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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区 2016-2017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

初三化学试题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 10 页，共 38 道小题，满分 80 分。考试时间 100 分钟。

2．请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姓名和准考证号。

3．试题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选择题用 2B 铅笔作答，其他试题用黑色

字迹签字笔作答，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考试结束，请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可能用到的相对原子质量：H-1 C-12 O -16 Cl -35.5 Ca -40

第一部分 选择题（共 20 分）

本题共个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最符合题意

1. 下列变化中，属于化学变化的是

A.冰雪消融 B.天然气燃烧 C.橙子榨汁 D.海水晒盐

2. 下列物质在氧气中燃烧产生大量白烟的是

A.红磷 B.木炭 C.铁丝 D.石蜡

3. 空气成分中约占总体积的 21%的气体是

A．氮气 B．氧气 C．二氧化碳 D．稀有气体

4. 地壳中含量最多的元素是

A．铁 B．铝 C．硅 D．氧

5. 能保持水的化学性质的粒子是

A.水分子 B.氧原子 C.氢原子 D.氢元素、氧元素

6. 科学家可以通过测定古生物化石中的碳-14 含量来推算古生物的年代。碳-14 原子的核电

荷数为 6，相对原子质量为 14，则原子的核外电子数为

A.14 B.8 C.6 D.20

7.韭菜是一种富含铁的蔬菜，这里的“铁”指的是

A.原子 B.元素 C.分子 D.离子

8. 2016 年“中国水周”活动的宣传主题是“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下列做法不符合．．．这一主题的是

A.逐步淘汰高耗水生产工艺 B.沿河、湖畔地区大力发展旅游

C.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后再利用 D.加强对水源附近的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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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安全图标中，表示“禁止燃放鞭炮”的是

A. B. C. D.

10. 下列物质放入水中能够形成溶液的是

A.面粉 B.牛奶 C.花生油 D.食盐

11. 下列水中的杂质可以用过滤的方法除去的是

A.泥沙 B.色素 C.病菌 D.可溶性物质

12. 下列符号中，表示两个氢原子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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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下列关于电解水实验的现象和结论说法正确的是

A.正极生成的气体是氢气 B.水由氢元素、氧元素组成

C.化学变化中分子和原子都不可再分 D.生成的氢气和氧气的体积比是 1:2

14. 下列仪器不能用于加热的是

A．试管 B．量筒 C．烧杯 D．蒸发皿

15. 下列实验操作中，正确的是

A B C D

16. 水烧开后易把壶盖顶起是因为

A.水分子体积变大了 B.水分子之间的间隔变大了

C.水分子的数量变多了 D.壶内分子种类变多了

17. 甲、乙两种物质的溶解度曲线如右图所示。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甲的溶解度大于乙的溶解度

B．t３℃时，将甲的饱和溶液变为不饱和溶液，可采取升温的方法

C．t２℃时，甲和乙的溶液各 100 g，其中溶质的质量一定相等

D．t１℃时，将甲、乙的饱和溶液各蒸发掉 10g 水，甲析出的晶体多

18. 下列处理事故的方法错误．．的是

A. 厨房油锅着火时用锅盖盖灭

B. 电器着火应先切断电源，再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灭

C. 发现燃气（天然气、煤气或液化石油气等）泄漏，点火检查泄漏处

D. 扑灭森林火灾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将大火蔓延路线前的一片树木砍掉

19. 如右图，将三只注射器连接在一起并固定在铁架台上，注射器①的容积为 20ml，注射

器②容积为 40ml，注射器③容积为 30ml，注射器②和③相连接处安装了止水夹 K。将注射

器①的活塞放在“0”刻度处，注射器②中加入一小块白磷，注射器③中加入 10ml 60℃的

热水（白磷的着火点是 40℃），③的活塞停在“20”刻度处。打开 K，拉动①的活塞，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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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全部进入②中，片刻后，推动①的活塞将热水推回③中，关闭

K。充分反应后静置至室温。注射器①的 活塞停在_________刻

度处。

A.8 B.4 C.2 D.0

20. 右图表示高锰酸钾受热至完全反应的过程中某变量 y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纵坐标表示的

是

A．剩余固体的质量 B．生成氧气的质量

C．固体中二氧化锰的质量 D．高锰酸钾的质量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共 60分）

【生活现象解释】

21.（2 分）氧气的中文名字是我国清末的数学家、翻译家徐寿命名的，他将氧气命名为“养

气”即“养气之质”，动植物都离不开它。后来为了统一就用“氧”代替了“养”字,便叫作

“氧气”了。

（1）命名为“养气”主要是因为氧气具有________的性质。

（2）家里用水族箱养鱼都要配置循环供氧机，池塘里养鱼也要经常用水泵将水抽出喷向空

中，使氧气和水充分接触，这主要是应为氧气_______。

22.（2 分）今年入冬以来，我区大力推行“煤改低硫煤、改清洁能源”的工作。

（1）改用低硫煤主要是为了减少以下哪种空气污染物的排放______;

