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授課教師：林晉緯 

6-1 
 

                                                          

 

 

 

 

 

 

 

環境特色 概念說明 

生態環境多樣 

1. 臺灣四面環海，兼具海域與陸域的生態環境 

2. 地處大陸邊緣，冰河期時期臺灣與歐亞大陸相連 

3. 冰河消融後，逐漸演化出特有種，如臺灣黑熊、臺灣獼猴、臺灣鮭 

自然景觀 

垂直變化 

［註一 ］ 

 

 

 

 

 

 

 

Ch6 臺灣的環境問題及保育 

重點：臺灣的自然環境特色 

              ［註一 ］臺灣的高山天然植物景觀分布 

              一、成因：受到【板塊擠壓】的影響，高山遍布（最高山，玉山，3952m）， 

                  因地形落差大，氣候成垂直變化（熱帶→副熱帶→溫帶→寒帶）。 

              二、臺灣四面環海，加上位處北回歸線附近，海岸地區有著豐富的生態環境， 

                  因此除了高山環境之外，也有極具特色的海岸植物生態。 



授課教師：林晉緯 

6-2 
 

 

 

1. 生物若長期與外界隔絕，會因為適應環境與近親交配的結果，而逐漸演化成特有種。臺灣

島豐富的動植物擁有極高比例的特有種，主要是肇因於下列哪一種環境變遷？ 

(A)火山爆發        (B)劇烈地震         (C)海面上升          (D)地層下陷 

2. 晉晉預計在今年年底前往玉山，觀賞以下幾種天然植物：(甲)玉山箭竹 (乙)冷杉 (丙)

榕樹 (丁)紅檜。考察上述植物的分布範圍，按照海拔高度由低往高排列，依序為何？ 

(A)甲乙丙丁        (B)甲丙丁乙         (C)丙丁乙甲           (D)丙甲乙丁 

3. 「不同的生物，對於其生存的自然環境，如地形、氣溫、雨量等條件的需求也不一樣。」

請問：下列關於生物與自然環境關係的敘述，何者正確？ 

(A)草原的生長比森林需要更多的水        (B)針葉林比闊葉林更需溫暖的環境 

(C)乳牛比山羊更能適應崎嶇的山地        (D)紅樹林更能承受鹽度較高的水質 

4. 右圖為東亞候鳥遷移的路線示意圖。由圖可知，臺灣因

具有下列哪項要素的過渡性，而成為候鳥的中繼站？ 

(A)位置            (B)風向  

(C)地形            (D)洋流 

5. 臺灣面積雖小，但物種眾多，生態具多樣性，這與哪項

因素關係最密切？ 

(A)山脈走向        (B)地理位置 

(C)生長季長        (D)南回歸線橫貫 

6. 臺灣的阿里山小火車遠近馳名，從嘉義火車站出發，翻山越嶺到達阿里山站，僅僅四個多

小時的車程，即可看到闊葉林、混合林、針葉林等豐富的植物景觀變化。下列對臺灣的描

述，何者最適合用來解釋上述現象？ 

(A)屬於暖濕的季風氣候            (B)地處海洋與大陸交界地帶     

(C)位於東亞中樞的位置            (D)位處低緯且多高山的島嶼 

牛刀小試 單選題：共有六題，請在題號前面選出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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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災害 成因 影響 

【海洋汙染】 陸地上的汙染物，排放至海洋環境所造成 

海洋生態的破壞，如有「海

洋熱帶雨林」的珊瑚礁，

出現珊瑚白化的危機 

【海岸侵蝕】 
1. 海浪或海流將海岸岩石沙粒沖刷走 

2. 沿海地層下陷［註二 ］使海水入侵陸地 
國土流失問題 

【地形災害】 

1. 先天： 

  （1）位於板塊交界處，地質破碎且不穩定 

  （2）臺灣雨量豐沛，土壤侵蝕問題嚴重 

2. 後天：人為活動開發，加劇問題發生 

1. 土石流 

2. 山崩 

3. 地滑（走山） 

【環境汙染】 各式汙染物進到水中、大氣、土壤當中 

1. 水汙染 

2. 空氣汙染（如 PM2.5） 

3. 土壤汙染（如鎘米） 

 

 

 

 

 

 

 

地理放大鏡：近年來臺灣重大的環境議題（請同學們平時多留意網路及新聞消息） 

      1. 雲林麥寮的六輕（石化工業）   2. 高雄日月光半導體工廠排放汙水至二仁溪 

      3. 高雄六龜區的土石流（莫拉克） 4. 南投縣竹山鎮的房屋倒塌（九二一大地震） 

 

重點：臺灣的環境問題與災害 

              ［註二 ］何謂「超抽地下水」？ 

              一、主因：發展淡水【養殖漁業】，需要大量的淡水資源 

              二、地區：【西南沿海】地區，如雲林，嘉義，屏東（林邊鄉、佳冬鄉） 

              三、影響：地層下陷、海水入侵、海水倒灌、土壤鹽化 

              四、對策：有效的政策規範與執行、漁業轉型（如海上的【箱網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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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來在山地栽培蔬果，甚至為興建高爾夫球場而砍伐地表植物，導致當地環境劣化，其

