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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１　空气　氧气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河北）空气中含量最多的是 （　Ｂ　）

Ａ．氧气　Ｂ．氮气　Ｃ．二氧化碳　Ｄ．稀有气体

２．（２０１７·苏州）下列关于空气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Ｃ　）

Ａ．工业上采用分离液态空气法获得氧气

Ｂ．二氧化硫是空气污染物之一

Ｃ．空气中氧气质量占空气质量的２１％

Ｄ．空气中的氧气来源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

３．（２０１７·兰州）洁净的空气对于人类和其他动植物都

非常重要，下列气体目前不计入空气污染指数项

目是 （　Ａ　）

Ａ．二氧化碳　　　　　　Ｂ．二氧化氮

Ｃ．臭氧 Ｄ．一氧化碳

４．南宁是广西重要的工业城市，下列不利于南宁市“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做法是 （　Ｃ　）

Ａ．道路洒水，空中喷雾

Ｂ．植树造林，绿化环境

Ｃ．焚烧垃圾，扬尘作业

Ｄ．加快地铁建设，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

５．如图所示为测定空气中氧气含量的装置及药品。

为获得较为准确的实验数据，下列做法不正确

的是 （　Ｃ　）

Ａ．检查装置的气密性

Ｂ．燃烧匙中的红磷足量

Ｃ．点燃红磷后缓慢将燃烧匙插

入瓶中，塞紧瓶塞

Ｄ．红磷熄灭，集气瓶冷却后打开弹簧夹

６．用加热氯酸钾和二氧化锰混合物的方法制取氧气时，

某实验小组的四位同学，将反应过程中二氧化锰在混

合物里的质量分数（ｎ％）随时间的变化绘制成了下列

图像，你认为其中符合实际的是 （　Ｃ　）

Ａ Ｂ Ｃ Ｄ

７．（２０１７·鄂州）实验室用高锰酸钾制氧气的实验中，

不需要使用的一组仪器是 （　Ａ　）

Ａ．烧杯、玻璃棒 Ｂ．大试管、集气瓶

Ｃ．酒精灯、铁架台 Ｄ．导管、单孔塞

８．（２０１７·盐城改编）下列物质在氧气中燃烧，对其实

验现象的描述与事实不符的是 （　Ａ　）

Ａ．木炭：发出白光，生成二氧化碳气体

Ｂ．氢气：发出淡蓝色火焰

Ｃ．镁条：发出耀眼的白光

Ｄ．细铁丝：火星四射，生成黑色固体

二、填空题

９．（２０１７·益阳）课堂上老师利用如图所示的装置演示

硫在氧气中燃烧的实验，回答下列问题：

（１）实验现象是　发出蓝紫色火焰、放

出热量、生成有刺激性气味　 　　。

（２）水的作用是　吸收二氧化硫气体，防

止二氧化硫气体逸出污染空气　。

（３）仪器ａ的名称是　集气瓶　。

１０．（２０１７·山西）２０１７年３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山西省积极行动，落实整改措施，省城太原首先通

过以下三种方式缓解空气污染初见成效。

（１）为了使空气更新，天空更蓝，你作为环保小卫

士，认为推广使用上述方式的好处是　减少空

气污染，净化空气　（任选一项回答）。

（２）空气污染严重损害人体健康，影响作物生长，

破坏生态平衡，引起空气污染的有害气体种类

很多，请举一例　ＣＯ　　　（用化学式表示）。

（３）你认为改善空气质量的措施正确的是　ａｂｃ　。

ａ推广使用新能源

ｂ加强企业排污管理

ｃ雾霾多发天气，实行私家车限号出行

１１．空气是由多种气体组成的混合物，是一种宝贵的自

然资源。

（１）空气中稀有气体的体积分数大约为　０．９４％　。

（２）鱼虾能在水中生存是因为氧气易溶于水，这

种说法　不正确　（填“正确”或“不正确”）。

（３）因为氮气的化学性质　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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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袋内用于防腐。

（４）菜农定期会向蔬菜大棚中补充二氧化碳，这样

做有利于植物进行　光合　作用。

（５）今年“两会”期间，北京连续出现严重的雾霾天

气，给人们出行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国家环境

保护部门对外公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将

ＰＭ２．５作为评价项目纳入标准。ＰＭ２．５是指

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２．５微米的颗粒物。

①雾霾天气导致呼吸道病人增多，因为这种天

气，空气中　Ｃ　大量增加（填字母序号）；

Ａ．二氧化碳 Ｂ．一氧化碳

Ｃ．可吸入颗粒物 Ｄ．二氧化硫

②请你提出一条防治空气污染的合理建议：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合理即可）　。

三、实验探究题

１２．（２０１７·桂林改编）分析如图，回答问题。

图１ 　
图２

　
图３

（１）实验室用二氧化锰和过氧化氢制取氧气时，发

生装置可以选用图１中的装置　Ａ　（填字母

序号），二氧化锰作该反应的　催化剂　。

（２）用图２的装置进行铁丝在Ｏ２中燃烧的实验，容

易导致集气瓶炸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应采取

的措施是　在集气瓶底部放少量水或细沙　。

（３）如图３所示，红磷用酒精灯加热后才能燃烧，由

此可知可燃物燃烧的条件之一是　温度达到

可燃物的着火点　；红磷燃烧后冷却至室温，

活塞ａ停在刻度　８　（填数字）处。

１３．（２０１７·长沙）请根据下列各图中提供的信息，回答

问题：

（１）写出装置图Ａ中标号①的仪器名称　试管　。

（２）实验室用加热氯酸钾和二氧化锰的方法制取氧

气，应选用的发生装置为　Ａ　（填字母代号）。

（３）检验氧气是否收集满的正确操作是　Ｆ　（填字

母代号）。

１４．（２０１７·云南）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请

结合下列装置图回答问题：

（１）写出标注仪器的名称：ａ　酒精灯　；ｂ　试管　。

（２）实验室用高锰酸钾制取氧气，应选择的发生装

置是　Ａ　（填字母），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２ＫＭｎＯ４　　　　 Ｋ２ＭｎＯ４＋ＭｎＯ２＋Ｏ２↑　，

该反应属于基本反应类型中的　分解　反应，

若用Ｃ装置收集氧气，验满的方法是　将带火

星的木条放在集气瓶口，观察木条是否复燃　。

（３）选用Ｅ装置收集气体时，下列实验操作正确的

是　①③　（填序号）。

①反应前，将集气瓶注满水，用玻璃片盖着瓶

口，倒立在盛水的水槽中

②导管口开始有气泡放出时，立即将导管口移

入集气瓶

③收集满气体后，将集气瓶盖上玻璃片再移出

水槽

（４）实验室中一般用锌粒和稀硫酸在常温下制取

氢气，制取氢气应选择的发生装置是　　Ｂ　

（填字母）。

（５）适合用 Ｄ装置收集的气体必须具备的性质是

密度比空气小，且不与空气的成分反应　。

四、计算题

１５．（２０１７·河南节选）将３０．９ｇ氯酸钾（ＫＣｌＯ３）和二

氧化锰的固体混合物装入试管中，加热制取氧气，

同时生成氯化钾。待反应完全后，将试管冷却，称

量，可以得到２１．３ｇ固体物质。请计算原固体混合

物中氯酸钾的质量。

解：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可知，生成的氧气的质量为

３０．９ｇ－２１．３ｇ＝９．６ｇ。

设原混合物中氯酸钾的质量为ｘ。

２ＫＣｌＯ３
ＭｎＯ２

△

２ＫＣｌ＋３Ｏ２↑

２４５ ９６

ｘ ９．６ｇ

２４５
９６＝

ｘ
９．６ｇ　ｘ＝２４．５ｇ

答：原混合物中氯酸钾的质量为２４．５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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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２　碳和碳的氧化物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本溪）下列有关金刚石、石墨和Ｃ６０的说法正
确的是 （　Ａ　）
Ａ．均具有可燃性　　　Ｂ．均具有导电性
Ｃ．均由碳原子构成 Ｄ．均为无色透明的液体

２．（２０１７·娄底）下列有关碳和碳的氧化物的说法，错
误的是 （　Ｃ　）
Ａ．《清明上河图》至今图案清晰可见，是因为在常温
下碳单质的化学性质稳定

Ｂ．碳在空气中充分燃烧时生成 ＣＯ２，不充分燃烧时
生成ＣＯ

Ｃ．ＣＯ和 ＣＯ２的组成元素相同，所以它们的化学性
质也相同

Ｄ．ＣＯ可用于冶炼金属，作气体燃料；ＣＯ２可用于人
工降雨、灭火

３．冬季用燃煤取暖要特别注意室内通风，以免造成人
员中毒。这里的有毒气体主要是指 （　Ｃ　）
Ａ．二氧化碳 　Ｂ．氮气 　Ｃ．一氧化碳 　Ｄ．氧气

４．（２０１７·台州）下列实验现象只能反映二氧化碳物理
性质的是 （　Ｄ　）

Ａ．紫色石蕊变红色 Ｂ．石灰水变浑浊

Ｃ．蜡烛熄灭 Ｄ．杠杆左高右低
５．（２０１７·阜新）下列有关 ＣＯ２性质和用途的说法不
正确的是 （　Ｂ　）
Ａ．通常情况下，ＣＯ２既不燃烧也不支持燃烧
Ｂ．ＣＯ２具有还原性，可用来冶炼金属
Ｃ．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能吸收ＣＯ２
Ｄ．干冰可以用来实施人工降雨

６．（２０１７·东营）如图所示进行有关碳及其氧化物的性
质实验，不正确的说法是 （　Ｄ　）

Ａ．甲、乙两处的现象分别是：黑色粉末减少，黑色粉
末逐渐变红

Ｂ．甲处发生的反应是典型的吸热反应
Ｃ．丙处试管可防止液体倒吸
Ｄ．该装置的不足之处是未进行尾气处理

７．（２０１７·兰州）下列在“关注地球一小时，参与环保
低碳行动”中的做法不合理的是 （　Ｂ　）
Ａ．骑“共享单车”出行　　 　Ｂ．就地焚烧垃圾
Ｃ．道路洒水、空中喷雾　　　Ｄ．使用环保购物袋

８．（２０１７·威海）关于碳循环和氧循环，下列说法不正
确的是 （　Ａ　）
Ａ．碳循环和氧循环分别是指二氧化碳和氧气的
循环

Ｂ．碳循环和氧循环过程中均发生了化学变化
Ｃ．绿色植物的生长过程，既涉及碳循环，又涉及氧
循环

Ｄ．碳循环和氧循环有利于维持大气中氧气和二氧
化碳含量的相对稳定

二、填空题

９．碳的化合物与人类关系密切，在生活中应用广泛。
请回答下列问题。

（１）倡导“低碳”生活，主要是为了减少　二氧化碳　
的排放量。

（２）在盐酸、甲烷、一氧化碳中，属于有机物的
是　甲烷　。

（３）一氧化碳可以做燃料，它在空气中充分燃烧的
化学方程式是　　　　　　　　　　　。

１０．（２０１７·镇江）常温下进行如图所示实验。

（１）Ａ中固体逐渐减少，发生　物理　（选填“物
理”或“化学”）变化。

（２）Ｃ中有气泡，溶液颜色　变红　。
１１．（２０１７·绍兴）图甲为制取和收集二氧化碳的家庭
实验装置，左边部分带小孔的眼药水瓶，下部可浸

入和离开白醋，以控制反应进行与停止，它相当于

乙图中的　Ａ　（选填字母）装置，该装置虚线框中
应选用乙图中的　Ｃ　（选填字母）装置来收集ＣＯ２
气体；检验ＣＯ２气体是否集满的方法是　将一根燃着的
木条平放在集气瓶口，木条熄灭，证明ＣＯ２收集满了　。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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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０１７·桂林）物质的性质决定用途。下列物质的

一些性质：①密度小，很稳定；②吸附性；③有导电

性；④易升华；⑤能与酸反应。请选择恰当的数字

序号填空。

用途

石墨作电

极芯

活性炭用

于防毒

面具

氦气用于

探空气球

碳酸氢钠

用于面点

发酵

干冰用于

人工降雨

性质
（１）石墨

　　　

（２）活性炭

　　　

（３）氦气

　　　

（４）碳酸氢钠

　　　

（５）干冰

　　　

１３．金属材料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

（１）Ａ～Ｇ是初中化学常见的物质。已知 Ａ为黑色

固体单质，Ｂ为红棕色粉末，Ｇ为紫红色固体单

质，它们的转化关系如图所示，回答问题：

①写出化学式：Ａ　　　　；Ｂ　　　　；

②反应Ⅱ的化学方程式为　ＣＯ２＋Ｃ　　　

２ＣＯ　　　　　；

③反应Ⅲ的化学方程式为　Ｆｅ＋ＣｕＳＯ ４

ＦｅＳＯ４＋Ｃｕ　。

（２）用１６００ｔ含氧化铁８０％的赤铁矿石，理论上可

以炼出含铁９６％的生铁的质量约为　９３３．３　ｔ

（结果保留至０．１）。

三、简答题

１４．（２０１７·宜昌）碳和碳的氧化物与我们的生活密切

相关，请依据下图回答问题：

图１

　　　　　　　　
制玻璃刀

图２

制铅笔芯

图３
制居室吸味剂

图４

（１）图１是碳原子结构示意图，其原子核内质子数为

　６　，该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位于第　二　

周期。

（２）碳元素组成的不同碳单质有广泛的用途。图２

中用到的碳单质是　金刚石　，图３中用到的

碳单质是　石墨　，图 ４中用到的碳单质是

　活性炭　；不同碳单质物理性质存在明显差

异的原因是　碳原子的排列方式不同　。

（３）ＣＯ和ＣＯ２是碳的两种氧化物。

ＣＯ可作燃料，其在空气中燃烧的化学方程式

是　　　　　　　　　　　。

ＣＯ２可制作饮料，其和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ＣＯ２＋Ｈ２ Ｏ Ｈ２ＣＯ３　。

四、实验探究题

１５．根据下图回答问题：

Ａ
　

Ｂ
　

Ｃ
　

Ｄ
　

Ｅ

（１）仪器ａ的名称是　酒精灯　。

（２）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应选择的发生装置是

　Ａ　（填字母，下同）；收集装置是　Ｃ　。

（３）实验室用高锰酸钾制取氧气的化学方程式为：

　２ＫＭｎＯ４　　　Ｋ２ＭｎＯ４＋ＭｎＯ２＋Ｏ２↑　；用

收集满的氧气进行图 Ｅ所示实验，观察到的实

验现象为　剧烈燃烧，火星四射，放出大量的

热，生成黑色固体　。

五、计算题

１６．（２０１７·钦州模拟）将２００ｇ石灰石与足量的盐酸

反应，共收集二氧化碳６６ｇ。

求：（１）该石灰石中ＣａＣＯ３的质量分数是多少？

（２）这些二氧化碳用多少木炭充分燃烧可制得？

解：（１）设该石灰石中ＣａＣＯ３的质量分数为ｘ。

ＣａＣＯ３ ＋２ＨＣｌ ＣａＣｌ２＋Ｈ２Ｏ＋ＣＯ２↑

１００ ４４

２００ｇｘ ６６ｇ

１００
４４＝

２００ｇｘ
６６ｇ　　ｘ＝７５％

（２）６６ｇ二氧化碳中碳元素的质量为

６６ｇ×１２４４×１００％＝１８ｇ

即需要充分燃烧１８ｇ木炭。

答：（１）该石灰石中ＣａＣＯ３的质量分数为７５％。

（２）这些二氧化碳用 １８ｇ木炭充分燃烧可

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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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３　自然界的水

一、选择题

１．水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源。下列标志是我国
“国家节水标志”的是 （　Ｄ　）

２．（２０１７·江西）下列单一操作中，净化自然界的水程
度最高的是 （　Ｂ　）
Ａ．过滤　　Ｂ．蒸馏　　Ｃ．吸附　　Ｄ．静置沉淀

３．小李学习了水的有关知识后，自制了如图所示的简
易净水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　）
Ａ．该净水器中的活性炭起吸附
作用

Ｂ．该净水器可以降低自来水的
硬度

Ｃ．该净水器能起到杀菌消毒的
作用

Ｄ．该净水器可将自来水变为蒸
馏水

４．（２０１７·河池）如图是电解水实验的装置图。下列说
法错误的是 （　Ｃ　）
Ａ．在水中加入少量氢氧化钠以
增强导电性

Ｂ．反应一段时间后，ａ、ｂ玻璃管
中产生的气体体积比约为２∶１

Ｃ．将燃着的木条分别放在两个
玻璃管口尖嘴口，打开活塞，

ａ管的气体使燃着的木条燃
得更旺，ｂ管的气体被点燃

Ｄ．由电解水的实验得出结论：水是由氢、氧两种元
素组成的

５．（２０１７·河南）能用于区分硬水和软水的方法是
（　Ｃ　）

Ａ．闻气味 Ｂ．观察颜色
Ｃ．加肥皂水 Ｄ．加食盐水

６．（２０１７·贵港）下列对水的叙述正确的是 （　Ａ　）
Ａ．水的三态变化，能实现水的自身净化和水资源的
重新分配

Ｂ．水的三态变化，是由于水分子的体积改变
Ｃ．过滤和吸附能除去水中所有的杂质
Ｄ．水是由氢气和氧气组成的

７．（２０１７·广州）下列关于水的说法正确的是（　Ａ　）
Ａ．工业废水需要处理达标后才能排放
Ｂ．明矾可以使硬水转化为软水
Ｃ．蒸馏海水和电解水的过程中水发生的都是物理
变化

Ｄ．蒸馏水、自来水都是纯净物
８．（２０１７·嘉兴）２０１７年，联合国把世界水日的主题定
为“废水”。关注重点是寻找各种方式来减少和再

利用废水。以下对不同工业废水的处理措施及对应

的方法类别，都正确的是 （　Ｂ　）

选项 废水中的主要污染物 处理措施 方法类别

Ａ 不溶性颗粒物 加明矾 结晶法

Ｂ 异味物质 加活性炭 吸附法

Ｃ 氯化铜 加硫酸钠 过滤法

Ｄ 纯碱 加石灰水 蒸馏法

９．（２０１７·益阳）某课外活动小组的同学在课外实践活
动中，检测到我市安化县境内某溶洞中的流水中溶

有较多量的Ｃａ（ＨＣＯ３）２。下列对该溶洞中的流水的
说法不正确的 （　Ｃ　）
Ａ．溶洞中的流水是硬水
Ｂ．取适量溶洞中的流水，加肥皂水时会出现较多
浮渣

Ｃ．溶洞中的流水可作为优质饮用水
Ｄ．溶洞中的流水不宜直接洗衣服

１０．２０１７年“中国水周”活动的宣传主题是“落实绿色
发展理念，全面推行河长制”。下列做法不符合这

一主题的是 （　Ｂ　）
Ａ．逐步淘汰高耗水生产工艺
Ｂ．农作物采用大水漫灌
Ｃ．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后排放
Ｄ．加强对水资源的监测

二、填空题

１１．（２０１７·滨州改编）分析图中内容回答问题。

自然界水循环示意图

图１

　

电解水实验示意图

图２
（１）图１中海水属于　混合物　（填“纯净物”或
“混合物”），海水属于硬水，硬水是指含有　较
多　（填“较多”或“较少”）可溶性钙、镁化合
物的水，海水含有的大量氯化钠，氯化钠是由

　Ｎａ＋　（填离子符号）和Ｃｌ－构成。
（２）图２试管Ａ中气体的化学式为　Ｈ２　，试管 Ｂ
所对 应的 是电 源的 　 正 　 （填 “正”或
“负”）极。

（３）在水蒸发的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ＡＣ　
（填字母序号，下同）。

Ａ．水分子不断运动
Ｂ．水分子之间间隔不变
Ｃ．水分子大小不发生变化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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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电解水的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ＡＢＥ　。
Ａ．水分子本身发生了改变
Ｂ．氢原子和氧原子数目没有发生变化
Ｃ．氢原子和氧原子种类发生了改变
Ｄ．氢原子和氧原子质量发生了变化
Ｅ．电解水的实验验证了水是由氢氧元素组成的

１２．（２０１７·龙东地区）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２日是第二十五届
“世界水日”，也是第三十届“中国水周”的第一天，

爱护水资源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某化学兴趣小

组对学校附近的水质状况进行了相关研究调查：

（１）取回水样，静置后过滤，实验室过滤时需要的
玻璃仪器有烧杯、漏斗、　玻璃棒　。

（２）可用　肥皂水　检验该水样是硬水还是软水。
（３）日常生活中将硬水转化为软水的方法是　加
热煮沸　。

（４）下列做法会造成水体污染的是　②③　（填序号）。
①工业废水处理达标后排放　②随意丢弃废旧
电池　③用含磷洗衣粉洗衣后直接排放污水
④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

１３．（２０１７·天津）在宏观、微观和符号之间建立联系是
化学特有的思维方式。根据电解水的实验，回答下

列问题。

（１）从宏观上观察：如图所示，试管
ａ和ｂ中产生气体的体积比约
为　２∶１　，ｂ中产生的气体是
　Ｏ２　（填化学式）。

（２）从微观上分析：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Ｃ　（填字母）。
Ａ．水是由氢气和氧气组成的
Ｂ．水是由氢原子和氧原子构成的
Ｃ．每个水分子是由２个氢原子和１个氧原子构
成的

（３）从符号上表示：电解水的化学方程式为　２Ｈ２Ｏ
　　　 ２Ｈ２↑＋Ｏ２↑　。

１４．（２０１７·临沂）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工农业生产不可
缺少的物质，合理利用和保护水资源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

（１）下列做法不合理的
是　③　（填序号）。
①严格监管化肥和
农药的施用

②积极探索污水处
理的新技术

③不间断地放水洗
衣服

（２）利用如图所示的简易装置可把海水转化为淡
水。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ｂ　（填序号）。
Ａ．小容器中的水为淡水
Ｂ．大容器中得到的溶液一定是氯化钠的饱和
溶液

