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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密云区 2020 届初三一模考试

化学试卷 2020.5

可能用到的相对原子质量 H-1 O-16 N-14 S-32 Fe-56

第一部分 选择题（共 12 分）

（每小题只有 1个选项符合题意，每小题 1分）

1. 空气中体积分数占 21%的气体是

A.氮气 B.氧气 C.二氧化碳 D.稀有气体

2.医学专家建议青少年应该多吃绿色蔬菜、粗粮等食物以维持营养平衡。蔬菜中含有比较多

的营养物质是

A．淀粉 B．油脂 C．维生素 D．蛋白质

3.生活中“富硒苹果”“高钙牛奶”中的“硒”和“钙”是指

A．元素 B．单质 C．原子 D．分子

4.中国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手工艺品有独特的东方艺术魅力。下列

手工艺品用金属材料制成的是

A．北京糖人 B．山东面塑 C．芜湖铁画 D．东阳木雕

5．汞是常温下唯一的液态金属，汞的元素符号是

A．Mg B．Ag C．Al D．Hg

6.化学式“2H2O”的相对分子质量之和是

A.18 B.20 C.36g D.36

7.碳酸钠的俗称是

A．火碱 B．纯碱 C．烧碱 D．石灰石

注

意

事

项

1．本试卷共 8 页，共 21 道小题，满分 45 分。考试时间 45 分钟。

2．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姓名和准考证号。

3．试卷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在答题卡上，选择题用 2B 铅笔作答，其他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5．考试结束，将试卷、答题卡一并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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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图所示实验操作，正确的是

A．取固体药品 B．加热液体 C．测定溶液 pH D．稀释浓硫酸

9.下列食物显碱性的是

食物 苹果汁 葡萄汁 牛奶 鸡蛋清

pH 2.9～3.3 3.5～4.5 6.3～6.6 7.6～8.0

A．苹果汁 B．葡萄汁 C．牛奶 D．鸡蛋清

10.蔗糖溶解在水中形成溶液。下图能较好地反映溶液中蔗糖分子分布的是（水分子未画出）

11.温度不变，对 100 mL 氯化钠饱和溶液进行如图所示实验。下列结论不正确．．．的是

A．实验一后，甲和乙中溶质质量分数相等

B．实验二后，乙溶液溶质质量分数增大

C．实验二后，甲溶液变为不饱和溶液

D．实验二后，甲和乙溶液中溶质质量相等

12 下列实验方案能达到实验目的是

选项 A B C D

实验

目的

证明CO2可与H2O反应

生成 H2CO3

除去 O2中混有的

CO2

证明某混合溶液

中含有碳酸盐

验证铁、铜、银三种

金属的活动性顺序

实验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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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生活现象解释】

13.（3 分）空气和水对航天员的生存非常重要。

（1）目前航天器中水的来源包括：

①从地面携带水。

②由氢氧燃料电池提供水，氢气和氧气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反应，为飞船提供能量，

