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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測量實習 
 1. 測量是指使用適當儀器及方法量取空中、地表、地下等三維空間中點位間相對幾何量進行量測，試問其

相對幾何量包括哪些？ 
(A) 距離、方向及作用點 
(B) 距離、水平角度及垂直角度 
(C) 距離、方向及高程差 
(D) 角度、方向及作用點 

 2. 測量大體而言可以分為平面測量及大地測量，在課堂上請四位同學對平面測量及大地測量分別摘錄重

點，試問哪一位同學的重點摘錄說明錯誤？ 
(A) 甲同學：若測區廣達數百平方公里，將地球視為一球體，需顧慮到地球曲率問題，即為大地測量 
(B) 乙同學：在大地測量中將水準面視為球面，每一公里約差 8 公分的曲率差 
(C) 丙同學：通常平面測量依據大地測量已測之資料為參考而施測 
(D) 丁同學：在大地測量中因對精度的要求，須考慮溫度、地球曲率及大氣折光等自然誤差，而平面測

量則不需考量自然誤差 

 3. 內政部為建立統一之國家座標系統，並配合目前衛星定位測量廣泛應用之趨勢，訂定國家座標系統，該

系統是以 GRS80 地球原子及 TM 投影，目前台灣採用以東經 121 度為中央經線之 2 度分帶系統，試問

上述描述的基準為何？ 
(A) TWD67   (B) TWD80 
(C) TWD97   (D) TWVD2001 

 4. 有一學生在進行測量角度計算時，不小心將計算機設定成 G 百進位制格式，計算機螢幕顯示為

200-50-00，試問其角度以正確的六十進位制應為多少？ 
(A) 200-50-00   (B) 180-45-00 
(C) 180-30-00   (D) 180-27-00 

 5. 一比例尺 1/100 平面圖，圖上三角形建地底 20.0 cm，高 20.0 cm，則此建地實際面積為何？ 
(A) 60.50 坪 
(B) 200 公畝 
(C) 193.98 甲 
(D) 400 公尺見方 

 6. 針對測量誤差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測量過程中，小誤差發生的機率較大誤差多 
(B) 測量過程中一定會存在偶然誤差，而錯誤及儀器誤差則可透過方法檢驗出 
(C) 或是誤差乃是將各改正數之絕對值取最或是值 
(D) 卷尺量距改正項目內之傾斜改正、懸垂改正及海平面歸化改正，其改正值皆為負值 

 7. 以電子測距儀進行距離量測，今 A、B、C 為同一直線上之順序三點，利用電子測距儀 No.00015 配合稜

鏡 No.1 施測各段作校正，設站於 A 量測 AB 距離及 AC 距離，再設站於 B 量測 BC 距離及 BA 距離，每

一段平均距離，經坡度及氣象改正後如下表，其單位為公尺，則測距儀加常數應為多少？ 
 
 

(A) 015.0− 公尺   (B) 010.0− 公尺 
(C) 005.0− 公尺   (D) 000.0− 公尺 

起訖點 距離 起訖點 距離 起訖點 距離 起訖點 距離 
A-B 30.506 A-C 61.000 B-C 30.506 B-A 3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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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有關使用一般電子測距儀時應注意事項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紅外線電子測距儀因具有紅外線功能，不需配合稜鏡測距 
(B) 電子測距儀長期不使用時，須每月定期試測數次，以維護儀器運作功能正常 
(C) 已知距離之求定，電子測距儀之測距精度低於卷尺，電子測距儀的優勢僅在快速 
(D) 稜鏡加常數為固定值，並不會隨距離長短而改變，但在不同品牌的儀器及稜鏡配合下，應進行率定，

率定時須以長距離或多次不等長距離進行率定 

 9. 已知 A、B 兩點間距離大約 100 m，地形平坦，有四位同學採用不同的施測方式，哪位同學採用的方式

所得精度最佳？ 
(A) 甲同學：將距離分成五段，利用鋼捲尺將每段分別進行五次量測取平均值 
(B) 乙同學：將距離分成五段，利用電子測距儀將每段分別進行五次量測取平均值 
(C) 丙同學：將距離分成兩段，利用鋼捲尺將每段分別進行五次量測取平均值 
(D) 丁同學：將距離分成兩段，利用電子測距儀將每段分別進行五次量測取平均值 