Ｃ．获得淡水的快慢与温度有关
（３）市售“自热米饭”的加热原理：饭盒夹层中的水
与生石灰接触，反应放出大量热。该反应的化

学方程式为　ＣａＯ＋Ｈ２ Ｏ Ｃａ（ＯＨ）２　。
（４）自来水厂生产自来水的过程中，常加入　活性
炭　，用来吸附水中一些溶解性的杂质，除去

臭味。

１５．（２０１７·来宾）如图是水的电
解实验装置图，请回答下列

问题：

（１）该反应是将电能转化为　
化学　能。

（２）检验ｂ管内气体的方法是
　将带火星的木条放在玻
璃管尖嘴处，打开活塞观察木条能否复燃，若

木条复燃说明产生的是氧气　。
（３）若ａ管收集到８ｍＬ气体，则在相同条件下ｂ管
应收集到的气体体积是　４　ｍＬ。

三、简答题

１６．（２０１７·郴州）利用如图装置我们认识了水的组成：
（１）试管 ２中的气体是　氧

气　。
（２）在实验室中用自来水制取净

化程度较高的水的方法是

　蒸馏　。
（３）水是生命之源，我国水资源

总量虽位居世界第六位，但

人均用水量很少。请你写出一条节约用水的

方法　洗菜水浇花（合理即可）　。
四、实验探究题

１７．（２０１７·湘潭）如图所示的两个实验能验证水的
组成。

图１　氢气在空气中燃烧　 图２　电解水
（１）图１所示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是　产生淡蓝
色火焰，烧杯内壁有水雾　。

（２）图２所示实验，接通直流电源一段时间后，玻璃
管ｂ内产生的气体是　氧气　，该管内产生约
１０ｍＬ气体时，玻璃管 ａ内产生约　２０　ｍＬ
气体。

（３）上述实验说明水是由　氢元素和氧元素　　
组成的。

（４）电解水的实验中，在电解器玻璃管里加满含有
酚酞的硫酸钠溶液（硫酸钠只增强导电性，不

发生反应）。在实验过程中，观察到管 ｂ电极
附近的溶液迅速变红，则该处溶液呈　碱　
（填“酸”“碱”或“中”）性。电解后，待溶液混

合均匀后测得溶液的 ｐＨ＝７，说明电解时管 ａ
电极附近的溶液呈　酸　（填“酸”“碱”或
“中”）性。

（５）若取３６ｇ质量分数为１％的硫酸钠溶液进行电
解，消耗了６ｇ水，则电解后硫酸钠溶液中溶质
的质量分数为　１．２％　。

（６）电解水的实验中，若水中加入少量硫酸以增强
导电性，硫酸不发生反应，则电解后溶液的 ｐＨ
　减小　（填“增大”“减小”或“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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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４　常见的溶液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重庆Ｂ）下列物质不属于溶液的是 （　Ａ　）
Ａ．冰水　 Ｂ．碘酒 　Ｃ．食盐水 　Ｄ．浓盐酸

２．在装有水的烧杯中分别加入以下物质，其中形成的
溶液温度降低的是 （　Ｄ　）
Ａ．生石灰 Ｂ．氢氧化钠
Ｃ．氯化钠 Ｄ．硝酸铵

３．（２０１７·株洲）下列关于溶液的说法正确的是
（　Ａ　）

Ａ．能溶解其他物质的物质叫做溶剂
Ｂ．凡是均一的、稳定的液体一定是溶液
Ｃ．溶液一定是无色透明的
Ｄ．饱和溶液一定是浓溶液

４．下列各状态下的硝酸钾溶液一定是饱和溶液的是
（　Ｃ　）

５．（２０１７·临沂）下列有关溶液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Ｃ　）

Ａ．外界条件不改变，溶质不会从溶液中分离出来
Ｂ．物质的溶解过程通常会伴随着能量的变化
Ｃ．溶液中的溶质以分子或离子的形式均匀分散在溶
剂中保持静止不动，所以溶液具有均一性和稳

定性

Ｄ．改变条件，能够使饱和溶液与不饱和溶液相互
转化

６．（２０１７·江西）进行“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氯化钠溶
液的配制”实验活动常出现以下错误操作，其中不影

响所配溶液浓度的是 （　Ｄ　）

７．（２０１７·威海）小龙同学在工具书中查到ＮａＯＨ在水
和酒精中的溶解度（见下表）。通过分析他得出以

下结论，其中不正确的是 （　Ｄ　）

２０℃ ４０℃

水 １０９ｇ １２９ｇ

酒精 １７．３ｇ ４０ｇ

Ａ．温度和溶剂种类对ＮａＯＨ的溶解度都有影响
Ｂ．ＮａＯＨ易溶于水，也易溶于酒精
Ｃ．４０℃，４０ｇＮａＯＨ溶解在１００ｇ酒精中达到饱和
Ｄ．将等质量４０℃的饱和ＮａＯＨ水溶液和饱和ＮａＯＨ
酒精溶液降温至２０℃，析出的晶体前者比后者多

８．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２日，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升入太空
和“天

!

二号”完成第一次交会对接。高氯酸钾

（ＫＣｌＯ４）可用作火箭推进剂，下表是高氯酸钾在不
同温度时的溶解度。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Ｃ　）

温度／℃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溶解度／ｇ １．６８ ３．７３ ７．３ １３．４

Ａ．２０℃时高氯酸钾的溶解度为１．６８
Ｂ．４０℃时，将４ｇ高氯酸钾溶于１００ｇ水中可得到
１０４ｇ溶液

Ｃ．８０℃的高氯酸钾饱和溶液冷却至４０℃时有结晶
现象

Ｄ．高氯酸钾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减小
９．某温度下，在１００ｇ质量分数为２０％的ＫＮＯ３的不饱
和溶液甲中加入１０ｇＫＮＯ３固体，恰好得到饱和溶
液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Ｃ　）
Ａ．该温度下，ＫＮＯ３的溶解度为３０ｇ
Ｂ．乙溶液的质量分数为３０％
Ｃ．降低温度，可以使甲溶液变成饱和溶液
Ｄ．升高温度，甲、乙两溶液溶质质量分数都增大

二、填空题

１０．（２０１７·贵港）右图为 Ａ、Ｂ、Ｃ三种固体物质（均不
含结晶水）的溶解度曲线，

请回答：

（１）在　　　　℃时，Ｂ和 Ｃ
物质的溶解度相等。

（２）ｔ３℃时，把６０ｇＡ物质放
入１００ｇ水中，充分搅拌后，所得溶液的质量为
　１５０　ｇ。

（３）Ｂ中混有少量 Ａ，可用　蒸发结晶　的方法提
纯Ｂ。

１１．（２０１７·南京）溶液在生产、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请回答下列问题：

（１）可以作为溶质的是　Ｄ　。
Ａ．只有固体　　Ｂ．只有液体
Ｃ．只有气体 Ｄ．气体、液体、固体都可以

（２）配制１００ｇ质量分数为１６％的氯化钠溶液，所需
氯化钠的质量为　１６　ｇ，水的体积为　８４　ｍＬ
（水的密度近似看作１ｇ／ｃｍ３）。

图１

（３）甲、乙两种不含结晶水
的固体物质的溶解度

曲线如图１。ｔ１℃时，甲
物 质 的 溶 解 度 是

　４０　ｇ。ｔ２℃时，若从
甲和乙两种物质的饱

和溶液中析出等质量的固体，须蒸发掉较多水

的是　乙　（填“甲”或“乙”）物质的饱和
溶液。

（４）按如图２所示装置，将液体 Ｘ注入装有固体 Ｙ
的试管中，会导致 Ｕ形管中右端液面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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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组合是　ＡＤ　。

图２

　　　

选项 ｘ ｙ

Ａ 水 氧化钙

Ｂ 水 硝酸铵

Ｃ 浓硫酸 水

Ｄ 稀盐酸 镁

１２．（２０１７·德州）控制变量法是科学探究中常用的方
法之一。

（１）在探究固体物质的溶解度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有：①溶质的种类；②溶剂的种类；③溶质最多
被溶解的质量；④溶剂的质量；⑤温度。
如测定“某物质在不同温度下的溶解度”，研究

的是　③　（填序号）受温度的影响，这就需要
控制其他因素保持不变。

（２）下表是利用控制变量法测得的氯化钠、硝酸钾
在不同温度时的溶解度，请根据表格内容及实

验现象回答下列问题。

温度（℃） ２０ ４０ ５０

溶解度／ｇ
ＮａＣｌ ３６．０ ３６．６ ３７．０

ＫＮＯ３ ３１．６ ６３．９ ８５．５

①从上表可知，两种物质的溶解度受温度变化
影响较大的是　ＫＮＯ３　；
②２０℃时，将等质量的 ＮａＣｌ、ＫＮＯ３分别放入盛
有１００ｇ水的两个烧杯中，充分溶解后如图１所
示，升温到５０℃时如图２所示。试判断：５０℃时
甲烧杯中的溶液一定是　不能确定　（填“饱和
溶液”“不饱和溶液”或“不能确定”）。

三、实验探究题
１３．（２０１７·内江）仔细阅读下面的探究实验信息，回答
相关问题。

Ⅰ．【实验目的】探究溶解过程中，溶液温度的变化
情况。

Ⅱ．【查阅资料】
（１）物质溶解于水的过程包括吸收热量（Ｑ吸）的扩
散过程和放出热量（Ｑ放）的水合过程。

（２）实验条件下，水的凝固点为 ０℃、沸点为
１００℃。

Ⅲ．【提出猜想】物质溶解过程中，溶液的温度可能
升高降低或不变。

Ⅳ．【实验探究】某探究小组的同学设计了如图所
示的两种实验方案。在图２所示方案中，每次加入
物质ｂ之前均使用温度计控制热水温度，使之保持
在９９℃。

图１ 图２　　　 图３　　

Ⅴ．【实验结论】
（１）图１所示实验中，若加入物质ａ后，发现玻璃片
与烧杯底部之间的水结冰，说明溶液的温度

　降低　（填“升高”或“降低”或“不变”，下
同）。

（２）图２所示实验中，若加入物质ｂ后，热水会突然
沸腾，说明溶液的温度　升高　。

Ⅵ．【拓展实验】按照图３所示进行实验。若物质 ｃ
为ＮａＯＨ，则 Ｕ型管内的左边液面将　　低于　
（填“高于”或“低于”或“等于”）右边液面；若 Ｕ型
管内的液面位置变化与之相反，则物质 ｃ为　②　
（填序号）。

①ＣａＯ　　②ＮＨ４ＮＯ３　　③浓Ｈ２ＳＯ４
Ⅶ．【反思交流】
（１）该小组的同学进一步就物质溶解过程中溶液
温度变化的原因展开了讨论，分析得出：若

Ｑ吸　＜　Ｑ放（填“＞”或“＜”或“＝”，下同），
则溶液温度升高；若 Ｑ吸 与 Ｑ放 的相对大小与
之相反，则溶液温度降低；若Ｑ吸　＝　Ｑ放，则
溶液温度不变。

（２）在图２所示方案中，小张同学对实验现象很感
兴趣，他继续向热水中加入相同质量的物质 ｂ，
又看到沸腾现象，至烧杯中出现固体物质后，

再继续加入相同质量的物质 ｂ，就看不到沸腾
现象。

请解释不再产生沸腾现象的原因　至烧杯中
出现固体物质后，说明溶液达到饱和状态，再

继续加入相同质量的物质ｂ，不再溶解放热　。
四、计算题

１４．（２０１７·株洲）我国在２０１７年“世界环境日”（６月
５日）确定的主题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华雪与同学们积极参加了这一主题的活动，在老师

的指导下，他们对一造纸厂排放的污水进行检测，

发现其主要的污染物为 ＮａＯＨ。为了测定污水中
ＮａＯＨ的含量，他们首先把溶质质量分数为 ９８％
（密度１．８４ｇ／ｃｍ３）的浓硫酸２０ｇ，稀释为质量分数
为１０％的硫酸；然后取５０ｇ污水于烧杯中，逐滴加
入１０％的硫酸至４９ｇ时恰好完全反应（假定污水
中的其他成分不与硫酸反应）。请计算：

（１）把２０ｇ上述浓硫酸稀释为质量分数为１０％的
硫酸，需要水的质量是　１７６　ｇ。

（２）污水中所含 ＮａＯＨ的质量分数是多少？（写出
计算过程）

解：设污水中所含ＮａＯＨ的质量为ｙ。
２ＮａＯＨ＋Ｈ２ＳＯ ４ Ｎａ２ＳＯ４＋２Ｈ２Ｏ
８０ 　９８
ｙ 　４９ｇ×１０％
８０
９８＝

ｙ
４９ｇ×１０％　　ｙ＝４ｇ　

污水中所含ＮａＯＨ的质量分数为４ｇ８０ｇ×１００％＝５％

答：污水中所含ＮａＯＨ的质量分数是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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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训练　溶解度曲线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乌鲁木齐）熟石灰的溶解度曲线如图所示。
下列有关说法不正确的是 （　Ａ　）

Ａ．３０℃时，熟石灰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为１５％

Ｂ．将３０℃的熟石灰饱和溶液升温至７５℃（溶剂的
量不变），溶液中会出现浑浊

Ｃ．５０℃时，要使接近饱和的熟石灰溶液达到饱和状
态，可用蒸发溶剂的方法

Ｄ．将熟石灰饱和溶液从８０℃降温至２０℃，一定没
有氢氧化钙析出

２．（２０１７·连云港）下图是甲、乙固体的溶解度曲线。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Ｃ　）
Ａ．图中 Ｐ点所表示的溶液
是ｔ３℃时甲的饱和溶液

Ｂ．可用ｔ１℃时２０％的甲溶液
配制１０％的甲溶液

Ｃ．若甲中含有少量乙，可采
用冷却热饱和溶液的方

法提纯甲

Ｄ．分别将ｔ３℃等质量的甲、乙的饱和溶液降温至质
量相等

３．（２０１７·孝感）甲、乙两种固体物质（均不含结晶水）
的溶解度曲线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Ｂ　）
Ａ．ｔ１℃时，甲的溶解度大于
乙的溶解度

Ｂ．ｔ２℃时，乙的饱和溶液升
温或降温均会析出晶体

Ｃ．乙溶液从 ｔ３℃ 降温到
ｔ１℃，乙溶液中的溶质质
量分数会发生改变

Ｄ．ｔ３℃时，向５０ｇ水中加入４０ｇ的甲物质充分溶解
可得到９０ｇ甲的饱和溶液

４．（２０１７·安徽）地球深处的水处于超临界状态，称为
超临界水。下图为某压强下ＣａＣｌ２和ＮａＣｌ在超临界
水中的溶解度曲线，该压强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Ｃ　）
Ａ．在超临界水中，ＮａＣｌ
的溶解度大于 ＣａＣｌ２
的溶解度

Ｂ．在超临界水中，２种
物质的溶解度都随温

升高而增大

Ｃ．４５０℃时，ＮａＣｌ在超
临界水的溶解度为０．０４ｇ

Ｄ．４５０℃时，可得到０．０４％的ＣａＣｌ２的超临界水溶液
５．如图是 ａ、ｂ、ｃ三种物质的
溶解度曲线，下列叙述正确

的是 （　Ｄ　）
Ａ．物质 ａ的溶解度一定大
于物质ｂ的溶解度

Ｂ．ｔ１℃时，１５ｇａ物质加入到５０ｇ水中不断搅拌，得
到溶液的质量为６５ｇ

Ｃ．分离溶液中的ａ物质，宜采用蒸发结晶
Ｄ．将ｔ１℃时ａ、ｂ、ｃ三种物质的饱和溶液升温到 ｔ２℃
时，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大小关系是ｂ＞ａ＞ｃ

６．（２０１７·云南）如图是甲、乙、丙三种物质的溶解度曲
线，下列分析错误的是 （　Ｂ　）
Ａ．３０℃时，把１０ｇ丙溶
解在 ５０ｇ水中，得到
丙的饱和溶液

Ｂ．５０℃时，把甲、乙、丙三
种溶液降温至１０℃，析
出晶体的质量由大到小

的顺序为甲＞丙＞乙
Ｃ．将甲的饱和溶液变为
不饱和溶液，可采用升高温度的方法

Ｄ．３０℃时，甲的饱和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约为
２３．１％

７．（２０１７·泰安）ｔ１时，将等质量的硝酸钾和氯化钾分
别加入到各盛有１００ｇ水的两个烧杯中，充分搅拌后
现象如图１所示，硝酸钾和氯化钾的溶解度曲线如
图２所示。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Ｄ　）

图１
　

图２
Ａ．烧杯①的溶液一定是不饱和誽液
Ｂ．烧杯①的溶液是硝酸钾溶液
Ｃ．烧杯②的溶液升温到 ｔ２℃时，烧杯底部还有部分
物质不溶解

Ｄ．若烧杯①和烧杯②的溶液都升温到 ｔ２℃时，溶质
的质量分数相等

８．（２０１７·重庆Ａ）两个烧杯中分别盛装 Ｘ、Ｙ的饱和
溶液，两只试管中分别装有 ＮａＯＨ和 ＮＨ４ＮＯ３固体，
向两只试管中分别滴加适量水，现象如图一所示，结

合图二判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Ｄ　）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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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Ｙ的溶解度曲线为ｂ曲线
Ｂ．降温可使Ｘ的饱和溶液变浑浊
Ｃ．Ｘ的饱和溶液从 ｔ２℃降温到 ｔ１℃，溶质的质量分
数变大

Ｄ．ｔ３℃时，Ｘ、Ｙ的饱和溶液质量相等，则溶剂质量Ｘ＞Ｙ
二、填空题

９．（２０１７·来宾）如图是 Ｘ、Ｙ两种固体物质的溶解度
曲线图。请据图回答：

（１）ｔ３℃时，将澄清的饱和溶
液Ｘ、Ｙ降温到ｔ２℃，有固
体析出的是　Ｘ　溶液。

（２）Ｙ溶液的溶质可能是　Ｃ　
（填序号）。

Ａ．ＮａＣｌ　　Ｂ．ＫＮＯ３　　
Ｃ．Ｃａ（ＯＨ）２

（３）ｔ３℃时，保持温度不变，将 Ｘ、Ｙ饱和溶液蒸发一
定量的水，则蒸发水后两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

Ｘ　＞　Ｙ（填“＞”、“＜”或“＝”）。
１０．（２０１７·营口）下图为Ａ、Ｂ、Ｃ三种物质的溶解度曲
线，据图回答：

（１）ｔ１℃时，将１５ｇＡ物质放
入到 ５０ｇ水中，充分搅
拌，所得溶液的质量是　
６０　ｇ。

（２）ｔ２℃时，将等质量的 Ａ、Ｂ、
Ｃ三种物质的饱和溶液，
降温到 ｔ１℃，所得溶液中
溶剂的质量由大到小的顺序是　Ｃ＞Ｂ＞Ａ　。

（３）从混有少量Ｂ物质的 Ａ溶液中提纯 Ａ物质的
方法是　降温结晶　。

１１．（２０１７·滨州）下图为Ａ、Ｂ、Ｃ三种物质的溶解度曲
线，试回答：

（１）ｔ１℃时 Ａ、Ｂ、Ｃ三种
物质的溶解度大小

关系是　Ｂ＞Ｃ＞Ａ。
（２）Ｍ点的含义是　ｔ２℃
时，物质Ａ和物质 Ｃ
的溶解度相等　。

（３）ｔ１℃时将４０ｇＡ物质
加入到５０ｇ水中充分搅拌，形成溶液的溶质质量
分数是　３７．５％　。

（４）将 ｔ３℃时 Ａ、Ｂ、Ｃ三种物质的饱和溶液降温
到 ｔ１℃，所得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大小关系
是　Ｂ＞Ｃ＞Ａ　。

１２．（２０１７·钦州二模）食品工业中合理使用食品添加
剂可改善食品的色、香、味等品质。碳酸钠和碳酸

氢钠就是食品中常用的添加剂，二者在不同温度时

的溶解度如下表所示。

温度／℃ 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碳酸钠的溶解度／ｇ ７．１ １２．５ ２１．５ ３９．７ ４９．０

碳酸氢钠的溶解度／ｇ ６．９ ８．１ ９．６ １１．１ １２．７

（１）１０℃时，碳酸钠的溶解度为　１２．５ｇ　。
（２）两种物质的溶解度曲线关系合理的是　Ｂ　。

（３）区分两种物质的方法：取两种固体粉末各 ｘｇ
加入２０℃时的１０ｇ水中充分溶解，通过观察
现象可区分碳酸钠和碳酸氢钠，ｘ的值可能是
　Ａ　（填字母），此时碳酸氢钠溶液中溶质的
质量分数是　８．７６％　（精确到０．０１％）
Ａ．２　　　Ｂ．０．９６　　　Ｃ．０．５

１３．（２０１７·绥化）图１为甲、乙两种物质（均不含结晶
水）的溶解度曲线图。请回答下列问题。

图１

图２
（１）在１０℃时，甲的溶解度　 ＞　乙的溶解度，
（填“＞”“＜”或“＝”）。

（２）在２０℃时，向盛有５０ｇ水的烧杯中加入２５ｇ
甲物质，充分搅拌后溶液质量是　７０　ｇ。

（３）取乙进行如图２实验，属于饱和溶液的是　ＡＣ　，
溶质质量分数最大的是　Ｂ　（选填字母序号）。

１４．（２０１７·武汉）Ｒ是硝酸钾或氯化铵中的一种。硝
酸钾和氯化铵的溶解度曲线如图１所示。某化学
兴趣小组的同学进行了如图２所示实验。

图１

图２
（１）ｔ１℃时，氯化铵的溶解度为　４０　ｇ。
（２）①的溶液中溶质质量分数为　２５％　。
（３）根据以上信息可推出 Ｒ是　硝酸钾　（写名称
或化学式均可）。

（４）关于图２中烧杯内的物质，以下几种说法正确
的有　ＢＣ　。
Ａ．①、②、③中，只有③中上层清液是饱和溶液
Ｂ．若使③中的固体溶解，可采用加水或升温的
方法

Ｃ．①和②的溶液中，溶质质量相等
Ｄ．①的溶液中溶质质量分数一定比③的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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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５　金属和金属矿物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南京）下列金属中，金属活动性最弱的是
（　Ａ　）

Ａ．金　 　 　Ｂ．银　 　　 Ｃ．铜 　 　　Ｄ．铁
２．（２０１７·崇左）下列物质中不属于合金的是（　Ａ　）
Ａ．玻璃钢 Ｂ．黄铜 Ｃ．生铁 Ｄ．硬铝

３．（２０１７·徐州）国产大飞机 Ｃ９１９机壳采用了先进的
铝锂合金材料。已知金属锂（Ｌｉ）的活动性比铝强。
下列有关说法错误的是 （　Ｄ　）
Ａ．铝锂合金硬度大，密度小
Ｂ．铝在空气中表面会形成致密的氧化膜
Ｃ．锂能与盐酸反应，放出热量，生成氢气
Ｄ．锂能与氧气反应，生成的Ｌｉ２Ｏ中Ｌｉ显＋２价

４．（２０１７·东营）今年春季，在张献忠沉银考古现场，整
齐堆放着金册、银册，金币、银币、铜币和银锭，还有

铁刀、铁矛等兵器。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Ｂ　）
Ａ．“真金不怕火炼”说明了黄金的化学性质稳定
Ｂ．上述钱币用金、银、铜而不用铁，从化学角度看主
要原因是铁的冶炼困难

