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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112學年度學士後中醫學系招生考試 

生物學科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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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A C A B A A 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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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112 學年度學士後中醫學系入學招生考試 
試題參考答案疑義釋疑公告 

科

目 

題

號 
釋疑答覆 釋疑結果 

生

物

學 
14 

原核生物的細菌可以利用 operon，透過單一啟動子來調控複數基因的表現。 

本題答案無誤，維持原答案 D 
維持原答案(D) 

生

物

學 
18 

本題問兩種賀爾蒙的「官能基」中，何者「通常不會」直接參與化學反應。 

本題答案無誤，維持原答案 D 
維持原答案(D) 

生

物

學 
23 本題是問高血鈣症下的狀況，故本題答案無誤，維持原答案 D 維持原答案(D) 

生

物

學 
29 

題幹中已清楚說明此題為負向題，選擇錯誤的答案。關支架蛋白（scaffolding 

protein）在細胞的訊息傳遞的多重角色的敘述。支架蛋白是許多關鍵號通路

的重要調節因子，已知此類蛋白會與訊號傳遞路徑中的多個組成相互作用

或結合，進而形成多蛋白複合物中。 

(A)是許多關鍵信號通路中的重要調控因子，此選項無誤。 

(B)提供多個共用位置給不同的信號蛋白（signaling pathway proteins ）結

合，並將其定位在細胞的特定區域中，此即為支架蛋白專對於不同的信號

彈白(signaling pathway proteins)個別提供一特定位置給予結合，並將其定位

在細胞特定區域，此選項錯誤。 

(C）有些支架蛋白可以直接活化（activate）連結蛋白，此部分在選項中已

說明為有些(即部分的意思)支架蛋白，支架蛋白在細胞的訊息傳遞的多重角

色，顯示功能廣，已知酵母菌在 MAPK Pathway 之有效激活激酶。另外，

依據 Campbell Biology 12th ed. P230 課文說明，支架蛋白（scaffolding 

protein）可直接活化 relay protein，此選項無誤。 

(D）可以增進訊息傳遞的連度和正確性，此選項無誤。 

此題標準答案為(B)，維持原答案。 

維持原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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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112 學年度學士後中醫學系入學招生考試 
試題參考答案疑義釋疑公告 

生

物

學 
31 

題幹已清楚說明關於真核生物的四個上群假說之原始色素體生物

（Archaeplastida）、SAR 生物 [包括不等鞭毛生物、囊泡蟲和有孔蟲]、古蟲

生物（Excavata）、單鞭毛生物（Unikonta）的敘述。 

(A)絲足蟲 Paulinella 是屬於 SAR 上群，大多數的 Cercozoan 屬於真核異營

生物，已經完成第一次內共生獲得粒線體的真核原生生物，絲足蟲 Paulinella

的光合作用裝置(photosynthetic apparatus)在演化上被認為是獨立由藍綠菌

經由次級內共生(secondary endosymbiosis)獲得葉綠體的演化共過程，屬於

自營性，此選項正確。 

(B)原生物屬於真核，大部分為單細胞生物，其生殖生命週期有相當大的變

異，有的甚至沒有發現有性生殖。此選項錯誤。 

(C)真菌是屬於古蟲生物上群，親緣關係和離植較遠離動物較近。此選項錯

誤。 

(D)可進行光合作用的原生生物能在原始色素體生物和 SAR 生物找到。此選

維持原答案(A) 

項錯誤。 

此題標準答案為(A)，維持原答案。 

生

物

學 
38 

題幹已清楚說明圖型為三種生物生存類型的存活曲線，此為族群生物學中

生物存活與年齡的相關聯圖，此題目主要以通則為主，已經清楚說明為以

生物群為題幹，Type I 在 Ecology 5th by Dowman and Hacker. P259-261 已清

楚說明為許多大型哺乳動物，包含人和山羊，僅繁殖少數後代而給予良好

的育幼，因此屬於 Type I，Type III 在 Ecology 5th by Dowman and Hacker. 

P259-261 以說明此現象在自然界中常見，如真菌、一些植物、多數昆蟲、

海洋無脊椎動物皆屬於此型別，Type II 是指整個預期壽命期間死亡率或存

活率相對恆定的生物體，主要包含有鳥類、小鼠、松鼠、和軟體動物等如

Gyraulus deflectus、Valzjata humeralis 等。此題標準答案為(A)第 I 型：大型

哺乳類動物、第 II 型：軟體動物、第 III 型：無脊椎動物，維持原答案。 

維持原答案(A) 

生

物

學 
50 

依據 Campbell Biology 12th ed. P851-P852 課文說明，植物氣孔的關閉主要受

到 K＋流出保衛細胞所導致。題幹中已清楚說明植物之光合作用停止後 C02

不再被利用，保衛細胞內的某種離子移出導致葉子保衛細胞的膨壓下降而

關閉，而乾早發生之離層酸（abscisic acid）機制導致該離子的含量下降。

P851 的 Figure 36.14 清楚繪製 K＋請說明其機制。另 Biology by Robert 

Brooker et al. 6th edition 在其 P847 的 Figure 39-17 圖中說明亦清楚指出 K＋

的流出造成為主因，此題標準答案為(C)K＋，維持原答案 

維持原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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