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表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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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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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題。本年考生表現令人滿意，平均答對 23 題。

茲舉下列數題為例，以見考生 一 般誤解：

9. 以下哪個組合正確描述消化道內水分的吸收？

＊
 

A

B

c

D

 

在生發分部
腸
腸
腸
腸

大
迴
迴
大
大

主要原因
它是消化道最長的一部分
大部分已消化的食物在這部位被吸收
它的功能是吸收水分
食物的吸收已在這部位完成

( 23 %) 

(36%) 
(29%) 

(12%) 

約有五分二考生誤以為大部分的水分吸收發生於大腸。雖然吸收水分是大腸的王要功能，
但大部分的水分是在迴腸內被吸收的。只有约四成考生知道在吸收巳消化的食物時，會同
時產生陡斜的水勢濃度梯度，因而導進水分。

19. 以下哪項可以是有花植物根部的功能？

(1) 

(2) 

(3) 

固定
吸收
營養繁殖

＊
 

A

B

c

D

 

只有(1)和 ( 2 )
只有(1)和 (3 )
只有 (2 ) 和 (3 )
(1) 、 ( 2) 和 (3 )

(51 %) 
(1 %)
(8%) 

(40%) 

過半考生忘記有些植物可以利用任何部分來複製轉植，從而進行營養繁殖。在學與教的過
程中，生物學知識通常按生物體系統或功能劃分成各個課題，在這情況下，考生從不同課

題中認識各種功能（如支持功能、營養功能和生殖功能），卻忘記有些植物器官能發揮多種
功能。這可能反映考生只將各種功能當作獨立的事件，未能整合所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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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 參考下表，解答32和33兩題。下表顯示四個個體的乙型肝炎抗原和抗體的
血液測試結果：

．
 

�
～
 表現優異。約三分之二考生取得滿分，顯示他們能熟記簡單資料。有些考生不知道耳

咽管的功能，另 一 些考生則誤以為聽小骨負責將聲波轉化為振動。

乙型肝炎抗原
乙型肝芝；抗體

個體 2

呈陽性
呈陰性

鉭丰陰性
呈陽性

個體 4

呈陽性
呈陽性

2. (a)

(b) 
32. 你會建議哪個體接種乙型肝炎疫苗？

＊ A

B

c

D
 

只有l
只有4
只有l和2
只有l和3

(39%) 
(9%) 

(41 %) 
(11 %) 

(c) 

大部分考生知道個體1需要接種乙型肝炎疫苗，因為血液測試顯示該個體缺乏乙型肝炎抗
原和抗體。不過，個體3的血液含乙型肝炎抗體，表示該個體早前曾接觸乙型肝炎病毒抗
原，並已康復，關於這點有逾半考生並不知道。

乙部（傳統題目）

本部包括不同類型的題目，部分題目評核考生的生物學基礎知識和概念，也有部分題目
核考生在真實和嶄新情境中應用生物學概念的能力丶對科學探究方法的掌握及溝通能力。

評卷員一般認為試卷難度適中，涵蓋範圍亦見均衡。

下表顯示考生在各題的表現：

表現優異。有七成多考生能把結構X正確標示為染色單體／染色體。有些考生
把結構X錯誤標示為染色質。

表現尚可。約三分之二考生正確辨識所屬階段，但他們大多未能指出轉錄的發
生與分散染色質（如階段A的細胞所示）的關係。這反映考生並不知道遺傳物
質在分散下可讓DNA解旋成單鏈以進行轉錄，並且不甚瞭解遺傳物質如何包
裝和貯存。

表現差劣。約有一 半考生能寫出導致兩種細胞分裂產生不同子細胞數目的正確
原因。然而，只有－ 成考生能解釋染色體組的差異是如何形成。考生以為2N
和IN分別代表46個和23個染色體，卻不知道染色體是以同源對的形式存在，
2N其實代表兩個完整的染色體組，而lN代表－個完整的染色體組。考生不太
懂得區分染色質、染色單體、染色體和同源染色體，作答時把它們當作同義詞
使用。有些考生只描述細胞分裂的過程，並解釋生產的配子屬單倍細胞的重要
性。

3. (a)

題號 一般表現

1 優異

2 ">.I
I司

/ 

3 尚可

4 良好

5 尚可

6 劣

7 尚可

8 良好

9 尚可

10 良好

11 良好

(b) 

(c) 

(d) 

