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主題：第8-9版知識漫畫 〈品種五花八門 金鑽鳳梨臺灣之光〉 

 

問題一：中國從今年三月開始禁止臺灣鳳梨進口，理由為何？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A.臺灣鳳梨多次檢出介殼蟲 

B.全球多間知名品牌因人權問題拒用新疆棉，中國以抵制臺灣鳳梨表達抗議（兩件抵制無因

果相關） 

C.長榮海運長賜號三月因事故阻斷蘇伊士運河雙向航行，造成運費成本暴增（與此熱門新聞

無關） 

D.中國開始進口印度的「波羅蜜」，為避免混淆因此禁止稱為「波羅」的鳳梨進口（無關） 

答：A 

 

問題二：根據文本，關於鳳梨的歷史與現況，何者正確？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A.原產於南美洲巴西與巴拉圭的蘇伊士河流域一帶（亞馬遜河） 

B.哥倫布第二次航行途經臺灣海峽，將鳳梨引進臺灣（航行到加勒比海，村民招待鳳梨） 

C.因果實上的葉子像鳳尾，有人引用《紅樓夢》的「有鳳來儀」，稱此水果為「旺來」（鳳來

） 

D.十六世紀時，鳳梨從西班牙輾轉傳到中南半島，再傳入廣東，那時鳳梨叫「波羅蜜」 

答：D 

 

問題三：依據文本，關於介殼蟲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閱讀歷程：擷取與檢索】 

A.介殼蟲是一種特定植物寄生蟲，牠們以植物的汁液為主食（數千種植物寄生蟲的總稱） 

B.介殼蟲不只危害植株，食用被寄生的果實，也會造成人體皮膚發黑（目前不曾有對人體影

響的案例） 

C.介殼蟲吸食鳳梨汁液會使果肉發黑，有些農民以燻蒸的方式除介殼蟲 

D.介殼蟲喜愛堅硬無味的樹皮為主食，鳳梨雖然果實香甜，卻不受歡迎（以植物的汁液為主

食） 

答：C 

 

問題四：依據文本關於鳳梨的資訊，下列敘述何者與事實相符？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A.臺灣在荷蘭殖民時期，引進開英種鳳梨在中部種植，生產鳳梨罐頭（日本殖民時期) 

B.臺灣近二十種鳳梨，除了牛奶鳳梨是加工用的，其他品種都能直接吃（開英種鳳梨) 

C.鳳梨葉有助於消除異味，可以放一些在新粉刷的房間、新櫥櫃或冰箱中去味（鳳梨皮) 

D.依據當前鳳梨產量排序，哥斯大黎加產量最多，菲律賓、巴西、泰國與印度在後 

答：D 

 

閱讀理解學習單（解答篇） 

（新北市石碇高中國中報退休教師／國語日報讀報講師） 

） 

命題設計／簡單老師 



 

問題五：請列舉鳳梨在臺灣的產地，並推測其生長環境的特質？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答： 

一、南投、嘉義、臺南、高雄、屏東、臺東。 

二、位置都在天氣炎熱的臺灣南部，推測栽種鳳梨的環境為耐旱、高溫，日照要充分。 

 

問題六：張奶奶偏愛富有香氣的水果，請小明到市場採購鳳梨，依照文本說明，哪些品種可

以滿足奶奶需求而列入採購品項？               【閱讀歷程：統整與解釋】 

答：有牛奶香氣的牛奶鳳梨、有特殊香氣的香水鳳梨、多汁香甜的蜜香鳳梨、帶有桂花香 

氣的金桂花鳳梨，以及有哈蜜瓜香氣的黃金鳳梨。 

 

問題七：這次鳳梨因外銷受阻，改為國內促銷消化大量鳳梨，減少農夫的損失。過去高麗菜

、柳丁等農產品，也發生過產量暴增導致供過於求，市場價格低於農夫種植成本，因此放棄

採收任由腐爛等現象。請與同學討論、上網查找資料，分別提出消費者、農夫、政府三方面

，各有什麼方式，可以妥善運用盛產的農產品，或調節產量避免賤價傷農。 

【閱讀歷程：省思與評鑑】 

參考答案： 

一、消費者：研發食譜，採用豐富多元的食用方式，多食用當季當地新鮮農產品。也可以趁 

盛產採購農產品，以醃漬、製成果醬、烘乾為果乾等方式，製作為可以長期保存的加工品，

延長食用期限。 

二、農夫：農地利用規畫，避免大面積搶種同一物種；或是錯開採收期，分批出貨給經銷商 

以平衡價格；與銷售端或加工廠簽訂長期合作契約，定量或定價收購，力求產銷穩定。 

三、政府或農會等組織，以網路登錄栽種面積等管制方式，調節種植面積與產量，避免供需 

失衡，影響價格。萬一無法預期的因素爆量生產，由政府以合理價格收購，平價供應給部隊 

、學校等多人集體用餐的機關單位，以消化過量產品。 

 

 

※以下是進階題，教師可自由出題，此題需教師引導，或分組合作討論、查找資料。 

問題八：類似鳳梨事件，過去中國也曾向臺灣保價大量採購虱目魚，以示友好，漁民見有利

可圖，紛紛貸款擴建魚塭、增加養殖面積，以供應暴增的需求。後來中國又以兩岸關係降溫

而終止採購，虱目魚產銷失衡引起價格波動，部分漁民生產投資尚未回收，血本無歸，哀苦

無告。請嘗試分析並評論以上現象，提出你的觀察與看法。 

參考答案： 

一、過度依賴單一或少數市場十分危險，應儘量分散市場以降低失單風險。 

二、擴產的投資成本，宜於簽約時議定雙方攤付費用比例，以確保可於銷售價格中回收。 

三、以政治因素接獲的訂單，也可能因政治因素取消。禁運、拒買等經濟制裁常成為國際間 

政治控制手段，要謹慎提防高風險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