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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北京昌平初三（上）期末 

化    学 

可能用到的相对原子质量：H-1  C-12  N-14  O-16  F-19  Na-23  S-32  Cl-35.5 

一、本部分共 25 题，每题 1 分，共 25 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

的一项。 

1. 下列过程中，只发生物理变化的是 

A. 食物腐败 B. 矿石粉碎 C. 蜡烛燃烧 D. 以粮食为原料酿酒 

2. 地壳中含量最多的元素是（  ） 

A. Si B. Al C. O D. Fe 

3. 下列物质属于纯净物的是 

A. 食醋 B. 煤炭 C. 蒸馏水 D. 洁净的空气 

4. 下列不属于化石燃料的是（    ） 

A. 天然气 B. 石油 C. 煤 D. 乙醇 

5. 下列物质在 O2中燃烧，产生大量白烟的是 

A. 木炭 B. 甲烷 C. 铁丝 D. 红磷 

碳的化合物在生活、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回答下列小题。 

6. 碳元素与氧元素的本质区别是 

A. 电子数不同 B. 中子数不同 C. 质子数不同 D. 最外层电子数不同 

7. 下列不属于二氧化碳用途的是 

A. 做燃料 B. 做制冷剂 C. 做气体肥料 D. 用于人工降雨 

8. C3N4是一种新型材料，在 C3N4中，碳元素 化合价为＋4，则氮元素的化合价是 

A. -5 B. +3 C. +1 D. -3 

9. 下列物质中含有氧分子的是 

A. 水 B. 液氧 

C. 过氧化氢 D. 二氧化碳 

10. 下列仪器不能加热的是 

A. 烧杯 B. 试管 C. 量筒 D. 燃烧匙 

2022 年“世界无烟日”的宣传主题为“燃烧的是香烟，消耗的是生命”。回答下列小题。 

11. 下列安全图标中，表示“禁止吸烟”的是 

A.  B.  C.  D.  

12. 吸烟时，烟草发生不完全燃烧，产生了对人体有害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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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2 B. O2 C. CO D. CO2 

13. 下列实验操作正确的是 

A. 加热液体 B. 倾倒液体 

C. 点燃酒精灯 D. 过滤 

14. 下列化学符号中，表示 2 个氢分子的是 

A. H2 B. 2H C. 2H2 D. 2H+ 

15. 能鉴别氧气和空气两瓶气体的方法是 

A. 看颜色 B. 闻气味 

C. 倒入水 D. 伸入带火星的木条 

钛合金是常用的航天材料之一、钛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信息如下图。回答下列小题。 

 

16. 下列有关钛元素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 原子序数是 22 B. 元素符号为 Ti 

C. 属于非金属元素 D. 相对原子质量是 47.87 

17. 钛原子的核外电子数是 

A. 70 B. 22 C. 26 D. 48 

18. 下列做法中，有利于保护水资源的是 

A. 使用节水型马桶 B. 工业废水直接排放 

C. 生活污水任意排放 D. 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 

19. 安全警钟应时刻长鸣。下列做法不正确的是 

A. 面粉厂内，禁止明火 B. 油锅着火，锅盖盖灭 

C. 点燃氢气，提前验纯 D. 燃气泄漏，点火检查 

20. 下列物质的用途，主要利用其化学性质的是 

A. 干冰用于人工降雨 B. 稀有气体用作电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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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活性炭除去电冰箱的异味 D. 氮气用作保护气 

21. 下列化学式书写正确的是 

A. 氧化铜 CuO2 B. 二氧化锰 MnO2 

C. 氯化钠 Na2C1 D. 碳酸钠 NaCO3 

22. 下列关于 S+O2

燃点
SO2 的理解不正确的是 

A. 表示硫与氧气在点燃条件下反应生成二氧化硫 

B. 参加反应的硫与氧气的质量比是 2:1 

C. 反应前后硫原子、氧原子的个数均不变 

D. 参加反应的氧气与生成的二氧化硫的分子个数比为 1:1 

23. 在细菌作用下，用氨气可以处理含有甲醇(CH3OH)的工业废水，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5CH OH 12O 6NH =3N 5X 19H O3 2 3 2 2 ，则 X 的化学式为 