Ｃ．自然界有天然的铜、银、金，却没有天然的金属铁
Ｄ．常温下验证铁、铜、银三种金属的活动性顺序时，
至少需要一种金属单质

５．（２０１７·临沂）有 Ｘ、Ｙ、Ｚ三种金属，Ｘ在常温下就能
与氧气反应，Ｙ、Ｚ在常温下几乎不与氧气反应；如果
把Ｙ和Ｚ分别放入硝酸银溶液中，过一会儿，在Ｚ表
面有银析出，而Ｙ没有变化。根据以上实验事实，判
断Ｘ、Ｙ、Ｚ三种金属的活动性由强到弱的顺序正确
的是 （　Ｂ　）
Ａ．Ｘ　Ｙ　Ｚ Ｂ．Ｘ　Ｚ　Ｙ
Ｃ．Ｙ　Ｚ　Ｘ Ｄ．Ｚ　Ｙ　Ｘ

６．（２０１７·眉山）某同学用下图装置进行 ＣＯ与 Ｆｅ２Ｏ３
的反应。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Ｄ　）

Ａ．该实验装置应增加尾气处理装置
Ｂ．加热前应先通入一段时间的 ＣＯ以排尽装置内的
空气

Ｃ．ＮａＯＨ溶液应改为 Ｃａ（ＯＨ）２溶液以检验产生的
ＣＯ２气体

Ｄ．反应后的固体是Ｆｅ和 Ｆｅ２Ｏ３的混合物，可以采用
加入盐酸并过滤的方法得到Ｆｅ

７．（２０１７·德阳）向盛有１０ｇ某Ｃｕ－Ａｌ合金样品的烧
杯中加入１００ｇ稀硫酸，恰好完全反应，反应结束后，
测得烧杯内物质的总质量为１０９．４ｇ。则该合金样
品中铜的质量分数是 （　Ｃ　）
Ａ．７３％ Ｂ．５４％ Ｃ．４６％ Ｄ．２７％

二、填空题

８．（２０１７·德州）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金属。请依据
所学知识填空。

（１）下列制品的用途，利用金属导热性的是　Ａ　。

（２）金属资源在地球上分布广泛。人们在自然界中
仅发现金、银等少数金属单质，其余金属元素都

以化合物形式存在。你认为金属的存在形式主

要和　金属的化学性质　有关。
（３）农业上用硫酸铜、生石灰加水配制波尔多液作
为杀菌剂。有经验的农民都不用铁质容器来配

制或盛放波尔多液，原因是　Ｆｅ＋ＣｕＳＯ４ Ｃｕ
＋ＦｅＳＯ４　（用化学方程式表示）。

９．（２０１７·绥化）人类的生活和生产都离不开金属，铝、
铁、铜是人类广泛使用的三种金属，与我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

（１）生活中常用铜做导线，主要是利用了铜的　导
电性　。

（２）铝制品具有良好的抗腐蚀性能的原因是　铝和
空气中的氧气反应生成致密的氧化铝薄膜，对

铝起到保护作用　。
（３）为了验证三种金属的活动性顺序，可选择 Ａｌ、Ｃｕ
和下列试剂中的　Ｂ　来达到实验目的。（选填
字母序号）

Ａ．Ａｌ２（ＳＯ４）３溶液　　　　Ｂ．ＦｅＳＯ４溶液
Ｃ．ＣｕＳＯ４溶液

（４）请你写出一条保护金属资源的有效途径　在金
属的表面涂油　。

三、简答题

１０．（２０１７·云南）金属在生产、生活中应用广泛。
（１）我国是世界上已知矿物种类比较齐全的少数
国家之一，以下是３种常见的金属矿石，其中主
要成分属于氧化物的是　Ａ　（填字母）。

（２）人类每年从自然界提取大量的金属，其中提取
量最大的是铁，工业上用赤铁矿和一氧化碳炼

铁的化学方程式为　３ＣＯ＋Ｆｅ２Ｏ３　　　　　
　　２Ｆｅ＋３ＣＯ２　。

（３）钢窗表面喷漆不仅美观，还可有效防止钢窗与
空气中的　氧气　（填物质名称）和水接触而
生锈。

（４）向装有少量金属铁的试管中滴加足量的稀盐
酸，可观察到的主要实验现象为　固体逐渐减
少，无色溶液变成了浅绿色，有气 泡 冒出　，
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Ｆｅ＋２ＨＣｌ
ＦｅＣｌ２＋Ｈ２↑　　　　　。

（５）学校的实验室中，某黑色固体粉末可能是 Ｆｅ、
ＦｅＯ、ＣｕＯ、Ｃ中的一种或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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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学兴趣小组的同学按照如图所示流程进

行了实验。（已知：ＦｅＯ＋Ｈ２ＳＯ４ ＦｅＳＯ４＋
Ｈ２Ｏ，ＣｕＯ＋Ｈ２ＳＯ４ ＣｕＳＯ４＋Ｈ２Ｏ）

关于该实验有以下说法：

①若溶液甲呈浅绿色，则原黑色固体粉末中可
能有Ｆｅ　
②若步骤Ⅱ中无明显现象，则固体乙中最多有
五种物质

③若步骤Ⅱ中有红色固体析出，则固体乙中一
定没有ＣｕＯ
④若固体乙呈红色，则原固体中一定含有 Ｆｅ
和ＣｕＯ
以上说法中正确的是　①②④　。

四、实验探究题

１１．（２０１６柳州）手机常用的电池是锂电池。小华同学
对锂（Ｌｉ）元素产生了兴趣，他查看了元素周期表，发
现锂是金属单质，原子结构示意图是　　　　　　，
他想如果把锂排到金属活动性顺序中应该放在什

么位置，于是他去请教老师，老师让他比较锂与镁

和锂与钠的金属活动性。于是他针对锂、镁、钠的

金属活动性提出猜想。

【提出猜想】猜想一：锂、镁、钠的金属活动性是锂＞
钠＞镁
猜想二：锂、镁、钠的金属活动性是钠＞锂＞镁
猜想三：锂、镁、钠的金属活动性是钠＞镁＞锂
【实验探究】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 结论

将体积一样大的锂

块和镁块分别加入

相同浓度的盐酸中

锂与盐酸反应得

更剧烈，产生气

体的速率更快

锂　 ＞　镁（填
“＞”或“＜”）

写出锂与盐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２Ｌｉ＋２ＨＣｌ
２ＬｉＣｌ＋Ｈ２↑　。
【理论探究】小华同学认为钠和锂的金属活动性不

需要实验也能判定，因为结构决定性质，他研究了

钠和锂的原子结构示意图后认为锂　 ＜　（填
“＞”或“＜”）钠，理由是　钠原子的核外电子层数
比锂原子多一层，故更易失去电子　。
【讨论交流】综合实验和理论探究，可以得出猜想

　二　成立。同学们对原子结构示意图进行深入
研究，发现从原子结构示意图可以推出元素的化合

价，知道金属元素无负价。还可以利用化合价来判

定氧化还原反应，化学反应中有元素化合价升降的

就一定是氧化还原反应。下列反应就是氧化还原

反应，已知水中的氢元素和氧元素的化合价没有

变化。

Ａ（单质）＋Ｈ２ Ｏ Ｂ（化合物）＋Ｃ（化合物）
请回答：Ａ是　非金属　（填“金属”或“非金属”）
单质，原因是　生成物中Ａ元素的化合价有升高也
有降低　　　　　。

１２．某化学兴趣小组进行铁生锈的实验探究活动。

【探究一】铁生锈的条件

（１）该兴趣小组将洁净无锈的铁钉分别置于上图
所示装置中，经过一段时间观察　Ａ　（填装置
序号）装置中出现了明显的锈迹。

他们的结论：铁生锈是因为铁与空气中的　氧
气、水蒸气　等发生了化学反应。

（２）甲同学提出了疑问：空气中的氮气、二氧化碳
没有参与铁的生锈过程吗？请设计实验为甲

同学释疑。　将装置 Ａ中的空气换成氮气或
二氧化碳　，观察并记录现象即可证明。
【探究二】影响铁生锈速率快慢的因素

乙同学说：妈妈常说菜刀沾有盐水生锈更快。

这种说法对吗？同学们查阅资料。

资料一：导电性强的溶液都可加速铁的生锈。

资料二：海上航行的轮船在与海水接触的部分

镶嵌锌块，能有效降低钢材被腐蚀的速率。

（３）将上述 Ａ装置中的蒸馏水改为下列液体中的
　ａ　，可使铁生锈的速率加快。
ａ．硫酸钠溶液　ｂ．无水乙醇　Ｃ．蔗糖溶液

（４）一些铁制品表面覆盖了某些涂层。不同的涂
层被破坏后，铁生锈的速率不同。你认为下列

　ｂ　的涂层破坏后，铁生锈的速率较快。
ａ．镀锌铁 ｂ．镀锡铁

（５）一些建筑的大门刷上了一层银白色的金属，你
认为该金属可能是　ｃ　。
ａ．银粉 ｂ．铜粉 ｃ．镁粉
【交流与思考】

（６）写出一种防止铁生锈的方法 　。
五、计算题

１３．（２０１７·德州）硫酸亚铁在农业生产中有重要用途，
也有较高的医用价值。工业上用废铁屑和含硫酸

的废液来制取硫酸亚铁，变废为宝。现用５．６ｔ铁
屑与１００ｔ废液恰好完全反应（已知铁屑只和废液
中的硫酸反应），请你计算：

（１）可生成硫酸亚铁的质量。
（２）所用废液中硫酸的溶质质量分数。
解：设反应可生成硫酸亚铁的质量为 ｘ，硫酸溶
液中含有溶质的质量为ｙ。
Ｆｅ＋Ｈ２ＳＯ４ ＦｅＳＯ４＋Ｈ２↑
５６ 　９８ １５２
５．６ｔ　　　 ｙ ｘ
５６
１５２＝

５．６ｔ
ｘ 　　ｘ＝１５．２ｔ

５６
９８＝

５．６ｔ
ｙ 　　ｙ＝９．８ｔ

废液中硫酸的溶质质量分数为
９．８ｔ
１００ｔ×１００％＝９．８％

答：（１）可生成硫酸亚铁１５．２ｔ；（２）所用废液
中硫酸的溶质质量分数为９．８％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

３１



专项训练　金属活动性顺序的探究与应用
一、选择题

１．锡（Ｓｎ）是“五金”之一，它的金属活动顺序位于铁和
铜之间，下列反应一定不会发生的是 （　Ｄ　）
Ａ．Ｍｇ＋Ｓｎ（ＮＯ３）２ Ｍｇ（ＮＯ３）２＋Ｓｎ
Ｂ．Ｓｎ＋Ｈ２ＳＯ４ ＳｎＳＯ４＋Ｈ２↑
Ｃ．Ｓｎ＋Ｈｇ（ＮＯ３）２ Ｓｎ（ＮＯ３）２＋Ｈｇ
Ｄ．Ｓｎ＋ＺｎＳＯ４ ＳｎＳＯ４＋Ｚｎ

２．（２０１７·来宾）为了探究镁、锌、铜三种金属的活动性
强弱，将形状、大小相同的三种金属分别放入装有 Ｘ
溶液的试管中，通过观察现象即能得出实验结论。

则Ｘ溶液是 （　Ａ　）
Ａ．稀硫酸　　　　　　　Ｂ．硝酸银溶液
Ｃ．氯化铜溶液 Ｄ．氯化镁溶液

３．（２０１７·广州）化学小组为探究铝、铜、银三种金属的
活动性顺序，设计了下图所示实验方案。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Ｄ　）
Ａ．由实验甲可知金属活动性：Ａｌ＞Ｃｕ
Ｂ．由实验乙可知金属活动性：Ｃｕ＞Ａｇ
Ｃ．由实验甲、乙、丙可知金属活动性：Ａｌ＞Ｃｕ＞Ａｇ
Ｄ．实验甲中的 ＣｕＳＯ４改为 ＣｕＣｌ２不能完成本实验的
探究

４．（２０１７·营口）将一定质量的锌粉放入到硝酸亚铁、
硝酸银和硝酸镁的混合溶液中，充分反应后过滤，得

到滤渣和滤液。以下判断正确的是 （　Ｃ　）
Ａ．若向滤渣中加入盐酸有气体生成，则滤液中只有
硝酸镁和硝酸锌

Ｂ．若反应后所得滤液是无色的，则滤渣中一定有锌、
铁、银

Ｃ．若向滤液中加入稀盐酸无白色沉淀生成，则滤液
中可能有硝酸亚铁

Ｄ．若反应前锌粉的质量和反应后滤渣的质量相等，
则滤渣中一定不含锌

５．（２０１７·宁波）某废液中只含有Ｆｅ（ＮＯ３）２、Ｃｕ（ＮＯ３）２、
Ｂａ（ＮＯ３）２三种溶质。为了回收金属、保护环境，小
科设计了如下图所示方案（所加试剂均过量）。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Ｃ　）

Ａ．固体ａ是铜
Ｂ．Ｘ一定是Ｎａ２ＳＯ４
Ｃ．溶液Ｂ中含有的盐有Ｂａ（ＮＯ３）２、ＮａＮＯ３
Ｄ．若回收得到 ６．４ｇ固体 ａ，则加入的铁屑质量
为５．６ｇ

６．（２０１７·绍兴）往硝酸铜、硝酸银和硝酸亚铁的混合
溶液中缓慢连续加入质量为 ｍ的锌粉，溶液中析出
固体的质量与参加反应的锌粉质量关系如图所示，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Ｃ　）
Ａ．ｃ点对应溶液中含
有的 金 属 离 子 为

Ｚｎ２＋和Ｃｕ２＋

Ｂ．ｂｃ段（不含两端点）
析出的金属是Ｆｅ

Ｃ．ａｂ段（不含两端点）
对应溶液中含有的

金属离子为Ｚｎ２＋、Ａｇ＋、Ｃｕ２＋、Ｆｅ２＋

Ｄ．若ｂｃ段和ｃｄ段中析出固体质量相等，参加反应
的锌粉质量分别为ｍ１和ｍ２，则ｍ１＞ｍ２

二、填空题

７．（２０１７·泰安）金属材料在生产、生活中有着广泛的
应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金属。

（１）新型材料纳米级铁粉具有广泛的用途，它比普
通铁粉更易与氧气反应，其制备的主要流程如

图所示。

高温反应器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ＦｅＣｌ２＋Ｈ２


高温

２ＨＣｌ＋Ｆｅ　；反应前需向反应器中通入氮
气，目的是　排走反应容器中的空气，防止加热
时发生爆炸　。

（２）金属活动性顺序有重要的应用。铜、铝、铁为日
常生活中常见的金属，某化学兴趣小组的同学

在探究铝、铜、铁三种金属的有关性质时，进行

了如图的实验：

在Ａ实验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Ｆｅ＋
ＣｕＳＯ４ Ｃｕ＋ＦｅＳＯ４　；将 Ａ实验结束后①、
②试管内的物质倒入烧杯中，发现烧杯中的红
色固体物质明显增多，其原因是　试管①中的
铁粉和试管②中没有反应完的硫酸铜反应生成
了铜　，一段时间后过滤，滤液中的溶质一定有
　ＦｅＳＯ４、Ａｌ２（ＳＯ４）３　（填化学式）。

（３）某同学在—定质量的ＡｇＮＯ３和Ｃｕ（ＮＯ３）２的混合
溶液中加入铁粉，充分反应后，他对反应过程进行

了分析，得到了以下几个图像（横坐标表示加入铁

的质量），其中错误的是　Ｄ　（填字母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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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０１７·青岛）某化工厂的废液中主要含有硝酸银、硝
酸铜。取一定量的该废液样品，加入镁粉和铜粉，充

分反应后过滤，得到滤液和滤渣。请填写下列空格。

（１）若滤渣中有镁粉，则滤渣中除镁粉外还含有
　Ａｇ、Ｃｕ　（填写化学式，下同）。

（２）若滤渣中有铜粉，则滤液中的溶质一定含有
　Ｍｇ（ＮＯ３）２　，可能含有　Ｃｕ（ＮＯ３）２　。

（３）若滤渣中没有铜粉，则滤液中的溶质一定含有
　　　　　　　　，可能含有　　　　　　　　。

（４）反应后得到滤液的质量　小于　（选填“小于”
“大于”或“等于”）反应前所取废液样品的质量。

三、简答题

９．（２０１７·陕西）我国每年报废的手机超过１亿部。废
旧手机的电路板中含有铝、铁、铜、银、金等多种金

属，随意丢弃既会造成资源浪费，也会污染土壤和水

体。化学兴趣小组为回收其中的铜，设计并进行了

如下实验。

已知：Ｃｕ＋Ｈ２Ｏ２＋Ｈ２ＳＯ４ ＣｕＳＯ４＋２Ｈ２Ｏ；不考虑
金、银发生类似反应。

（１）将电路板粉碎成粉末的目的是 　
　。

（２）步骤①所得滤液中的溶质除硫酸外，还有　硫
酸亚铁和硫酸铝　。

（３）步骤②中的实验现象是：固体部分溶解，　溶液
由无色变成蓝色　。

（４）步骤④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Ｆｅ＋Ｈ２ＳＯ


４

ＦｅＳＯ４＋Ｈ２↑　。
四、实验探究题

１０．王老师在某工厂废水处理池中提取一瓶含有ＡｇＮＯ３、
Ｃｕ（ＮＯ３）２和 Ａｌ（ＮＯ３）３的工业废水样品带回实验
室。静置，取上层清液，加入锌粉，充分反应后过

滤，得到滤液甲和滤渣乙。请你和你的化学小组完

成以下探究（不考虑杂质干扰）

【提出问题】滤渣乙是什么？

【做出猜想】小明认为滤渣乙是银，小东认为滤渣

乙是银和铜，小华认为滤渣乙是银、铜和铝，你认为

滤渣乙还可能是　银、铜、锌　。
【交流讨论】大家经过讨论后，认为小华的猜想错

误，理由是　锌不能和硝酸铝反应　。
【实验探究】设计实验探究滤渣乙的成分，请填写

下列空白：

实验步骤 现象 结论

实验１：取滤渣乙加
入盐酸

无气体产生
滤渣乙可能是　银
或银和铜　

实验２：取滤液甲加
入　ＮａＯＨ溶液　

无蓝色沉淀
滤渣乙一定是 银

和铜　　

【反思交流】通过交流，大家认为在滤液甲中加入

稀盐酸，当观察到　无白色沉淀产生　，也能得出
实验１的结论。

五、计算题

１１．（２０１７·嘉兴）在学习了金属的化学性质后，老师布
置了一项课外学习任务：调查化工颜料店出售的涂

料添加剂“银粉”是什么金属？某学习小组通过调

查，分别获得了“银粉”是银粉、铝粉、锌粉这三种不

同结果。为了确定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学习小组同

学将一小包“银粉”带回实验室，进行了如下实验和

分析。（相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Ｚｎ＋２ＨＣｌ
ＺｎＣｌ２＋Ｈ２↑； ２Ａｌ＋６ＨＣｌ ２ＡｌＣｌ３＋３Ｈ２↑）
（１）取少量“银粉”于试管中，滴加适量盐酸，观察
到有　气泡　产生，说明“银粉”一定不是银。

（２）为了进一步确定“银粉”是铝还是锌，学习小组
通过理论计算，获得两种金属分别与足量盐酸

反应产生氢气的质量关系，并绘制成如图所示

图像。在绘制锌的图像时，ａ点所对应的锌的
质量ｍ为多少？（通过计算回答）

（３）取１．８克“银粉”（杂质忽略不计）加入到５０克
稀盐酸中，恰好完全反应，生成氢气０．２克。根
据上图可知，“银粉”是　铝　。计算实验中所
用稀盐酸的溶质质量分数。

解：设ａ点所对应的锌的质量为ｍ。
Ｚｎ＋２ＨＣｌ ＺｎＣｌ２＋Ｈ２↑

６５ ２
ｍ ０．２ｇ
６５
２＝

ｘ
０．２ｇ　　ｍ＝６．５ｇ

设生成氢气０．２克需要金属铝的质量为 ｘ，消
耗掉盐酸溶质的质量为ｙ。

２Ａｌ＋６ＨＣｌ ２ＡｌＣｌ３＋３Ｈ２↑
５４ ２１９ ６
ｘ ｙ ０．２ｇ
５４
６＝

ｘ
０．２ｇ　　ｘ＝１．８ｇ

２１９
６ ＝

ｙ
０．２ｇ　　ｙ＝７．３ｇ

稀盐酸的溶质质量分数为
７．３ｇ
５０ｇ×１００％＝１４．６％

答：ａ点对应的锌的质量 ｍ为６．５ｇ，实验中所
用稀盐酸的溶质质量分数为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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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６　常见的酸和碱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来宾）分别向甲、乙、丙三种无色溶液中滴加
紫色石蕊试液、观察到甲溶液变红色，乙溶液变蓝

色，丙溶液变紫色。则它们的ｐＨ由小到大的顺序是
（　Ｂ　）

Ａ．甲、乙、丙　　　　　Ｂ．甲、丙、乙
Ｃ．乙、甲、丙 Ｄ．丙、甲、乙

２．（２０１７·天津）一些食物的近似ｐＨ如下：

食物 葡萄汁 苹果汁 牛奶 鸡蛋清

ｐＨ ３．５－４．５ ２．９－３．３ ６．３－６．６ ７．６－８．０

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Ｂ　）
Ａ．苹果汁和葡萄汁均显酸性
Ｂ．鸡蛋清和牛奶均显碱性
Ｃ．苹果汁比葡萄汁的酸性强
Ｄ．胃酸过多的人应少饮苹果汁和葡萄汁

３．下列有关ＮａＯＨ的实验方案中，正确的是 （　Ｃ　）
Ａ．用ＮａＯＨ固体干燥ＣＯ２气体
Ｂ．用酚酞溶液检验ＮａＯＨ溶液是否变质
Ｃ．用熟石灰和纯碱为原料制取ＮａＯＨ
Ｄ．用ＣａＣｌ２溶液除去ＮａＯＨ溶液中的少量Ｎａ２ＣＯ３

４．（２０１７·桂林）Ｘ、Ｙ、Ｚ为初中化学常见的化合物，且
物质类别不同，常温下，Ｘ、Ｙ可分别与Ｚ溶液反应生
成不同的气体。则Ｚ一定属于 （　Ｃ　）
Ａ．酸　　　Ｂ．碱　　　Ｃ．盐　　　Ｄ．氧化物

