換高倍物鏡觀察。 

答案：(Ｂ)(Ｅ) 

解析：(Ａ)表皮細胞多於保衛細胞。(Ｃ)滴加亞甲藍液，主要是為了觀察細胞核。(Ｄ)人類的成熟紅血球無細胞核。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25  難易度：易 

57.(   )下列各種細胞若以亞甲藍液染色，哪些會出現深色的圓形構造？（應選 3 項） (Ａ)人的紅血球 (Ｂ)蛙的皮膜細

胞 (Ｃ)紫背萬年青下表皮細胞 (Ｄ)軟木栓切片 (Ｅ)人體口腔上皮細胞。 

答案：(Ｂ)(Ｃ)(Ｅ) 

解析：亞甲藍液染色後的深色圓形構造為細胞核。(Ａ)(Ｄ)不具細胞核。(Ｂ)(Ｃ)(Ｅ)具有細胞核，故可見深色圓形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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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26  難易度：難 

58.(   )使用 10X 目鏡、10X 物鏡作顯微鏡測量時，看到的結果如附圖，下列有關此實驗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3 項） 

 
(Ａ)上方刻度為目鏡測微器，下方刻度為載物臺測微器 (Ｂ)將細胞滴在載物臺測微器上，觀察其對應的格數，即可得知

細胞大小 (Ｃ)物鏡倍率變大時，目鏡測微器每格對應的長度會變小 (Ｄ)題圖中的目鏡測微器每一格長度約為 12.5 μm 

(Ｅ)以 40X 物鏡觀察某動物細胞時，直徑約等於目鏡測微器 2 小格，則此細胞直徑約 25 μm。 

答案：(Ａ)(Ｃ)(Ｄ) 

解析：(Ｂ)將細胞滴在載玻片上，利用目鏡測微器測量其大小。(Ｄ)設 100X 的目鏡測微器每小格為 a μm，4×a＝5×10，a

＝12.5 μm。(Ｅ) 10X 物鏡 → 12.5 μm，則 40X 物鏡 → 12.5×
4

1
＝3.125 μm，所以 3.125×2＝6.25 μm。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27  難易度：難 

59.(   )有關複式顯微鏡的操作敘述，下列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Ａ)欲清楚觀察活動的蛙精子，應將光圈調亮 (Ｂ)

若物鏡自 10X 改為 40X，於調整旋轉盤後，再調整粗調節輪 (Ｃ)在目鏡 10X、物鏡 4X 下看見 1000 個紅血球

，將物鏡改為 10X 後，視野下所見紅血球數約為 160 個 (Ｄ)載物臺測微器上的真實刻度大小不變 (Ｅ)目鏡測

微器需與載物臺測微器垂直，才能校正出目鏡測微器的刻度大小。 

答案：(Ｃ)(Ｄ) 

解析：(Ａ)應將光圈調小。(Ｂ)應為再調整細調節輪。(Ｃ) 1000×（
10

4
）2＝160。(Ｄ)每小格皆為 10 μm。(Ｅ)兩者水平

。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28  難易度：中 

60.(   )以光學顯微鏡觀察生物的細胞與組織，下列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3 項） (Ａ)接物鏡的放大倍數愈高，鏡筒愈短 

(Ｂ)用 10 倍接物鏡觀察水棉玻片時，玻片與接物鏡的距離為 0.5 cm，若改用 60 倍接物鏡觀察時，玻片與接物鏡

的距離仍將維持 0.5 cm (Ｃ)若載玻片上有 d 字母，則視野下呈現 p (Ｄ)觀察向日葵葉片的保衛細胞時，將玻

片標本向右方移動，則視野下保衛細胞向左方移動 (Ｅ)視野下觀察到眼蟲游向右上方，則應將玻片向右上方移

動，以便追蹤。 

答案：(Ｃ)(Ｄ)(Ｅ) 

解析：(Ａ)長。(Ｂ)＜0.5 cm。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29  難易度：易 

61.(   )附圖為雙筒顯微鏡，下列關於顯微鏡操作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3 項） 