A. C B. CO C. CO2 D. CH4 

24. 阿兹夫定片(主要成分阿兹夫定化学式为 C9H11FN6O4)是国产新冠口服药物。下列关于阿兹夫定的描述

不正确的是 

A. 阿兹夫定由五种元素组成 B. 阿兹夫定中含有 31 个原子 

C. 碳、氢两种元素的质量比为 108：11 D. 阿兹夫定中碳元素的质量分数最大 

25. 如图是探究分子运动的实验装置。关于此实验说法不正确的是 

 

A. 烧杯 A 中液体变为红色 

B. 烧杯 C 中液体变为红色 

C. 对比烧杯 A、B 中的现象，可以排除空气对实验的干扰 

D. 此实验说明氨分子比酚酞分子运动得快 

二、本部分共 14 题，共 45 分。 

【生活现象解释】 

26. 氧气是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气体，有着十分重要的用途。 

（1）氧气常用于医疗急救，利用了氧气的性质是_______。 

（2）工业上在低温、加压条件下，将空气液化，再升高温度使液态氮蒸发，剩余液态氧储存于钢瓶里。

从微观角度分析，液态氮蒸发过程中，主要变化的是_______。 

27. 2022 年 10 月 31 日，梦天实验舱发射成功。 

（1）搭载梦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 B 遥四运载火箭使用的燃料是液氢，助燃剂是液氧，液氢在液氧中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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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 

（2）中国空间站内有一套非常完备的再生式环控生保系统来保障航天员的正常生活。二氧化碳还原子系

统中，二氧化碳和氢气反应生成水和气体 X，气体 X 中一定含有碳元素，从元素守恒的角度说明理由

_______。 

28. 碳循环是指碳在地球上 生物圈、岩石圈、水圈及大气圈中交换，并随地球的运动循环不止的现象，

请回答下列问题。 

 

（1）碳循环中的“碳”是指_______(填“元素”、“原子”或“单质”)。 

（2）上述碳循环过程中，能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的过程是    。 

A. 呼吸作用 B. 光合作用 C. 水的吸收作用 

（3）岩石圈中发生的反应之一为 ＋＋ CO )H(CO H O CaCO =Ca2 2 3 3 2 ，该反应属于基本反应类型中的

_______反应。 

【科普阅读理解】 

29. 阅读下面科普短文。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已经成为继工业部门后第二大能源消费部门。 

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正由煤炭、煤气等传统能源向电力、天然气等现代能源转变。2016 年公布的居民家庭能

源年消费量和年消费支出如表。 

能源种类 年消费量均值 年消费支出均值 

电力 1677.9kw/h 886.1 元 

天然气 246.9m 516.2 元 

液化石油气 76.3kg 531.3 元 

煤炭 917.5kg 724.5 元 

薪柴/秸秆 1201.3kg 401.1 元 

自 1998 年以后，人均能源消费量迅速增长。从各项能源人均消费情况来看，电力和天然气的人均消费量

增长迅猛，液化石油气表现出增长趋势。煤炭消费量呈现变化趋势如图 1，煤气消费量的变化趋势与煤炭

相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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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对于能源消费领域，重点是调整能源结构。天然气和煤炭都是不

可再生能源。充分燃烧 lkg 天然气或煤产生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质量如图 2 所示。 

 

今后，为全面推动绿色发展，要逐步实现家庭能源消费从传统能源向清洁高效现代化能源的转变。比如，

除了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外，还要应用和推广地热能发电、生物发电等多种新型的发电方式。 

(原文作者刘子兰、姚健等，有删改) 

（1）依据文章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燃料 主要成分 有关说法 

煤 C、H、S 等元素 2016 年，居民家庭煤炭年消费量均值是_______kg。 

液化 

石油

气 

丙烷 C3H8 

丁烷 C4H10 

C3H8的相对分子质量为_______(写出计算式)。 

配平丁烷完全燃烧的化学方程式：_____ C H + O4 10 2

⎯⎯⎯⎯⎯→燃点

CO + H O2 2  

天然

气 

______(写化学

式)。 
根据图 2 推测“利用天然气代替煤作家庭燃料”的依据是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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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图 1 可知，自 2004 年以后煤炭消费量呈现的变化趋势是_______。 

【生产实际分析】 

30. 铝灰渣可以制备净化水的絮凝剂聚合氯化铝，生产工艺流程如图所示，请回答下列问题。 

 