５．（２０１７·北京）实验小组用传感器探究稀ＮａＯＨ溶液
与稀盐酸反应过程中温度和 ｐＨ的变化。测定结果
如下图所示。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Ｃ　）

Ａ．反应过程中有热量放出
Ｂ．３０ｓ时，溶液中溶质为ＨＣｌ和ＮａＣｌ
Ｃ．该实验是将稀盐酸滴入稀ＮａＯＨ溶液
Ｄ．从２０ｓ到４０ｓ，溶液的温度升高、ｐＨ增大

６．（２０１７·新疆建设兵团）中和反应在生活中有广泛应
用。下列应用不属于中和反应的是 （　Ａ　）
Ａ．用盐酸除铁锈
Ｂ．服用含有氢氧化镁的药物治疗胃酸过多
Ｃ．用熟石灰改良酸性土壤
Ｄ．用硫酸处理印染厂含碱废水

７．（２０１７·雅安）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Ｄ　）
Ａ．用酚酞溶液可以一次性鉴别稀硫酸、氢氧化钙溶
液和氯化钠溶液

Ｂ．酸和碱反应生成盐和水。物质 Ｍ能与酸反应生
成盐和水，Ｍ就是碱

Ｃ．除去氢氧化钠溶液中混有的氢氧化钡，滴入适量
的稀硫酸

Ｄ．将 Ｚｎ和 Ａｇ分别放入 ＣｕＳＯ４溶液中，可以比较
Ｚｎ、Ｃｕ、Ａｇ的金属活动

８．（２０１７·陕西）向盛有一定量氧化铁粉末的烧杯中不
断加入稀盐酸，烧杯中相关量的变化与图像相符

的是 （　Ａ　）

二、填空题

９．（２０１７·长春）回答下列与酸有关的问题。
（１）胃液中可以帮助消化的酸的化学式为　ＨＣｌ　。
（２）浓硫酸敞口放置在空气中溶质的质量分数变
小，是因为浓硫酸具有　吸水　性。

（３）稀盐酸与稀硫酸化学性质相似，因为阳离子都
是　Ｈ＋　。

１０．（２０１７·德州）氢氧化钠溶液和二氧化碳反应没有
明显现象，为验证 ＣＯ２与 ＮａＯＨ能够发生反应，某
同学用下图组装实验装置，并进行实验。

（１）有时药品滴加顺序会
影响实验现象。如果

观察到的现象是“气球

先膨胀，后变瘪”，则加

入试剂的顺序应该是

　Ｂ　。（填序号）
Ａ．先加入盐酸，再加入氢氧化钠溶液
Ｂ．先加入氢氧化钠溶液，再加入盐酸

（２）请解释气球“先膨胀”的原因：　瓶内的二氧化
碳会和滴入的氢氧化钠溶液反应，使瓶内的压

强减小，导致气球膨胀　。
（３）写出气球“后变瘪”的化学方程式　２ＨＣｌ＋Ｎａ２
ＣＯ３ ２ＮａＣｌ＋Ｈ２Ｏ＋ＣＯ２↑　。

１１．（２０１７·陕西）小青按下图所示操作进行酸碱中和
反应的实验，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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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图Ｅ是稀释浓硫酸的操作示意图，甲烧杯中的
物质应是　浓硫酸　。

（２）小青观察到图Ｃ中溶液由红色变为无色，认为
氢氧化钠与硫酸恰好完全反应，化学方程式是

　２ＮａＯＨ＋Ｈ２ＳＯ４ Ｎａ２ＳＯ４＋２Ｈ２Ｏ　。
（３）小楚想用紫色石蕊溶液、氧化铜粉末、碳酸钠
溶液、氯化钡溶液进一步确定反应后的无色溶

液中溶质的成分，其中不能达到目的的是　氯
化钡溶液　。

三、简答题

１２．请同学们搭乘“化学地铁”畅游初中常见的物质世
界。如图所示，列车上的物质可与各站的对应物质

发生反应，方可驶向下一站。“２号站”对应的物质
由两种元素组成，“３号站”和“４号站”对应的物质
均由三种元素组成且二者能发生化学反应。

（１）若列车上的
物质为“稀

盐酸”。

①“１号站”
为紫色石蕊

溶液，列车途

经“１号站”
时，溶液变成　　　色。
②列车途经“２号站”时生成黄色溶液，发生反应
的化学方程式为　Ｆｅ２Ｏ３ ＋６ＨＣｌ ２ＦｅＣｌ３＋
３Ｈ２Ｏ　。途径“４号站”时产生了气体，检验该
气体的操作是　将产生的气体通入澄清石灰
水中　。
③列车途径“５号站”时发生了置换反应，该反
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２ＨＣｌ＋Ｆｅ ＦｅＣｌ２＋Ｈ２
↑（合理即可）　。

（２）若列车上的物质为“氢氧化钙溶液”，列车途经
“２号站”和“３号站”时均出现了白色沉淀。
①列车途经“２号站”时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为　ＣＯ２＋Ｃａ（ＯＨ）２ ＣａＣＯ３↓＋Ｈ２Ｏ　。
②“４号站”对应物质的化学式为　Ｈ２ＳＯ４　。

四、实验探究题

１３．（２０１７·湘潭）某化学兴趣小组为研究酸的化学性
质，他们将一定量的稀硫酸加入到盛有少量ＣｕＯ的
试管中，观察到黑色粉末全部溶解，溶液呈　蓝　
色，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Ｈ２ＳＯ４ ＋ＣｕＯ Ｃｕ
ＳＯ４＋Ｈ２Ｏ　。为进一步确定反应后所得溶液中的
溶质成分，他们进行了以下实验探究。

【提出猜想】猜想一：　ＣｕＳＯ４　；猜想二：Ｈ２ＳＯ４
和ＣｕＳＯ４
【资料查询】ＣｕＳＯ４溶液呈弱酸性，加入 Ｚｎ粒时有
极少量的气体产生。

【实验探究】为了验证猜想，该兴趣小组的同学设

计了如下实验方案。

方案一：取所得溶液少许于试管中，滴入石蕊溶液，

振荡，若观察到溶液显红色，则猜想二正确。

方案二：取所得溶液少许于另一支试管中，加入足

量Ｚｎ粒，若观察到产生大量气体、　溶液由蓝色变
无色　等现象，则猜想二正确。
【讨论交流】Ａ．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方案一是
错误的，其理由是　ＣｕＳＯ４溶液呈弱酸性，滴入石蕊
溶液，溶液会变为红色　。

Ｂ．要使由 Ｈ２ＳＯ４和 ＣｕＳＯ４组成的混合溶液中的溶
质只有 ＣｕＳＯ４，可向其中加入过量的　ａｂ　
（填序号）。

ａ．ＣｕＯ　ｂ．Ｃｕ（ＯＨ）２　ｃ．Ｃｕ　ｄ．Ｃｕ（ＮＯ３）２
１４．请你参与以下实验探究。
（１）氢氧化钾溶液与稀硫酸混合，直接观察不到明
显现象，为证明氢氧化钾溶液与稀硫酸发生了

反应，两位同学进行了以下实验。

图１ 图２
①小明同学通过如图１所示实验，证明氢氧化
钾溶液与稀硫酸发生了化学反应，他依据的实

验现象是　溶液由红色变为无色　，反应的化
学方程式为 　。
②小红同学采取测定混合溶液 ｐＨ的方法，先
用ｐＨ试纸测定氢氧化钾溶液的 ｐＨ，然后向氢
氧化钾溶液中滴加稀硫酸，边滴边测定混合溶

液的ｐＨ，当测定的ｐＨ　等于　７时，可证明发
生了反应。

　（２）为证明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钠确实发生了化学反
应，小军同学设计了如图２所示实验（装置的气
密性良好）。

①把滴管里氢氧化钠溶液全部滴入锥形瓶，振
荡，可观察到的现象是　气球变大　。
②发生该现象的原因是　氢氧化钠与二氧化碳
反应，锥形瓶内的压强变小　。

五、计算题

１５．（２０１７·威海）测定抗酸药物有效成分的含量。胃
酸的主要成分为盐酸，胃酸太多导致胃不舒服时，

可以考虑服用抗酸药物来中和胃酸。某抗酸药物

的有效成分为氢氧化镁，为测定氢氧化镁的含量，

小霞同学取一片该药物（规格为１ｇ）于烧杯中，加
入２０ｇ溶质质量分数为３．６５％的稀盐酸，恰好完
全反应（假设药物中其他成分可溶于水，但不与盐

酸反应）。

（１）通过已知数据能求出的量有　ＡＢＣＤ　（填字
母编号，符合题意的选项都选）。

Ａ．每片药物中氢氧化镁的含量
Ｂ．反应中生成氯化镁的质量
Ｃ．反应后溶液中氯化镁的质量分数
Ｄ．２０ｇ稀盐酸中水的质量

（２）计算１ｇ该药物中含氢氧化镁的质量（要求写
出计算过程）。

解：设１ｇ该药物中含有氢氧化镁的质量为ｘ。
Ｍｇ（ＯＨ）２ ＋２ＨＣｌ ＭｇＣｌ２＋２Ｈ２Ｏ
５８ ７３
ｘ ２０ｇ×３．６５％

５８
７３＝

ｘ
２０ｇ×３．６５％　　ｘ＝０．５８

答：１ｇ药物中含氢氧化镁０．５８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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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７　盐　化肥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贵州）合理施用化学肥料是使农作物增产的
途径之一。下列化学肥料属于复合肥的是 （　Ａ　）
Ａ．ＮＨ４Ｈ２ＰＯ４　　　　　Ｂ．ＣＯ（ＮＨ２）２
Ｃ．Ｋ２ＣＯ３ Ｄ．Ｃａ３（ＰＯ４）２

２．（２０１７·来宾）下列物质的用途，正确的是 （　Ｂ　）
Ａ．食盐可作发酵粉
Ｂ．石灰石可作建筑材料
Ｃ．碳酸氢钠可制玻璃
Ｄ．氢氧化钠可改良酸性土壤

３．（２０１７·盐城）“一带一路”赋予古丝绸之路崭新的
时代内涵。古代染坊常用下列物质中的一种盐来处

理丝绸，这种盐是 （　Ｂ　）
Ａ．熟石灰　　Ｂ．碳酸钾　　Ｃ．乙醇　　Ｄ．烧碱

４．（２０１７·邵阳）在“粗盐中难溶性杂质的去除”实验
中，操作步骤为溶解、过滤、蒸发、计算产率。下列各

步骤中的一些做法正确的是 （　Ａ　）
Ａ．溶解：用玻璃棒搅拌以加速溶解
Ｂ．过滤：直接将粗盐水倒入漏斗中
Ｃ．蒸发：等蒸发皿中水分蒸干再停止加热
Ｄ．计算产率：将精盐直接转移到天平的托盘上称量

５．（２０１７·德州）下列四个实验方案设计不合理的是
（　Ｄ　）

选项 实验目的 实验方案

Ａ 鉴别氯化铵和尿素
分别加熟石灰粉末

研磨，闻气味

Ｂ 鉴别硝酸铵和氯化钠
分别加适量水，用手

触摸容器壁

Ｃ 鉴别硫酸铜溶液和稀盐酸 分别观察溶液颜色

Ｄ 鉴别烧碱溶液和石灰水
分别滴加酚酞溶液，

观察颜色变化

６．（２０１７·绥化）下列各组离子在水溶液中能大量共存
的是 （　Ｃ　）
Ａ．Ｃｕ２＋、Ｃａ２＋、ＣＯ２－３ 、ＳＯ

２－
４

Ｂ．Ｈ＋、Ｃｌ－、ＮＯ－３、ＯＨ
－

Ｃ．Ｎａ＋、Ｋ＋、Ｃｌ－、ＮＯ－３
Ｄ．Ｎａ＋、ＮＨ＋４、ＮＯ

－
３、ＯＨ

－

７．（２０１７·滨州）小滨对无色溶液所含溶质的记录，合
理的是 （　Ｄ　）
Ａ．ＨＣｌ、ＮａＯＨ、Ｎａ２ＳＯ４ 　Ｂ．ＫＮＯ３、ＺｎＣｌ２、ＦｅＣｌ２
Ｃ．ＡｇＮＯ３、Ｈ２ＳＯ４、ＮａＣｌ 　Ｄ．ＮａＯＨ、Ｎａ２ＣＯ３、ＮａＣｌ

８．（２０１７·泰安）现有含杂质的硝酸钠溶液，为确定其
组成，某同学设计了如下实验：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Ｄ　）

Ａ．无色溶液Ｂ的溶质只有硝酸钙
Ｂ．该实验中涉及的基本反应类型不止一种
Ｃ．原溶液中的杂质只有氯化钙
Ｄ．原溶液中杂质可能由氯化钙、硝酸钙、氯化钠组成

二、填空题

９．（２０１７·玉林）化学知识与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请从下列物质中选择相应的序号填空。

①食盐　②小苏打　③干冰　④一氧化碳　⑤明矾
（１）可用作净水剂的是　⑤　。
（２）可用作制冷剂的是　③　。
（３）可用作调味品的是　①　。
（４）炼铁时做还原剂的是　④　。
（５）可用于治疗胃酸过多的是　②　。

１０．（２０１７·徐州）酸、碱、盐是我们身边重要的化合物。
（１）碱溶液有许多共同性质，是因为不同的碱溶液
中都有　ＯＨ－　；（填离子符号）。

（２）常用小苏打治疗胃酸过多，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是　ＮａＨＣＯ３ ＋ＨＣｌ ＮａＣｌ＋Ｈ２Ｏ＋ＣＯ２↑　；

（３）将一定量的硫酸铜溶液与氢氧化钠溶液混合，
充分反应后过滤，得到无色溶液，该无色溶液

中一定含有溶质硫酸钠，可能含有溶质　氢氧
化钠　，若要验证这种可能含有的溶质，不宜
使用　Ｄ　（填字母）。
Ａ．酚酞试液　　　　Ｂ．ｐＨ试纸
Ｃ．硫酸铵 Ｄ．氯化钠

三、简答题

１１．（２０１７·绥化）从海水中可制备纯碱和金属镁，其流
程如下图所示。

（１）粗盐提纯时，每步操作都会用到的一种玻璃仪
器是　玻璃棒　（填仪器名称）。

（２）粗盐水中主要含有 ＣａＣｌ２、ＭｇＳＯ４等可溶性杂
质，可加入下列物质：

ａ．适量的盐酸；ｂ．稍过量的 Ｎａ２ＣＯ３溶液；ｃ．稍
过量的Ｂａ（ＯＨ）２溶液，利用过滤等操作进行除
杂，则加入这三种物质的先后顺序为　ｃｂａ　，
（填字母序号）；

（３）向饱和的氯化铵溶液中通入氨气和二氧化碳，
经过一系列变化，最终可制得纯碱。请写出第

Ⅲ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２ＮａＨＣＯ３　　　
Ｎａ２ＣＯ３＋Ｈ２Ｏ＋ＣＯ２↑　。

（４）第Ｖ步Ｍｇ（ＯＨ）２与盐酸的反应　是　中和反
应（填“是”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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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探究题

１２．（２０１７·营口）现有一包白色粉末，可能含有硫酸
钠、碳酸钠、氯化钡、氢氧化钠、硫酸铜中的一种或

几种。某化学小组为确定其成分，做了以下探究：

【查阅资料】硫酸钠、氯化钡溶液均呈中性。

（１）步骤Ⅰ．取少量固体于烧杯中，加足量的水，搅
拌，过滤，得到白色沉淀和无色滤液。

步骤Ⅱ．取步骤Ｉ所得的白色沉淀于试管中，加
入过量的稀硝酸，沉淀全部溶解，有气泡产生，

得到无色澄清透明的溶液。

根据上述两步实验，小组同学认为白色粉末中

一定不含有的物质是　硫酸钠和硫酸铜　　，
同时确定了白色粉末中一定含有的物质，并写

出了步骤Ｉ中产生白色沉淀的化学方程式是
　Ｎａ２ＣＯ３＋ＢａＣｌ２ ２ＮａＣｌ＋ＢａＣＯ３↓　。

（２）为了进一步确定白色粉末中可能含有的物质，
小组同学利用步骤Ｉ所得的滤液继续探究。

【讨论猜想】小组同学对滤液中溶质成分做出了多

种猜想，其中滤液中含有三种溶质的猜想分别是：

猜想一：　ＮａＣｌ、ＮａＯＨ、Ｎａ２ＣＯ３　；
猜想二：　ＮａＣｌ、ＮａＯＨ、ＢａＣｌ２　　。
【实验探究】小组同学共同设计如下方案来证明诸

多猜想中猜想二成立，请完成下列表格：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实现结论

　加入酚酞溶液，加
入过量的稀盐酸　

　溶液由无色变成
红色，无气泡产生　

猜想二

成立

　 【实验结论】小组同学通过以上探究，最终确定了

白色粉末的成分。

１３．（２０１７·江西）兴趣小组获得两包制作“跳跳糖”的
添加剂，一包是柠檬酸晶体，另一包是标注为钠盐

的白色粉末。将少量柠檬酸和这种白色粉末溶于

水，混合后产生了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于

是对白色粉末的化学成分进行了以下探究：

【提出猜想】猜想１．碳酸钠；
猜想２．碳酸氢钠；
猜想３．碳酸钠和碳酸氢钠
【查阅资料】①碳酸钠溶液、碳酸氢钠溶液均呈
碱性

②碳酸氢钠受热分解生成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
碳酸钠受热不分解

【实验探究】小月、小妮分别对有关猜想设计方案

并进行实验：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小月

将白色粉末

溶于水后用

ｐＨ试纸测定
其酸碱度

ｐＨ　 ＞　７
（填“＞”“＜”
或“＝”）

溶液呈碱性，猜想

１成立

小妮

用下图所示

的装置进行

实验
试管 Ａ中有
水珠产生，试

管 Ｂ中液体
变浑浊

猜想２成立，试管Ｂ
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ＣＯ２ ＋Ｃａ（ＯＨ）


２

ＣａＣＯ３↓＋Ｈ２Ｏ
　　　　　　　　　

【交流反思】大家一致认为小月和小妮的结论不

准确：

（１）小月实验结论不准确的原因是　碳酸钠溶液、
碳酸氢钠溶液均呈碱性　。

（２）小妮的实验方案不能排除白色粉末是否含有
　碳酸钠　。

【继续探究】小戚称取 ｍｇ白色粉末与足量稀盐酸
反应，充分反应后生成二氧化碳的质量为 ｎｇ，通过
计算并分析实验数据确定猜想３正确，则 ｎ的取值
范围为　　　　　　　　（用含ｍ的代数式表示）。
【结论分析】探究后他们核查到添加剂的成分是柠

檬酸和碳酸氢钠，分析后认为白色粉末中的碳酸钠

是由碳酸氢钠分解产生的。

【拓展应用】下列物质常温下放置一段时间也会分

解的是　Ｃ　（填序号）。
Ａ．浓硫酸　　　　　Ｂ．氢氧化钠
Ｃ．碳酸氢铵 Ｄ．氯化钠

五、计算题

１４．取ＣａＣｌ２和ＣａＣＯ３的混合物１２．５ｇ于烧杯中，向其
中滴加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稀盐酸，加入稀盐酸的

质量与产生气体质量的关系如图所示。求：

（１）混合物中ＣａＣＯ３的质量为　１０　ｇ。
（２）稀盐酸中的溶质质量分数为　７．３％　。
（３）恰好完全反应时，所得不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
分数？（写出计算过程，计算结果精确到０．１％）
解：设１２．５ｇ混合物中碳酸钙的质量为 ｘ，生成
氯化钙的质量为ｙ。
ＣａＣＯ３ ＋２ＨＣｌ ＣａＣｌ２＋Ｈ２Ｏ＋ＣＯ２↑
１００ １１１ ４４
ｘ ｙ ４．４ｇ
１００
４４＝

ｘ
４．４ｇ　　ｘ＝１０ｇ

１１１
４４＝

ｙ
４．４ｇ　　ｙ＝１１．１ｇ

恰好完全反应时，所得不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

量 分 数 为
１２．５ｇ－１０ｇ＋１１．１ｇ
１２．５ｇ＋１００ｇ－４．４ｇ×１００％ ≈

１２．６％
答：恰好完全反应时，所得不饱和溶液中溶质

的质量分数为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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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训练　酸碱盐综合题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青岛）物质的性质与用途密切相关，下列做
法不合理的是 （　Ｄ　）
Ａ．工业上用稀盐酸除铁锈
Ｂ．农业上用熟石灰改良酸性土壤
Ｃ．碳酸钠用于玻璃、造纸、洗涤剂的生产
Ｄ．水壶中的水垢（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氢氧化镁）
用水清洗

２．（２０１７·株洲）除去氯化钾溶液中混有的少量碳酸
钾，最合理的方法是 （　Ｂ　）
Ａ．加入足量的氯化钡溶液，过滤
Ｂ．加入足量的稀盐酸，加热
Ｃ．加入足量的硝酸钡溶液，过滤
Ｄ．加入足量的稀硫酸，加热

３．（２０１７·湘潭）下列各组物质的溶液，不用其他试剂，
不能将它们鉴别出来的是 （　Ｃ　）
Ａ．ＣｕＳＯ４、ＨＣｌ、ＭｇＳＯ４、ＮａＯＨ
Ｂ．Ｈ２ＳＯ４、ＦｅＣｌ３、ＮａＯＨ、ＮａＣｌ
Ｃ．ＮａＣｌ、Ｂａ（ＯＨ）２、Ｎａ２ＣＯ３、Ｎａ２ＳＯ４
Ｄ．Ｋ２ＳＯ４、Ｎａ２ＣＯ３、ＢａＣｌ２、ＨＣｌ