 
(Ａ)玻片夾是用來固定玻片的，需鬆開玻片夾，玻片方可上、下、左、右移動 (Ｂ)轉到高倍鏡後只能轉動細調節輪 (Ｃ

)低倍觀察後欲換到高倍觀察，不需將載物臺重新降下，可直接轉動旋轉盤到高倍物鏡 (Ｄ)因高倍觀察較低倍觀察為亮，

所以需要將燈源調小、光圈轉小 (Ｅ)顯微鏡使用完畢後，需將載物臺降到最低，旋轉盤轉到最低倍物鏡。 

答案：(Ｂ)(Ｃ)(Ｅ) 

解析：(Ａ)移動玻片時，不需鬆開玻片夾，轉動調節桿即可。(Ｄ)高倍觀察時視野小，因比較暗，需將燈源及光圈轉大。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30  難易度：中 

62.(   )在染色體觀察實驗中，有關洋蔥根尖玻片標本的觀察，下列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Ａ)若要觀察洋蔥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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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也可使用花粉母細胞 (Ｂ)在視野中觀察到大部分的根尖細胞均正在進行分裂 (Ｃ)視野中，各個根尖細

胞進行細胞分裂的時間並不一致 (Ｄ)部分細胞處於正在開始進行分裂，此時可觀察到中心體出現 (Ｅ)極少部

分細胞可發現四分體，此時處於聯會階段。 

答案：(Ａ)(Ｃ) 

解析：(Ａ)花粉母細胞可進行減數分裂，亦可觀察到植物細胞分裂的過程。(Ｂ)在視野中只有少部分的根尖細胞正在進行

分裂。(Ｃ)細胞進行細胞週期的時間並無一致性。(Ｄ)植物細胞在細胞分裂時無法觀察到中心體的構造。(Ｅ)洋蔥

根尖細胞不進行減數分裂，因此細胞看不到處於聯會階段的四分體。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31  難易度：中 

63.(   )下列有關青江菜菜葉下表皮細胞與保衛細胞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選項 表皮細胞 保衛細胞 

(Ａ)葉綠體 有 有 

(Ｂ)細胞核 有 有 

(Ｃ)液泡 有 有 

(Ｄ)細胞壁厚薄 均勻 均勻 

(Ｅ)細胞形狀 腎形 腎形 

答案：(Ｂ)(Ｃ) 

解析：(Ａ)表皮細胞無葉綠體。(Ｄ)保衛細胞的細胞壁內外側厚薄不同，內側較厚，外側較薄。(Ｅ)表皮細胞排列緊密，

形狀不規則。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32  難易度：中 

64.(   )下列有關顯微測量技術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Ａ)當放大倍率變大時，目鏡測微器每格刻度大小變大 

(Ｂ)載物臺測微器每格大小隨放大倍率改變，所代表的長度意義並不隨放大倍率改變 (Ｃ)使用時要先用載物臺

測微器來校正目鏡測微器的刻度大小 (Ｄ)當放大倍率愈大時，目鏡測微器所對應的載物臺測微器愈多格 (Ｅ)

紅血球細胞的直徑在高倍物鏡下和低倍物鏡下的測量值均相同。 

答案：(Ｂ)(Ｃ) 

解析：載物臺測微器上具有一長 1 mm 被分割成 100 小格的小線段，其中載物臺測微器 1 格＝
格100

mm1
＝10 μm∕格。(Ａ)物

鏡倍率變大時，目鏡測微器每格對應的載物臺測微器格數會變少，即目鏡測微器每格對應的長度會變小。(Ｄ)當放

大倍率愈大時，目鏡測微器所對應的載物臺測微器愈少格。(Ｅ)紅血球細胞的直徑在高倍物鏡下和低倍物鏡下的測

量值約略不同。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33  難易度：易 

65.(   )關於複式顯微鏡操作與水埋玻片的製作，下列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Ａ)先調整粗調節輪，再調整細調節輪 

(Ｂ)使用徒手切片時，要保留約 3 mm 的厚度 (Ｃ)若未調整光源，在高倍鏡下的視野會較低倍鏡亮 (Ｄ)觀察

時應先使用低倍鏡觀察 (Ｅ)蓋上蓋玻片時，蓋玻片應保持與載玻片平行放下，以免產生氣泡。 

答案：(Ａ)(Ｄ) 