（1）粉碎铝灰渣 目的是_______。 

（2）操作 I 是_______。 

（3）铝灰渣 主要成分有 Al、Al2O3、AlN、AlO(OH)、SiO2，其中属于氧化物的是_______。 

31. 通过太阳能电池电解水制氢气，通过捕集装置获取二氧化碳，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合成甲醇的工艺流程

如下。 

 

（1）太阳能电池电解水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 

（2）补全氢气和二氧化碳合成甲醇的微观示意图____( 碳原子， 氧原子， 氢原子)。 

 

【基本实验及其原理分析】 

32. 根据下图回答问题。 

 

（1）仪器 a 的名称是_______，A 中高锰酸钾制取氧气的化学方程式是_______。 

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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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中用过氧化氢和二氧化锰制取氧气的化学方程式是_______。 

（3）制取氧气选择发生装置的依据是反应物状态及_______。 

（4）C 中铁丝在氧气中燃烧的化学方程式是_______。 

33. 电解水实验如图所示。 

 

（1）该反应中，与负极相连的电极上产生的气体为_______。 

（2）与正、负极相连的电极上产生的气体体积比约为_______。 

（3）该实验证明水是由_______组成的。 

34. 利用下图所示装置进行实验。 

 

已知：① ＋＋Fe CuSO =Cu FeSO4 4 ；② ＋＋＋ Na CO 2HCl=2NaCl H O CO2 3 2 2 。 

（1）一段时间后，A 中电子秤示数_______(填“变小”、“不变”或“变大”)。 

（2）以上实验能验证质量守恒定律的是_______(填序号)。 

35. 用下图装置验证二氧化碳的性质(图中小花为干燥的紫色石蕊纸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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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 1：能证明 H2O和 CO2发生了化学反应的现象是_______。 

（2）实验 2：将二氧化碳气体倒入烧杯中，能观察到低蜡烛先熄灭的原因是_______。 

36. 利用下图实验验证可燃物燃烧的条件。 

已知：白磷的着火点为 40℃。 

 

（1）设计 C、D 的目的是_______。 

（2）能验证可燃物燃烧需要温度达到着火点的现象是_______。 

（3）A—D 中，可不做的实验是_______(填序号)。 

37. 用如图实验测定空气中氧气含量。 

 

（1）红磷燃烧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 

（2）红磷需要过量的原因是_______。 

（3）玻璃管除去胶塞部分管的长度为 h，红磷燃烧前，管内液体的高度为 h1，红磷燃烧停止，完全冷却

后，左侧液体高度为 h2，空气中氧气含量的表达式为_______。 

【科学探究】 

38. 为探究影响大理石与稀盐酸反应速率的因素，实验小组进行了以下实验。 

【进行实验】用如图装置完成实验。 

 

在同一温度下，用等体积不同浓度 稀盐酸和等质量不同形状的大理石进行如下实验： 

序号 稀盐酸浓度/％ 大理石形状 二氧化碳体积/ml。(均收集 1min)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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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5 块状 28.3 

② 5 粉末 46.8 

③ 10 块状 58.7 

④ 10 粉末 x 

【解释与结论】 

（1）大理石与稀盐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 

（2）检验生成气体是二氧化碳的方法是_______。 

（3）实验①②的目的是_______。 

（4）④中 x 合理的是    (填序号)。 

A. 45.7 B. 54.7 C. 95.4 

（5）能得出稀盐酸浓度是影响反应速率因素之一的实验是_______(填序号)。 

【反思与评价】 

（6）据以上实验分析，实验室选择用块状大理石与稀盐酸反应制取二氧化碳的原因是_______。 

【实际应用定量计算】 

 

39. 次氯酸钠(NaClO)是常用的漂白剂。其制法之一是用氢氧化钠溶液吸收氯气制得，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Cl 2NaOH NaClO NaCl H O2 2 。若要制备 149g 次氯酸钠，计算至少需要氯气的质量(写出计算过

程及结果)。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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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本部分共 25 题，每题 1 分，共 25 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

的一项。 

1. 【答案】B 

【解析】 

【详解】A、食物腐败生成新物质，属于化学变化，此选项错误； 

B、矿石粉碎，物质的形状发生改变，没有生成新物质，属于物理变化，此选项正确； 

C、蜡烛燃烧生成新物质，属于化学变化，此选项错误； 

D、以粮食为原料酿酒生成新物质，属于化学变化，此选项错误； 

故选 B。 

2. 【答案】C 

【解析】 

【详解】地壳中元素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氧、硅、铝、铁、钙等，因此含量最多的元素是氧元素。故选 C。 

