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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 整 理

▲物理量的表示法：

表示基本量符號，通常以英文名詞字首的大寫字母表示，稱為因次。

三基本量的因次為：

〔長度〕＝〔L〕，〔質量〕＝〔M〕，〔時間〕＝〔T〕

例如：〔速度〕＝〔
距離
時間 〕＝〔LT

-1
〕

〔密度〕＝〔
質量
體樍

〕＝〔ML-2〕

▲有效數字：

任何儀器在量度時均無法達到百分之百的精確，故在量度時將可靠數字記

下，另加一位估計數字而稱為有效數字。

任一物理量可化成a×10n之形式表示之，其中a部份即為該數所具有的有

效數字位數。例如某物長5.123×106米，即表示有效數字為四位。

有效數字相加或相減所得之和與差之有效數字位數祇需取至原有各數中

最前一位估計值，餘則四捨五入。例如4.20公分+1.6523公分+0.010公

分＝5.87公分。

▲短距離之測定：

螺旋測微器：設螺旋測微器螺距為d，套筒上刻有N個分度，測量物體時，

套筒後退n個分度，則薄物厚度 t=n×
d
N

▲國際單位制（SI制）：

基本單位有七個：

物理量 單位名稱 代號

長度 公尺 m

質量 公斤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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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秒 s

電流 安培 A

溫度 開耳文 K

物質的量 莫耳 mol

光強度 燭光 cd

輔助單位有二個：

角的類別 角的導出單位名稱 代號

平面角 弧度（或弳） rad

立體角 立體弧度（或立體弳） sr

▲時間的測量：

國際度量衡會議採用「銫-133」原子鐘所發出特定波長的頻率，作為

「秒」的基準根據，當此原子鐘某特定波長所發出的光振動9�192�631�

700次所經過的時間（即133
55 Cs原子在二個超精細能階躍遷時，發出電磁

波振盪週期的9�192�631�700倍的時間），定義為1秒。

任何週期性的運動或現象都可作為時間測量的工具（ex.太陽與地球之

相對運動、單擺等）。

單擺：擺長約為1公尺，上端固定，下端繫一重物，擺動角度在5°角之

內，來回擺動一次的時間約2秒。

週期公式： T=2π
    L  
    g

【註： 在同一地區（即g為定值），擺長ℓ一定時，單擺之週期不變，稱

為單擺的等時性。】

▲放射性元素蛻變法：

假設放射性物質A元素蛻變成B元素之半生期為T，而發現某一化合物中B元

素和A元素之含量比＝β：α，而此化合物存在之年代為t，則：

t=[
logE

log（
1
2
）

]T=[

log（
N
N0

）

log（
1
2
）

]T=[

log（
R
R0

）

log（
1
2
）

]T=[

log（
α

α+β
）

log（
1
2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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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0＝A元素原有之總質量；m＝A元素經時間t後之剩餘質量。

N0＝A元素原有之原子核數；m＝A元素經時間t後之剩餘原子核數。

R0＝A元素原有之放射強度；R＝A元素經時間t後之剩餘放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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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 範 例

（Ａ）某行星繞日作等速圓周運動，若自轉週期為73天，公轉週期為4年，

則此行星上的人，一年內可見太陽繞其轉動之周數為：（Ａ）4
3
4
或

5
1
4
（Ｂ）19（Ｃ）20（Ｄ）21。

【註：恆星日週期T1、太陽日週期T2、星球繞日公轉週期T，則該三者

間之關係為：

T
T1

=
T
T2

+1（若星球繞日自轉與公轉方向相同時）

T
T1

=
T
T2

-1（若星球繞日自轉與公轉方向相反時） 

又星球見太陽繞其轉動之周數=
365
T2

。】

（Ａ）於某相同時距內，長ℓ1的單擺較標準擺快t秒；而長ℓ2的單擺較標

準擺慢t秒，則標準擺長ℓ為何？（Ａ）
4ℓ1ℓ2

（  ℓ1
+  ℓ2

）2 （Ｂ）

4ℓ1ℓ2

  ℓ1
+  ℓ2

（Ｃ）
ℓ1ℓ2

  ℓ1
+  ℓ2

（Ｄ）
2ℓ1ℓ2

（  ℓ1
+  ℓ2

）2 。

【註：設長ℓ，ℓ1，ℓ2三擺之週期各為T、T1及T2；在相同之時間p內

ℓ1較ℓ快t秒，則
P
T
+
t
T
=
P
T1

…………

ℓ2較ℓ慢t秒，則
P
T
-
t
T
=
P
T2

…………

+ 得
2
T
=
1
T1

+
1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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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T=2π
   ℓ  
   g

 代入

⇒
2

ℓ
=

1

 ℓ1

+
1

  ℓ2

⇒ℓ=
4ℓ1ℓ2

（  ℓ1
+  ℓ2

）2 。】

（Ｃ）以游標測徑器量度球的直徑，得到如圖的結果（副尺之第5刻度與

主尺之1.5cm＝15mm刻線對齊），則此球的直徑為：（Ａ）0.8厘米

（Ｂ）0.08厘米（Ｃ）1.05厘米（Ｄ）1.95厘米。

0 1 2 3 4 5

0 10 20

cm

【註：副尺10刻度＝主尺9mm故精密度＝1mm-
9
10

mm=
1
10

mm

由副尺之第5刻度與主尺之1.5cm＝15mm刻線對齊

　⇒球之直徑為（15-5）+
1
10

×5＝10.5mm＝1.05cm。】

（Ｄ）有一螺旋測微計，螺距為0.5mm，副尺劃50分度，未夾物時，主尺

與副尺之零刻度對正；測物體時，轉盤邊緣落在主尺之3.5mm與4mm

之間，而副尺之第13刻度對齊於主尺之橫線，則待測物之厚度為：

（Ａ）3.590（Ｂ）3.510（Ｃ）3.573（Ｄ）3.630　mm。

【註：副尺之精密度為
0.5mm
50

=
1
100

mm=0.010mm

故所求之厚度＝3.500+13 0.010＝3.630（mm）。】

（Ａ）一天文學家觀察一行星之旁有一小衛星繞其運轉，軌道半徑為r，

週期為T，則此行星之質量為：（Ａ）
4π2r3

GT2 （Ｂ）
4π2r3

G2T
（Ｃ）

4π2r2

GT2 （Ｄ）
4π2r
GT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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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F＝
GMm
r2 ＝m‧a＝m‧

V2

r
＝m‧

4π2r
T2

↑

（V＝
2πr
T 代入）

⇒m＝
4π2r3

GT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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