10. 有三組同學利用捲尺測量 AB 段距離，觀測結果分別為 50.123 m、50.099 m 及 50.107 m，則試問 AB 距

離測量較差平均值為何？ 
(A) 0.008m 
(B) 0.016m 
(C) 0.024m 
(D) 無法比較 

11. 在相同測量條件下，有兩段距離的測量結果及其中誤差分別為： 
甲： m04.0m00.80 ± 、乙： m02.0m00.40 ± ，試問其相對精度下列何者較佳？ 
(A) 甲 
(B) 乙 
(C) 一樣好 
(D) 無法比較 

12. 利用一已知鋼捲尺名義長為 30 m 進行距離量測，測得 A、B 兩點間之距離為 150.060 m，但該卷尺與標

準尺比較時，捲尺較標準尺長 1 cm，則 A、B 兩點間之正確距離應為： 
(A) 150.010 m 
(B) 150.043 m 
(C) 150.077 m 
(D) 150.110 m 

13. 在下列狀況中，何者所測得之改正值為正值： 
(A) 量距時捲尺之溫度較檢定時之溫度低 10°C 
(B) 量距時，所使用之測尺經檢定後較標準尺短 1 cm 
(C) 在 5%的坡地進行水平距量測捲尺未水平 
(D) 量距時之固定拉力大於檢定時之拉力 

14. 有關測量儀器使用及維護，下列何者正確？ 
(A) 下雨天若在趕工程進度，在天氣狀況允許下並配合遮雨措施仍然可以進行外業測量 
(B) 儀器在外業測量中不小心淋到雨，應收回存放儀器盒，待過夜後送廠檢修 
(C) 每款儀器的操作大致相同，在操作過程中可以不遵守說明手冊的指示操作 
(D) 布捲尺受潮後應以棉布擦拭乾淨，待風乾後表面應擦一層薄薄機油後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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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一鋼捲尺長 30 m，當 14.3°C 時名義長等於實長，設於 24.3°C 時量得一距離為 300 m，又鋼之膨脹係

數為 0.0000115 m/°C，則溫度改正值為何？ 
(A) mm5.34+  
(B) mm5.34−  
(C) mm45.3+  
(D) mm45.3−  

16. 在下列測量誤差中，何者不屬於累積誤差？ 
(A) 利用經過標準校正之鋼捲尺量距讀數估讀所產生之誤差 
(B) 電子測距儀所配合之稜鏡加常數未經過率定所產生之誤差 
(C) 捲尺量水平距離時所產生之懸垂誤差 
(D) 量距時所用之固定拉力與標準拉力不同所產生之誤差 

17. 將一段 AB 距離用同一量距尺進行量測，量測三次計算獲得其改正數分別為 cm5− 、 cm2− 及 cm5+ 。

試求該距離之最或是值中誤差為多少？ 
(A) cm4±    (B) cm33±  
(C) cm3±    (D) cm2±  

18. 測量公司接受委託進行量距施測，經評估後其施測範圍約為 1km，但測點之間無法通視，公司內備有下

列四式測距儀及配合反射稜鏡可運用，試問該委託案應採用何種電子測距儀？ 
(A) 微波測距儀 
(B) 光波測距儀 
(C) 紅外線測距儀 
(D) 雷射測距儀 

19. 在一坡度 5%的傾斜地進行量測，以一名義長 20 公尺的鋼捲尺測得 AB 兩點間之傾斜距離為 100m，若

無捲尺的儀器誤差，試求 AB 兩點間的水平距離應為多少？ 
(A) 99.750 m   (B) 99.875 m 
(C) 100.000 m   (D) 100.125 m 

20. 測量的精度可以精密度及準確度來定義，試問某人實施打靶射擊 
獲得右圖例，若以經密度及精確度來定義可視為？ 
(A) 高精密度且高精確度 
(B) 高精密度但低精確度 
(C) 低精密度但高精確度 
(D) 低精密度且低精確度 