3. 【答案】C 

【解析】 

【详解】A、食醋是醋酸和水的混合物，故 A 错误； 

B、煤炭主要成分是碳，属于混合物，故 B 错误； 

C、蒸馏水是纯净的水，属于纯净物，故 C 正确； 

D、空气是由氮气、氧气、稀有气体、二氧化碳等物质组成的混合物，故 D 错误。 

故选 C。 

4. 【答案】D 

【解析】 

【详解】煤、石油、天然气属于化石燃料，乙醇可由高粱、薯类发酵制得，不属于化石燃料。故选 D。 

5. 【答案】D 

【解析】 

【详解】A、木炭在氧气中燃烧发出白光，生成无色无味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故 A 错误； 

B、甲烷燃烧产生蓝色火焰，故 B 错误； 

C、铁在氧气中剧烈燃烧，火星四射，生成黑色固体，故 C 错误； 

D、红磷燃烧产生大量白烟，故 D 正确。 

故选 D。 

【答案】6. C    7. A    8. D 

【解析】 

【6 题详解】 

元素是质子数（即核电荷数）相同的一类原子的总称。不同元素的本质区别是质子数不同，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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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题详解】 

A、二氧化碳不燃烧也不支持燃烧，不能做燃料，错误； 

B、固态二氧化碳（干冰）升华吸热，可作制冷剂，正确； 

C、二氧化碳参与光合作用，可做气体肥料，正确； 

D、固态二氧化碳（干冰）升华吸热，用于人工降雨，正确； 

故选 A； 

【8 题详解】 

在 C3N4中，碳元素的化合价为＋4，又因为在化合物中正、负化合价代数和为 0。设氮元素的化合价是 x，

则+4×3+4x=0， x=-3。故选 D。 

9. 【答案】B 

【解析】 

【详解】A、水中含有氧元素，而无氧气分子，故不符合题意； 

B、液氧是液态的氧气，是由氧分子构成的，故选项正确。 

C、过氧化氢是由过氧化氢分子构成的，故选项错误。 

D、二氧化碳是由二氧化碳分子构成的，不含氧分子，故选项错误。 

故选：B。 

10. 【答案】C 

【解析】 

【分析】 

【详解】烧杯可以被间接（垫着石棉网）加热；试管可以被直接加热；量筒不能加热，防止刻度不准确；

燃烧匙可以被直接加热。故选 C。 

【答案】11. A    12. C 

【解析】 

【11 题详解】 

A、该图标是“禁止吸烟”，符合题意； 

B、该图标是“禁止燃放鞭炮”，不符合题意； 

C、该图标是“禁止烟火”，不符合题意； 

D、该图标是“禁止放易燃物”，不符合题意。 

故选 A； 

【12 题详解】 

吸烟时，烟草发生不完全燃烧生成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有毒，极易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从而使血红

蛋白不能再与氧气结合，造成生物体缺氧。 

故选 C。 

13. 【答案】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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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A 、给试管内液体加热时，用酒精灯的外焰加热，试管内液体不能超过试管容积的三分之一，试