所造成的後果為何？ 

(A)氣候失調        (B)土壤流失        (C)地層下陷        (D)海水倒灌 

2. 德基水庫是臺灣中部地區最大的水庫，具有發電、供水的功能，近年來由於淤積及優氧化

嚴重，導致水庫功能及壽命受到威脅，其主要原因為何？ 

(A)上游濫墾濫伐    (B)水庫設計失當    (C)氣候變化多端    (D)水庫管理不當 

3. 阿緯聽說以前葡萄牙人初登臺灣時，驚覺臺灣有著豐富且多元的生態資源，是個美麗的寶

島，便稱其「福爾摩沙」，但他覺得臺灣昔日「福爾摩沙」的景觀似乎已經日漸消失了！

請問：可能的原因應不包括下列何者？ 

(A)人口增加        (B)經濟發展        (C)資源開發        (D)環境保育 

4. 下列人類活動與環境破壞的配對，何者正確？ 

(A)超抽地下水→山崩、土石流           (B)種植檳榔→地層下陷、土壤汙染 

(C)設立重工業區→水、空氣汙染         (D)砍伐森林→空氣汙染、地層下陷 

5. 下列何者並非臺灣目前主要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A)超抽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             (B)都市地區的各種汙染嚴重 

(C)礦產過度開採導致資源匱乏           (D)不當開發山地使土石流頻繁 

6. 右圖為臺灣某種常見的環境災害，請問導致此災害

的主要原因，不包括下列何項條件？ 

(A)充足土石              (B)地形陡峭 

(C)鬆散地質              (D)平地濫墾 

7. 請問超抽地下水最不可能導致下列哪項問題？ 

(A)海水入侵              (B)海水倒灌  

(C)氣候變遷              (D)地層下陷 

牛刀小試 
單選題：共有七題，請在題號前面選出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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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方向 說明 

【海洋與海岸保育】 

1. 海洋汙染防治法（民 89） 

2. 「海洋型國家公園」：如東沙環礁、澎湖南方四島 

3. 沿岸防護工程：如消波塊、海堤［註三 ］ 

4. 保留沙洲、潟湖、紅樹林等原始地貌，作為緩衝帶 

【山坡地災害防治】 
1. 概念：加強河川整治、水土保持、管制山坡地開發等工作 

2. 實例：植樹造林、減少山區高冷蔬菜種植、水土保持工法 

【汙染防治與生態保育】 
1. 水汙染防治（民 63） 

2. 保護區：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 

 

 

 

 

 

 

 

 

 

 

 

 

 

 

重點：臺灣的環境保護策略 

              ［註三 ］消波塊跟海堤，真的對海岸環境好嗎？ 

              一、消波塊 

 目的：防止海岸侵蝕 

 問題：醜化環境，破壞當地生物棲地，也會影響及危害海岸地形 

二、海堤／防波堤 

 目的：防止海岸侵蝕 

 問題：【突堤效應】 

  由於防波堤等人工建構物 

  突出於海岸，延伸而出， 

  了原先沿岸流、海岸漂沙 

  之路徑，造成【堤前堆積】 

  ，【堤後侵蝕】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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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成立時間 位置 特色 

墾丁國家公園 1982 ［ ］ 臺灣第一座國家公園、珊瑚礁、熱帶海岸林 

玉山國家公園 1985 ［ ］ 總面積最大、高山生態、臺灣黑熊、八通關古道 

陽明山國家公園 1985 ［ ］ 大屯火山群：火山地形（大／小油坑）、地熱資源 

太魯閣國家公園 1986 ［ ］ 大理岩峽谷、立霧溪、清水斷崖、燕子口、合歡山 

雪霸國家公園 1992 ［ ］ 雪山圈谷、櫻花鉤吻鮭、七家灣溪（大甲溪上游） 

金門國家公園 1995 ［ ］ 戰地史蹟、閩式建築、傳統聚落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2007 ［ ］ 臺灣第一座海洋型國家公園、珊瑚礁（環礁）地形 

台江國家公園 2009 ［ ］ 沙洲、濕地、潟湖、鹽田、魚塭、黑水溝歷史文化 

澎湖南方四島 2014 ［ ］ 玄武岩地質、珊瑚礁海域、菜宅景觀 

 

 

 

 

 

 

 

 

 

 

 

 

【台灣的九座國家公園】 

地理放大鏡：國家公園選定標準 

一、 具有特殊的自然景觀、地形、

地物、化石及未經人工培育自

然演進生長之野生或孑遺動植

物，足以代表國家自然遺產者 

二、 具有重要之史前遺跡，史後古

蹟及其環境，富有教育意義，

足以培育國民情操，需由國家

長期保存者 

三、具有天賦育樂資源，風景特

異，交通便利，足以陶冶國情

民性，供遊憩觀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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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于晏看到新聞報導臺東海岸的消波塊，他總覺得消波塊破壞了當地的海岸風貌，因此他便

深深思考：「為什麼臺東許多沿海地區要放置這些消波塊呢？」，請問以下哪個說法是正確

的，能夠解決他的疑惑？ 

（A）增加泥沙淤積               （B）海中生物居所 

    （C）降低海浪侵蝕               （D）利於船隻航行 

【題組】右圖是臺灣本島各國家公園的分布地圖，請依照右下圖回答 2－5題： 

2. 環真與郝萌計畫在今年過年（寒假）的時候，到國家公園遊玩，但

基於天氣狀況，他們預計選擇前往降雨機率最低的國家公園。請問：

右圖哪一國家公園冬季的降雨機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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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書盡想親眼目睹壯闊的大峽谷地形，以及獨特的原住民文化，請問

他應該前往圖中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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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志玲聽說臺灣的某個國家公園有豐富的火山景觀，以及地熱資源，因此她想找晉緯老師陪

她去該地考察。請問：她們應該前往哪個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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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富珍讀到一段歷史：「十九世紀末期，日軍以牡丹社事件為由，出兵攻打臺灣的原住民，

再加上各列強覬覦臺灣，使朝廷體認到臺灣邊防地區之重要性，而有沈葆禎奏請開山撫番

之議，因此開發三條橫貫臺灣東西部的道路。其中，『中路』便是我們現在俗稱的『八通

關古道』」請問：若她要前往考察這段歷史，應該前往哪個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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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刀小試 
單選題：共有五題，請在題號前面選出正確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