解析：(Ｂ)厚度要薄到可以透光，小於 3 mm。(Ｃ)高倍鏡下的視野較暗。(Ｅ)蓋玻片與載玻片以 45 度夾角緩慢覆蓋。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34  難易度：易 

66.(   )下列有關觀察細胞形態的探討活動，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Ａ)在低倍顯微鏡下可觀察到紫背萬年青表皮細胞

的葉綠體隨著細胞質流動 (Ｂ)香蕉果肉細胞經碘液染色後可觀察到藍黑色澱粉粒 (Ｃ)植物細胞行有絲分裂會

在中央形成向內凹陷狀 (Ｄ)洋蔥根尖處可觀察到許多正在進行減數分裂的細胞 (Ｅ)口腔上皮細胞置於生理食

鹽水中，其形態不變。 

答案：(Ｂ)(Ｅ) 

解析：(Ａ)表皮細胞不具有葉綠體。(Ｃ)不會向內凹陷，而是形成細胞板。(Ｄ)應是有絲分裂，生殖細胞才會行減數分裂

。 

出處：試題集錦 

 

三、 題組 

編號：670935  難易度：易 

1.試根據顯微測量技術所學，回答下列問題： 

（ ）(１)以目鏡測微器測量人的口腔上皮細胞大小，先用低倍物鏡進行觀察，所得視野如附圖，若改換用高倍鏡觀察

，其所觀察到的視野應為下列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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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Ｃ)  (Ｄ)  

（ ）(２)承上題，你在視野下看到的是何種測微器，每一格的大小是否會隨放大倍率而改變？ (Ａ)目鏡測微器，會

隨放大倍率而改變 (Ｂ)目鏡測微器，不會隨放大倍率而改變 (Ｃ)載物臺測微器，會隨放大倍率而改變 (

Ｄ)載物臺測微器，不會隨放大倍率而改變。 

答案：(１)(Ａ)；(２)(Ａ) 

解析：(１)利用複式顯微鏡觀察口腔上皮細胞時，裝載在目鏡鏡筒內的目鏡測微器大小刻度，不會因放大倍率不同而改變

大小，但所觀察的口腔上皮細胞則會因放大倍率變大而變大。故選(Ａ)。 

(２)視野下所看到的測微器是裝載在目鏡鏡筒內的目鏡測微器。每一格的大小會隨放大倍率而改變，故選(Ａ)。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36  難易度：易 

2.  正在生長的洋蔥根部細胞，可以作為細胞分裂的觀察標本，經常藉由染色來觀察其分裂情形。此外，對於正在分裂

的組織，可以利用溴化去氧尿苷（BrdU）來偵測，BrdU 是一種人工合成的核苷酸，與胸腺嘧啶（T）構造相似，當其被

細胞攝入後，利用酸或熱來處理細胞，接著再用 BrdU 專一性抗體來偵測被攝入的 BrdU，如此一來可以得知細胞複製 

DNA 的程度。 

（ ）(１)圖一為植物根部的縱切圖，請問如果要觀察植物的細胞分裂，應該要從何處取得細胞？ 

 
圖一 

(Ａ) A (Ｂ) B (Ｃ) C (Ｄ) D (Ｅ) E。 

（ ）(２)圖二為洋蔥根部細胞分裂的時間週期，BrdU 會在哪一時期被放入 DNA 的新股中？ 

 
圖二 

(Ａ) a (Ｂ) b (Ｃ) c (Ｄ) d (Ｅ) e。 

答案：(１)(Ｅ)；(２)(Ｂ) 

解析：(１)植物根尖的分生組織（E 點）具有不斷進行細胞分裂的能力，此處為觀察細胞分裂的最佳取樣點。 

(２)細胞分裂前染色體會先複製，其中染色體複製時 DNA 的含量會增加，故選(Ｂ)。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37  難易度：易 

3.（ ）(１)在製作口腔上皮細胞玻片標本時，哪些敘述是正確的？（應選 2 項） (Ａ)可用蒸餾水讓細胞散開 (Ｂ)可

直接將染劑滴在細胞懸浮液上 (Ｃ)用亞甲藍液染色，可看到藍色細胞核 (Ｄ)用碘液染色，可看到藍紫色細胞核 (

Ｅ)染色後，邊緣可以看到細胞壁。 

（ ）(２)承上題，將校內使用的顯微鏡由低倍轉成高倍觀察口腔上皮細胞時，哪些敘述是正確的？（應選 2 項） (Ａ

)應先降低載物臺，再轉入高倍鏡頭以免碰壞目鏡 (Ｂ)視野亮度會變暗 (Ｃ)愈高倍的物鏡鏡頭愈短 (Ｄ)