管夹夹在距试管口三分之一处，先上下移动试管预热，再集中加热，故 A 选项图中所示操作错误； 

B 、向试管中倾倒液体药品时，瓶塞要倒放，标签要朝向手心，瓶口紧挨，故 B 选项图中所示操作正确； 

C 、使用酒精灯时要注意“两查、两禁、一不可”，禁止用燃着的酒精灯去引燃另一盏酒精灯，故 C 选项

图中所示操作错误； 

D 、过滤液体时，要注意“一贴、二低、三靠”的原则，图中缺少玻璃棒引流，故 D 选项图中所示操作

错误。 

故选 B。  

【点睛】本题难度不大，熟悉各种仪器的用途及使用注意事项、掌握常见化学实验基本操作的注意事项是

解答此类试题的关键。 

14. 【答案】C 

【解析】 

【详解】分析：根据标在元素符号前面的数字表示原子的个数；标在化学式前面的数字表示分子的个数；标

在元素符号右下角的数字表示一个分子中所含原子的个数；根据标在离子符号前面的数字表示离子个数；进

行解答． 

解：A、根据标在元素符号右下角的数字表示一个分子中所含原子的个数；因此 H2表示一个氢分子由 2 个

氢原子构成，故 A 不符合题意； 

B、根据标在元素符号前面的数字表示原子的个数；所以 2H 表示 2 个氢原子；故 B 不符合题意； 

C、根据标在化学式前面的数字表示分子的个数；所以 2H2 表示 2 个氢分子；故 C 符合题意； 

D、根据标在离子符号前面的数字表示离子个数；所以 2H+表示 2 个氢离子；故 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C．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化学用语的书写和理解能力，题目设计既包含对化学符号意义的了解，又考查

了学生对化学符号的书写 

15. 【答案】D 

【解析】 

【详解】A、氧气和空气均为无色气体，则不能通过颜色鉴别，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B、氧气和空气均为无味气体，则不能通过气味鉴别，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C、氧气和空气均不易溶于水，则不能通过倒水鉴别，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D、氧气能使带火星的木条鉴别，而空气不能，则可通过现象鉴别，该选项符合题意。 

故选 D。 

【答案】16. C    17. B 

【解析】 

【16 题详解】 

A、元素周期表单元格中，左上角的数字表示原子序数，则钛元素的原子序数是 22，该选项说法正确； 

B、元素周期表单元格中，右上角的符号表示元素符号，则钛元素的元素符号为 Ti，该选项说法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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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钛元素为“钅”字旁，属于金属元素，该选项说法不正确； 

D、元素周期表单元格中，最下方的数字表示相对原子质量，则钛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为 47.87，该选项说

法正确。 

故选 C。 

【17 题详解】 

原子的质子数=核外电子数=原子序数，则钛原子的核外电子数为 22，故选 B。 

18. 【答案】A 

【解析】 

【详解】A、推广使用节水器具，节约用水，有利于保护水资源，故正确；  

B、工业废水未处理直接排放，不利于保护水资源，故错误； 

C、生活污水任意排放，不利于保护水资源，故错误； 

D、大量施用化肥和农业会污染水资源，不利于保护水资源，故错误。 

点睛： 

保护水资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节约用水；另一方面要防止水体污染。 

19. 【答案】D 

【解析】 

【详解】A、面粉厂内，防止爆炸，禁止明火，故 A 正确； 

B、油锅着火，锅盖盖灭，隔绝氧气灭火，故 B 正确； 

C、氢气是易燃易爆气体，点燃之前，要检验其纯度，故 C 正确； 

D、燃气泄漏，不能点火检查，易引燃燃气，发生危险，故 D 错误。 

故选 D。 

20. 【答案】D 

【解析】 

【详解】A、干冰升华吸热，用于人工降雨，不用通过化学变化就能体现出来，属于物理性质，故 A 错

误； 

B、稀有气体通电发出不同颜色的光，用作电光源，不用通过化学变化就能体现出来，属于物理性质，故

B 错误； 

C、活性炭能吸附异味，不用通过化学变化就能体现出来，属于物理性质，故 C 错误； 

D、氮气的化学性质稳定，用作保护气，需要通过化学变化才能体现出来，属于化学性质，故 D 正确。 

故选 D。 

21. 【答案】B 

【解析】 

【详解】A、氧化铜中，铜元素的化合价为+2 价，氧元素的化合价为-2 价，则其化学式为 CuO，该选项书

写不正确； 

B、根据化学式的读法，二氧化锰的化学式为 MnO2，该选项书写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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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氯化钠中，钠元素的化合价为+1 价，氯元素的化合价为-1 价，则其化学式为 NaCl，该选项书写不正

确； 

D、碳酸钠中，钠元素的化合价为+1 价，碳酸根的化学式为-2 价，则其化学式为 Na2CO3，该选项书写不

正确。 

故选 B。 

22. 【答案】B 

【解析】 

【详解】A.表示硫与氧气在点燃条件下反应生成二氧化硫，是正确的叙述； 

B.根据质量关系可知参加反应的硫与氧气的质量比是 1:1，原选项是错误的叙述，； 

C.反应前后硫原子、氧原子的个数均不变，根据质量守恒定律是正确的叙述； 

D.根据化学方程式的含义知，参加反应的氧气与生成的二氧化硫的分子个数比为 1:1，是正确的叙述；故

选 B。 

23. 【答案】C 

【解析】 

【详解】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数目不变，反应前 C、H、O、N 的原子个数分别为 5、