表現優異。約有八成考生能從食物網正確選取最短的食物鏈。部分考生沒有使
用箭號標示方向。有些考生寫出的食物鏈，其源頭是消費者而非生產者。

表現優異。約有七成考生能繪畫形狀及標記皆正確的數量錐體。有些考生沒有
留意比例，所畫的錐體的最頂層次很寬廣，這反映出他們並不知道最頂層次消
費者的數目，應較生產者少得多，以致在繪圖方面失分。部分考生繪畫的錐體
呈倒金字塔結構。

表現差劣。大部分考生未能充分解釋為何錐體呈正金字塔結構。很多考生不知
道各食性層次生物的大小，均會影響錐體的形狀。考生往往以沿食物鏈損失能
源的概念來解釋錐體的形狀，但部分考生只提及呼吸引致能源損失，而沒提及
可供下一個食性層次使用的能源因而減少這 點。有些考生只是描述錐體的形
狀，完全不作解釋。

表現差劣。只有少數考生舉出兩個可行方法以研究攝食關係。過半考生於本題
得零分，考生作答時往往沒寫出 些重要的措述，例如硏究各種生物或數算各
種生物的數目。有些考生不明白題意，寫出不切題的答案，例如如何保育海洋
生態系。

4. (a)

(b)

表現優異。約有九成考生於本題取得滿分。

(i) 

(ii) 

表現優異。多於七成考生於本題取得滿分。

表現優異。多於七成考生於本題取得滿分。有些考生作答時沒使用題目所
提供的符號，例如以I而非i代表導致紅血細胞表面不會產生抗原的等位
基因。

(c) 表現差劣。大多數考生指出，若血型不配合，則會出現免疫反應，但他們未能
提供清晰而合乎邏輯的解釋。很多考生不知道，當血紅細胞缺乏某抗原，血液
會含有其對應抗體。結果，他們將之當作正常的免疫反應，並寫出「製造記憶
細胞」 － 類的答案。不少考生未能指出免疫反應會引致血凝塊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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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表現差劣 。 很多考生只是覆述有關各個大陸分離和駱駝遷徙的資料 ， 卻未能指
出個案中的動物群因被分隔以致動物群間停止了基因的交流 。 在解釋物種如何
形成特徵時，考生只簡單指是由環境改變所造成 ， 其實應是因兩種動物群處於
不同地域而受不同環境因素影響所致 。 部分考生沒有使用遺傳物質來闡述遺
傳，只簡單闡述物種特徵傳遞到下一代 。 最後，在描述物種形成時 ， 考生只寫
出「牠們不能生殖」－類膚淺答案，而不用具體字詞表達例如 「 混種」 。 部分考
生作答時，只寫出自然選擇和進化等－類課本上的內容 ， 或往年試題的答案 ，

這些都是不切題的。

(c) 表現差劣 。 考生非常簡單地回答題目，例如 「 比較它們的DNA」或 「 檢查DNA
序列 」 。其實考生應該具體說明是比較 一些重要蛋白的 DNA序列或氨基酸序
列 。

(d) 表現良好。有過半考生提出至少一項以化石紀錄作為進化證據的限制 。 很多考
生作答時，往往混淆了「化石」和「化石紀錄」二詞 。 例如考生回答： 「 化石
纪錄位於不能到達的地區」、 「 化石紀錄受破壞」等 ， 當中所指的化石紀錄應
為化石。有些考生非常簡單地回答題目，例如｀ 「 難以找到化石」 ， 卻又沒提
出真正的原因 。

11 整體表現良好。 一 般而言 ， 考生深知動脈構造和靜脈構造以及血液流經血管的過程 ，

不過，在組織資料及將相關資料連貫起作舖陳時，考生能力參差 。 小部分能力較高的
考生（約佔20%)能展示動脈和靜脈的構造差異與維持血流方法的關係 ， 因此在傳意
方面取得滿分。可惜，大部分考生對動脈構造和靜脈構造都作獨立的描述 ， 而沒有將
兩者加以比較 ， 或對動脈和靜脈的血流作獨立的描述，這些考生在內容方面得分 ， 但
在傳意方面則失分（约有40%的考生得2分 ， 25%的考生則得1分） 。 考生應分配 一

些時間組織內容要點，並針對論述題的要求作答 。

在回應有關構造差異的要求時，考生應使用比較性用語及每次使用 一 個形容詞 。 例
如，應避免寫出「肌壁厚而具彈性以抵禦高血壓」等描述，因為難以判斷是比較哪類
組織（彈性紺織或肌肉），以及是哪類組織與抵禦高血壓的重要性相關 。 事實上 ， 很
多考生作答時，都錯誤配對組織類別與其重要性，例如： 「 較厚的動脈肌壁 」 應配對

