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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北京昌平初三二模 

化    学 

本试卷共 6 页，共 45 分。考试时长与生物合计 9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

效。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交回。 

可能用到的相对原子质量：H1 C12 N14 O16 Na23 Cl35.5 

第一部分选择题（共 12 分） 

每小题 1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符合题目要求的一项。 

1. 下列属于非金属元素的是

A. Mg  B. Zn C. Cl D. Ag 

2.空气成分中，体积分数最大的是

A.氮气 B.氧气 C.稀有气 D.二氧化碳 

3.下列物质中，含有氧分子的是

A.O2 B. H2O C. CO2 D. H2O2 

4.一些物质的 pH 范围如下，其中呈碱性的是

A.柠檬汁（2-3） B.橘子汁（3-4 

C.西瓜汁（5-6） D.牙膏（8-9） 

5.下列物质与俗称对应不正确的是

A.NaOH（烧碱） B.Na2CO3（纯碱） 

C.Ca（OH）2（熟石灰） D. NaHCO3（苏打） 

6.下列实验操作正确的是

A.稀释浓硫酸 B.检查气密性



 2 / 11 

C.倾倒液体 D.滴加指示剂

7.下列物质的用途中，主要利用其物理性质的是

A.氧气用于医疗急救 

B.氮气用作保护气 

C.金属用于制作导线 

D.铁粉用作食品保鲜吸氧剂 

8.下列化学方程式正确的是

A.甲烷燃烧 4 2 2 2CH 2O CO 2H O+ = +

B.二氧化碳通入石灰水
2 2 3 2CO Ca(OH) CaCO H O+ =  +  

C.工业用赤铁矿炼铁 2 3 2CO Fe O 2Fe CO+ +
高温

D.实验室用过氧化氢制氧气
2MnO

2 2 2 22H O 2H 2O= +   

9.下列实验方法一定能达到实验目的的是

选项 实验目的 实验方法 

A 检验一瓶气体是否为 CO2 将燃着的木条伸入瓶中 

B 鉴别 H2和 CH4 分别点燃，在火焰上方罩一干冷烧杯 

C 鉴别石灰水和 NaOH 溶液 加入适量的稀盐酸 

D 比较 Zn、Cu、Ag 的金属活动性 将 Zn 和 Ag 分别放入 CuSO4溶液中 

10.二氧化氯（CO2）具有很强的杀菌能力，是国际上公认的安全、无毒的绿色消毒剂。生产二氧化氯可用亚氯酸

盐——氯气法： 2 2 22NaClO Cl 2NaCl 2ClO+ = +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二氧化氯是一种化合物 

B.二氧化氯中氯元素的化合价为+4 

C.生成 67.5kg 二氧化氯，需要氯气的质量至少为 7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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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二氧化氯可应用于饮用水、食品加工、公共环境等的消毒 

依据下列实验和溶解度曲线回答 11、12 题。 

已知：20℃时，a 和 b 的溶解度分别为 36g 和 88g。 

序号 ① ② ③ ④ ⑤ 

固体种类 a a b b b 

固体的质量/g 30 60 30 60 90 

水的质量/g 100 100 100 100 100 

11.20℃时，上述溶液为饱和溶液的是 

A.②④⑤ B.②⑤ C.④⑤ D.⑤ 

12.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20℃时，⑤中溶质与溶剂的质量比为 88:100 

B.将 t1℃时 b 的饱和溶液加水可变为不饱和溶液 

C.将 t2℃时 a 的饱和溶液降温至 t1℃，溶液质量不变 

D.将 t2℃时 a、b 的饱和溶液分别降温至 t1℃，两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相等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共 33 分） 

每空 1 分 

【生活现象解释】 

13.（1 分）风力灭火器将大量的空气高速吹向火焰，使燃烧停止。它的灭火原理是   。 

14.（2 分）我国研制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 2020 年 5 月 5 日在海南文昌首飞成功，该火箭采用无味、无污染的液