38、29、6，反应后 C、H、O、N 的原子个数分别为 0、38、19、6，5X 中含有 5 个碳原子和 10 个氧原子，

X 的化学式为 CO2； 

故选 C  

24. 【答案】B 

【解析】 

【详解】A、由阿兹夫定的化学式可知，阿兹夫定是由碳、氢、氟、氮、氧五种元素组成，故选项说法正

确； 

B、阿兹夫定是由阿兹夫定分子构成，1 个阿兹夫定分子是由 9 个碳原子、11 个氢原子、1 个氟原子、6 个

氮原子和 4 个氧原子构成，因此 1 个阿兹夫定分子中含有 31 个原子，故选项说法不正确； 

C、阿兹夫定中碳、氢两种元素的质量比为(12×9):(1×11)=108:11，故选项说法正确； 

D、阿兹夫定中碳、氢、氟、氮、氧五种元素的质量比为(12×9):(1×11):19:(14×6):(16×4) =108:11:19:84:64，

因此阿兹夫定中碳元素的质量分数最大，故选项说法正确。 

故选 B。 

25. 【答案】B 

【解析】 

【详解】A、由于浓氨水具有挥发性，挥发出的氨分子不断运动，运动到 A 烧杯中形成氨水，氨水能使酚

酞溶液变红，则烧杯 A 中溶液变红色，该选项说法正确； 

B、烧杯 C 中液体不变色，该选项说法不正确； 

C、烧杯 A 中溶液变红色，而烧杯 B 中溶液不变色，对比可排除空气对实验的干扰，该选项说法正确； 

D、烧杯 A 变红色，而烧杯 C 不变色，说明氨分子比酚酞分子运动得快，该选项说法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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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B。 

二、本部分共 14 题，共 45 分。 

【生活现象解释】 

26. 【答案】（1）氧气能供给呼吸     

（2）分子间隔 

【解析】 

【小问 1 详解】 

氧气常用于医疗急救，这利用了氧气能供给呼吸的性质，故填：氧气能供给呼吸； 

【小问 2 详解】 

从微观视角分析，液态氮蒸发过程中，主要改变的是分子间隔，故填：分子间隔。 

27. 【答案】（1）2H2+O2

燃点
2H2O     

（2）反应物中含有碳、氢、氧三种元素，而生成物水中只含有氢元素和氧元素 

【解析】 

【小问 1 详解】 

液氢在液氧中燃烧生成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2H2+O2

燃点
2H2O，故填：2H2+O2

燃点
2H2O； 

【小问 2 详解】 

气体 X 中一定含有碳元素，是因为反应物中含有碳、氢、氧三种元素，而生成物水中只含有氢元素和氧元

素，根据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种类不变，气体 X 中一定含有碳元素，故填：反应物中含有碳、氢、氧三种元

素，而生成物水中只含有氢元素和氧元素。 

28. 【答案】（1）元素    （2）B     

（3）化合 

【解析】 

【小问 1 详解】 

碳循环中的“碳”是指碳元素，故填：元素； 

【小问 2 详解】 

A、呼吸作用，消耗氧气，释放二氧化碳，故选项符合不题意； 

B、光合作用，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合成有机物，并释放出氧气，故选项符合题意； 

C、水的吸收作用，是二氧化碳与水反应生成碳酸，不能释放出氧气，故选项符合不题意； 

故选 B； 

【小问 3 详解】 

＋＋ CO )H(CO H O CaCO =Ca2 2 3 3 2 该反应符合“多变一”的特点，属于化合反应，故填：化合。 

【科普阅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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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答案】（1）    ①. 917.5    ②. （12×3）+（1×8）=44 

    ③. 2、13、8、10    ④. CH4     ⑤. 可以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     