同时生成水。请写出此反应的化学反应方程式：____________。

③通过蒸发和冷凝，把尿液中的水和呼吸产生的水蒸气收集起来，

处理再生。蒸发和冷凝过程属于 _______变化（填“物理”或“化学”）。

（2）右图为载人航天器工作仓中气体成分的微观示意图，已知在同温同压下，气体的体积

之比等于分子个数之比，下列说法合理的是______。

A．1个氧分子是由 2 个氧原子构成的

B．氧分子和氮分子能均匀混合，是因为分子在不断运动

C．航天器工作仓内氮气与氧气的体积比与地表空气接近

14.（3 分）防控新型冠状病毒传播，要科学使用消毒剂。

（1）75%的医用酒精其中溶剂是______（写化学式）；用医用酒精消毒时，最好选择擦拭局

部区域的方式，喷洒酒精消毒遇明火容易引起火灾，其原因是_____（填写正确选项的编号）

A. “喷洒”降低了酒精的着火点

B“喷洒”使酒精和空气均匀混合

C.“喷洒”使酒精分子的体积变小了

（2）公共场所可用 0.5%的过氧乙酸[化学式为 C2H4O3]溶液来消毒，以下是过氧乙酸消毒剂

产品说明中部分安全标识。

根据以上标识提示，你在使用过氧乙酸消毒剂时应注意________（至少写出两点）。

【科普阅读理解】

15.（5 分）阅读下面科普短文。

生活中我们谈到“细菌”往往会心惊胆战。其实细菌不仅仅只有危

险的一面，如果掌握了它们的特性，很多细菌也可以为我们服务。

氧化亚铁硫杆菌（以下简称为 T·f 菌，见右图 1）是一种细菌，

它被广泛应用于治理废气、废渣等有害物质。例如用 T· f菌脱除工业

废气中的一种有毒、有腐蚀性的气体——硫化氢（H2S）。其作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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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右图 2 所示。

这个净化过程中，Fe2(SO4)3溶液在常温常压下就可以将废气中的

H2S 脱出，生成 FeSO4 。FeSO4在酸性溶液中、在 T· f菌的帮助之下，

只需少量的氧气就又可以转化为 Fe2(SO4)3 ，同时释放的能量还能供给

T· f 菌生长。

用这种方法处理废气大大降低了治污的成本，脱除率达到

99.97%，且无废物排出。但要达到高效的关键是要保证体系内

FeSO4 浓度的稳定，一旦 FeSO4 浓度降低，T· f 菌就会像缺少食

物一样逐渐失去活性。

实际应用过程发现 Fe2(SO4)3在 pH＝l.9 时会发生一定的变

化，生成了铁的沉淀物——黄铵铁矾〔NH4Fe3(SO4)2(OH)6〕，并在

pH＝3.2 时沉淀完全，使得溶液中的总铁浓度下降。

可见溶液的 pH 值对这个方法的效果有一定影响。实验测得 30℃时，不同 pH 环境下 T·f

菌的活性不同，表现为 FeSO4溶液转化为 Fe2(SO4)3溶液的速率不同，如下表：

pH 0.9 1.2 1.5 1.9 2.1 2.4 2.7 3.0

FeSO4溶液

转化为

Fe2(SO4)3速

率/（g•L﹣1•
h﹣1）

4.5 5.3 6.2 6.8 7.0 6.6 6.2 5.6

回答下列问题：

（1）在环节①中化合价升高的元素是_____（填写元素符号）。

（2）环节②的反应原理为：

4 F e S O4＋ O2＋ 2X
T ．f 菌

2F e2(S O4)3＋2H2O

其中物质“X”的化学式为_____。

（3）黄铵铁矾〔NH4Fe3(SO4)2(OH)6〕中铁元素与硫元素的原子个数比为__________。

（4）用 T· f 菌脱除废气中的 H2S 气体的优点是_______（写出 1 点即可）

（5）请结合文中信息，判断工业用 T·f 菌脱硫应选择的最佳 pH 范围是_____＜pH＜__。

图 1

图 2

【生产实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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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分）氢气是一种清洁的能源，下图是利用铝镓合金制备氢气的新工艺：

（1）铝镓合金属于______（填“纯净物”或“混合物”）铝镓合金与水的反应属于________
反应（填基本反应类型）。

（2）小玲同学认为这个制备工艺具有节能环保的优点，试从图中举例说明她的依据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7.（2 分）铁是一种重要的金属材料。右图为高炉炼铁的示意图。

（1）将原料加入高炉前，固体原料需要粉碎，其目的是

______________。

（2）炼铁的主要反应有:

①C+O2

高温
CO2

②C+CO2

高温
2CO

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本实验及其原理分析】

18.（2 分）请从 18-A 或 18-B 两题中任选 1 个作答，并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题目序号用 2B 铅

笔涂黑。若两题均作答，按 18-A 计分。

18-A 1-B

该装置可用于实验室制取氧气。

（1）如图制取 O2的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为______。

（2）氧气可用排水法，还可以用

__________方法收集

该装置可用于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并

探究二氧化碳的性质

（1）制取 CO2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___________。

（2）将二氧化碳通入紫色石蕊试剂中，

观察到的现象是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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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分）利用表中装置进行下列实验。已知：白磷的着火点为 40℃。