看到的細胞數量會變少 (Ｅ)會看到雙螺旋狀的 DNA 分子。 

答案：(１)(Ｂ)(Ｃ)；(２)(Ｂ)(Ｄ) 

解析：(１)(Ａ)口腔上皮細胞在蒸餾水中會膨脹破裂，故應使用生理食鹽水。(Ｄ)碘液染細胞核會呈現褐色。(Ｅ)口腔上

皮細胞不具細胞壁。 

(２)(Ａ)目鏡由低倍換成高倍時，不須移動載物臺。(Ｃ)愈高倍物鏡的鏡頭愈長。(Ｅ)以光學顯微鏡的放大倍率無

法看到 DNA 分子。 

出處：試題集錦 

 

四、 填充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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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670938  難易度：中 

4.常見的水埋玻片標本製作有下列幾種方法：(Ａ)直接觀察法、(Ｂ)折撕法、(Ｃ)壓片法、(Ｄ)抹片法、(Ｅ)徒手切片法

。下列顯微鏡下觀察到的細胞是應用上述哪一種方法？（填英文代號） 

(１) (２) 

 
 

（ ） （ ） 

(３) (４) 

  
（ ） （ ） 

答案：(１)(Ｄ)；(２)(Ｃ)；(３)(Ｂ)；(４)(Ｅ) 

解析：(１)以抹片法觀察人體口腔上皮細胞。(２)以壓片法觀察香蕉細胞。(３)以折撕法觀察葉片表皮細胞。(４)以徒手

切片法觀察莖橫切面。 

出處：試題集錦 

 

五、 問答題 

編號：670939  難易度：易 

5.下列為實驗室中觀察紫背萬年青下表皮細胞的玻片標本與染色圖，次序應為何？ 

(Ａ)  (Ｂ)  (Ｃ)  (Ｄ)  

答： 

答案：(Ｂ)(Ａ)(Ｄ)(Ｃ)。 

解析：(Ｂ)滴水→(Ａ)蓋片→(Ｄ)滴加染劑→(Ｃ)吸取染劑。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40  難易度：難 

6.關於「顯微測量技術」實驗，已知載物臺測微器的每一小格為 0.01 mm，試回答下列各題： 

(１) 400X 的視野下若見目鏡測微器的 50 小格相當於載物臺測微器的 16 小格，則此時目鏡測微器的每一小格約有多少 

μm？ 

(２)承(１)題，若某原生動物的實際長度在放大 100 倍的視野下測得為 32 μm，則放置於 400X 的視野下，該原生動物的

長度應占目鏡測微器多少小格？ 

答： 

答案：(１) 3.2 μm；(２) 10 小格。 

解析：(１)設 400X 的目鏡測微器每小格為 a μm，50×a＝16×10，a＝3.2 μm。 

(２) 32 μm÷3.2 μm＝10（小格）。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41  難易度：中 

7.毓祥取一物鏡測微器，長為 1 mm，內共有 100 小格。在顯微鏡下觀察，發現於 10 倍下，每一格的目鏡測微器＝1 格的

物鏡測微器，而 40 倍下，每一格的物鏡測微器＝4 格的目鏡測微器，請依據上文回答下列問題： 

(１)每一格的物鏡測微器長度為多少 μm？ 

(２)小瑄取一神經細胞，於 10 倍目鏡下共占 3 格，則其長度為多少 μm？ 

(３)小瑄將相同的神經細胞改置於 40 倍目鏡下，共占多少格的目鏡測微器？ 

答： 

答案：(１) 10 μm∕格；(２) 30 μm；(３) 12 格。 

解析：(１) 1000 μm∕100＝10 μm∕格。 

(２) 10×3＝30（μm）。 

(３)設在 40 倍下，目鏡測微器每格為 a μm，10＝4a，a＝2.5 μm。
2.5

30
＝12。 

出處：試題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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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670942  難易度：難 