氢、液氧和煤油作为推进剂。 

（1）从微粒的角度分析，液氧和氧气的不同是        。 

（2）液氢和液氧燃烧，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 

15.（2 分）某种自热型小火锅中发热包的主要成分有：生石灰、铝粉、纯碱、水等。 

（1）发热原理是生石灰与水反应放热，生成物的化学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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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过程中发生反应
2 22Al 2H O 2NaOH 2NaAlO 3X+ + = + ，释放可燃性气体 X。X 的化学式

为                 。 

【科普阅读理解】 

16.（5 分）阅读下面科普短文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口罩成了每家必不可少的“保护神”。 

口罩通常由三层构成，图 1 为某种口罩的层状结构及对外在物质的阻隔效果： 

由于口罩的材质缝隙小于病毒体积，对病毒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口罩本身的静电作用还可将部分病毒吸附在

其外层。 

聚丙烯纤维是以丙烯聚合得到的聚丙烯为原料纺制而成的合成纤维。丙烯常温下为无色、稍带有甜味气体，易

燃。不溶于水，溶于有机溶剂。 

口罩生产出来以后，采用环氧乙烷（C2H4O）灭菌。环氧乙烷是一种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致癌物质。 

依据文章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1）利用口罩材质缝隙，起到防护作用的原理与          的原理相似，该过程属于     变化（填“物理”或“化

学”）。 

（2）丙烯完全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其微观示意图如下所示： 

① 丙烯分子中碳、氢原子的个数比为  。 

②反应物的分子个数比为 。 

（3）下列关于口罩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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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口罩可以有效阻止含有细菌、病毒的悬浮颗粒、飞沫进入人体 

B.雾霾天戴口罩，可以有效防止部分有害气体以及可吸入颗粒物进入人体 

C.口罩灭菌后，要使环氧乙烷残留药品释放，达到安全标准 

【生产实际分析】 

17.（2 分）某工厂利用废液（含氯化亚铁和氯化铜）和废铁屑回收金属铜的主要转化过程如图： 

（1）步骤Ⅰ中，发生的反应属于基本反应类型中的           反应。 

（2）步骤Ⅱ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18.（3 分）硫酸是用途广泛的化工原料，下图是以黄铁矿（FeS2）为原料生产硫酸的主要流程。 

（1）粉碎黄铁矿的目的是             。 

（2）写出以上过程中，硫元素化合价为+6 的物质的化学式        。 

（3）在一定条件下，接触室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基本实验及其原理分析】 

19.（2 分）请从 19-1 或 19-2 两题中任选 1 个作答。 

19-1   O2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 19-2   CO2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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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中加热高锰酸钾，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

式为              。 

（2）B 中可观察到的现象是             。 

（1）A 中向大理石中加入稀盐酸，发生反应的

化学方程式为             。 

（2）B 中可观察到的现象是             。 

20.（2 分）依据下图所示实验回答问题。 

c 

（1）实验 A，证明水是由              组成的。 

（2）实验 B，通入氧气后，白磷开始燃烧，说明可燃物燃烧条件之一是      。 

21.（3 分）农业上常用质量分数为 16%的 NaCl 溶液选种。实验室配制 100g 该溶液的过程如下图所示。 

（1）实验操作顺序为            。 

（2）②中需称量 NaCl 的质量为        。 

（3）①中有部分固体洒落到烧杯外部，所得溶液的浓度         （填“偏小”、“不变”或“偏大”）。 

2.（3 分）利用右图装置测定空气中氧气含量（两支玻璃管内径相同）。实验前 K1、K2、K3均已关闭。左管中燃

烧匙盛有足量白磷，右管盛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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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光照引燃白磷 

Ⅱ.待白磷熄灭，冷却，打开 K2，至液面不再变化，右管中液体的高度为 h1。 

（1）白磷燃烧的化学方程式为      。 

（2）右管中液体进入左管的原因是        。 

（3）计算空气中氧气体积分数的表达式为      （用 h0、h1表示）。 

（3 分）如右图所示，在白色点滴板 1-6 的孔穴中，分别滴加适量稀盐酸，研究物质的性质。 

（1）没有明显现象变化的孔穴有            （填孔穴序号）。 

（2）孔穴 3 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3）孔穴 6 反应后的溶液中溶质是（写出所有可能）     。 