实验装置 实验步骤

Ⅰ.集气瓶的容积为 250mL，实验开始前在集气瓶内加入 50mL 蒸

馏水；在燃烧匙内加入足量白磷，塞紧瓶塞；取下注射器，吸入

足量的、红颜色的水，再连接好装置。

Ⅱ.将组装好的实验装置转移 到 80℃热水中浸泡,片刻后白磷

燃烧。

Ⅲ.待白磷熄灭后，再将整套装置放入冷水中冷却至室温。

（1）组装仪器后，用手向上拉动注射器活塞。松开手后，观察到________________，

说明此装置气密性良好。

（2）冷却后进入集气瓶的红颜色的水的体积是_____mL。

（3）若在以上实验过程中，同时完成“验证可燃物燃烧需要满足温度达到着火点的条件”，

还需补充的实验操作及现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5 分）小云同学完成右图实验：向盛满 CO2气体的塑料瓶

中加入澄清的石灰水，拧紧瓶盖振荡。让她吃惊的是瓶子虽然

变瘪了，但是并没有看到白色沉淀。

【发现问题】沉淀哪去了？

【探究环节一】

提出猜想：二氧化碳没有和氢氧化钙反应，而是直接溶于水了。

于是设计如下实验进行验证。

步骤 操作
实验现象

1

（1）取 2个相同规格的软塑料瓶， 分别集满

二氧化碳气体

（2）分别向 2 个塑料瓶中注入等体积的氢氧

化钙溶液和蒸馏水， 拧紧瓶盖，振荡

2 个塑料瓶都变瘪了，但是

注入氢氧化钙溶液的塑料

瓶瘪的程度更大

2

（1）用 pH 试纸测反应前氢氧化钙溶液的酸碱

度

（2）向软塑料瓶中注入适量氢氧化钙溶液震

荡后，测反应后溶液的 pH 值

反应前氢 氧 化 钙 溶 液

的 pH 大于 7；

反应后 溶液的 pH 小于 7

（1）小云预期会看到白色沉淀的依据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2）反应后溶液的 pH 小于 7 是由于生成了____（写化学式）；通过分析以上实验现象，小

云得到的结论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探究环节二】

查阅资料后得知：适量的二氧化碳和氢氧化钙能发生反应生成难溶于水的碳酸钙，如果二氧

化碳过量，则碳酸钙会继续和二氧化碳反应生成可溶性的碳酸氢钙。（“→”代表反应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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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CaCO3+H2O Ca(HCO3)2

提出猜想：实验中可能二氧化碳过量，反应生成了碳酸氢钙，所以没有看到沉淀

步骤 操作 实验现象

1 取少量的氢氧化钙溶液于试管中，向其中持续通

入 CO2气体

开始产生白色沉淀过一会

儿，白色沉淀消失

2

（1）取一个软塑料瓶，集满二氧化碳气体，向其

中注入少量的氢氧化钙溶液，拧紧瓶盖，振荡

（2）此时将软塑料瓶放在热水浴中加热

（3）将加热后的软塑料瓶冷却

瓶子变瘪

溶液变浑浊

溶液又变澄清

3

（1）取一个软塑料瓶，集满二氧化碳气体，向其

中注入少量的氢氧化钙溶液，拧紧瓶盖，振荡

（2）向实验后的软塑料瓶中继续滴加氢氧化钙溶

液

？

实验结论：猜想成立

（1）实验步骤 2 中“改变瓶子的温度”目的是___________。

（2）实验步骤 3 中看到的实验现象是________________。

CO2充足

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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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

21. （6 分）化学小组的同学们在完成“铁粉与水蒸汽反应”的拓展实验时总是效果不好，

于是大家想对这个实验的影响因素作进一步研究，开展了以下研究活动。

【查阅资料】实验中可以用 Ca(OH)2固体加热来提供稳定的水蒸汽，反应原理如下：

（1）Ca(OH)2

△ H2O↑ ＋ CaO

（2）3Fe＋4H2O（水蒸汽） 450~570℃ Fe3O4+ 4H2↑

【猜想假设】此实验的影响因素有 Ca(OH)2的质量、铁粉的质量和反应物的放置方式

【进行实验】同学们组装了如图 1所示的实验装置（酒精灯外焰约 600℃）。

用洗涤灵配制发泡剂，将玻璃导管伸入发泡剂中观察氢气的产生；选定 “氢

气泡爆鸣时间”为实验效果指标。“氢气泡爆鸣时间”指的是从开始加热到第

一个氢气泡燃着并发出爆鸣声的时间。

图 1

为了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共进行了４次平行实验。“氢气泡爆鸣时间”的数据是平行

