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衰珮

201 4 年中學文憑生物科考試是依據2009年開始推行的生物科課程（中四至中六）命題。 生
物科的公開評核包括兩卷，卷 一 考核必修部分的內容，而卷二則考核選修部分的內容。

疊一

卷 一 分為兩部：甲 部（多項選擇題）及乙部（傳統題目） 。 考生須回答所有題目。

甲部（多項選擇題）

本部共設3 6題。 本年 考生表現令人滿意，平均答對2 1題。

茲舉下列數題為例，以見考生一般誤解：

2. 以下哪項事件並不涉及膜蛋白的 作用？

＊

A

B

c

D
 

傳遞神經脈衝跨越突觸
小腸吸收葡萄糖
血紅蛋白轉運氧
識別病原體

(4 9%) 
(10%) 
(3 2 %) 
(9%) 

接近 一 半考生錯誤選擇A作為答案。他們並不知道神經脈衝的轉遞涉及位於突觸接收－ 端
的受體蛋白。僅有三分一 考生知道血紅蛋白並非膜蛋白。

措示：參考下圖，解答 6至8三題。 下圖顯示用以測定綠色植物 光合作用速率的裝置。
實驗期間， 活塞的位置維持不變。

活塞

鐘罩

綠色植物

維持二氧化碳
水平的化學物X

6. 

＊
 A

B

c

D
 

有顏色的水

初始讀數=0.1mL 
3 0 分鐘後的讀數=0.4 mL 

根據結果，這株植物的光合作用速率是

每小時釋出0.6mL氧。
每小時釋出0.3 mL氧。
每小時吸收0.6 mL二氧化碳。
每小時吸收0.3 mL二氧化碳。

有刻度的管

(69%) 
(16%) 
(11%) 
(4 %) 

此題旨在評核考生對測定綠色植物光合作用速率的裝置的理解程度。其實該裝置 是用來量
度實驗期間釋出的氧氣，而不是直接測度 光合作用速率。氣體交換時若光合作用速率較呼
吸作用速率快，最終的結果是釋出氧氣。8 5 %考生知道讀數的變化是由於植物釋出氧氣所
致。可是，部分 考生未能根據原始數據計出正確的數值，顯示他們在處理定量數據方面的
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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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表現差劣。繪圖的質素差劣。許多考生未掌握低倍圖的要求 ， 而在圖中繪畫細
胞內的構造。他們未能辨認顯微照片內所示的不同組織 ， 標示也不正確。很多
考生誤將「髓」標示為「皮質」 ， 亦未能為所繪的圖提供合適標題。有些考生
只以題目的一些字眼作為圖的標題。

(b) 表現差劣。大多數考生沒有注意莖內不同組織的比例。很多考生沒有按照顯微
照片作出推斷，反而背諲他們對植物支持的認識。極少數考生提及從顯微照片
的觀察所得。

5. (a) 表現甚佳。超過三分二考生能夠指出所涉及演替的種類 ， 可是，他們未能圓滿
解釋為什麼演替的種類屬次生。

(b) (i) 表現甚佳。大多數考生能指出植被中的優勢群落 ， 然而 ， 他們未有或錯
誤描述各優勢群落的大體時間。有些考生沒有明確指出所提及的是哪 一

種植被。另一些考生僅指出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各自的覆蓋百分比 ， 卻
沒指出具較高百分比的植被是優勢群落。

(ii) 表現差劣。約三分之 一考生未能取得任何分數。他們的答案與 (i) 相似 ，

並沒有提供恰當的解釋。有些答案提及土壤如何隨着時間而有所變化 ，

以致更加適宜木本植物生長。這些考生背誦樣本試卷的建議答案，卻沒
有留意到樣本試卷的題目是針對從裸岩到森林的初生演替，與本題的情
境截然不同。有些考生知道過程涉及從草本植物到木本植物的次生演
替 ， 卻沒有述及土壤中埋藏有種子和萌芽器官。雖然他們知道草本植物
和木本植物之間存在競爭 ， 但卻未能指出木本植物在稍後階段會遮蓋草
本植物。

6. 題目是根據一些支持家犬演化自狼的數據 而設計的 ， 這情境對考生而言是相當陌
生。題目要求考生分析數據 ， 並指出狼在馴化過程中生活習慣上的改變與數據之間
的關係。考生並沒有利用題目所提供的資料和數據 ， 反而靠自己的想像作出推測。
考生在處理這類有具體背景的題目時 ， 應該小心審題以了解所提供的資料。

(a) 大部分考生的表現差劣。他們通常重提數據卻沒有作出恰當比較。有嘗試比較
的考生 ， 在解釋時 沒有指出有關比較與基因表達過程的關係。考生對多個基因
拷貝這個概念相當陌生。他們忽略了基因A的每一個拷貝都能產生澱粉酶 ，