8.關於顯微測量技術，請回答下列問題： 

(１)載物臺測微器上一段 1 mm 直線分為 100 小格，每小格大小為何？（請標單位） 

(２)目鏡 10 倍，物鏡 4 倍觀測下，目鏡測微器與載物臺測微器之兩端重疊後，目鏡測微器 4 小格長度相當於載物臺測微

器 10 小格，則目鏡測微器每一小格長度為何？（請標示單位） 

(３)承上題，該倍率視野可見血球數量約為 640 個，若將物鏡更換為 40 倍，則視野中可見血球約為多少個？ 

(４)承上題，該倍率觀測下，目鏡測微器 10 小格長度相當於載物臺測微器 10 小格長度，而一個紅血球約占 0.7 格，則

每個紅血球大小為何？（請標單位） 

答： 

答案：(１) 10 μm；(２) 25 μm；(３) 6 個；(４) 7 μm。 

解析：(１)
小格100

mm1
＝

小格100

m1000
＝10 μm。 

(２) 4X＝10×10，X＝25 μm。 

(３) 4 倍→ 40 倍，視野面積為原本的
100

1
，640×

100

1
＝6.4≒6 個。 

(４) 10X＝10×10，X＝10 μm，0.7×10＝7 μm。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43  難易度：中 

9.關於顯微測量技術，請回答下列問題：第(１)(２)小題答案請依題意附上單位。 

(１)某放大倍率下，若見「目鏡測微器」的 28 小格相當於「載物臺測微器」的 21 小格，則目鏡測微器每格約有多少 μm

？ 

(２)以顯微測量技術在放大 100 倍時，測得某原生動物實際長度為 15 μm；則放大 400 倍測量時，該原生動物實際長度

應為多少 μm？ 

(３)利用「目鏡測微器」在 100 倍視野下觀察紅血球，影像如附圖，則在 400 倍視野下觀察時，影像應接近下列哪一個

選項？ 

 
(Ａ)  (Ｂ)  (Ｃ)  (Ｄ)  

答： 

答案：(１) 7.5 μm；(２) 15 μm；(３)(Ｂ)。 

解析：(１)（21×10）÷28＝7.5（μm∕格）。 

(２)實際大小不會改變。 

(３)目鏡測微器大小並不會隨顯微鏡倍率改變，所以選(Ａ)或(Ｂ)；標本會隨倍率變大而變大，故選(Ｂ)。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44  難易度：中 

10.請回答下列有關顯微測量實驗的問題： 

(１)當轉動接物鏡由低倍至高倍時，在視野中何種測微器的刻度會有變化？ 

(２)當開始測量細胞大小時，何種測微器要交回（或取出）？ 

(３)實驗中發現在 4 倍物鏡下，目鏡測微器 10 小格的長度相當於載物臺測微器 25 格，則目鏡測微器 1 小格所對應的實

際長度為多少 μm？ 

答： 

答案：(１)載物臺測微器；(２)載物臺測微器；(３) 25 μm。 

解析：(１)載物臺測微器長度會變化，目鏡測微器長度固定。 

(３) 10 μm×
10

25
＝25 μm。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45  難易度：中 

11.附圖為洋蔥根尖生長點的顯微照片，顯示有絲分裂不同階段的細胞，請根據此圖回答下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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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細胞甲～丁的正確順序為何？ 

(２)比較細胞甲和丁的 DNA 含量。 

(３)說明細胞甲和丁 DNA 含量差異的原因。 

答： 

答案：(１)丁→乙→丙→甲；(２)細胞丁的 DNA 含量是細胞甲的 2 倍；(３)細胞丁的染色體已經複製，分裂後染色體平

均分配到 2 個細胞而成為細胞甲。 

解析：(１)丁：剛出現散亂排列的染色體→乙：染色體排在細胞中央→丙：染色體正往細胞兩端移動→甲：染色體已移動

至細胞兩端且出現細胞板。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46  難易度：中 

12.附圖為植物細胞進行有絲分裂的 4 個階段，試回答下列問題： 

(Ａ) (Ｂ) 

 
 

(Ｃ) (Ｄ) 