第二部份：製圖實習 
21. 有關各國國家之工業標準的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1  英國標準協會英文簡稱為 BSI ○2  日本工業標準英文簡稱為 JSI 
○3  國際標準化機構英文簡稱為 ISO ○4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英文簡稱為 CNS 
○5  德國國家標準英文簡稱為 DIS ○6  美國國家標準協會英文簡稱為 ASTM 
○7  中國大陸國家標準英文簡稱為 CB ○8  瑞士工業規格英文簡稱為 VSM 
(A) ○1 ○3 ○4 ○8  
(B) ○2 ○5 ○6 ○7  
(C) ○3 ○5 ○7 ○8  
(D)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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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關圖紙規格及折摺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標準圖紙依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5 紙張尺度規定，圖紙依尺度大小分為 A、B 二系列 
(B) 工程製圖依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3 規定，採用 A 系列圖紙 
(C) 圖紙折摺法均將長邊折摺成數段後，再折短邊，一般均以折成 A4 規格之大小為準，折摺時標題欄

應摺在上方 
(D) 模造紙常用在精密之製圖、晒圖 

23. 有關建築製圖中採用比例尺的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1  比例尺可區分為縮尺與倍尺。縮尺為實體尺寸太大，無法依實際大小尺寸直接繪製於圖紙上時，須

將實體尺寸依比例縮小後繪製於圖紙上；實體尺寸太小時，若依實際大小尺寸直接繪製於圖紙上時，

將無法佈滿圖紙或無法明顯顯示該圖，則須將實體尺寸依比例放大後繪製於圖紙上，稱為倍尺 

○2  比例尺表示法中之分數表示法為
實際尺寸

圖上尺寸
=s ，如

200
1s =  

○3  比例尺表示法中之比例表示法為 =S 圖上尺寸：實際尺寸，如 1S = ：30 
○4  比例尺表示法中，習慣上均將圖上比例中之分子化為 1，其比例中之分母數值愈大，則比例愈大 
○5  同一張圖紙內，均需使用同一比例 

○6  依據 CNS 建築製圖規範規定，建築圖中之平面圖之尺寸有
10
1

、
100

1
、

200
1

 

○7  依據 CNS 建築製圖規範規定，建築圖中之立面詳圖之尺寸有
5
1
、

10
1

、
20
1

、
30
1

、
50
1

 

○8  依據 CNS 建築製圖規範規定，建築圖中之剖面圖之尺寸有
100

1
、

200
1

、
300
1

 

(A) ○1 ○2 ○3    (B) ○2 ○3 ○7  
(C) ○4 ○5 ○8    (D) ○5 ○6 ○8  

24. 有關工程圖種類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1  草圖為將原圖以鉛筆繪製於圖紙上之工程圖 
○2  將原圖以鉛筆或上墨方式描繪於描圖紙上，稱之為描圖 
○3  原圖多半為工程圖之原稿 
○4  描圖又稱為第二原圖 
○5  將描圖製成藍底之複印圖，或將原圖或描圖置於晒圖機上，利用感光原理及化學作用，晒製成藍色

之複製圖，稱之為藍圖 
○6  工程圖之製圖方式有徒手畫、儀器畫及電腦繪圖三種 
(A) ○1 ○2 ○6  
(B) ○2 ○4 ○5 ○6  
(C) ○3 ○4 ○5 ○6  
(D) ○1 ○2 ○4 ○5  

25. 有關製圖板及製圖桌椅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製圖板傾斜度約為 1：5 
(B) 製圖桌所使用之光線由製圖者之慣用手前方射入為佳；如繪圖者為右手繪圖，則光線以右前方射 

入為佳 
(C) 製圖板之尺寸通常有 cm105cm75 × 、 cm120cm90 × 、 cm150cm90 ×  
(D) 製圖時，其製圖之姿勢均應以坐姿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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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有關鉛筆及其使用法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1  製圖所用之鉛筆依石墨軟硬不同可區分為 18 等級 
○2  硬質類鉛筆之等級由 9H 至 4H 
○3  筆心之軟硬與溼度有關，天氣潮濕時使用較硬的筆心，天氣乾燥時使用較軟的筆心 
○4  軟質類鉛筆之等級由 2H 至 7B 
○5  製圖握筆時，筆桿應往右與圖紙成 90 度角 
○6  通常較軟之筆心使用在初步草圖之繪製 
(A) ○1 ○3 ○4 ○5  
(B) ○2 ○3 ○5 ○6  
(C) ○4 ○5 ○6  
(D) ○1 ○2 ○3 ○6  