实验数据的平均值。实验数据整理在下表 1

表 1

因素

序号

反应物放置方式 铁粉的质量/g Ca(OH)2的质量/g

实验指标

氢气泡爆鸣时间

/s

1 铁粉在上层 0.5 1.5 151

2 铁粉在下层 0.5 0.5 88

3 混合 0.5 1.0 77

4 铁粉在上层 1.0 1.0 119

5 铁粉在下层 1.0 1.5 44

6
混合 1.0 ? 58

7 铁粉在上层 1.5 0.5 66

8 铁粉在下层 1.5 1.0 54

9 混合 1.5 1.5 60

【解释与结论】

（1）实验中用“点燃观察气泡燃着并发出爆鸣声证明氢气产生”是利用了氢气的_____（填

写物质的性质）

（2）实验 6 中 Ca(OH)2的质量应为____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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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对以上实验数据分析，发现了最佳实验条件，并采用最佳实验条件又做了验证性

实验如下表 2 ,将下表补全。

表 2

反应物放置方式 铁粉的质量/g Ca(OH)2的质量/g 氢气泡爆鸣时间/s

________ _________

0.5 35

（4）将表 1 中部分数据转化为曲线图，如图 2

图 2

比较“铁粉的质量”，“Ca(OH)2的质量”两个因素对实验效果影响较大的因素是

________________。

（5）通过观察数据发现“铁粉放置在下面”比“铁粉放置在上面”、“和氢氧化钙混合”

实验效果都好，从反应的条件角度试分析其原因_________。



10

北京市密云区 2020 届初三一模考试

化学答案
选择题

非选择题

13. （1）2H2+O2

一定条件 2H20 ;物理 （2）ABC

14. （1）H2O ，B

（2）不可直接接触皮肤，给餐具消毒后要用水洗净，剩余的过氧乙酸不能直接倾倒到

绿地、湖泊.......（合理即可）

15.（1）S （2）H2SO4 （3）3 : 2 （4）成本低，脱除率达到 99.97%，且无废物排出

（5）1.5＜pH＜1.9

16. （1）混合物 ，置换反应 （2）应用太阳能是绿色能源、金属铝和镓可循环使用

17. （1）使反应物接触更充分有利于反应进行 （2）3CO+Fe2O3

高温 3CO2+2 Fe

18. A（1）2KMnO4

加热 K2MnO4 + MnO2 +O2 ↑ （2）向上排空气取气法

B （1）CaCO3+2HCl ==CaCl2+H2O +CO2↑ （2） 紫色溶液变红色

19. （1）活塞恢复原位 （2）40

（3）在加热前静置室温条件下观察(或将装置浸泡在冷水中）；室温下白磷不燃烧，浸

泡热水后瓶内白磷燃烧了（2 分，操作--1 分，现象---1 分）

20.【探究环节一】（1）CO2+Ca(OH)2==CaCO3 ↓+H2O

（2）H2CO3 , 假设不成立

【探究环节二】（1）证明有碳酸氢钙生成

（2）瓶子变瘪，溶液变浑浊

21. （1）可燃性 （2）0.5g

（3）表格两项均填写且正确给 1 分

4 ）

铁粉的质量

（5）由于铁粉受到酒精灯外焰 （约 600℃）直接加热，快速红热，达到反应温度。而

铁粉在上层时实验效果最差，因为 Ca(OH)2 在试管底层，直接受热分解产生大量

水蒸气，该反应吸热。同时水蒸气的流动会带走反应体系热量，使得上层的铁粉难

以快速达到高温

（2 分，学生能从铁粉与水蒸气反应的条件分析为什么在下面更好--1 分；能从 Ca(OH)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B C A C D D B D D A B D

反应物放置方式 铁粉的质量/g Ca(OH)2的质量/g 氢气泡爆鸣时间/s

__铁粉在下面_ 1.5

0.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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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分解带走热量角度分析为什么 Ca(OH)2在下面效果不好----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