  
(１)排列這 4 張圖的正確順序。 

(２)寫出構造 X 的名稱。 

(３)細胞內，構造 X 有什麼重要性？ 

(４)在圖(Ｄ)中，構造 X 有何變化？ 

答： 

答案：(１)(Ａ)(Ｂ)(Ｄ)(Ｃ)；(２)染色體；(３)攜帶遺傳訊息；(４)向細胞兩端移動。 

解析：(１)(Ａ)間期→(Ｂ)剛出現散亂排列的染色體→(Ｄ)染色體正往細胞兩端移動→(Ｃ)染色體已移動至細胞兩端且出

現細胞板。 

(２)由絲狀的染色質凝聚成棒狀的染色體（構造如 X）。 

(３)染色體含有 DNA。 

(４)紡錘絲向細胞兩極縮短，使姐妹染色分體彼此分離。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47  難易度：易 

13.庭庭到生物實驗室認識顯微鏡並學習顯微測量技術： 

(１)她到生物實驗室後方的櫃子內將顯微鏡搬出，拿到實驗桌上。下列何者是拿顯微鏡正確的方法？ (Ａ) 

 (Ｂ)  (Ｃ)  (Ｄ)  

(２)首先，她進行顯微校正。在目鏡 10 倍、物鏡 40 倍下，她觀察到目鏡測微器 11 格，相當於載物臺測微器 3 格，則視

野下目鏡測微器每一小格為多少 μm？ 

(３)庭庭在放大倍率 400 倍下，觀察到頭髮直徑占目鏡測微器 50 格，請問她的頭髮直徑約為多少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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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答案：(１)(Ａ)；(２) 2.7 μm；(３) 135 μm。 

解析：(１)一手握住鏡臂，一手托住鏡座，且電源線需完整收納。 

(２)目鏡測微器每一小格＝
11

103
≒2.7 μm。 

(３)頭髮直徑＝50×2.7＝135 μm。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48  難易度：中 

14.可可取洋蔥根尖切片，觀察到有絲分裂各時期如附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１)請依有絲分裂的順序排列： 

(２)細胞週期中所占時間最長為哪一時期？顯微觀察視野下數量最多的細胞為何者？ 

答： 

答案：(１)(丙)(丁)(戊)(乙)(甲)；(２)(丙)，(丙)。 

解析：(１)間期(丙)→細胞分裂期［(丁)：染色體形成；(戊)：二分體排出細胞中央；(乙)：二分體分離；(甲)：細胞板

形成］。 

(２)觀察到數量最多代表占時間最長，為間期(丙)。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49  難易度：中 

15.小沂在實驗室進行細胞分裂的觀察，觀察結果如圖一所示，而圖二為圖一之部分放大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圖一 

 
圖二 

(１)此細胞為動物細胞或植物細胞？請以 20 字以內說明你的判斷理由。 

(２)圖一的 A 或 B 細胞中，何者處於間期？何者處於分裂期？請簡單說明你的判斷理由。 

(３)圖二中，細胞由間期至細胞分裂完成的過程依序為何？ 

答： 

答案：(１)植物細胞；因在過程中沒有細胞膜凹陷現象的發生。 

(２) A 細胞處於間期、B 細胞處於分裂期；A 細胞內遺傳物質為鬆散狀的染色質、B 細胞內遺傳物質為緻密狀的染

色體。 

(３)乙→戊→丙→丁→甲。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50  難易度：中 

16.大雄想在顯微鏡下觀察自己的口腔黏膜細胞，以下為他的操作步驟，卻找不到口腔黏膜細胞的影像，你認為哪些步驟有

誤？ 

(Ａ)用牙籤的鈍端刮取口腔牙縫的齒垢 

(Ｂ)將刮到黏膜細胞的牙籤，在預先滴於載玻片的生理食鹽水中輕輕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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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滴加 1 滴亞甲藍液後再蓋上蓋玻片，並以面紙吸掉多餘的液體 