「由心臟抽泵推動的高血壓維持血流 」
， 而 「 動脈的彈性組織」應與 「 沿動脈的肌壁

回彈」相關。不過，考生往往混淆肌壁的重要性和彈性組纖的重要性 。 要增強學生對
血管內各種組織的功能或重要性的飼知，其中 一 個方法是要永他們繪畫兩類血管 ， 以
顯示不同組織的比例，並就這些組纖的重要性給予註釋 。

有些考生答非所問，例如「動脈運送含氧血而靜脈則運送缺氧血」， 或比較血管內血
液的顏色。有時，考生的描述自相矛盾，這些答案都不獲評分 。 部分能力較弱的考生
作答時未能使用正確字詞 ， 例如混淆血管壁與细胞壁、厚壁與厚肌壁 、 直徑與管腔等

等 。 有些考生把靜脈和微血管兩者的特點混為一 談 。

巻＝

卷二有四個部分，甲部以 「人體生理學：調節與控制 」 命題；乙部為 「應用生態學 」 ；丙部為 「微生物與人類」 ；丁部為 「 生物工程 」 。考生須回答任何兩部的全部試題。
下表顯示考生在各部分的表現及各部分的選題百分率：

題號 選題百分率／％ 一般表現
1 (a) 良好
l( b) 96 

劣
2(a) 尚可
2(b) 64 

差劣
3 (a) 差劣
3(b) 9 

差劣
4(a) 差劣
4(b) 3 1 

良好

甲部

l. (a) (i) 表現良好 。 有逾八成考生舉出最少－個應檢查的項目。部分考生誤以為
冇精子就是有生育能力的象徵，卻不知道精子量不足是男性低生育力的
原因。很多考生忽略題目中的關鍵字眼「顯微鏡觀察 」

， 以致寫出營養成
分、精液的pH值或男性的性激素水平等－類錯誤答案。

(ii) (I) 表現尚可。考生熟知FSH和LH的功能。不過，很多考生只直接描
述其功能，指偏低的FSH和LH水平會導致沒有卵泡形成和沒有排
卵 。 只有部分考生知道，這些激素會有週期性高漲水平，當激素高
漲，就是象徵排卵，而激素在月經週期內的其他階段則維持偏低水
平。

(2) 表現良好。考生清楚知道輸卵管是受精的地方，並以檢查輸卵管是
否閉塞作為解釋。事實上 ， 若輸卵管閉塞，便無法讓卵子或精子通
過，導致不育。

(iii) (1) 表現尚可。很多考生只簡單描述植入的後果，然後指沒有月經是懷
孕的表徵。他們未能作逆向思考，解釋為何沒有月經可能是懷孕的
表徵 。

(2) 表現優異。很多考生指出當黃體得以避免退化，它便會不斷分泌雌
激素和孕酮，令子宮內膜會變厚及更為充血，以便為胚胎發育提供
營養。

(b) (i) 表現差劣。 很多考生誤以為提高心輸出量和心率就是調節方法，因而得
零分。他們忽略題目中的關鍵字眼：「調節 」 和「心跳的控制」 。 有些考生雖然知道當中涉及神經控制和激素控制 ， 卻不知道這些控制須有基礎
輸出量以維持穩定心率，而提高心率則須藉該兩種調節方法的輸出有所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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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ii) 表現尚可。很多考生知道在運動期間肌肉收縮需要能量 ， 但 未能就其重
要性作出清晰而合乎邏輯的說明。他們往往指肌肉需要大量氧以進行呼
吸作用，卻未能將之聯繫到供血量增加以便為肌肉提供更多氧這 一 點 。

部分考生誤用氧債觀念解釋該重要性，他們不知道氧債是指即使運動之
後呼吸仍見劇烈的狀況。因此，提供更加多氧以供乳酸氧化之說並不成
立。

(iii) 表現差劣。很多考生闡述體溫因流往皮膚的血液增加而得以調節的重要
性，而不解釋原因。有考生闡述運動期間的體溫調節機制，但他們往往
略去一 些重要細節，例如：他們只闡述身體偵察到高溫，於是增加流往
皮膚的血液使熱散逸，卻沒提到下丘腦在神經控制及體溫調節方面的作
用。