４．（２０１７·泰安）下列各组变化中，每个转化在一定条
件下均能一步实现的是 （　Ａ　）

Ａ．①④　Ｂ．①②④　Ｃ．①③④　Ｄ．①②③④
５．下列图像不能正确反映其对应关系的是 （　Ｃ　）

Ａ．往一定量的 ＮａＯＨ和 Ｎａ２ＣＯ３混合液中加入过量
的盐酸

Ｂ．往一定量的 ＨＣｌ和 ＣｕＣｌ２混合液中加入适量的氢
氧化钠溶液

Ｃ．往一定量的ＣｕＳＯ４和Ｎａ２ＳＯ４混合液中加入过量的
铁粉

Ｄ．往一定量ｐＨ＝１的稀硫酸溶液中不断加水稀释
６．（２０１７·武汉）甲、乙、丙、丁均为初中化学常见的物
质，它们之间的部分转化关系如图所示（部分反应

物、生成物和反应条件己略去。“—”表示物质之间

能发生化学反应，“→”表示物质之间的转化关系）。
下列推论不正确的是 （　Ｃ　）
Ａ．若甲是碳酸钙，则乙转化成丙
的反应可以是放热反应

Ｂ．若乙是最常用的溶剂，则丁可
以是单质碳

Ｃ．若甲是碳酸钠，乙是硫酸钠，则
丁可以是氯化钡

Ｄ．若丙是二氧化碳，丁是熟石灰，则丁可以通过复
分解反应转化为乙

７．（２０１７·眉山）向某硫酸和硫酸铜的混合溶液中加入
某浓度的氢氧化钠溶液，产生沉淀的质量与加入氢

氧化钠溶液的质量关系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

是 （　Ｃ　）
Ａ．ａ点溶液中含有两种
溶质

Ｂ．ｂｃ段发生反应的类
型为置换反应

Ｃ．根据图中数据计算
出氢氧化钠溶液的

浓度

Ｄ．ｄ点浓液中主要存在的离子为 Ｎａ＋、Ｃｕ２＋、
ＯＨ－、ＳＯ２－４

二、填空题

８．（２０１７·北京）下图为“领取奖杯游戏”的物质阶梯。
当阶梯上相邻的物质之间能发生反应，方可向上攀

登。例如，攀登阶梯甲能领取奖杯。

（１）认识阶梯甲
①阶梯上的５种物质中，属于氧化物的是　　　　，
俗称为纯碱的是　　　　。
②攀登过程中，Ｈ２ＳＯ４与Ｎａ２ＣＯ３发生反应的化学
方程式为　Ｈ２ＳＯ４ ＋Ｎａ２ＣＯ３ Ｎａ２ＳＯ４ ＋
Ｈ２Ｏ＋ＣＯ２↑　。

（２）搭建阶梯乙
请你从 Ｏ２、Ｆｅ、Ｆｅ２Ｏ３、ＨＣｌ、ＮａＯＨ中选择４种物
质，写在图中相应的台阶上，能领取奖杯。

（３）共享物质、重塑阶梯
阶梯乙搭建完成后，若在阶梯甲和阶梯乙中各

选择一种物质进行互换，也均能领取奖杯，则这

两种物质是 　
（任写一组即可）。

９．（２０１７·长春）化学试剂厂三个车间排放的废液中分
别含有的溶质如下：

甲 乙 丙

Ｂａ（ＯＨ）２、ＮａＯＨ ＮａＣｌ、Ｎａ２ＣＯ３ ＨＣ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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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不同的方式处理，可以得到不同化学产品，从而

充分利用资源，变废为宝。

（１）方案一，甲车间废液中加入适量的Ｎａ２ＣＯ３溶液，
可分离回收Ｂａ（ＯＨ）２和ＮａＯＨ，写出该反应的化
学方程式　Ｂａ（ＯＨ）２＋Ｎａ２ＣＯ３ ２ＮａＯＨ＋
ＢａＣＯ３↓　　　　　。

（２）方案二，乙、丙两车间的废液按适当比例混合
后，可得到一种溶质为　ＮａＣｌ　的中性溶液。

（３）方案三，将三个车间的废液样品混合，过滤。得
到无色溶液和白色沉淀。无色溶液中一定含有

ＮａＣｌ，为确定可能含有的溶质，设计下列实验，其
中能达到目的的是　Ａ　。
Ａ．若只加入ＭｇＳＯ４溶液，能观察到明显现象
Ｂ．若加入过量的 Ｎａ２ＣＯ３溶液后，再滴加石蕊溶
液，都能观察到明显现象

Ｃ．若加入过量的中性 ＢａＣｌ２溶液后，再滴加酚酞
溶液，都能观察到明显现象

（４）方案四，按照下列方式将三个车间的废液按适
当比例混合（假设能反应的物质均恰好完全反

应，且中间过程未过滤），最终只生成ＢａＣＯ３沉淀
和ＮａＣｌ溶液的是　Ｂ　。

１０．（２０１７·德阳）实验室中有一包由 ＫＣｌ、ＭｇＳＯ４和
ＣａＣｌ２组成的固体混合物，某校研究性学习小组的
同学为了除去其中的 ＭｇＳＯ４和 ＣａＣｌ２，得到纯净的
ＫＣｌ，设计了如下实验方案。

请你回答下列问题：

（１）Ｘ溶液与Ｂａ（ＯＨ）２溶液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

该反应所属的基本反应类型是　复分解反
应　。

（２）Ｙ溶液中溶质的化学式是　Ｋ２ＣＯ３　。
（３）该实验中盐酸的作用是　除去过量的碳酸钾
和氢氧化钾　。

四、实验探究题

１１．（２０１７·泰安）碳酸氢钠是小苏打的主要成分，在生
产和生活中有许多重要的用途。化学课上，同学们

为了解碳酸氢钠的性质，将一定质量的碳酸氢钠和

稀硫酸混合，充分反应后，有气体逸出，写出该反应

的化学方程式　Ｈ２ＳＯ４＋２ＮａＨＣＯ３ Ｎａ２ＳＯ４＋
２Ｈ２Ｏ＋２ＣＯ２↑　，同学们对反应后溶液中溶质的
成分进行了探究：认为除一定含有硫酸钠外可能还

含有其他成分，因此进行了猜想并做了如下实验：

【实验用品】ｐＨ试纸、锌片、氧化铜粉末、稀硫酸、氢
氧化钠溶液、氯化钡溶液。

【猜想与假设】反应后溶液中溶质的可能组成

成分：

猜想一：硫酸钠

猜想二：硫酸钠、碳酸氢钠

猜想三：硫酸钠、硫酸

【实验探究】同学们取反应后的溶液用不同方案进

行如下实验，请根据结论完成下表实验现象中的①
②③。

实验

方案
Ａ Ｂ Ｃ Ｄ

实验

操作

实验

现象

①　无气泡
　产生　

产生白色

沉淀

试纸变色，对

照标准比色卡，

ｐＨ②　　　７

③　有气泡
　产生　

实验

结论

猜想二

不正确

猜想三

正确
猜想三正确 猜想三正确

【得出结论】猜想三正确。

【评价反思】（１）老师对同学们能用多种方案进行
探究，并且得出正确的实验结论给予了肯定，同时

指出探究中存在一处明显操作错误是　将 ｐＨ试
纸直接浸入待测液中　；
（２）有同学对实验方案 Ｂ的结论提出了质疑，认为
仅凭此现象不能得出猜想三正确，请说明理由

　氯化钡与硫酸钠也能反应产生白色沉淀　。
【总结提高】依据所给实验用品，设计不同的方案

确认猜想三是正确的。请写出你的实验方案

　取少量氧化铜粉末于试管中，加入足量反应后的
溶液，若氧化铜溶解，溶液变蓝，则猜想三正确　。

五、计算题

１２．（２０１７·陕西）化学兴趣小组按下图实验测定部分
变质的ＮａＯＨ固体中Ｎａ２ＣＯ３的质量分数。

（１）根据题中信息　不能　（填“能”或“不能”）计
算Ｃａ（ＯＨ）２溶液的质量分数。

（２）计算固体混合物中Ｎａ２ＣＯ３的质量分数。
解：（２）设固体混合物中Ｎａ２ＣＯ３的质量为ｘ。
Ｃａ（ＯＨ）２＋Ｎａ２ＣＯ ３ ＣａＣＯ３↓＋２ＮａＯＨ

１０６ １００
ｘ ２．０ｇ

１０６
１００＝

ｘ
２．０ｇ　　ｘ＝２．１２ｇ

固体混合物中Ｎａ２ＣＯ３的质量分数为
２．１２ｇ
１０ｇ×１００％＝２１．２％

答：固体混合物中 Ｎａ２ＣＯ３ 的质量分数为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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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８　物质的分类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苏州）下列物质属于纯净物的是 （　Ｄ　）

Ａ．盐水　　Ｂ．石油　　Ｃ．生铁　　Ｄ．氢气

２．（２０１７·广西一模）为预防非典型肺炎，公用场所可

用过氧乙酸（Ｃ２Ｈ４Ｏ３）溶液来消毒。过氧乙酸属于

下列物质类别中的 （　Ｄ　）

Ａ．混合物 Ｂ．氧化物

Ｃ．无机化合物 Ｄ．有机化合物

３．（２０１７·来宾）下列属于氧化物的是 （　Ａ　）

Ａ．Ｈ２Ｏ２ Ｂ．Ｏ３ Ｃ．Ｃ６Ｈ１２Ｏ６ 　　Ｄ．ＫＭｎＯ４

４．（２０１７·江西）氮气在物质分类中属于 （　Ａ　）

Ａ．单质 Ｂ．化合物 Ｃ．氧化物 Ｄ．混合物

５．（２０１７·天津）臭氧（Ｏ３）主要分布在距离地面

１０～２５ｋｍ的高空，它能吸收大部分紫外线，保护地

球生物。臭氧属于 （　Ａ　）

Ａ．非金属单质 Ｂ．金属单质

Ｃ．化合物 Ｄ．混合物

６．（２０１７·娄底）如图是表示物质分子的示意图，“”、

“”分别表示两种质子数不同的原子，则图中表示

化合物的是 （　Ｃ　）

７．（２０１７·贺州）下列各组物质的分类顺序与“氧气、

氧化钙、空气”的顺序一致的是 （　Ｂ　）

Ａ．氮气、氧化镁、氢气 Ｂ．镁、氧化铜、海水

Ｃ．银、酒精、稀盐酸 Ｄ．水、红磷、食盐水

８．（２０１７·巴彦淖尔）分类法是化学学习的重要方法，

下列各组物质按照单质、盐、混合物的顺序排列的是

（　Ｄ　）

Ａ．生铁、小苏打、冰水混合物

Ｂ．钙片、氯化镁、海水

Ｃ．石墨、氢氧化铜、石油

Ｄ．液氧、硫酸钡、粗盐

９．（２０１７·泸州）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下列物

质对应的类别不正确的是 （　Ａ　）

选项 Ａ Ｂ Ｃ Ｄ

物质 熟石灰 小苏打 氨气 硅

类别 氧化物 盐 化合物 单质

１０．（２０１７·桂林）Ｘ、Ｙ、Ｚ为初中化学常见的化合物，

且物质类别不同，常温下，Ｘ、Ｙ可分别与 Ｚ溶液反

应生成不同的气体，则Ｚ一定属于 （　Ｃ　）

Ａ．酸 Ｂ．碱 Ｃ．盐 Ｄ．氧化物

１１．下列对化学基本观念的认识不正确的是 （　Ｃ　）

Ａ．微粒观：一氧化碳分子由一个碳原子和一个氧

原子构成

Ｂ．能量观：天然气燃烧放出大量的热

Ｃ．分类观：纯碱和烧碱从组成上都属于碱

Ｄ．守恒观：电解水反应前后，元素种类和原子数目

均不变

二、填空题

１２．（２０１７·苏州）请用线段连接有对应关系的相邻两

行间的点（每个点只能连接１次）。

１３．（２０１７·钦州模拟）分类法是学习化学学科的一种

重要学习方法，如图所示的树形图中，虚线方框内

的物质是对应类别物质的具体实例。

（１）按此分类，树形图中①为　　　　；②为　　　　；

③为　　　　。

（２）请用树形图中的物质，写出一个有沉淀生成的

复分解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ＢａＣｌ２＋Ｈ２ＳＯ



４

ＢａＳＯ４↓＋２ＨＣ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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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９　构成物质的微粒　元素和元素周期表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苏州）下列元素名称与元素符号书写都正确
的是 （　Ａ　）
Ａ．锌Ｚｎ　　Ｂ．硅ＳＩ　　Ｃ．氯ｃｌ　　Ｄ．贡Ｈｇ

２．（２０１７·广州）下列有关分子与原子的说法不正确的
是 （　Ｄ　）
Ａ．分子不同性质不同
Ｂ．化学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和数目不变
Ｃ．分子在不断运动
Ｄ．干冰升华时分子间的间距不变

３．（２０１７·威海）学习完“原子的构成”之后，萍萍同学
形成了以下认识，其中错误的是 （　Ｃ　）
Ａ．原子由居于中心的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
Ｂ．核外电子在离核远近不同的区域中运动
Ｃ．原子核的质量和电子的质量相差不大
Ｄ．原子核的体积与整个原子的体积相比要小很多

４．（２０１７·临沂）核电荷数多于核外电子数的粒子一定
是 （　Ｄ　）
Ａ．分子 Ｂ．原子 Ｃ．阴离子 Ｄ．阳离子

５．（２０１７·山西）小美从某粒子结构示意图（如图）中，
获取了下列信息，其中错误的是 （　Ｃ　）
Ａ．它有两个电子层
Ｂ．它的核电荷数为１２
Ｃ．它表示阴离子
Ｄ．它表示相对稳定结构

６．（２０１７·河南）如图为钠的原子结构示意图。下列说
法不正确的是 （　Ｂ　）
Ａ．钠原子的质子数为１１
Ｂ．图中ｎ的值为１０
Ｃ．钠在反应中易失去电子
Ｄ．钠元素位于第三周期

７．（２０１７·邵阳）２０１７年５月９日，中国科学院发布了
１１３号、１１５号、１１７号及１１８号四种元素的中文名
称，其中一种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信息如图所示，

下列有关该元素说法错误的是 （　Ｃ　）
Ａ．相对原子质量为２８８
Ｂ．核内有１１５个质子
Ｃ．是非金属元素
Ｄ．核内有１７３个中子

８．（２０１７·深圳）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有
“智力元素”之称，如图为碘在元素周期表中的相关

信息及原子结构示意图，据此判断下列说法正确的

是 （　Ｃ　）

Ａ．碘是一种金属元素
Ｂ．碘原子的核外有７个电子层
Ｃ．碘原子的核电荷数为５３
Ｄ．碘的相对原子质量为１２６．９ｇ

二、填空题

９．（２０１７·聊城）地壳中元素含量（质量分数）由高到
低依次是氧、硅、铝、铁等。下图分别是硅元素在元

素周期表中的信息和铝元素的原子结构示意图。请

回答下列问题：

　　　
（１）硅原子的核外电子数是　１４　。
（２）铝离子的符号　Ａｌ３＋　。
（３）铁在地壳中主要以铁矿石的形式存在，其中赤
铁矿的主要成分是 Ｆｅ２Ｏ３。Ｆｅ２Ｏ３中铁元素化合
价为　＋３　价。

１０．（２０１７·六盘水）元素周期表是学习和研究化学的
重要工具。溴元素的相关信息如图一所示，回答下

列问题：

图一

图二

（１）溴的相对原子质量是　７９．９０　。
（２）溴元素的化学性质与图二哪种元素的化学性
质相似　Ｂ　（填序号）。

（３）溴元素与图二中 Ａ元素形成化合物的化学式
为　ＫＢｒ　。

（４）若图二中Ｃ表示离子，则离子符号是　Ｓ２－　。
１１．（２０１７·玉林）元素周期表是学习和研究化学的重
要工具。请分析图中信息回答相关问题。

（１）硫元素的质子数是　１６　，它属于　非金属　
（填“金属”或“非金属”）元素，在化学反应中

容易　得到　（填“得到”或“失去”）电子。
（２）原子序数为１、７、８的三种元素形成的碱的化学
式为　　　　　　。

（３）在同一族中，各元素的原子最外层电子数　相
等　（Ｈ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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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１０　化学式与化合价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赤峰）小苏打是发酵粉的主要成分之一，其
化学式为 （　Ｄ　）
Ａ．ＮａＣｌ　 Ｂ．ＮａＯＨ　 Ｃ．Ｎａ２ＣＯ３ 　Ｄ．ＮａＨＣＯ３

２．（２０１７·邵阳）某同学书写的试剂标签如图所示，其
中错误的是 （　Ｂ　）

氧化铁

Ｆｅ２Ｏ３

Ａ

碳酸钠

ＮａＣＯ３

Ｂ

氯化铵

ＮＨ４Ｃｌ

Ｃ

氢氧化铜

Ｃｕ（ＯＨ）２

Ｄ
３．（２０１７·滨州）我市邹平特产“长山山药”中含有被
医学界称为“药用黄金”的薯蓣皂素，其化学式为

Ｃ２７Ｈ４２Ｏ３，下列有关薯蓣皂素的说法正确的是

（　Ａ　）
Ａ．薯蓣皂素中质量分数最大的是碳元素
Ｂ．薯蓣皂素的相对分子质量为２２８
Ｃ．薯蓣皂素中含有２１个氢分子
Ｄ．薯蓣皂素是由２７个碳原子、４２个氢原子和３个
氧原子构成的

４．（２０１７·齐齐哈尔）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
（ＣＨ４），下列有关甲烷的说法正确的是 （　Ｂ　）
Ａ．甲烷中碳元素的质量分数最小
Ｂ．一个甲烷分子中含有十个质子
Ｃ．甲烷是由碳、氢两个元素构成的
Ｄ．甲烷是由一个碳原子、四个氢原子组成的

５．（２０１７·青岛）下列化学用语书写正确的是（　Ｃ　）
Ａ．两个氢分子：２Ｈ
Ｂ．两个硫酸根离子：２ＳＯ－２４

Ｃ．水中氧元素的化合价为－２价：Ｈ２Ｏ
－２

Ｄ．两个氮原子：Ｎ２
６．（２０１７·广东）下列化学用语书写正确的是（　Ｃ　）
Ａ．三个二氧化硫分子：２ＳＯ３
Ｂ．两个氧分子：２Ｏ

Ｃ．Ｃｏ元素的化合价：ＮａＣｏＯ
＋３

２

Ｄ．一个铝离子：Ａｌ＋３

７．（２０１７·黔东南）硝酸铵（ＮＨ４ＮＯ３）是一种肥效较
高、使用广泛的氮肥，但近年来不法分子用它来生产

炸药，给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为

此，国家相关部门加强了对硝酸铵生产和使用的监

管，减少了它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科学研究发现，

硝酸铵爆炸时，氮元素的化合价会发生变化。下列

关于硝酸铵中氮元素化合价的判断，正确的是

（　Ｃ　）
Ａ．－４　＋６ Ｂ．＋１　＋１

Ｃ．－３　＋５ Ｄ．无法确定
８．（２０１７·天水）硼氢化钠（ＮａＢＨ４，其中氢元素的化合
价为－１）是一种安全车载氢源。有关硼氢化钠的说
法正确的是 （　Ａ　）
Ａ．硼元素的化合价为＋３
Ｂ．只含一种非金属元素
Ｃ．Ｎａ、Ｂ、Ｈ三种元素的质量比为１∶１∶４
Ｄ．含２个氢分子

二、填空题

９．（２０１７·郴州）用化学符号表示
（１）２个硫原子　　　　。
（２）３个氮气分子　　　　。
（３）氢氧根离子　　　　。
（４）五氧化二磷　　　　。
（５）＋３价的铁元素　　　　。

１０．（２０１７·南充）某品牌矿泉水，其外包装上部分文字
说明如图所示，请回答下列问题。

每１００ｍＬ　　含量（μｇ／１００ｍＬ）
氯化钾 ７０
硫酸镁 ２４０
偏硅酸 １８０
ｐＨ（２５℃） ７．２～７．５９

（１）氯化钾中氯离子的符号是　Ｃｌ－　。
（２）硫酸镁的化学式是　ＭｇＳＯ４　。
（３）标出偏硅酸（Ｈ２ＳｉＯ３）中硅元素的化合价
　　　　　。

（４）２５°Ｃ时，该矿泉水呈　碱性　（填“酸性”“中
性”或“碱性”）。

１１．（２０１７·绥化）用适当的化学用语填空。
（１）２个氧原子　２Ｏ　。
（２）亚铁离子　Ｆｅ２＋　。
（３）可用作制冷剂的干冰　ＣＯ２　。
（４）最简单的有机化合物　ＣＨ４　。

三、计算题

１２．（２０１７·怀化）大蒜具有一定的抗病毒功效和食疗
价值，大蒜新素是其有效成分之一，大蒜新素化学

式为（Ｃ６Ｈ１０Ｓ３）。请根据大蒜新素的化学式计算：
（１）大蒜新素的相对分子质量　１７８　。
（２）大蒜新素中碳元素、硫元素的质量比为多少？
（写出计算过程）

解：大蒜新素中碳元素、硫元素的质量比为（１２
×６）∶（３２×３）＝３∶４。
答：大蒜新素中碳元素、硫元素的质量比为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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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训练　化学用语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泰安）下列化学符号中的数字“２”表示的意
义不正确的是 （　Ａ　）
Ａ．２Ｎａ：“２”表示两个钠元素
Ｂ．ＮＯ２：“２”表示一个二氧化氮分子含有两个氧原子

Ｃ．２ＯＨ－：“２”表示两个氢氧根离子

Ｄ．Ｍｇ
＋２
Ｏ：“＋２”表示镁元素的化合价为＋２价

２．（２０１７·苏州改编）下列有关化学用语表示不正确
的是 （　Ｃ　）
Ａ．２个铝离子：２Ａｌ３＋

Ｂ．钠原子的结构示意图：

Ｃ．氧分子：Ｏ

Ｄ．二氧化碳中碳元素显＋４价：Ｃ
＋４
Ｏ２

３．（２０１７·山西）吸烟有害健康。香烟燃烧产生的烟气
中含有尼古丁（化学式Ｃ１０Ｈ１４Ｎ２）。下列有关说法正
确的是 （　Ｃ　）
Ａ．尼古丁分子中含有氮分子
Ｂ．尼古丁的相对分子质量为１６２ｇ
Ｃ．尼古丁分子中碳、氢原子个数比为５∶７
Ｄ．尼古丁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

４．（２０１７·威海）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７日，南京理工大学化学
学院胡炳成团队成功合成世界上首个超高能全氨阴

离子（Ｎ５
－）钴（Ｃｏ）盐［化学式为 Ｃｏ（Ｎ５）２（Ｈ２Ｏ）４］。

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Ｂ　）
Ａ．该物质属于混合物
Ｂ．该物质中钴元素的质量分数比氧元素的质量分
数小

Ｃ．该物质中钴元素的化合价为＋５价
Ｄ．该物质属于有机物

５．（２０１７·重庆 Ｂ）某工厂制取漂白液的化学原理为
Ｃｌ２ ＋２ＮａＯＨ ＮａＣｌＯ＋ＮａＣｌ＋Ｈ２Ｏ，在该反应中，
氯元素没有呈现出的化合价是 （　Ａ　）
Ａ．＋２　　　　Ｂ．＋１　　　　Ｃ．０　　　　Ｄ．－１