(Ｄ)轉動載物臺下方 X、Y 軸旋轉鈕，將玻片標本移動到鏡臺圓孔的中央 

(Ｅ)預先在低倍率物鏡下找到黏膜細胞，再更換至高倍率物鏡 

(Ｆ)更換高倍率物鏡時，旋轉盤未轉動到定位 

(Ｇ)轉動細調節輪時，未轉動到焦距的位置。 

答： 

答案：(Ａ)(Ｆ)(Ｇ)。 

解析：(Ａ)應刮取口腔面頰內側表面。(Ｆ)旋轉盤應轉動到定位。(Ｇ)應轉動到焦距位置。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51  難易度：易 

17.大虎利用載物臺測微器分別量測一格的目鏡測微器在各種物鏡倍率下的實驗大小，如表(一)。 

表(一) 

物鏡倍率 4X 10X 40X 

目鏡倍率 10X 10X 10X 

每一格目鏡測微器刻度

的大小（μm） 
25 10 2.5 

靜香利用同一臺顯微鏡的目鏡測微器在各種物鏡倍率下測量馬鈴薯塊莖細胞內的澱粉粒及洋蔥表皮細胞所占的格數，如

表(二)。 

表(二) 

物鏡倍率 

細胞構造所占格數 

4X 10X 40X 

洋蔥表皮細胞 4 12 42 

馬鈴薯澱粉粒 1 2.5 12 

曉華在顯微鏡下觀察到馬鈴薯的澱粉粒（左圖），在比較大全顯微鏡下的洋蔥表皮細胞（右圖）後： 

 
(１)曉華認為馬鈴薯的澱粉粒比洋蔥表皮細胞大，你認為正確嗎？ 

(２)承上題，利用表(二)說明你的理由（需寫出計算過程）。 

答： 

答案：(１)錯誤。(２)在物鏡 4X 下，一格目鏡測微器大小為 25 微米。洋蔥表皮細胞大小＝4×25＝100 微米。馬鈴薯塊莖

細胞的澱粉粒大小＝1×25＝25 微米。相較之下，洋蔥表皮細胞大於馬鈴薯塊莖細胞的澱粉粒。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52  難易度：中 

18.利用顯微測量進行頭髮直徑長度的測量，在目鏡 10X、物鏡 10X 的視野下，觀察到當兩種測微器刻度重疊時，載物臺測

微器 80 格長度相當於目鏡測微器 50 格長度，在此放大倍率之下，所量得頭髮直徑為 3.5 格刻度。已知載物臺測微器每

一小格的長度為 10 μm，請依據以上敘述回答下列問題： 

(１)目鏡測微器每一小格的長度為何？ 

(２)頭髮直徑實際上的長度約為何？ 

答： 

答案：(１) 16 μm；(２) 56 μm。 

解析：(１) 50a＝80×10，a＝16。 

(２) 16×3.5＝56。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53  難易度：中 

19.附圖為複式顯微鏡的示意圖，請依問題回答代號或簡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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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操作顯微鏡時，若操作者坐在本圖右側，使鏡臂面向自己，則應操作哪個部位調整目鏡，以利進行觀察？ 

(２)若觀察時，欲將視野中的影像再進行放大，應轉動哪個部位？ 

(３)若觀察時，發現視野中影像立體感較低，在不變動視野位置及大小的前提下，可調整哪個部位嘗試改善？ 

(４)若觀察時，欲將觀察的視野向左上角移動，應轉動哪個部位？ 

(５)進行顯微測量時，應先將目鏡測微器放置於何處？ 

 
(６)承上題，放置好目鏡與載物臺測微器後，若視野中呈現如圖ㄅ，則應調整哪兩處使其成為圖ㄆ？ 

(７)承上，若調整後呈現如圖ㄆ，則應再調整何處使其成為圖ㄇ？ 

(８)承上，若呈現如圖ㄇ，表示目鏡測微器一格的長度為多少？（假設載物臺測微器全長為 1 mm，平分為 100 小格） 

(９)承上，改放置樣品對發現的細胞進行長度測量時，視野中畫面應為下列何者？ 

 
( １０)承上，此細胞的長軸長度約為多少？ 

答： 

答案：(１) a；(２) b；(３) f；(４) k；(５) h；(６) m、l；(７) h；(８) 12.5 μm；(９)圖ㄉ；( １０) 237.5 μm。 

解析：a 為固定螺絲，b 為旋轉盤，c 為物鏡，d 為載物臺，e 為玻片夾，f 為光圈，g 為燈泡，h 為目鏡，i 為鏡筒，j 為鏡

臂，k 為機械臺轉輪，l 為細調節輪，m 為粗調節輪，n 為電源開關。 

(８) 4X＝5×10，X＝12.5 μm。 

(９)視野中只會出現目鏡測微器，不會出現載物臺測微器。 

( １０) 12.5×19＝237.5 μm。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54  難易度：易 