27. 有關丁字尺與平行尺及其使用方法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平行尺之功能與丁字尺相似，但丁字尺須與三角板搭配使用以畫出垂直線，而平行尺則不需要，因

平行尺顧名思義為畫平行線之工具 
(B) 丁字尺之使用須將尺頭緊靠於圖板之左面邊緣，畫水平線時為由左至右繪製 
(C) 現今製圖儀器中，丁字尺已被平行尺、繪圖儀所取代 
(D) 使用平行尺繪水平線時，不可以平行尺下緣畫線 

28. 兩塊三角板與平行尺配合使用時，可畫出幾倍數角度之斜線？ 
(A) 15 度 
(B) 25 度 
(C) 35 度 
(D) 50 度 

29. 有關圓規、分規及其使用方法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1  普通圓規為用來繪製直徑約在 50 mm 至 200 mm 之間的圓或圓弧 
○2  彈簧圓規為可畫較大圓或圓弧的製圖工具，如直徑大於 200 mm 的圓或圓弧 
○3  分規為用以量取長度或劃分線段為若干等分之工具 
○4  分規之構造與圓規相似，差別在於分規兩腳均為針狀而無鉛筆 
○5  分規使用時，調整至所需距離後，中指與無名指慢慢從兩腳抽出，量取線段時，夾緊分規頭柄即可 
○6  樑規為專門畫較小圓或較小圓弧的製圖工具，如直徑小於 6 mm 的圓或圓弧，使用時必須雙手一起操

作，以確保準確性    
(A) ○1 ○2 ○4 ○5 ○6  
(B) ○3 ○4 ○5 ○6  
(C) ○1 ○3 ○4 ○5  
(D) ○2 ○3 ○6  

30. 有關曲線板、曲線規及其使用方法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A) 曲線板之曲線形式是由橢圓線形、螺旋線形及其他數學上之曲線所組成 
(B) 利用曲線板畫不規則曲線時，必須分段完成，必須在曲線板上找到二個以上的點與欲畫之曲線重合 
(C) 曲線規又稱為曲線尺，不可任意曲折，只可繪製曲線規上固定樣式之不規則曲線 
(D) 曲線規可做細小之彎曲，較適用畫小型不規則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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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有關比例尺及其使用方法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1  建築製圖除少部分大樣圖以實尺繪製外，大部分均採用縮尺繪製建築圖 

○2  三稜比例尺為最普遍使用之比例尺，該比例尺上有六種比例，有
100

1
、

200
1

、
300
1

、
400
1

、
500

1
、 

600
1

等 

○3  使用比例尺時可以分規、圓規尖端之腳量取所需之尺度，再於圖紙上繪製該尺度 
○4  判讀比例尺時，眼睛視線應在比例尺刻度的正上方，並與圖紙垂直，才不致產生誤差 
○5  任何尺均是用以繪製線條之用，因此，比例尺亦不例外 
○6  使用 30 公分長之比例尺之好處在於，若兩個以上連續尺度之總長不超過該比例尺最大長度限制時，

不必移動比例尺，可做兩個以上連續尺度之量測，因此可減少累積誤差之產生 
(A) ○1 ○3 ○5 ○6  (B) ○2 ○3 ○4 ○5  (C) ○1 ○2 ○4 ○6  (D) ○1 ○3 ○4 ○5  

32. 有關製圖儀器使用時應注意事項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製圖前應先將任何製圖工具擦拭乾淨 
(B) 圓規之樞肘須常以潤滑油保養，以避免生銹無法活動 
(C) 針筆收存時不必清洗筆尖，但須旋緊筆帽 
(D) 製圖桌上因黏貼膠帶而產生之污漬，可以溶劑去污 

33. 依據 CNS 11567 A1042 規定，線條之粗細可分為粗、中、細三級，試問其線條之粗細大小，下列何者正

確？ 
(A) 粗線條為 0.5~2.0 mm；中線條為 0.3~0.9 mm；細線條為 0.1~0.5 mm 
(B) 粗線條為 0.5~2.5 mm；中線條為 0.3~0.9 mm；細線條為 0.1~0.3 mm 
(C) 粗線條為 0.5~2.0 mm；中線條為 0.3~0.7 mm；細線條為 0.1~0.5 mm 
(D) 粗線條為 0.5~2.5 mm；中線條為 0.3~0.7 mm；細線條為 0.1~0.3 mm 