（2）煤炭消费量先增加后降低并趋于平稳 

【解析】 

【小问 1 详解】 

据 2016 年公布的居民家庭能源年消费量和年消费支出表可知，2016 年，居民家庭煤炭年消费量均值是

917.5kg； 

C3H8 的相对分子质量=（12×3）+（1×8）=44； 

配平丁烷完全燃烧的化学方程式：由于
燃点

+ → +COC H O H O4 10 2 2 2
，先在 C4H10 前面填 1，则 CO2 前

面填 4，H2O 前面填 5，则 O2 前面填
2

13
，再将前面各数据乘以 2，即得

燃点
+ +CO2C H 13O 8 10H O4 10 2 2 2 ； 

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化学式 CH4； 

根据图 2 可知，等质量的天然气和煤完全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质量相当，煤产生的二氧化硫是天然气的很

多倍，所以推测“利用天然气代替煤作家庭燃料”的依据是可以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 

小问 2 详解】 

由图 1 可知，自 2004 年以后煤炭消费量呈现的变化趋势是煤炭消费量先增加后降低并趋于平稳。 

【生产实际分析】 

30. 【答案】（1）增大反应物的接触面积，使反应更充分     

（2）过滤 

    （3）Al2O3、SiO2 

【解析】 

【小问 1 详解】 

粉碎铝灰渣，能增大反应物的接触面积，使反应更充分。 

【小问 2 详解】 

由图可知，通过操作 I 固体与液体分离，则其名称为过滤。 

【小问 3 详解】 

氧化物是指含有两种元素，且一种元素为氧元素 化合物，则其中属于氧化物的有 Al2O3、SiO2。 

31. 【答案】（1）
电通

 2H O 2H +O2 2 2      

（2）  

【解析】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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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问 1 详解】 

水在通电的条件下反应生成氢气和氧气，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电通

 2H O 2H +O2 2 2 ； 

【小问 2 详解】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化学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和数目不变，反应物中含 C、H、O 的个数分别是 1、6、

2，生成物中含 C、H、O 的个数分别是 1、4、1，故生成物中还应含 2 个 H、1 个 O，每个水分子由 2 个

氢原子和 1 个氧原子构成，故还应补充 1 个水分子，故填：  。 

【基本实验及其原理分析】 

32. 【答案】（1）    ①. 试管    ②. + + KMnO MnO MnO2 K O4 2 4 2 2  

（2） + 
MnO

2H O 2H O O2 2 2 2

2

 

（3）反应条件 

    （4）
燃点

+Fe Fe3 2O O2 3 4  

【解析】 

【小问 1 详解】 

仪器 a 的名称是试管；高锰酸钾加热生成锰酸钾、二氧化锰、氧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 KMnO MnO MnO2 K O4 2 4 2 2 ； 

【小问 2 详解】 

过氧化氢在二氧化锰的作用下分解生成水和氧气，化学方程式为： + 
MnO

2H O 2H O O2 2 2 2

2

； 

【小问 3 详解】 

制取氧气选择发生装置的依据是反应物状态及反应条件； 

【小问 4 详解】 

铁燃烧生成四氧化三铁，化学方程式为：
燃点

+Fe Fe3 2O O2 3 4。 

33. 【答案】（1）氢气##H2     

（2）1：2    （3）氢元素和氧元素 

【解析】 

【小问 1 详解】 

电解水实验，正极产生的气体是氧气，负极产生的气体是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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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问 2 详解】 

电解水实验，正极产生的氧气和负极产生的氢气体积比约为 1：2。 

【小问 3 详解】 

水在通电条件下生成氢气和氧气，氢气由氢元素组成，氧气由氧元素组成，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化学反应

前后，元素的种类不变，可证明水是由氢元素和氧元素组成。 

34. 【答案】（1）变小    （2）BC 

【解析】 

【小问 1 详解】 

蜡烛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和水，A 中蜡烛越来越少，所以 A 中电子秤示数变小； 