二、填空题

６．（２０１７·青岛）请用氧气、氯化钠、甲烷、氧化钙四种
物质的化学式填空：

（１）供给生物呼吸的是　　　　。
（２）用作燃料的是　　　　。
（３）用作干燥剂的是　　　　。
（４）用于配制生理盐水的是　　　　。

７．（２０１７·十堰）用化学符号填空：
（１）钙离子　　　　。

（２）２个氮原子　　　　。
（３）导致酸雨的一种气体　　　　。
（４）标出过氧化氢中氧元素的化合价　　　　。

８．（２０１７·邵阳）用化学用语填空：
（１）２个氢原子　　　　。
（２）氖气　　　　。
（３）４个亚铁离子　　　　。
（４）Ｎ２Ｏ５中氮元素的化合价　　　　。

９．（２０１７·吉林）在横线（１）（２）（３）处用化学用语
填空：

（１）　　　　。　（２）　　　　。　（３）　　　　。
１０．（２０１７·宿迁）下列化学符号中，数字“２”可表示不
同的意义，请回答下列问题（填数字序号）。

①２ＣＯ　②Ｓ２－　③Ｃａ
＋２
Ｏ

（１）表示分子个数的是　①　。
（２）表示元素化合价的是　③　。
（３）表示一个离子所带电荷数值的是　②　。

１１．（２０１７·安顺）加热某种暗紫色固体 Ａ，反应后生成
固体 Ｂ和其他两种物质，固体 Ａ、Ｂ的组成元素相
同。请写出 Ａ、Ｂ相应的化学式并计算相对分子
质量：

（１）Ａ的化学式　ＫＭｎＯ４　，相对分子质量　１５８　。
（２）Ｂ的化学式　Ｋ２ＭｎＯ４　，相对分子质量　１９７　。

１２．（２０１７·泰安）“舌尖上的中国”在央视上的热播让
厨房再次成为人们施展厨艺的舞台。大多数厨师

有个工作经验：炒菜时，又加料酒又加醋，可使菜变

得香美可口，原因是醋中的乙酸与料酒中乙醇生成

乙酸乙酯。下表中是几种常见的酯，请完成下列

问题：

酯的名称 甲酸甲酯 甲酸乙酯 乙酸甲酯 乙酸乙酯

化学式 Ｃ２Ｈ４Ｏ２ Ｃ３Ｈ６Ｏ２ Ｃ３Ｈ６Ｏ２ Ｘ

（１）甲酸甲酯（Ｃ２Ｈ４Ｏ２）中碳元素、氢元素、氧元素
的质量比为　　　　。

（２）甲酸乙酯（Ｃ３Ｈ６Ｏ２）中碳元素的质量分数为
　４８．６％　（计算结果精确到０．１％）。

（３）比较归纳是学习化学的重要方法，据表推测 Ｘ
的化学式为　Ｃ４Ｈ８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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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１１　物质的变化和性质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重庆Ｂ）下列古代文明或工艺一定包含化学
变化的是 （　Ｃ　）
Ａ．在甲骨上刻文字　　　Ｂ．指南针指引航海
Ｃ．用泥土烧制陶瓷 Ｄ．用石块修筑长城

２．（２０１７·哈尔滨）下列过程中不发生化学变化的是
（　Ａ　）

Ａ．胆矾的研碎

　　　

Ｂ．过氧化氢分解　　

Ｃ．燃烧前后质量的测定

　　　

Ｄ．电解水
３．（２０１７·威海）下列诗句描述的自然现象跟所涉及的
物质变化的对应关系不正确的是 （　Ｂ　）
Ａ．“春风又绿江南岸”———包含了化学变化
Ｂ．“日照香炉生紫烟”———包含了化学变化
Ｃ．“北风卷地白草折”———包含了物理变化
Ｄ．“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前者包含了化学
变化，后者包含了物理变化

４．（２０１７·北京）下列物质的性质，属于化学性质的是
（　Ｃ　）

Ａ．颜色　　Ｂ．密度　　Ｃ．可燃性　　Ｄ．沸点
５．（２０１７·贵港改编）下列物质的用途，利用了物理性
质的是 （　Ｃ　）
Ａ．Ｏ２供给呼吸 Ｂ．盐酸用于制取氢气
Ｃ．钢材做高压锅 Ｄ．氢气用作燃料

６．（２０１７·龙东地区）下列物质的用途体现其化学性质
的是 （　Ｄ　）
Ａ．干冰作制冷剂 Ｂ．汽油洗涤衣物上的油污
Ｃ．浓硫酸作干燥剂 Ｄ．稀盐酸除铁锈

７．（２０１７·无锡）下列课外实验与物质的化学性质无关
的是 （　Ａ　）
Ａ．用石墨做导电实验
Ｂ．用灼烧法区分棉纤维与羊毛纤维
Ｃ．用白糖、小苏打、柠檬酸等自制汽水
Ｄ．用紫甘蓝的酒精浸取液检验苹果汁与石灰水的
酸碱性

８．（２０１７·哈尔滨）下列物质的用途错误的是（　Ｂ　）

Ａ．用活性炭净水 Ｂ．石灰石改良碱性土壤

Ｃ．干冰用于人工降雨 Ｄ．氮气用于制氮肥
９．（２０１７·北京改编）下列关于物质用途的描述不正确
的是 （　Ａ　）
Ａ．氧气可用作燃料
Ｂ．二氧化碳可用作气体肥料
Ｃ．钛合金可用作人造骨骼
Ｄ．铜丝可用作导线

１０．（２０１７·百色）下列物质的用途与性质对应关系合
理的是 （　Ａ　）
Ａ．金刚石用于裁玻璃———硬度大
Ｂ．一氧化碳用于冶炼金属———氧化性
Ｃ．稀有气体用于制作霓虹灯———化学性质稳定
Ｄ．氮气用作保护气———没有颜色

二、填空题

１１．（２０１７·常德）现有以下物质，请选择合适物质的数
字序号填空：

①过磷酸钙　②聚氯乙烯塑料　③海洛因　④维
生素Ａ　⑤一氧化碳　⑥明矾
（１）导致煤气中毒的是　⑤　。
（２）可制作电线绝缘层的物质是　②　。
（３）常用的磷肥是　①　。
（４）禁止吸食的毒品是　③　。
（５）常用作净水剂的是　⑥　。
（６）缺乏后导致夜盲症的物质是　④　。

１２．（２０１７·天津）化学就在我们身边。现有①石墨　
②氯化钠　③稀硫酸　④碳酸钙　⑤熟石灰　
⑥二氧化碳，选择适当的物质填空（填序号）
（１）可作气体肥料的是　⑥　。
（２）可用于金属表面除锈的是　③　。
（３）可作补钙剂的是　④　。
（４）可用于配制生理盐水的是　②　。
（５）可作干电池电极的是　①　。
（６）可用于改良酸性土壤的是　⑤　。

１３．（２０１７·盐城）根据物质性质，找出它对应的用途，
并将字母序号填写在横线上。

用途：Ａ．制糖脱色；　　　　　Ｂ．高炉炼铁；
Ｃ．治疗胃酸过多； Ｄ．制造人造骨骼；
Ｅ．生产汽车轮胎； Ｆ．填充食品包装袋

（１）ＣＯ具有还原性　Ｂ　。
（２）ＮａＨＣＯ３能与酸反应　Ｃ　。
（３）活性炭具有吸附性　Ａ　。
（４）钛合金与人体有很好的“相容性”　Ｄ　。
（５）Ｎ２化学性质不活泼　Ｆ　。
（６）合成橡胶具有高弹性、不易老化等性能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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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１２　化学反应类型和化学方程式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巴中）下列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书写正确的是
（　Ｃ　）

Ａ．２Ｈ２ Ｏ ２Ｈ２↑＋Ｏ２↑
Ｂ．２Ｆｅ＋６ＨＣｌ ２ＦｅＣｌ３＋３Ｈ２↑

Ｃ．２Ｃｕ＋Ｏ２
△
２ＣｕＯ

Ｄ．ＮＨ４Ｃｌ＋ＡｇＮＯ３ ＡｇＣｌ＋ＮＨ４ＮＯ３
２．（２０１７·北京）硅是信息技术的关键材料。高温下氢
气与四氯化硅（ＳｉＣｌ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２Ｈ２＋

ＳｉＣｌ４
高温

Ｓｉ＋４ＨＣｌ，该反应属于 （　Ｃ　）
Ａ．化合反应　　　　　　Ｂ．分解反应
Ｃ．置换反应 Ｄ．复分解反应

３．（２０１７·邵阳）下列化学方程式及其反应类型都正确
的是 （　Ｃ　）

选项 化学方程式 反应类型

Ａ Ｍｇ＋Ｏ２
点燃

ＭｇＯ２ 化合反应

Ｂ Ｈ２Ｏ２
ＭｎＯ


２
Ｈ２Ｏ＋Ｏ↑ 分解反应

Ｃ Ｆｅ＋Ｈ２ＳＯ４ ＦｅＳＯ４＋Ｈ２↑ 置换反应

Ｄ ２ＫＮＯ３＋Ｂａ（ＯＨ）２ Ｂａ（ＮＯ３）２＋２ＫＯＨ复分解反应

４．（２０１７·来宾）关于２Ｈ２＋Ｏ２
点燃

２Ｈ２Ｏ的读法不正
确的是 （　Ｃ　）
Ａ．氢气与氧气在点燃的条件下生成水
Ｂ．每２个氢分子与１个氧分子完全反应，生成２个
水分子

Ｃ．常温下，每２个体积的氢气与１体积的氧气完全
反应，生成２体积的水

Ｄ．每４份质量的氢气与３２份质量的氧气完全反应，
生成３６份质量的水

５．（２０１７·玉林）硫在氧气中燃烧的化学方程式是 Ｓ＋

Ｏ２
点燃

ＳＯ２，从这个化学方程式获得的信息错误的
是 （　Ｂ　）
Ａ．反应前后元素种类不变
Ｂ．该反应的生成物中含有氧气
Ｃ．该反应的反应物是硫和氧气
Ｄ．该反应发生所需要的条件是点燃

６．（２０１７·泰安）过氧化钠（Ｎａ２Ｏ２）因能与二氧化碳反
应生成氧气，故可作为呼吸面具中氧气的来源，潜水

艇遇到紧急情况时，也使用过氧化钠来供氧，反应的

化学方程式为２Ｎａ２Ｏ２＋２ＣＯ２ ２Ｎａ２ＣＯ３＋Ｏ２。从
该反应获取的以下信息中，正确的是 （　Ｃ　）
①过氧化钠属于氧化物　②实验室可利用这一原理
制取纯净的氧气　③该反应属于置换反应　④反应
前后部分氧元素的化合价发生变化

Ａ．①③④　　Ｂ．①③　　Ｃ．①④　　Ｄ．①②③
７．（２０１７·大庆）下列化学方程式与事实不相符的是

（　Ｂ　）
Ａ．铝在空气中与氧气反应生成一层致密薄膜４Ａｌ＋
３Ｏ２ ２Ａｌ２Ｏ３

Ｂ．铜在稀硝酸中逐渐溶解，放出气体，溶液变成蓝色
Ｃｕ＋２ＨＮＯ３ Ｃｕ（ＮＯ３）２＋Ｈ２↑

Ｃ．胃酸过多病症可以服用含氢氧化铝药物进行缓解
Ａｌ（ＯＨ）３ ＋３ＨＣｌ ＡｌＣｌ３＋３Ｈ２Ｏ

Ｄ．人体摄入淀粉后能转换为葡萄糖，葡萄糖经缓慢

氧化后变成二氧化碳和水 Ｃ６Ｈ１２Ｏ６＋６Ｏ２
酶

６ＣＯ２＋６Ｈ２Ｏ
二、填空题

８．（２０１７·长沙）请按照要求写出下列反应的化学方
程式：

（１）硫在氧气中燃烧　　　　　　　　；
（２）铁和硫酸铜溶液反应　Ｆｅ＋ＣｕＳＯ４ ＦｅＳＯ４＋
Ｃｕ　　　　　。

９．（２０１７·广州）金属钨（Ｗ）可做灯泡的灯丝，钨合金
材料非常坚硬和耐磨、耐热。用黑钨矿（含有

ＦｅＷＯ４）与 Ｎａ２ＣＯ３混合在空气中焙烧可以得到
Ｎａ２ＷＯ４，Ｎａ２ＷＯ４与热的浓盐酸反应生成 Ｈ２ＷＯ４，
Ｈ２ＷＯ４受热分解生成Ｈ２Ｏ和ＷＯ３。
（１）钨合金材料属于　Ｄ　（填选项）。
Ａ．单质　Ｂ．化合物　Ｃ．纯净物　Ｄ．混合物

（２）４ＦｅＷＯ４＋４Ｎａ２ＣＯ３＋Ｏ２
△
４Ｎａ２ＷＯ４＋２Ｆｅ２Ｏ３

＋４　　　　。
（３）Ｈ２ＷＯ４读作　钨酸　，Ｈ２ＷＯ４中钨元素的化合价
为　＋６　。

（４）Ｈ２ＷＯ４受热分解的化学方程式为　　　　　　
　　　　　。

（５）Ｈ２与ＷＯ３在１０００℃条件下反应可得到金属 Ｗ
和水，其反应类型为　置换反应　。

三、计算题

１０．（２０１７·河北）用图１所示装置制取氢气并测定稀
硫酸中溶质的质量分数，将稀硫酸全部加入锥形瓶

中，天平示数的变化如图２所示，请计算：

图１
　　

图２
（１）共制取氢气　０．２　ｇ。
（２）稀硫酸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解：设１００．０ｇ稀硫酸中溶质的质量为ｘ。
Ｚｎ＋Ｈ２ＳＯ４ ＺｎＳＯ４＋Ｈ２↑

９８ ２
ｘ ０．２ｇ

９８
２＝

ｘ
０．２ｇ　　ｘ＝９．８ｇ

稀硫酸中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９．８ｇ
１００．０ｇ×１００％ ＝

９．８％。
答：稀硫酸中溶质的质量分数为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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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１３　质量守恒定律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广安）下列变化，遵循质量守恒定律的是

（　Ａ　）

Ａ．石墨制成金刚石

Ｂ．２ｇＨ２完全燃烧生成３６ｇＨ２Ｏ

Ｃ．水变成汽油

Ｄ．冰转化成干冰

２．（２０１７·衢州）质量守恒定律是自然界基本的规律之

一。下列装置及实验（天平未画出）能用来验证质

量守恒定律的是 （　Ａ　）

３．（２０１７·来宾）下列实验能够用于直接验证质量守恒

定律的是 （　Ｃ　）

４．（２０１７·鄂州）煤油中含有噻吩（用Ｘ表示），噻吩有

令人不愉快的气味，其燃烧时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

式表示为 Ｘ＋６Ｏ２
点燃

４ＣＯ２＋ＳＯ２＋２Ｈ２Ｏ，则噻吩

的化学式为 （　Ｂ　）

Ａ．Ｃ４Ｈ６Ｓ　　Ｂ．Ｃ４Ｈ４Ｓ　　Ｃ．Ｃ４Ｈ４Ｓ２　　Ｄ．Ｃ８Ｈ８Ｓ

５．（２０１７·天水）把一定质量的ａ、ｂ、ｃ、ｄ四种物质放入

一密闭容器中，在一定条件下反应一段时间后，测得

反应后各物质的质量如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Ｂ　）

物质 ａ ｂ ｃ ｄ

反应前的质量（ｇ） ７．４ ４．２ ５．０ ３．８

反应后的质量（ｇ） ６．２ ｘ ８．２ ３．８

Ａ．物质ａ是生成物　　Ｂ．ｘ＝２．２

Ｃ．ｄ一定是催化剂　　Ｄ．反应后原子数目减少了

６．（２０１７·河南）如图是某反应的微观示意图，下列有

关该反应的说法不正确
獉獉獉

的是 （　Ｃ　）

Ａ．属于置换反应

Ｂ．相对分子质量最小的是ＮＨ３
Ｃ．生成丙和丁的质量比为１∶３

Ｄ．氢元素的化合价在反应前后没有变化

７．（２０１７·泰安）四种物质在一定的条件下充分混合反

应，测得反应前后各物质的质量分数如图所示。则

有关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Ｃ　）

Ａ．丁一定是化合物

Ｂ．乙可能是这个反应的催化剂

Ｃ．生成的甲、丙两物质的质量比为８∶１

Ｄ．参加反应的丁的质量一定等于生成甲和丙的质

量之和

二、填空题

８．（２０１７·绥化）取６．４ｇ表面部分被氧化的镁条放入烧

杯中，加入１００ｇ溶质质量分数为１９．６％的稀硫酸，恰

好完全反应，则反应后生成硫酸镁的质量为　２４　ｇ。

９．（２０１７·广东）微观示意图可形象地表示微粒发生的

变化。

（１）请在下图第二、三个方框中，把 ＮＨ３在纯氧中燃

烧（４ＮＨ３＋３Ｏ２
点燃

２Ｎ２＋６Ｈ２Ｏ）的微观粒子补

充完整：

（２）第三个方框中的物质属于　混合物　（填：“单

质”、“化合物”、“纯净物”、“混合物”）。

三、简答题

１０．（２０１７·兰州）“少一些烟尘，多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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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城市，人人有责”。

（１）汽车尾气在装有催化剂的净化器中反应的微

观过程可用下图表示：

①该反应中没有发生改变的粒子是　原子　；

（填“分子”“原子”或“离子”）

②写出上述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２）煤燃烧时产生的二氧化硫是形成酸雨的主要

气体之一，可用　ｐＨ试纸　来测定雨水的酸碱

度，请 你 提 出 一 条 防 止 酸 雨 发 生 的 建

议：　　　　　　　　　　　　　。

四、实验探究题

１１．（２０１７·本溪）根据如图所示实验回答问题。

Ａ验证质量守恒定律
　
Ｂ证明人体呼出气体中二

氧化碳量比空气中的高

Ｃ电解水

（１）Ａ实验中，气球的作用是　调节装置内外压强

平衡　（写一点）。

（２）Ｂ实验中，除了要控制集气瓶大小规格相同外，

还要控制　加入的澄清石灰水的体积　相同。

（３）Ｃ实验中，通电一段时间后玻璃管 ａ、ｂ所收集

的气体体积比为　１∶２　，该实验说明水是由

　氢元素和氧元素　组成。

１２．（２０１７·青岛）为了探究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总质

量是否发生改变，甲同学和乙同学分别设计了下面

两个实验，请根据图示回答问题：

（１）甲同学设计的实验如图 Ａ所示，反应前，托盘

天平的指针指向刻度盘的中间；两种物质反应

后，托盘天平的指针　向右　（选填“向左”、

“向右”或“不”）偏转，原因是　锌和稀硫酸反

应生成的氢气逸出　。

（２）乙同学设计的实验如图 Ｂ所示，通过实验得出

结论：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总质量　不变　。

（３）两位同学通过交流反思得到启示：在探究化学

反应前后物质的总质量是否发生改变时，对于

有气体参加或有气体生成的反应一定要在

　密闭　装置中进行。

（４）从微观角度分析，在化学反应前后一定不变的

是　①③⑥　（选填序号）。

①原子种类　②分子种类　③原子数目

④分子质量　⑤分子数目　⑥原子质量

五、计算题

１３．（２０１７·宿迁）牙膏中的摩擦剂可以增强牙膏对牙

齿的摩擦作用和去污效果。已知某品牌牙膏中的

摩擦剂是ＣａＣＯ３和ＳｉＯ２（ＳｉＯ２不溶于水也不与稀盐

酸反应）。为了测定摩擦剂中 ＣａＣＯ３的质量分数，

通过实验测得如图数据：

摩擦剂１０ｇ＋稀盐酸３６．５ｇ
恰好完

→
全反应 剩余混合

物４４．３ｇ

（１）生成ＣＯ２质量为　　　　 ｇ。

（２）求摩擦剂中ＣａＣＯ３的质量分数。

解：设１０ｇ摩擦剂中碳酸钙的质量是ｘ。

ＣａＣＯ３＋２ ＨＣｌ ＣａＣｌ２＋Ｈ２Ｏ＋ＣＯ２↑

１００ ４４

ｘ ２．２ｇ

１００
４４＝

ｘ
２．２ｇ　　ｘ＝５ｇ

摩擦剂中ＣａＣＯ３的质量分数为
５ｇ
１０ｇ×１００％＝５０％。

答：摩擦剂中ＣａＣＯ３的质量分数为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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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训练　质量守恒定律的应用

类型一　微观反应示意图

１．（２０１７·内江）将一定量的氢氧化钠溶液与稀盐酸混

合，二者恰好完全反应的微观示意图如下。由此分

析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Ｃ　）

Ａ．反应前后阴、阳离子的总数目不变

Ｂ．反应前后溶剂质量不变

Ｃ．反应后溶液呈中性

Ｄ．反应前后元素种类发生了变化

２．（２０１７·上海）双氧水分解的微观示意图如下，方框

内应是 （　Ｂ　）

Ａ Ｂ Ｃ Ｄ

３．（２０１７·孝感）在一定条件下，甲和乙反应生成丙和

丁的微观示意图如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Ｃ　）

Ａ．该反应前后分子个数不变

Ｂ．该反应前后元素种类发生了改变

Ｃ．保持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微粒为水分子

Ｄ．丙物质由６个原子构成

４．（２０１７·潍坊）如图是悬浮在大气中有毒气体之间转

化的微观示意图，图中不同的圆球代表不同的原子。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Ｃ　）

Ａ．反应后产生了新的分子和原子

Ｂ．反应后生成两种新物质，两种新物质中共存在三

种原子

Ｃ．参加反应的两种气体的分子数之比为２∶１

Ｄ．若用微观示意图表示物质分子，该反应过程可表

示为

５．（２０１７·金华）将宏观、微观及化学符号联系在一起

是化学学科的特点，在一定条件下，Ａ和 Ｂ能发生化

学反应生成 Ｃ和 Ｄ。微观示意图如图所示，下列相

关叙述正确的是 （　Ｃ　）

Ａ．从宏观角度看，物质 Ｃ由两种元素组成，属于混

合物

Ｂ．从微观角度看，该化学变化中发生根本改变的微

粒是原子

Ｃ．若Ｄ为空气中体积分数最大的气体，则 Ｄ的微观

符号可表示为Ｎ２
Ｄ．该反应属于基本反应类型中的置换反应，反应前

后各元素化合价不变

６．（２０１７·淮安）质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对化学的发展作

出了巨大贡献。

图１

图２

（１）为验证质量守恒定律，小华设计如图１所示装置

进行实验。实验时，先将装有药品的装置放在

天平上，添加砝码，移动游码至天平平衡（如图１

所示），然后取下装置，用针筒向锥形瓶中注入

少量稀盐酸，反应后再将装置放置于天平上，观

察到　天平平衡　，从而验证了质量守恒定律。

若将锥形瓶改为烧杯，则不能验证质量守恒定

律，原因是　装置没有密闭，气体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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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某反应的微观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①Ｘ的化学式是　ＳＯ２　。