2. (a) (i) 表現良好。大部分考生知道二氧化碳是溫室氣體，但不少考生只簡單作
答，指二氧化碳吸熱，但略去熱的來源及形式等細節 。

(ii) 表現差劣。很多考生明瞭光合作用會吸收大氣層的二氧化碳。不過 ， 在
解釋光合作用如何會減慢二氧化碳釋出的增長率時，考生未能闡述影響
光合作用率的因素（即二氧化碳濃度的效應）等概念 。

(iii) (I) 表現差劣。大部分考生都指是氣孔密度的變化，但他們多不知道該
情境的因變量應是氣孔密度，因而未能作出正確的解釋。考生在嘗
試闡述時，當中有為數不少是針對氣孔密度對蒸騰的影響，而不是
氣孔密度對氣體交換率的影響。

(2) 表現差劣。很多考生沒有根據水循環來作答 。 他們往往寫出「增加
了洪水或土壞侵蝕的機會」等－類不切題的答案，還有些考生提出
天氣變得乾燥或潮濕。

(b) (i) (1) 表現尚可。雖然考生知道水由地點 l 流到地點 2 期間溶解氧水平下
降，但當中有不少考生誤以為這是因藻類過量繁殖所致。他們不知
道豬場所排放的污水主要是有機物質而不是無機物質。

(2) 表現差劣。只有五分二考生正確闡釋表中數據 ， 而當中只有部分考
生能說明動物物種變化與物種耐氧量的關係。很多考生只聚焦於物
種的數目而忽略了物種類型亦有所改變。有考生知道物種全然有
別，但當中有部分考生錯誤以進化為理由來解釋地點2為何出現新
物種，反映考生理解個案的能力不足。

(ii) (1) 表現差劣。很多考生不知道污水中的有機物質會耗盡，微生物的氧
耗用量因而會大減 。 有些考生指空氣中的氧 會繼纘溶於水中。另有
些考生誤以為地點3有較多樹木，導致水含氧量高。

(2) 表現差劣 。 雖然有些考生正確指出兩處地點的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
素不同，但能舉出例子（如溪流與池塘的水流率、樹蔭或落葉）者
少之又少。一如題 ( b ) ( i )  ( 2 ), 部分考生以進化為解釋理由，但他
們 未察覺到那是不可能的，因涉及的時間太短，不足以讓進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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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i) 表現尚可。很多考生只寫出「比較透明區域」，卻沒提供 一 個量度參數。

(ii) 表現良好。有八成以上考生正確選擇抗生素 c , 大多指出該抗生素能把
本探究中四種微生物全部殺死，卻絕少將之聯繫到引致厰染的不明微生
物被殺死的機會。有些考生只反覆陳述探究結果。只有小部分考生作答
時能使用 「 廣譜抗生素」 一 詞。

(iii) (1) 表現非常差劣。很多考生忽略所需的無菌技術應關聯接種步驟這一
點 ， 結果，他們給予不相關的答案 ， 例如：使用高壓滅菌器及其原
理 、 工作環境需要消毒等。有考生作答時曾作上述的關聯，但往往缺了 一 些重要細節的措述 ， 例如：有些考生指出應燃燒接種環，卻
沒說明應燃燒接種環數秒至呈火紅狀態。另有些考生知道需要燃燒
培養管的管口，卻不知道接種步驟之前和之後都需要這樣做。

(2) 表現尚可。有逾半考生知道有鑑定便可選擇合適的抗生素，但當中
大多未能清晰闡述鑑定的重要性。有些考生只指出鑑定可防止微生
物產生抗生素抗性，卻沒加以說明。

(iv) 表現差劣 。 大部分考生沒有歸納出探究結果所顯示的抗菌素性質，答案
中常見反覆陳述探究結果。

(b) (i) 表現差劣 。 很多考生只當作微生物生長曲繚的高峰期問題作答，指營養
耗盡和代謝廢物積聚是導致污水微生物族群減少的因素。只有小部分考
生正確指出在日照下紫外線對污水微生物有害。只有少數考生知道未受
污染的河水的營養成分偏低。

(ii) 表現差劣 。 只有少數考生知道污水微生物在環境壓力下可能有不同的耐
受性。

恤） 表現非常差劣。考生對選擇用作水質污染的指示生物的準則理解不足。
很多考生選擇微生物c, 其支持理由是該種群的咸少在三類微生物中顯
得最慢 ， 但他們沒察覺到微生物C 一 開始就已天然存在於沒受污染的河
水中 ， 反而認為微生物A和微生物B兩個族群的減少都太快。

(iv) 表現差劣。只有部分考生能寫出正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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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部