【小问 2 详解】 

A、有气体生成，散到空气中，不能用来验证质量守恒定律，故 A 错误； 

B、铁和硫酸铜反应生成铜和硫酸亚铁，可用来验证质量守恒定律，故 B 正确； 

C、碳酸钠和盐酸反应在密闭容器中进行，可用来验证质量守恒定律，故 C 正确。 

故选 BC。 

35. 【答案】（1）A 中纸花不变红，B 中纸花变红     

（2）二氧化碳不能燃烧，也不支持燃烧，密度比空气大 

【解析】 

【小问 1 详解】 

干纸花放入二氧化碳中不变色，喷水后小花不变色，喷水后放入二氧化碳中小花变红色，说明二氧化碳和

水反应生成了酸，则能证明 H2O 和 CO2发生了化学反应的现象是 A 中纸花不变红，B 中纸花变红，故填：

A 中纸花不变红，B 中纸花变红； 

【小问 2 详解】 

将二氧化碳气体倒入烧杯中，能观察到低蜡烛先熄灭的原因是二氧化碳不能燃烧，也不支持燃烧，密度比

空气大，故填：二氧化碳不能燃烧，也不支持燃烧，密度比空气大。 

36. 【答案】（1）验证氧气为可燃物燃烧的条件之一     

（2）B 中白磷不燃烧，而 D 中白磷燃烧    （3）A 

【解析】 

【小问 1 详解】 

白磷放在 80℃水中不能燃烧，但通入氧气可以燃烧，说明氧气为燃烧的条件之一。 

【小问 2 详解】 

B 中白磷在 20℃的水中，通入氧气也不能燃烧，而 D 中白磷在 80℃水中，通入氧气可以燃烧，说明燃烧

的条件之一为可燃物燃烧需要温度达到着火点以上。 

【小问 3 详解】 

B、D 对比说明燃烧的条件之一为温度达到可燃物着火点以上，C、D 对比说明燃烧的条件之一为与氧气接

触，则实验 A 可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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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答案】（1）
燃点

4P+5O 2P O2 2 5      

（2）将氧气全部消耗    （3）
h-h

100%×
h -h

1

2 1
 

【解析】 

【小问 1 详解】 

红磷燃烧的化学为：
燃点

4P+5O 2P O2 2 5。 

【小问 2 详解】 

测定空气中氧气含量时要将空气中的氧气全部消耗完，因此要红磷过量。 

【小问 3 详解】 

玻璃管除去胶塞部分管的长度为 h，红磷燃烧前，管内液体的高度为 h1，红磷燃烧停止，完全冷却后，左

侧液体高度为 h2，设玻璃管的底面积为 S，因此空气的总体积为S(h-h )1 ，消耗氧气的体积为S(h -h )2 1 ，

因此空气中氧气含量的表达式为：
h-h

100%×
h -h

1

2 1
。 

【科学探究】 

38. 【答案】（1） ＝+ CaCO 2HCl CaCl +H O+CO3 2 2 2      

（2）将生成的气体通入澄清石灰水中，石灰水变浑浊，则说明生成气体是二氧化碳     

（3）探究接触面积是否是影响反应速率因素之一    （4）C    （5）①③##②④    （6）反应速率适中 

【解析】 

【小问 1 详解】 

大理石中的碳酸钙能与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钙、水和二氧化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CaCO 2HCl CaCl +H O+CO3 2 2 2 。 

【小问 2 详解】 

二氧化碳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则检验生成的气体为二氧化碳的方法为：将生成的气体通入澄清石灰水

中，石灰水变浑浊，则说明生成气体是二氧化碳。 

【小问 3 详解】 

实验①②中，稀盐酸浓度相同，但大理石形状不同，则目的为：探究接触面积是否是影响反应速率因素之

一。 

【小问 4 详解】 

根据表中数据可知，对比①②，接触面积越大，相同时间收集的二氧化碳越多，对比①③，稀盐酸浓度越

大，相同时间收集二氧化碳越多，而四个实验中，④中为粉末状大理石，且稀盐酸浓度也最大，则相同时

间内收集的二氧化碳最多，故选 C。 

【小问 5 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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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前面分析可知，①③或②④的大理石形状相同，但稀盐酸的浓度不同，对比可得出稀盐酸浓度是影响

反应速率因素之一。 

【小问 6 详解】 

对比数据可知，实验室用块状大理石与稀盐酸反应制取二氧化碳的原因是：接触面积较小，反应速率适

中，方便二氧化碳的收集。 

【实际应用定量计算】 

39. 【答案】解：设需要氯气的质量为 x 

+ = + +

x

Cl NaOH NaClO NaCl

149g

71 74.5

2 H O2 2

 

=
x

74.5 149g

71
 

x=142kg 

答：若要制备 149g 次氯酸钠，至少需要氯气的质量为 142kg。 

【解析】 

【分析】根据氯气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和 NaClO 的质量，列出比例式，就可计算出参加反应

的 Cl2的质量。 

【详解】见答案。 

【点睛】根据化学方程式进行计算时，要注意解题格式和计算的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