②根据上述微观示意图，可得出化学反应遵循

质量守恒定律的本质原因是　化学反应前后，

原子的种类和数目不变　。

类型二　化学式的推断

１．（２０１７·常州）合成尿素的化学方程式为 ＣＯ２＋

２Ｘ
一定条件

ＣＯ（ＮＨ２）２＋Ｈ２Ｏ，Ｘ的化学式为

（　Ａ　）

Ａ．ＮＨ３　　Ｂ．Ｎ２Ｈ４　　Ｃ．ＨＮＯ３　　Ｄ．ＮＨ３Ｈ２Ｏ

２．（２０１７·兰州）“８４消毒剂”是以次氯酸钠为主要有

效成分的消毒液，制备次氯酸钠的原理可表示为

２ＮａＯＨ＋Ｃｌ２ ＮａＣｌＯ＋Ｘ＋Ｈ２Ｏ，则Ｘ的化学式是

（　Ｂ　）

Ａ．Ｎａ２Ｏ Ｂ．ＮａＣｌ Ｃ．ＮａＨ Ｄ．ＮａＣｌＯ３
类型三　推断物质的组成

１．（２０１７·武汉）为及时发现燃气泄漏，常在燃气中加

入少量有特殊气味的乙硫醇（Ｃ２Ｈ５ＳＨ），乙硫醇在煤

气燃烧过程中也发生燃烧，其反应如下：２Ｃ２Ｈ５ＳＨ＋

９Ｏ２
点燃

４ＣＯ２＋６Ｈ２Ｏ＋２Ｘ，下列关于Ｘ的说法正确

的是 （　Ｃ　）

Ａ．Ｘ由碳、硫、氧三种元素组成

Ｂ．Ｘ属于有机化合物

Ｃ．Ｘ中硫、氧元素的原子个数比为１∶２

Ｄ．Ｘ中氧元素的质量分数为６０％

２．（２０１７·达州）某纯净物３ｇ在氧气中完全燃烧，生

成８．８ｇ二氧化碳和 ５．４ｇ水。下列说法不正确

的是 （　Ｄ　）

Ａ．该纯净物中含有Ｃ、Ｈ元素，不含Ｏ元素

Ｂ．该反应中Ｏ２和ＣＯ２的质量比为１４∶１１

Ｃ．该反应中Ｏ２和Ｈ２Ｏ的分子数之比为７∶６

Ｄ．该纯净物中Ｃ、Ｈ原子的个数比为１∶４

３．（２０１６邵阳）某化学反应可表示为二氧化碳 ＋

→水 Ｍ＋氧气，根据以上信息，下列关于Ｍ组成的

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　）

Ａ．一定含有Ｃ、Ｈ元素，可能含有Ｏ元素

Ｂ．只含有Ｃ、Ｈ元素

Ｃ．含有Ｃ、Ｈ、Ｏ元素

Ｄ．无法确定

类型四　数据分析

１．（２０１７·湘潭）一定条件下，一个密闭容器内发生反

应，测得反应前后各物质的质量如表所示，下列有关

说法不正确的是 （　Ａ　）

物质 Ａ Ｂ Ｃ Ｄ

反应前的质量（ｇ） １５ １５ ２５ ２０

反应后的质量（ｇ） ０ １０ ｘ ｙ

Ａ．ｘ的取值范围是：０≤ｘ≤４５

Ｂ．参加反应的Ａ和Ｂ的质量之比为３∶１

Ｃ．当ｙ≤２０时，该反应为化合反应

Ｄ．ｘ＋ｙ＝６５

２．（２０１７·娄底）甲、乙、丙、丁四种物质在反应前后的质

量关系如图所示，下列有关说法错误的是 （　Ｃ　）

Ａ．ｘ的值是１５

Ｂ．丙可能是该反应的催化剂

Ｃ．该反应是分解反应

Ｄ．反应中甲和乙的质量比为４∶１

３．某密闭容器中有 Ｘ、氧气、二氧化碳三种物质，在一

定条件下充分反应，反应前后各物质质量的数据记

录如下：

物质 Ｘ Ｏ２ ＣＯ２ Ｈ２Ｏ

反应前的质量／ｇ ４６ １２８ １ ０

反应后的质量／ｇ ０ 待测 ８９ ５４

在下列判断中，正确的是 （　Ｂ　）

Ａ．物质Ｘ由碳、氢元素组成

Ｂ．物质Ｘ由碳、氢、氧元素组成

Ｃ．充分反应后剩余氧气质量为１６ｇ

Ｄ．生成ＣＯ２与Ｈ２Ｏ的质量比是８９∶５４

４．在一密闭容器内加入甲、乙、丙、丁四种物质，在一定

条件下发生化学反应，反应前后各物质的质量变化

见下表。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Ｃ　）

物质 甲 乙 丙 丁

反应前的质量／ｇ ８ ３２ ５ ４

反应后的质量／ｇ １６ ４ ｘ ２４

Ａ．该反应为分解反应

Ｂ．丙可能为该反应的催化剂

Ｃ．甲、乙两种物质参加反应的质量比为１∶４

Ｄ．乙、丁两种物质参加反应的质量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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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１４　燃料与燃烧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来宾）下列图标与燃烧、爆炸无关的是
（　Ｃ　）

２．（２０１７·贺州）俗话说“人要实心，火要空心”。下列
对“火要空心”的目的理解正确的是 （　Ａ　）
Ａ．增大可燃物与氧气的接触面积
Ｂ．隔绝空气
Ｃ．降低可燃物的着火点
Ｄ．移除木柴使火熄灭

３．（２０１７·海南）下列关于燃烧和灭火的说法不正确
的是 （　Ａ　）
Ａ．可燃物燃烧一定会生成二氧化碳
Ｂ．在加油站使用手机可能引发燃烧、爆炸
Ｃ．酒精灯不慎打翻起火，立即用湿抹布扑灭
Ｄ．炒菜时油锅中的油不慎着火，可用锅盖盖灭

４．（２０１７·本溪）下列关于燃烧和灭火的分析错误的是
（　Ｂ　）

Ａ．室内着火不能立即打开门窗，是因为会提供充足
的氧气

Ｂ．点燃的火柴竖直向上，火焰很快熄灭，是因为它接
触不到氧气

Ｃ．扑灭森林火灾铲除前方树木设置隔离带，是因为
清除了可燃物

Ｄ．在生煤炉时，可点燃木材来引燃煤，是因为木材
的着火点比煤低

５．（２０１７·牡丹江）下列灭火方法依据的原理是隔绝氧
气（或空气）的是 （　Ｄ　）

①吹灭蜡烛　②釜底抽薪　③柴草着火用沙土盖灭
④汽车着火用干粉灭火器灭火　⑤木材着火用水浇灭

⑥油锅着火马上盖锅盖
Ａ．①③④ 　Ｂ．②④⑥ 　Ｃ．①②⑤ 　Ｄ．③④⑥

６．（２０１７·黔南州）如图是探究燃烧条件的实验简图，
下面说法正确的是 （　Ｄ　）

图１
　

图２

Ａ．图１中的热水只是起到提高温度的作用
Ｂ．图２中的白磷换成红磷也会有同样的现象

Ｃ．图１中的实验不能比较红磷和白磷着火点的高低
Ｄ．图１热水中的白磷不燃烧是因为没有与氧气接触

７．（２０１７·来宾）下列物质属于化石燃料的是（　Ａ　）
Ａ．煤 Ｂ．酒精 Ｃ．木材 Ｄ．一氧化碳

８．（２０１７·绥化）燃料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以人为本，关注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下

列选项中，属于最清洁燃料的是 （　Ｃ　）
Ａ．天然气 Ｂ．乙醇汽油 　Ｃ．氢气 Ｄ．煤气

９．（２０１７·兰州）现代社会对能量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下列不属于新能源的是 （　Ｂ　）
Ａ．核能 Ｂ．天然气 Ｃ．可燃冰 Ｄ．风能

１０．（２０１７·重庆Ｂ）使用下列交通工具出行，环境污染
最大的是 （　Ｄ　）
Ａ．氢能源车 Ｂ．共享单车
Ｃ．电动汽车 Ｄ．柴油汽车

１１．（２０１７·来宾）为了减少空气污染，下列措施不正确
獉獉獉

的是 （　Ｄ　）
Ａ．使用清洁能源
Ｂ．加强大气质量监测
Ｃ．积极植树造林
Ｄ．加高烟囱将工厂废气排放到大气中

１２．（２０１７·青岛）每年的４月１５日是我国“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下列做法错误的是 （　Ｄ　）
Ａ．高层楼房着火时，不能乘坐电梯逃离
Ｂ．在加油站张贴严禁烟火的标志
Ｃ．进入久未开启的地窖，要做灯火试验
Ｄ．家用电器着火时，立即用水扑灭

二、填空题

１３．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能源的可持续
发展。

（１）下列做法无助于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是　Ｂ　。
Ａ．使用节能灯泡
Ｂ．加大石油进口，减少国内原油开采
Ｃ．用秸秆制秸秆燃气
Ｄ．大力开发利用风能，替代化石燃料

（２）氢气是洁净的高能燃料，为保证安全，点燃氢气前
应该　检验氢气的纯度　，请写出氢气在空气中
燃烧的化学方程式　２Ｈ２＋Ｏ２　　　２Ｈ２Ｏ　。

（３）现阶段，我国的能源仍然以化石燃料为主。为
防止煤自燃，煤场将大煤堆分散成若干个小煤

堆，这样做依据的原理是　及时散发热量，使温
度达不到煤的着火点，从而破坏燃烧条件　；
许多家庭以天然气为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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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采取的措施是　ＢＣ　。
Ａ．赶紧打开换气扇
Ｂ．关闭气源阀门
Ｃ．打开门窗通风
Ｄ．在厨房内及时用手机拨打火警电话“１１９”

１４．（２０１７·临沂）我国是产煤大国。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３

日，内蒙古发生特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瓦斯存在

于煤层及周围岩层中，是井下有害气体的总称，主

要成分是甲烷，它已成为煤矿事故的“头号杀手”。

（１）请写出甲烷完全燃烧的化学方程式　ＣＨ４＋

２Ｏ２　　　 ＣＯ２＋２Ｈ２Ｏ　。

（２）为了防止煤矿的矿井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下列

做法不可行的是　Ａ　（填序号）。

Ａ．进矿井前先做灯火试验

Ｂ．工人必须戴安全帽才能进入矿井

Ｃ．矿井内要加强通风

Ｄ．安装瓦斯探头传感器监测瓦斯浓度

（３）矿井下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专家提出了注

入液氮灭火的方案。液氮可用于矿井灭火的原

因除了液氮汽化使温度降低外，还因为　氮气

不燃烧也不支持燃烧　。

（４）煤燃烧时排放出　　　　　　　　（写出一种

主要物质的化学式）等气体污染物，这些气体

或气体在空气中发生反应后的生成物溶于水，

会形成酸雨。

（５）为应对人们对能源和环保的需求，需要“节约

现有能源、开发新能源、环保与发展共进”。下

列做法不符合该理念的是　②　（填序号）。

①屋顶安装太阳能发电装置

②露天焚烧田间秸秆

③优化建筑设计，减少空调使用

④乘坐轨道交通，减少私家车使用

１５．（２０１７·玉林）能源和环境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

相关，请根据下列要求回答问题。

（１）海底不仅蕴藏着大量的　煤　、石油、天然气

等常规化石燃料，人们还在海底发现了一种新

型矿产资源———可燃冰，形成可燃冰的两种物

质是　甲烷　和水。

（２）氢能是未来最理想的能源，从环保角度分析，氢能

最突出的优点是　生成物是水，不污染环境　。

目前，氢氧燃料电池已经被应用，氢氧燃料电

池是一种将化学能转化为　电　能的装置。

（３）汽车尾气是导致酸雨的重要原因。在汽油中

加入适量乙醇作为汽车燃料，可减少汽车尾气

的污染。乙醇汽油是　混合物　（填“混合物”

或“纯净物”），乙醇属于　可再生　（填“可再

生”或“不可再生”）能源。

三、实验探究题

１６．各种饮用酒中都含有一种叫乙醇的物质，它俗称酒

精，可通过高粱、玉米等作物发酵、蒸馏制得。目前

推广使用乙醇汽油，就是在普通汽油中按一定的体

积比加入乙醇（Ｃ２Ｈ５ＯＨ）作为汽车燃料。

（１）乙醇汽油中乙醇充分燃烧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为　Ｃ２Ｈ５ＯＨ＋３Ｏ２
点燃
２ＣＯ２＋３Ｈ２Ｏ　。

（２）乙醇汽油燃烧时是将　化学　能大部分转化

为热能，从而推动汽车发动机工作。乙醇燃料

电池是一种常用的化学电源，它作电源时能量

转化形式是　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

（３）你认为乙醇汽油作为汽车燃料的一条优点是

　污染小（或可再生等）　。

１７．（２０１７·常德）观察与实验是化学重要的学习方式，

以下是初中化学教材必做的学生实验，请回答下列

问题：

【实验目的】（１）　加深对燃烧条件的认识　。

（２）了解灭火原理并体验实验探究过程。

【实验用品】烧杯、镊子、坩埚钳、酒精灯、三角架、

薄铜片、酒精、棉花、乒乓球、滤纸、蜡烛。

你还需要的实验用品：　打火机（或火柴）和石块　。

【实验内容】利用上述实验用品完成以下实验：

（１）证明燃烧需要可燃物的实验操作是 　

　

　。

图１

（２）先取乒乓球片和滤纸片分

别在酒精灯上加热并观察，

再剪同样大小的乒乓球片

和滤纸片分别放在薄铜片

两侧（如图１所示），加热铜

片中部能观察到的乒乓球片和滤纸片的变化现

象是　乒乓球碎片先燃烧，滤纸片后燃烧　　，

证明燃烧需达到可燃物的着火点。

（３）利用蜡烛和烧杯设计简单实验证明燃烧需要

氧气（或空气），你的实验设计是　点燃两支蜡

烛，用烧杯将其中一支蜡烛罩住，观察现象　。

图２

【实验拓展】将燃着的蜡烛放入冰水中

（如图２所示），观察到蜡烛火焰逐渐变

小，请推测其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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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１５　化学与生活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湘潭）下列物品所使用的主要材料，不属于
有机高分子材料的是 （　Ｃ　）
Ａ．汽车轮胎　　　　 　Ｂ．手机塑料外壳
Ｃ．钛合金表链 Ｄ．羊绒围巾

２．有机合成材料的出现是对自然资源的一种补充，下
列材料中属于有机合成材料的是 （　Ａ　）
Ａ．塑料　　Ｂ．蚕丝　　Ｃ．合金　　Ｄ．羊毛

３．（２０１７·来宾）下列属于人体必需微量元素的是
（　Ａ　）

Ａ．铁　　　Ｂ．汞　　　Ｃ．镉　　　Ｄ．铅
４．（２０１７·泰州）儿童体内缺少钙元素，易患的疾病是

（　Ｄ　）
Ａ．侏儒症 Ｂ．贫血症
Ｃ．甲状腺疾病 Ｄ．佝偻病

５．（２０１７·昆明）小赵同学的午餐是：炸鸡腿、鸡蛋、面
包、矿泉水，从营养角度分析，还需要补充的食物是

（　Ａ　）
Ａ．青菜 Ｂ．奶油蛋糕
Ｃ．米饭 Ｄ．炸排骨

６．（２０１７·河北）下列食物中富含蛋白质的是（　Ａ　）
Ａ．煮鸡蛋 Ｂ．小米粥
Ｃ．凉拌黄瓜 Ｄ．白面馒头

７．（２０１７·钦州模拟）人的机体活动和维持恒定体温需
要能量，下列主要为人体提供能量的物质是

（　Ｃ　）
Ａ．无机盐 Ｂ．水 Ｃ．糖类 Ｄ．维生素

８．（２０１７·安徽）生活习惯直接影响人体健康。小明同
学一家人的下列饮食习惯科学合理的是 （　Ｄ　）
Ａ．小明长期偏食“洋快餐”
Ｂ．奶奶不忍浪费，即使食物霉变仍然食用
Ｃ．妈妈为了保持身材，只吃蔬菜和水果
Ｄ．爸爸喜爱运动，大量出汗后常饮用含无机盐的
饮料

９．（２０１７·天水）２０１６年天水民生热词“舌尖上的安
全”。下列做法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是 （　Ｂ　）
Ａ．用工业酒精勾兑饮用白酒
Ｂ．用碳酸氢钠作发酵粉
Ｃ．用亚硝酸钠代替食盐烹调食物
Ｄ．用霉变油菜籽生产食用油

１０．（２０１７·泰安）健康的生活离不开化学，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　Ｄ　）
Ａ．油脂是重要的营养物质，可大量摄入油脂

Ｂ．为保持肉制品鲜美，在香肠中加过量的亚硝酸钠

Ｃ．为预防甲状腺肿大，应在食盐中添加大量的碘

元素

Ｄ．人误食重金属盐中毒后，服用鸡蛋清可减轻毒性

１１．（２０１７·泸州）下列有关说法不正确的是 （　Ａ　）

Ａ．碘、硒等微量元素对人体健康只有微小作用

Ｂ．使用化肥和农药是作物增产的重要途径

Ｃ．医疗上硫酸钡可用作钡餐透视

Ｄ．氯化钠可用作调味品和防腐剂

１２．（２０１７·南京）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Ｄ　）

Ａ．用蒸馏的方法，可以得到净化程度较高的水

Ｂ．用食醋浸泡鸡蛋的方法，可以制得无壳鸡蛋

Ｃ．用灼烧闻气味的方法，可以区分棉制品和羊毛

制品

Ｄ．用喷水的方法，可以扑灭所有物质燃烧引起的

火灾

１３．（２０１７·钦州模拟）下列做法不符合绿色设计理念

的是 （　Ｂ　）

Ａ．用布袋替代塑料购物袋

Ｂ．化石燃料的直接利用

Ｃ．回收废弃的金属制品

Ｄ．工业废水处理达标后排放

１４．（２０１７·永州）化学在环境保护、资源和能源利用等

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下列说法不正确
獉獉獉

的是

（　Ｄ　）

Ａ．涂油和刷油漆能防止钢铁生锈

Ｂ．使用可降解塑料可以减少“白色污染”

Ｃ．ＰＭ２．５专用口罩中使用了活性炭，是利用了活性

炭的吸附性

Ｄ．目前计入空气污染指数的有害气体主要包括：

ＳＯ２、ＣＯ、ＮＯ２、Ｏ２等

二、填空题

１５．归纳与反思是学习化学的重要环节。下列归纳有

误的一项是 （　Ｃ　）

Ａ．性质与用途 Ｂ．元素与人体健康

氢气燃烧产物为水———最理

想燃料

熟石灰呈碱性———改良酸性

土壤

活 性 炭 有 吸 附 性———作

净水剂

人体缺氟———易生龋牙

人 体 缺 锌———影 响 人

体发育

人体缺碘———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甲状腺肿大

４３



Ｃ．生活常识 Ｄ．环保与物质的利用

取暖防中毒———煤炉上放一

壶水

防菜刀生锈———喷水后悬挂

起来

海鲜品保鲜———甲醛水溶液

浸泡

减少水污染 ——— 合理使

用农药、化肥

减少汽车尾气污染———

使用乙醇汽油

减少白色污染———使用可

降解的塑料

１６．（２０１７·鄂州）某户外活动兴趣小组的同学利用假

日去郊外野炊，回答下列问题：

（１）野炊所带的下列物品中，由天然纤维制成的

是　Ａ　。

Ａ．纯棉毛巾　Ｂ．玻璃杯　Ｃ．塑料袋　Ｄ．铁锅

（２）野炊食谱如下：馒头、米饭、红烧排骨、清蒸鱼、

牛奶，为保证各种营养素的均衡摄入，你建议

食谱中补充　Ｂ　（填字母序号）。

Ａ．红烧牛肉 Ｂ．清炒白菜

Ｃ．煎鸡蛋 Ｄ．水煮豆腐

（３）在做饭过程中，小林把捡来的树枝架空，使其

燃烧更旺，原理是　增大可燃物与氧气的接触

面积　　　　　。

（４）回家后，同学们用水冲洗野炊骑过的自行车，请你

给他们推荐一种防锈的方法：　擦干涂油　。

１７．（２０１７·贵港）生活中处处有化学，请根据所学化学

知识填写下列空白：

（１）我国自主研制的 Ｃ９１９大型客机试飞成功，标

志着我国飞机制造技术又有了大的飞跃。飞

机外壳用的主要材料是铝合金，铝合金属于

　金属　材料；飞机座椅上常用到耐磨、耐腐

蚀的尼龙，尼龙属于　有机合成　材料。飞机

用的燃料是航空煤油，在飞行过程中的能量转

化是由　化学能　转化成机械能。

（２）载人航天飞船所用固体燃料是铝粉和高氯酸

铵（ＮＨ４ＣｌＯ４）的混合物，在高氯酸铵中氯元素

的化合价　＋７　。

（３）桂平麻垌荔枝，畅销区内外。荔枝是很多人喜

爱的水果，荔枝清甜可口的“甜”，说明荔枝富含

的营养物质是　糖类　；荔枝中还含有丰富的维

生素Ｃ，若人体缺乏维生素Ｃ会患　坏血　病，

也含有丰富的钙、铁、钾、硒等，钙是人体必需的

　常量　（填“常量”或“微量”）元素。荔枝刚

开花时，应施用钾肥加尿素为主，若改施一种

复合肥料，该复合肥料是　ＫＮＯ３　（写化学

式），贮存该化肥时要注意　　　　　　。

１８．生活离不开化学。

（１）豆浆已成为众多家庭喜爱的饮品，如表是豆浆

中部分营养成分的平均质量分数，请根据下表

回答问题：

成分 蛋白质 油脂 糖类 钙 铁 维生素

质量分数／％ １．８ ０．７　 １．１ ０．０１０．０００５ ０．０１５

　　①豆浆中含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是　铁　，

青少年因缺　钙　而导致佝偻病；

②豆浆所含的营养素中不能供给人体能量，但

可以起到调节新陈代谢作用的是　维生素　。

（２）下列食品中富含油脂的是　Ｂ　（填字母）。

Ａ．豆腐　　Ｂ．花生　Ｃ．面包　　Ｄ．草莓

（３）香烟燃烧产生的烟气中含有尼古丁（化学式为

Ｃ１０Ｈ１４Ｎ２）、焦油和ＣＯ等有害物质，其中尼古丁

属于　有机物　（填“有机物”或“无机物”），

尼古丁中Ｃ、Ｎ两种元素的质量比为　　　　。

（４）胃酸过多的病人，其胃液的 ｐＨ较正常人的要

　小　（填“大”或“小”），服用含氢氧化铝的药

物后可使病人恢复正常，原因是　Ａｌ（ＯＨ）３＋

３ＨＣｌ ＡｌＣｌ３ ＋３Ｈ２Ｏ　（用化学方程式

表示）。

１９．（２０１７·重庆Ａ）２０１７年５月５日，Ｃ９１９大型客机

在浦东机场成功起飞。先进材料首次在国产客机

大规模使用，其中第三代铝锂合金材料在 Ｃ９１９机

体结构中的用量达到８．８％。

（１）下列客机上使用的物品中，属于合成材料的是

　Ｃ　（填序号）。

Ａ．合金门把手　　　Ｂ．真皮椅套

Ｃ．塑料快餐盒 Ｄ．羊毛毯子

（２）客机上常提供以下食物：瘦肉、青菜、面包、米

饭等，其中维生素含量最丰富的是　　　　。

（３）金属铍（Ｂｅ）与铝化学性质相似，铍元素的核电

荷数为４，相对原子质量为９。

①铍原子结构示意图为　Ａ　（填序号）；

②在空气中，铍的表面易形成一层氧化铍的保

护膜，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２Ｂｅ＋Ｏ


２

２Ｂｅ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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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１６　常见仪器与基本实验操作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苏州）下列化学仪器对应的名称书写正确
的是 （　Ｃ　）