4. (a) (i) 表現良好。大部分考生正確寫出白血球於人體防禦的功能。

(ii) 表現差劣。很多考生作直接描述 ， 指骨髓的細胞是未分化細胞，能形成
白血細胞，卻沒說明基因治療的細節，即 一 旦插人ADA基因，其後所產
生的白血細胞能製造所需要的酶，並且正常運作。部分考生未能清楚說
明合成白血細胞會因壽命期有限而損失。

(iii) 表現差劣。很多考生將治療當作細菌細胞的遺傳工程，錯誤闡述為將合
適的基因插入骨髓細胞的質粒，他們不知道質粒只用作轉化細菌細胞，
而病毒媒介則用來把DNA片段插進人類基因組，結果，很多考生闡述使
用限制酶切割所需要的基因和質粒，也闡述使用連接酶把所需要的基因
黏貼於質粒 。 這些描述與本個案的情境毫不相關。考生作答時，絕少提
到製造功能基因產品這 一點。

(iv) 表現差劣。對於治療的最終後果，很多考生的答案都是含糊其詞的，例
如引致癌症或引起未明的副作用，而其他治療亦可能引致這些後果。考
生應針對該治療的過程，特別注意潛在風險可能出現的階段，例如：把

因插入具特定功能的地方、使用病毒媒介可能觸發不需要的免疫反應。

(b) (i) 表現良好。考生通常簡述PCR循環各階段或寫出各階段的名稱。部分考
生闡述錯誤，指延伸期涉及間限制酶和連接酶。

(ii) (1) 表現良好。約有三分二考生正確指出該階段是延伸階段。

(2) 表現尚可。雖然有逾八成考生正確選擇用於PCR的DNA聚合酶，
但大多未能就其選擇提出清晰而合乎邏輯的解釋。事實上，考生須
整合PCR知識和題目附圖所提供的有用資料來回答問題。就本個
案而言，很多考生並不知道所有基質和酶－開始都加進PCR機器，
他們把三個階段視作三個獨立的過程，並且以為各種酶是分開在不
同階段加人的。結果，他們把DNA聚合酶的討論聚焦於延伸階段 ，

忘記提及DNA聚合酶在DNA變性階段會暴露於90° c。相反，有
些考生沒有引用題目附圖的有用資料，只陳述酶會於高溫時變性。

(iii) 表現良好。約有三分二考生正確寫出PCR的一 項用途。

一 般評論及建議

在 一 般情況下，在只需要記憶生物學知識的簡單題目，考生表現良好。他們能背誦課本內
容或往年考題的答案，但卻未能選取相關知識以應付題目要求，以致遇上涉及某個情境的
題目 （例如卷 －第9題和第10題；卷二第l題 (a) 和第4題 (a)) 或涉及數字分析的題目（例
如卷 － 第 8 題；卷二第 l 題 (b) 、第 2 題及第 3 題）時，只會原原本本地背誦課本內相關
課題的資料，而沒針對問題的特定要求作答 。考生應細心審題，尤其是有情境的題目，並
從課本所學內容中選取有用資料，加以調適來針對問題作答，這樣才可避免回答太多無關
要旨的答案。就與科學探究有關的題目，考生表現欠佳。 一 般而言，考生將可觀察特點關
聯到已學知識時，顯得力有不逮。由於考生錯誤解釋自變量和因變量，未能就涉及的因素
清楚解釋其因果關係 。 考生答題時亦應注意句子結構，尤其是涉及數據分析和比較的題目 。

值得 一提的是，很多考生只是覆述數據，卻沒有解釋有關的模式或趨勢。教師應加強在實
驗設計、解釋數據和作推斷方面的培訓。讓考生接觸更多定性和定量的實驗供培訓之用，
而培訓重點應在於使用對照實驗、比較數據及辨認趨勢的方法，以及作出比較、推斷和報
告時所運用的語言。只有通過具建構胜的學習活動 ， 教師才能傳授這些重要技能。

校本評核

所有香港中學文憑生物科的學校考生均參與校本評核 。 於2015年考試中 ， 來自441所
校的16063位學生呈交了校本評核分數。這些學校共分成24組 ， 每組由 一 位分區統
監察校本評核的落實執行，以及負責審閱學校所呈交的學生課業樣本 。