20.下列選項是以複式顯微鏡觀察植物葉表皮氣孔時的可能操作步驟：(甲)需移動載玻片；(乙)不需移動載玻片；(丙)轉動

旋轉盤至低倍物鏡；(丁)轉動旋轉盤至高倍物鏡；(戊)轉動細調節輪；(己)轉動粗調節輪。若要將顯微鏡視野下的圖像

，從圖甲變為圖乙，則其需要的操作步驟順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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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答案：(乙)(丁)(戊)。 

解析：從圖甲變成圖乙，倍率放大。 

出處：試題集錦 

 

編號：670955  難易度：中 

21.顯微測微器是測量生物切片標本的重要工具，在目鏡 10X、物 10X 下所作的顯微測量如附圖所示，附圖的上方為目鏡測

微器，下方為載物臺測微器，據實驗操作回答下列問題： 

 
(１)試求出目鏡測微器每格對應的長度為何？ 

(２)呈上題，若將物鏡轉換成 40X，觀察某細胞的直徑相當於目鏡測微器 8 小格，則在 40X 物鏡下該細胞的直徑約為何

？ 

答： 

答案：(１) 12.5（μm）；(２) 25（μm）。 

解析：(１)載物臺測微器每一小格＝10 μm；且 

目鏡測微器每一刻度的大小 

＝10（μm）×
目鏡測微器之格數

載物臺測微器之格數
 

＝10（μm）×
4

5
＝12.5（μm） 

(２)在物鏡 40X 時，觀察到的細胞直徑相當於目鏡測微器 8 小格，即在物鏡 10X 時，細胞直徑相當於目鏡測微器 2 

小格，故細胞直徑約為 2×12.5（μm）＝25（μm）。 

出處：試題集錦 

 

六、 混合題 

編號：670956  難易度：中 

22.中中在觀察人類血液抹片標本時，欲了解紅血球的實際大小，故打算利用顯微測微器進行量測；而在量測紅血球前，中

中先使用了兩種測微器於不同放大倍率下進行觀察，如附圖所示： 

 
(１)測微器 A 與測微器 B 何者為載物臺測微器？請說明你的判斷依據為何？ 

(２)若在複式顯微鏡 4 倍物鏡下觀察，載物臺測微觀器上之刻度每一小格實際長度為 10 μm，今改以 10 倍物鏡觀察，則

載物臺測微器上之刻度每一小格實際長度為何？ 

(３)若欲測量紅血球直徑，應使用測微器 A 或測微器 B？ 

（ ）(４)承上題，利用目鏡測微器在 100 倍視野下觀察紅血球，影像如附圖，則在 400 倍視野下觀察時，影像應接近

下列哪一個選項？ 

 
(Ａ)  (Ｂ)  (Ｃ)  (Ｄ)  

答： 

 

 

 

 

 

 

 

答案：(１)測微器 B。在兩個不同放大倍率下的視野中，測微器 A 的視野刻度沒有縮放變化，此測微器 A 即是目鏡測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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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測微器 B 的視野刻度有縮放變化，此測微器 B 即是載物臺測微器；(２) 10 μm；(３)測微器 A；(４)(Ｂ)

。 

解析：(２)載物臺測微器每一小格的實際長度不會隨放大倍率的變化而改變。 

(３)觀察紅血球時，需要製作血液抹片標本，而血液抹片標本須放置在載物臺上，因此測微器 B 會被置換成血液抹

片標本，而留在目鏡鏡筒內的目鏡測微器（測微器 A）即可被用來度量紅血球的直徑。 

(４)視野中的刻度為目鏡測微器（測微器 A），因此視野由 100 倍率放大到 400 倍率，紅血球會隨放大倍率變大而

變大，但目鏡測微器（測微器 A）則不會隨放大倍率變大而改變。故選(Ｂ)。 

出處：試題集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