Ａ．长劲漏斗
　
Ｂ．量桶

　
Ｃ．坩埚钳

　
Ｄ．椎形瓶

２．（２０１７·上海）仪器的用途及使用注意事项都正确
的是 （　Ｃ　）

加热；使用后

吹灭并盖

上灯帽

吸取液体；滴

管口向上防

止液体流出

测量液体体

积；不能被

加热

称量药品；药

品直接放置

于天平上

Ａ Ｂ Ｃ Ｄ

３．（２０１７·南京）能用酒精灯直接加热的仪器是
（　Ｃ　）

Ａ．漏斗　 　Ｂ．量筒　 　Ｃ．试管　 　Ｄ．烧杯
４．（２０１７·昆明）加热试管里的液体时，液体体积不应
超过试管容积的 （　Ａ　）

Ａ．１３ Ｂ．１２ Ｃ．２３ Ｄ．３４
５．（２０１７·来宾）下列仪器与其用途的对应关系，正确
的是 （　Ｄ　）
Ａ．量筒——— 配制溶液
Ｂ．烧杯———贮存气体
Ｃ．长颈漏斗———过滤
Ｄ．胶头滴管———滴加少量液体

６．（２０１７·桂林改编）下列实验操作正确的是（　Ｃ　）

Ａ．加块状固体 Ｂ．倾倒液体

Ｃ．点燃酒精灯 Ｄ．夹试管
７．（２０１７·河北改编）如图所示实验操作正确的是

（　Ｃ　）

Ａ．滴加液体 Ｂ．闻气体气味

Ｃ．熄灭酒精灯 Ｄ．测定溶液ｐＨ

８．（２０１７·苏州改编）下列实验操作图示不正确的是
（　Ｂ　）

Ａ．过滤悬浊液 Ｂ．取用液体试剂

Ｃ．蒸发溶液 Ｄ．倾倒液体
９．（２０１７·河南）下列图示的实验操作中正确的是

（　Ｃ　）

Ａ．收集氢气 Ｂ．稀释浓硫酸

Ｃ．检查气密性 Ｄ．验证质量守恒定律
１０．下列实验操作或事故处理方法正确的是 （　Ｃ　）
Ａ．氢氧化钠沾到皮肤上，应用大量水冲洗后，再涂
上硫酸溶液

Ｂ．测定气体的酸碱性时，将干燥的 ｐＨ试纸直接伸
到待测气体集气瓶中

Ｃ．实验室制取气体时，先检查装置的气密性，然后
再装入药品

Ｄ．用胶头滴管取用液体药品时，先将其伸入液体
内，然后挤压胶头取液

二、填空题

１１．（２０１７·齐齐哈尔）掌握仪器的使用并严格按照操
作要求进行实验，才能保障化学实验的成功和安

全。根据所学化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１）量取一定体积的水需要用　　　　和　　　　
（填仪器名称）。

（２）过滤后滤液仍然浑浊，原因是　　　　　　　
　　　　　（答一点即可）。

（３）蒸发时要用玻璃棒搅拌，目的是　防止局部温
度过高，造成液滴飞溅　。

１２．（２０１７·绥化）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在
进行实验操作时，可能遇到突发情况，我们需要掌

握一些应急处理常识。

（１）若酒精灯内洒出的酒精在桌上燃烧起来，应该
　（用沙子覆盖）　灭火。

（２）为防止燃气泄漏造成危险，在家中应安装　报
警器　。

（３）若不慎将浓硫酸沾到皮肤上，应先用大量水冲
洗，然后再涂上３％～５％的　碳酸氢钠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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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１７　常见气体的制取、净化和干燥
一、选择题

１．下列关于实验室制取气体的叙述错误的是 （　Ｄ　）

Ａ．确定所制气体的反应原理

Ｂ．实验室制取气体的装置包括发生装置和收集装置

Ｃ．气体发生装置的选择依据是反应物的状态和反应

条件

Ｄ．气体收集装置的选择只依据气体的密度和溶

解性

２．（２０１７·南京）实验室制取某些气体的装置如下图。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　）

Ａ．装置①和⑤组合可以用来制取氧气

Ｂ．装置②和③组合可以用来制取氢气

Ｃ．装置②和④组合可以用来制取二氧化碳

Ｄ．装置②可以较好地控制反应速率

３．甲、乙两同学在实验室制取 ＣＯ２和 Ｏ２时，无论选择

什么药品，他们都能选用的装置是 （　Ｃ　）

４．如图是小科完成 ＣＯ２的制取、收集和验满的主要操

作过程，其中需要纠正的是 （　Ｄ　）

Ａ．气密性检验
　　　　　　

Ｂ．添加试剂

Ｃ．制取并收集气体 Ｄ．气体验满

二、实验探究题

５．（２０１７·天津）请结合下列实验装置，回答问题。

（１）写出仪器ａ和ｂ的名称：

ａ　试管　，ｂ　铁架台　。

（２）加热氯酸钾和二氧化锰的混合物制取氧气，该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３）用石灰石和稀盐酸制取并收集二氧化碳，选用

的装置为　ＢＤ　（填字母）。

（４）与集气瓶配套使用的玻璃片一般一面为光滑面，另

一面为磨砂面，收集气体时用玻璃片的　磨砂面　

（填“光滑面”或“磨砂面”）盖好集气瓶。

６．（２０１７·广州）分液漏斗是化学实验室一种常用的仪

器，可用于滴加液体或分离互不相溶的两种液体，实

验室部分装置如Ａ～Ｄ所示。

（１）实验室用ＫＭｎＯ４制取Ｏ２的化学方程式为 　

　。

（２）实验室制取气体通过反应物状态，反应条件等

选用相应的反应装置，请完成下表空格。

制取的

气体
反应物 反应条件

反应装置

（填字母）

Ｏ２ ＫＣｌＯ３固体
催化剂ＭｎＯ２
固体、加热

　　　

　 Ｈ２Ｏ２溶液
催化剂ＭｎＯ２
固体、常温

Ｃ或Ｄ

ＣＯ２
　大理石或石灰石　
和　稀盐酸　　　　 常温 Ｃ（或Ｄ）

Ｎ２
ＮＨ４Ｃｌ饱和溶液
与ＮａＮＯ２饱和溶液

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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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关于装置Ｃ和 Ｄ的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ＢＤ　。

（双项选择）

Ａ．装置Ｃ发生反应时，分液漏斗下端必须浸没

在液体中

Ｂ．装置Ｄ发生反应时，长颈漏斗下端必须浸没

在液体中

Ｃ．装置Ｃ和Ｄ的气密性检查的操作方法相同

Ｄ．装置Ｃ和Ｄ均可用于制取一定量的Ｈ２
７．（２０１７·长沙）请根据下列各图中提供的信息，回答

问题：

（１）写出装置图Ａ中标号①的仪器名称　试管　。

（２）实验室用加热氯酸钾和二氧化锰的方法制取氧

气，应选用的发生装置为　Ａ　（填字母代号）。

（３）检验氧气是否收集满的正确操作是　Ｆ　（填字

母代号）。

８．（２０１７·广东）根据下图回答有关问题。

（１）仪器 ａ的名称是　漏斗　；图中可用于加热

ＫＣｌＯ３制备Ｏ２的装置为　Ｃ　（填序号）。

（２）若用铁片与稀盐酸在 Ａ装置中制备 Ｈ２，铁片应

放在　有孔塑料片上　；用 Ｆ收集 Ｈ２时导入气

体的导管端为　ｃ　（填“ｂ”或“ｃ”）；检验装置Ｄ

气密性的方法是：用止水夹夹紧导管口的橡胶

管后，　向长颈漏斗中加水，长颈漏斗内会形成

一段稳定的水柱　，则气密性良好。

（３）图中可用于固液反应制备气体的装置中，不能

使反应随时发生或停止的装置是　Ｂ　（填序

号），原因是反应过程中若用止水夹夹紧橡胶管

后，　装置内的压强改变，但是不会实现固体和

液体的分离　。

（４）若用过氧化氢溶液制备Ｏ２，最好选用装置　Ｂ　

（填序号），把Ｆ装满水，用排水法收集Ｏ２并测定

气体体积，应在　ｂ　（填“ｂ”或“ｃ”）端连接上

一个量筒。

９．（２０１７·山西）如图是实验室制取气体的常用装置，

请根据装置图回答下列问题：

（１）仪器名称①　铁架台　，②　长颈漏斗　。

（２）为探究二氧化碳的性质，小雪制取并收集了一

瓶二氧化碳气体，她选择的装置是　ＢＣ　（填字

母序号），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ＣａＣＯ３



＋２ＨＣｌ

ＣａＣｌ２＋Ｈ２Ｏ＋ＣＯ２↑　，该反应属于的基本

反应类型是　复分解反应　。

１０．（２０１７·陕西改编）实验是进行科学探究的主要方

法，如图是初中化学常见的实验装置，请回答：

（１）仪器①的名称是　锥形瓶　。

（２）实验室用Ａ装置制取 Ｏ２需要用到的化学试剂

是　高锰酸钾　。

（３）若要制取并收集一瓶干燥的 ＣＯ２，所选装置正

确的连接顺序是　ＢＣＤ　（填字母）。

（４）能用 Ｅ装置收集的气体具有的物理性质是

　气体的密度比空气密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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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１８　物质的检验、鉴别、分离、除杂与共存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北京）下列方法能区分氧气和二氧化碳两瓶

气体的是 （　Ｄ　）

Ａ．闻气味

Ｂ．观察颜色

Ｃ．倒入适量氢氧化钠溶液

Ｄ．将燃着的木条伸入集气瓶中

２．（２０１７·邵阳）下列试剂能将稀硫酸、氯化钠溶液、澄

清石灰水三种溶液一步鉴别出来的是 （　Ｄ　）

Ａ．稀盐酸　Ｂ．二氧化碳　Ｃ．碳酸钙　Ｄ．石蕊溶液

３．（２０１７·聊城）下列有关物质区分方法不正确的是

（　Ｃ　）

Ａ．用水区分氢氧化钠和氯化钠

Ｂ．用氢氧化钙区分氯化钾和氯化铵

Ｃ．实验室用品尝的方法区分食盐和蔗糖

Ｄ．用灼烧闻气味的方法区分羊绒线和棉线

４．（２０１７·贵港）下列各组物质的溶液，需要另加其他

试剂才能区别的是 （　Ｂ　）

Ａ．ＢａＣｌ２、ＣｕＳＯ４、ＮａＯＨ、ＮａＣｌ

Ｂ．Ｎａ２ＳＯ４、ＢａＣｌ２、Ｋ２ＣＯ３、ＮａＮＯ３
Ｃ．ＦｅＣｌ３、ＮａＯＨ、Ｈ２ＳＯ４、Ｂａ（ＮＯ３）２
Ｄ．ＭｇＣｌ２、ＮａＯＨ、ＨＣｌ、Ｎａ２ＳＯ４

５．（２０１７·哈尔滨）区分下列各物质的两种方法都正确

的是 （　Ｂ　）

选项 待区分物质 方法一 方法二

Ａ 软水与硬水 蒸干观察 加肥皂水观察

Ｂ 磷矿粉与碳铵 观察颜色 闻气味

Ｃ 呼出气体与空气
伸入带火星的

木条观察

通入澄清石灰

水观察

Ｄ 棉线与尼龙线 观察颜色 点燃后观察

６．（２０１７·贺州）下列各组物质用所给试剂不能鉴别

的是 （　Ｂ　）

选项 物质 鉴别试剂

Ａ （ＮＨ４）２ＣＯ３、ＮＨ４Ｃｌ、Ｎａ２ＳＯ４三种溶液 Ｂａ（ＯＨ）２溶液

Ｂ ＮａＯＨ、ＮａＮＯ３、Ｎａ２ＳＯ４三种溶液 ＭｇＣｌ２溶液

Ｃ Ｋ２ＣＯ３、ＫＯＨ、ＢａＣｌ２三种溶液 稀Ｈ２ＳＯ４溶液

Ｄ ＣｕＯ、Ｃ、Ｆｅ三种固体粉末 稀ＨＣｌ溶液

７．（２０１７·济宁）有四瓶无色溶液，它们分别是 ＡｇＮＯ３、

ＢａＣｌ２、Ｋ２ＣＯ３和 Ｍｇ（ＮＯ３）２溶液，仅利用下面试剂就

能将它们区别开的是 （　Ａ　）

Ａ．ＨＣｌ、Ｎａ２ＳＯ４
Ｂ．ＮａＣｌ、ＨＮＯ３
Ｃ．ＨＮＯ３、Ｂａ（ＮＯ３）２
Ｄ．ＮａＣｌ、ＮａＯＨ

８．（２０１７·广东）除去下列物质中的杂质（括号内为杂

质），所选用的试剂与方法正确的是 （　Ａ　）

Ａ．ＣＯ（水蒸气）：通过浓硫酸洗气

Ｂ．ＣＯ２（ＨＣｌ）：通过饱和ＮａＨＣＯ３溶液洗气

Ｃ．ＮａＣｌ固体（沙子）：溶于水、过滤、洗涤、干燥

Ｄ．铁粉（锌粉）：加入稀Ｈ２ＳＯ４溶液充分反应后过滤

９．（２０１７·山西）提纯是化学实验常用的一种方法。除

去下表混合物中的杂质，所选除杂试剂错误的是

（　Ｂ　）

选项 混合物（括号内为杂质） 除杂试剂

Ａ ＮａＯＨ溶液（Ｎａ２ＣＯ３） 适量的氢氧化钙溶液

Ｂ ＣａＯ粉末（ＣａＣＯ３） 足量的蒸馏水

Ｃ Ｃｕ粉（Ｆｅ） 足量的稀硫酸

Ｄ ＣｕＳＯ４溶液（Ｈ２ＳＯ４） 足量的氧化铜粉末

１０．（２０１７·贺州改编）下列各组物质除杂方法正确的

是 （　Ａ　）

选项 物质（括号内为杂质） 操作方法

Ａ ＮａＣｌ溶液（Ｎａ２ＳＯ４） 加入适量的ＢａＣｌ２溶液，过滤

Ｂ Ｂａ（ＯＨ）２（ＢａＣｌ２） 通入过量的二氧化碳，过滤

Ｃ Ｏ２（Ｈ２） 把气体通过灼热的铜网

Ｄ ＣａＣｌ２溶液（稀ＨＣｌ） 加入适量的Ｎａ２ＣＯ３溶液

１１．（２０１７·遵义）除去下列物质中少量杂质（括号内

为杂质）的方法，叙述正确的是 （　Ｃ　）

Ａ．一氧化碳（二氧化碳）———通过灼热的氧化铜

Ｂ．水（植物油）———加洗洁精，搅拌振荡

Ｃ．Ｎａ２ＣＯ３（ＮａＨＣＯ３）固体———充分加热至固体质

量不变

Ｄ．ＮａＣｌ溶液（ＣａＣｌ２）———滴加适量 Ｋ２ＣＯ３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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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０１７·玉林、崇左）下列各组稀溶液，仅用组内物

质及其反应产物就能鉴别出来的是 （　Ｄ　）

Ａ．ＫＣｌ　Ｈ２ＳＯ４　ＮａＯＨ　Ｂａ（ＮＯ３）２

Ｂ．ＮａＣｌ　ＡｇＮＯ３　ＣａＣｌ２　ＨＮＯ３

Ｃ．ＣｕＳＯ４　ＮａＣｌ　ＫＮＯ３　ＢａＣｌ２

Ｄ．ＮａＣｌ　ＨＣｌ　ＮａＯＨ　ＭｇＣｌ２

１３．（２０１７·河池）下列关于物质的鉴别、除杂所选用的

试剂或方法错误的是 （　Ｃ　）

选项 实验目的 试剂或方法

Ａ
鉴别ＦｅＣｌ３、ＮａＣｌ、ＮａＯＨ、

ＭｇＣｌ２四种溶液
不另加试剂

Ｂ
鉴别ＣａＣＯ３、ＮａＯＨ、ＮａＣｌ、

ＮＨ４ＮＯ３四种固体
水

Ｃ
除去ＭｇＣｌ２溶液中少量

的ＣｕＣｌ２

加入过量铁粉、充分

反应、过滤

Ｄ 除去Ｎ２中的少量Ｏ２
将气体缓缓通过灼

热的铜网

１４．（２０１７·邵阳）下列各组离子能在 ｐＨ＝１０的溶液

中大量共存的是 （　Ｄ　）

Ａ．Ｎａ＋、Ｍｇ２＋、ＣＯ２－３

Ｂ．Ｈ＋、Ｃｕ２＋、ＮＯ－３

Ｃ．ＮＨ＋４、Ｆｅ
３＋、ＳＯ２－４

Ｄ．Ｋ＋、Ｂａ２＋、Ｃｌ－

１５．能在ｐＨ为１３的溶液中大量共存，且溶液为无色透

明的一组物质是 （　Ｂ　）

Ａ．ＦｅＣｌ３、ＣｕＳＯ４、ＮａＣｌ Ｂ．ＮａＣｌ、Ｎａ２ＳＯ４、ＮａＯＨ

Ｃ．ＣａＣｌ２、Ｎａ２ＣＯ３、ＫＮＯ３ Ｄ．Ｋ２ＳＯ４、ＮａＮＯ３、ＮＨ４Ｃｌ

１６．（２０１７·包头）下列实验事实不成立的是 （　Ｄ　）

Ａ．用酚酞溶液可鉴别稀盐酸、氢氧化钠溶液和氯

化钠溶液

Ｂ．除去炭粉中混有的少量氧化铜粉末，可加足量稀

硫酸后过滤

Ｃ．Ｂａ２＋、ＯＨ－、ＮＯ３
－、Ｎａ＋四种离子在溶液中可以

同时存在

Ｄ．分离氯化钠和碳酸钠两种固体，先加适量的稀

盐酸，再蒸发

１７．（２０１７·河池）下列物质在水溶液中能够大量共存，

且加入石蕊试液后显红色的是 （　Ａ　）

Ａ．ＮａＣｌ　Ｂａ（ＮＯ３）２　ＨＣｌ

Ｂ．ＮａＯＨ　ＣｕＳＯ４　Ｈ２ＳＯ４

Ｃ．ＮＨ４ＮＯ３　ＮａＯＨ　Ｋ２ＳＯ４

Ｄ．ＮａＮＯ３　Ｎａ２ＳＯ４　ＮＨ３·Ｈ２Ｏ

１８．（２０１７玉林、崇左）下列物质在水溶液中能大量共

存且无色的是 （　Ｃ　）

Ａ．ＨＣｌ　ＮａＮＯ３　Ｋ２ＳＯ４　Ｎａ２ＣＯ３

Ｂ．ＣｕＣｌ２　Ｎａ２ＳＯ４　ＫＮＯ３　ＮａＣｌ

Ｃ．ＮａＯＨ　Ｋ２ＣＯ３　ＮａＣｌ　Ｎａ２ＳＯ４

Ｄ．ＢａＣｌ２　ＫＮＯ３　ＣａＣｌ２　Ｎａ２ＳＯ４

１９．（２０１７·德阳）实验室有一包含有少量氯化钠杂质

的硝酸钾固体，某校化学兴趣小组的同学为了得到

纯净的硝酸钾，设计了如图所示的操作，下列有关

分析中正确的是 （　Ｄ　）

Ａ．操作Ⅰ～Ⅲ分别是溶解、加热蒸发、过滤

Ｂ．操作Ⅰ是过滤，将氯化钠固体从溶液中分离除去

Ｃ．操作Ⅱ是加热浓缩，趁热过滤，除去杂质氯化钠

Ｄ．操作Ⅲ是过滤，将硝酸钾晶体从溶液中分离出来

２０．（２０１７·无锡）一瓶不纯的Ｋ２ＣＯ３粉末，所含杂质可

能是ＫＮＯ３、Ｃａ（ＮＯ３）２、ＫＣｌ、ＣｕＣｌ２、Ｎａ２ＣＯ３中的一

种或几种，为确定其成分，进行如下实验：

（１）取少量该粉末于烧杯中，加入适量蒸馏水，充

分搅拌，得无色澄清溶液。

（２）取上述无色溶液少许于试管中，滴加 ＡｇＮＯ３溶

液有沉淀生成，再加入足量的稀 ＨＮＯ３溶液，沉

淀部分溶解。

（３）另称取１．３８ｇ该粉末于烧杯中，加入蒸馏水溶

解，再加入足量的 ＢａＣｌ２溶液，充分反应后生成

１．９７ｇ白色沉淀。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Ｄ　）

　Ａ．杂质中可能含有ＫＮＯ３、Ｎａ２ＣＯ３

Ｂ．杂质中肯定不含有Ｃａ（ＮＯ３）２、ＣｕＣｌ２、Ｎａ２ＣＯ３

Ｃ．杂质中肯定含有ＫＣｌ，可能含有Ｎａ２ＣＯ３

Ｄ．杂质中肯定含有ＫＣｌ、Ｎａ２ＣＯ３，可能含有Ｋ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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