也不知道能夠產生更多酶會帶來較高澱粉酶活性。

(b) 表現差劣。很多考生能指出人類的廚餘含有澱粉質 ， 可是，他們大多數誤以為
狼為了適應這種膳食而自發突變 ， 強迫自己產生澱粉酶來消化廚餘。他們不知
道在自然界中已有變異 ， 也不知道人類廚餘如何作為一 種選擇力量。只有極少
能力較佳的考生能順暢和有邏輯地描述犬隻間基因 A 多個拷貝的選擇過程。

(c) 表現差劣。這題目可當作獨立的一題。題目要求考生提供 一 個實驗計設，以比
較犬與狼的澱粉酶活性，雖然能達這目的的設計不只 一個 ， 但大多數考生都未
能提供清晰可行的實驗。

7. (a) 表現優異。超過一 半考生能夠辨認細胞膜的兩個組成部分。 一 些考生審題不
周，以致作答時過分着眼於細節 ， 如述及通道蛋白或親水的頭部。

(b) (i) 表現優異。大多數考生能夠指出管D內的溶液含有最高濃度的酒精 ， 並
根據實驗結果作合理的推斷。然而 ， 有些考生未能解釋細胞膜的破壞是
因膜的磷脂溶解在酒精所致。有相當多考生誤以為現象是由水勢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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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因而用滲透作用去解釋推論，實屬謬誤。因此，他們在 (ii) 所提
供的解釋也是錯誤的。

(ii) 表現差劣。很多考生不知道色素的漏出是涉及色素分子隨機移動的擴散
過程，過了一段時間後便會達致平衡 ， 令四支試管內的溶液都有大致相
同數量的色素。

8. 題目的情境對考生而言是相當陌生的。情境是關於植物為了增加異花傳粉的機會而
採用的策略。題目要求考生以他們對花朵基本構造的認識，整合題目所提供的資料，
然後作答。但考生卻未能根據照片掌握到花藥和柱頭的不同位置 ， 且對蝴蝶如何從
花朵採花蜜欠缺正確的認識，因此在作答 (b) 時 ， 困難重重。

(a) 表現甚佳。題目淺易 ， 旨在評核考生對蟲媒花特徵的認識。超過一 半考生能寫
出兩種可見的特徵。

(b) (i) 表現差劣。僅有三分 一 考生能寫出正確的部位。

(ii) 表現尚可。約一半考生能指出哪類型的花較容易被傳粉。冇一半考生能
提供恰當的解釋。

(iii) 表現差劣。很多考生未能指出花藥和柱頭的位置與不同類型花朵之間傳
粉的關係。即使能夠指出這 一 點的考生，也未能詳述這對增加下 一代基
因變異的重要性。

9. (a) 表現優異。大多數考生能處理這淺易的題目。

(b) 表現良好。超過一 半考生能夠從數據歸納出趨勢。

(c) 表現差劣。許多考生因為沒有用比較方式作答而失分。他們僅覆述疾病的百分
比而沒有指出生活模式如何與死亡個案數目配對。他們長篇論述疾病是怎樣產
生的。考生應按照題目要求作答需要分析數據，背誦不切題的資料通常不能得
分。有些考生把「血管收縮」與「血管收窄」混淆。另有一些考生未能指出加
工肉類可能含有誘變劑。

10. (a) 表現差劣。許多考生誤以為曲線圖顯示的是視網膜上神元的分布而不是視覺中
心的神經元分布。雖然題目已強調是不同種類的光戴受細胞，但很多考生只是
針對視椎細胞和視桿細胞作答。考生並不知道色覺需要有三種不同的視椎細
胞 ， 而每一種視椎細胞都會傳送神經脈衝到視覺中心，並且需要有更多神經元
分析來自不同種類視椎細胞的訊號。

(b) 表現尚可。很多考生知道聯合中樞負責解讀神經信息，然而 ， 他們並不知道，
所看到的影像需要參照之前所貯藏的記憶才能有意義。

1 I . 表現差劣。題目的結構已提示該討論的王要範圍： (1) 膳食如何達到減輕體重和增
加肌肉的目的，和 (2) 營養需求和蛋白質的代謝帶來的健康問題。可是 ， 許多考生
並沒有按照指示組織文章，只列舉零散的資料 ， 結構欠佳。約三分 一 考生在傳意方
面得零分。

關於減輕體重的部分，考生知道能量消耗量超越能量攝入量時，才會調動食物儲備。
可是，很多考生不明白題目中 'lean meat'「瘦肉」的意思，並沒有在答案中提到減少
脂肪的攝取。儘管如此 ， 英文卷考生的平均分仍較中文卷考生高。很多考生沒有指
出，瘦肉中的蛋白質會被消化並同化以製造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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