【科学探究】 

24.（5 分）石灰石高温煅烧获得的生石灰是炼钢生产中的主要碱性造渣材料，其活性度好坏对冶炼过程有重要影

响。 

【提出问题】哪些因素可能影响生石灰的活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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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资料】生石灰活性度体现了生石灰与其他物质的反应能力，是表征生石灰水化反应速度的一个指标。生

产中常用的检测标准定义为：在足够时间内，用中和生石灰消化时产生的 Ca（OH）2所消耗的盐酸的体积

数（单位为 mL）表示。 

【进行实验】 

实验 1：相同条件下，煅烧不同石灰石，测生石灰的活性度。 

产地 

石灰石 生石灰 

外观 CaO 含量/% 活性度/mL 

A 地 灰白色 94.89 391 

B 地 灰白色带少量红棕色 89.97 375 

实验 2：取某石灰石试样，在电炉内进行煅烧，烧成后测定生石灰的活性度。 

时间/min 

各煅烧温度下的生石灰活性度/mL 

1050℃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 

12 790 836 868 808 454 412 

16 793 856 871 845 556 530 

20 795 863 873 864 617 623 

实验 3：煅烧温度 1050℃时，加 NaCl 和不加 NaCl，比较煅烧石灰石的分解率（分解率影响生石灰活性度）。 

【解释与结论】 

（1）实验 1 的目的是        。 

（2）能证明最佳煅烧温度为 1100~1200℃的证据是   。 



 9 / 11 

（3）实验 3 的结论是        。 

【反思与评价】 

（4）写出石灰石高温分解生成生石灰和另一种氧化物的化学方程式        。 

（5）除以上研究的可能影响生石灰活性度的因素外，你认为还可以研究的其他因素有             （写出一条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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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北京昌平初三二模化学 

参考答案 

第一部分选择题（共 12 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答案 C A A D D B C B D C B C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共 33 分） 

13.降低温度至着火点以下

14.（1）分子间隔 

（2） 2 2 22H O 2H O+
点燃

15.（1）Ca（OH）2

（2）H2 

16.（1）过滤 物理 

（2）①1:2 ②2:9（或 9:2）

（3）ABC 

17.（1）置换 

（2）
2 2Fe 2HCl FeCl H+ = +   

18.（1）增大接触面积，使原料充分混合/反应更充分 

（2）SO3、H2SO4 

（3） 32 22SO O 2SO+ ⎯⎯⎯⎯→一定条件
（条件写成催化剂、加热给分） 

19. 

19-1    O2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 19-2      CO2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 

20.（1）氢元素、氧元素 

（2）与氧气接触 

21.（1）④②①⑤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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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g 

（3）偏小 

22.（1） 2 2 54P 5O 2P O+
点燃

（2）白磷燃烧消耗氧气，气体量减少，压强减小，小于大气压，大气压将右管液体压入左管 

（3） ( )0 1 0/ 100%h h h− 

（1）2、4、5 

（2） 2 3 3 2Fe O 6HCl 2FeCl 3H O+ = +  

（3）NaCl、NaCl 和 Na2CO3、NaCl 和 HCl 

24.（1）探究石灰石种类对生石灰活性度的影响 

（2）只要答出某个相同时间时，煅烧温度为 1100℃、1150℃和 1200℃的生石灰活性度比其他温度时的大，即

算正确。例如：“12min 时，煅烧温度在 1100~1200℃时的生石灰活性度都大于 800mL，而其他温度时都较

小”。 

（3）加入 NaCl 提高石灰石分解速率，影响生石灰活性度。 

（4） 3 2CaCO CaO CO+ 
高温

 

（5）原料粒度（其他答案如：保温时间、杂质成分等合理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