34. 以儀器繪製直線時，其繪製方向下列何者正確？ 
(A)  (B)   (C)    (D) 

        

35. 依據 CNS 3 B1001 線條種類、線條畫法及用途之規定(以字高 3 mm 為例)，下列何者正確？ 
○1  粗實線為連續線，用於可見輪廓線、圖框線 
○2  細實線中之連續線，用於尺度線、尺度界線、剖面線、指線、圓角消失之稜線、旋轉剖面之輪廓線、

作圖線、折線、投影線、水平面 
○3  不規則連續細實線用於長折斷線 
○4  兩相對銳角高度約為字高(3 mm)，間隔約為字高 6 倍(18 mm)之細實線，用於徒手畫之短折斷線 

○5  中虛線之線段長約為字高(3 mm)，間隔約為線段之
3
1 (1 mm)，用於隱藏線 

○6  細單點鏈線，用於中心線、節線及基準線，線條規則為空白之間隔約 1 mm，兩間隔中之小線段長為

空白間隔之一半(0.5 mm) 
○7  割面線之線條規則與細單點鏈線相同 
○8  假想線為細兩點鏈線，線條規則為空白之間隔約 1 mm，兩間隔中之小線段長約為空白間隔之一半 

(0.5 mm) 
(A) ○1 ○2 ○3 ○4 ○5 ○6 ○8  (B) ○1 ○2 ○5 ○6 ○8  (C) ○3 ○4 ○5 ○7 ○8  (D) ○1 ○3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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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有關線條交接時之畫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  虛線為實線的延長時，在虛線的起點應直接與實線相交  
○2  虛圓弧與實線相切時，其虛圓弧的起點應直接與實線相交 
○3  虛線與虛線或虛線與實線成 T 形相接時，起點應維持相交 
○4  虛線與虛線成交角時，其交角之頂點應維持相交 
○5  圓之中心線應以長畫(長軸)相交 
○6  兩平行虛線相距甚近時，兩虛線之間隙應對齊；但兩平行虛線間有中心線時，兩虛線之間隙應錯開 
○7  虛線與虛線相交時，其交點接合處以實際物面相交或前後情況決定，如較近觀察者之一條穿過較遠

一條之空隙 
(A) ○1 ○2 ○5 ○6 ○7    (B) ○2 ○3 ○4 ○5 ○6  
(C) ○2 ○3 ○4 ○6 ○7    (D) ○3 ○4 ○5 ○7  

37. 有關字法通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A0、A1 圖紙大小之標題欄、圖號欄文字，其中文字體最小字高為 9 mm 
(B) A2、A3、A4 圖紙大小之標題欄、圖號欄文字，其阿拉伯數字最小字高為 5 mm 
(C) A0、A1 圖紙大小之尺寸、註解文字，其阿拉伯數字最小字高為 3.5 mm 
(D) A2、A3、A4 圖紙大小之尺寸、註解文字，其中文字體最小字高為 3.5 mm 

38. 按 CNS 標準規定，有關中文字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長形字之字寬為字高之
4
3
倍 

(B) 字與字之間隔為字高之
8
1
倍 

(C) 寬形字之字寬為字高之
4
3
倍 

(D) 行與行之間隔為字高之
3
1
倍 

39. 有關字法書寫應注意之規格，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從較大字開始練習，再逐漸縮小尺寸 
(B) 開始練習字法時，應求精、勿求快 
(C) 書寫時宜大膽，切勿精細描繪 
(D) 鉛筆書寫應以硬鉛筆書寫 

40. 有關筆觸及軌線應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中文字各部分比例標準中，邊等於旁時，左右比例為 1：1 
(B) 中文字各部分比例標準中，上小於下時，上下比例為 1：2 
(C) 中文字各部分比例標準中，邊小於旁時，左右比例為 2：1 
(D) 中文字各部分比例標準中，邊大於旁時，左右比例為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