學校所呈交的校本評核分數會根據統計方法作出調整，如有異常個案 ， 則交由校本評核監
督跟進。68.7%學校呈分屬於「合乎預期範圍」類別，17 .5%學校呈分稍高於預期 ， 而
13 .8%學校呈分較預期稍低。但是，這些呈分稍高於預期或較預期稍低的學校中 ， 大部分
只是稍為偏離預期範圍。數據顯示大部分的教師明瞭校本評核的執行 ， 並且有恰當的給分
標準，這結果實在令人鼓舞。然而，有少數學校的校本評核調整分數明顯高於或低於原始
分數，這反映個別教師的評分過於嚴謹或寬鬆，教師宜多加注意 ， 並在將來調節評分準則 。

分區統籌員亦造訪了部分學校，以蒐集校本評核施行情況的第 一 手資料 。 就統籌員以及參
與教師的評語所見，校本評核整體運作暢順有效。教師能準時呈交校本評核分數 ， 並合乎
各項要求。以下為本年校本評核的主要觀察：

探究目的欠缺清晰的陳述，例如：硏究植物組織的滲透作用。教師可能以較闊的題材開始
某個探究，讓學生想出具體的探究問題，但唯有在清晰的探究目的或探究問題下 ， 學生才
能設計及規劃往後階段的探究；否則，他們只會依從教師的指示進行探究 。

很多報告都顯示 ， 學生仍混淆變量及其測度。在鳯梨啫喱為何不凝固的探究中 ， 自變量不
是未煮或未煮開的鳳梨，而是有或沒有蛋白酶。在探究乙醇對甜菜根組織膜透性的影響中 ，

因變量並非紅色顯色的程度或紅色素的漏滲量，這只是測度膜透性的參數 。 在利用DCPIP
溶液估計果汁中的維生素C含量的探究中，因變量是維生素C含量 ， 但很多學生卻誤以為
是供滴定用的DCPIP溶液的滴數。區分變量與變量的測度對評鑑結論的有效性非常重要 ，

因為變量與因變量測度之間往往有不少推論和假設。若假設維生素C是果汁中唯 一 對
DCPIP溶液能起反應的抗氧化劑，則DCPIP溶液的份量只代表維生素C的份 黌 o

部分學生未能適當地展示數據。在估計馬鈴薯水勢的探究中，學生應該畫出 一 條橫貫所
數據點的最適線，而非把所有數據點以平滑曲線或短小直線連接起來。很多學生表列數據
時，缺乏代碼描述。例如，表內有Al、A2、Bl、B2等代碼溶液，卻沒提供釋義 。 有時 ，

在考生提供的數據表中， 一 些必要的數據計算（例如平均值）或計算公式（例如馬鈴薯質
的變化百分比）均付諸闕如。

學生在討論實驗誤差時，顯得力有不逮 。 首先，並非所有不確定的情況都由誤差所引致 ，

工具的局限性或一些未知、隨機因素亦可能產生不確定的情況。學生常盡列誤差 ， 卻沒對
誤差影響有效結論的可能性作出辯解。例如，在探究乙醇對甜菜根組織的膜透性的影響時 ，

－名學生就指出了不少誤差，包括：不同裝置的乙醇用量不一 致 、 環境溫度太高令膜蛋白
變性、甜菜根組織的紅色素分布不均，以及以肉眼判斷紅色有欠準確 。 前兩個誤差不可能

顯著誤差，而甜菜根組織的紅色素分布不均這個誤差，則已藉重複處理程序四次 ， 每次
隨機選取組織而得以解決。唯 －的顯著誤差是顏色判斷，但經重複處理及剔除有明顯顏色
差異的處理後，誤差在某程度上已減少了。因此，該學生在實驗報告中提及的誤差 ， 對有
效結論不會構成顯著的影響。這類關乎實驗設計及結果的誤差討論 ， 應在學生的實驗報告
中加以強調。

在探究類別方面，過去多年常見的探究項目仍是本年的主流選擇，例如馬鈴薯的水勢和水
果啫喱的凝固。教師可嘗試多設訐一些與日常生活有關及講求探究技巧的多元化探究活
動 。

學生應按既定的要求，誠實及負責任地完成校本評核的課業。若抄襲等違規行為－ 經證實 ，

學生將會被嚴懲。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規則清楚說明 ， 若考生違反考試規則 ， 他們可能被罰
扣減分數、降級或取消部分或全部科目的考試資格 。

學 生 可 參 考 《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校 本 評 核 簡 介 》
(http://www. hkeaa. edu.hk/Doc Library/Media/Le aflets/SBA_pamphlet_ C _ web .pdf) 
附錄內有關註明課業中所引用資料出處的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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