A.NO2 B.粉尘 C.SO2 D.O3

(2)采暖设备在安装过程中要保证通风顺畅，以防止有毒气体倒灌，这里所说的有毒气体主

要是指煤碳燃烧时产生的______气体（写化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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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分） （1）在参观北京科技馆时会看到编写元素周期表

的科学家的塑像（见图 1），他是 19 世纪俄国科学家__________
（填写字母序号）;

A.拉瓦锡 B.门捷列夫 C.波尔

（2）图 2 是元素周期表中的部分信息，此元素的原子核内质子

数为________。

24.（4 分）南极的一块叫作“拉伸 B”的冰架坍塌了，这是大自然又一次的警告。

（1）全球变暖主要与空气中的________气体有关（写化学式）

（2）地球表面的二氧化碳主要来自于化石燃料的燃烧，化石燃料包括：煤、天然气和____。

（写名称）

（3）天然气与氧气在点燃条件下反应，其微观示意图如下，请在方框中补全相应微粒的图

示。

（4）图 1 中用 "→" 画的是一条碳在自然界的循环转化路径。请你在图中也画出一条碳的

循环转化路径。（部分线段可与示例重复）

25. （3 分）一根火柴也能帮我们打开探索之门。

（1）甲同学取一根火柴梗，拿住一端迅速平放入酒精灯火焰中，1～2s 后
取出，观察到位于焰心的部分没有明显变化，位于内焰的部分变为棕黑色，

位于外焰部分最黑，这说明______________。
（2）乙同学将点燃的火柴竖直向上放置（火焰在上方，火柴梗在下方），

火焰很快就熄灭了，这是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丙同学要用排空气法收集二氧化碳，验满时要用_________的火柴现

象更明显。

26.(3 分） 硝酸钾是常见的化学肥料。

资料：硝酸钾的溶解度数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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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10 20 30 40 50

溶解度/g 20.9 31.6 45.8 63.9 85.5

（1）小刚想要配制一份硝酸钾的饱和溶液，在烧杯中放入 100g 水，将称好的 31.6g

硝酸钾放入烧杯中，搅拌 10 分钟，却出现了如图中烧杯所示的现象。此时环境的温度

可能是_______20℃（填“＞”、“＜”或“＝”）。

（2）小刚要使未溶解的固体溶解，可以采取的措施是__________。

（3）查阅资料，小刚发现硝酸钾溶液可用作无土栽培的营养液，但浓度不能高于 1%。

小刚要帮妈妈配制硝酸钾溶液用于养花，若称取 2g 硝酸钾固体，加入水的体积最少为

__________ml（如不能整除结果保留一位小数，水的密度为 1g/cm3）。

27.（3 分） 某学校饮水处可以将自来水净化为直饮水，其处理步骤如下图所示：

（1）①中加入活性炭是利用了活性炭的_____________性，③中紫外灯照射的作用是______。

（2）超滤膜表面密布着许多细小的微孔，孔径约为 0.001～0.01 微米，能够截留去除水中

的悬浮物、胶体微粒、细菌和病毒等大分子物质。最终获得的直饮水属于_______（填“纯

净物”或“混合物”）。

【科普阅读】

28.（5 分）阅读下面的短文并回答问题。

2015 年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并成功研制出抗疟新药，成为我国本土第一位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得主。我国的许多医学著作中都有使用青蒿治疗疟疾的记载，屠呦呦团队通过研

究，发现了青蒿素，确定了它的组成、结构，并成功合成。

提取过程

研究人员先是采用水煎法（将青蒿放入水中，加热煮沸、浓缩），发现得到的提取物对

疟原虫无抑制效果，而采用 95%的乙醇代替水（乙醇沸点 78℃）进行提取，得到的提取物有

效率为 30%-40%，后来又采用乙醚（沸点 35℃）代替乙醇，得到的提取物有效率达到 95%以

上，课题组将提取物中的有效成分命名为青蒿素。

结构分析

确定中草药成分的化学结构是药物研制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成功分离出青蒿素

晶体后，课题组立即着手分析其化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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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定性分析

取适量青蒿素，在氧气中充分燃烧，测得生成物只有二氧化碳和水。

②定量分析

实验测得青蒿素的相对分子质量是 282，其中碳元素

的质量分数是 63.8%，氢元素的质量分数是 7.8%。

③主要抗疟结构(有效结构）分析

青蒿素对疟原虫有很好的抑制作用，科学家推测这

可能是它分子中某一部分结构导致其具有氧化性的结

果，那么青蒿素分子中具有怎样的结构才使它有氧化

性的呢？科学家将其与我们熟悉的物质进行了对比，

如过氧化氢溶液（俗称双氧水）有较强的氧化性，医疗上也常用它杀菌消毒，过氧化氢

分子中原子和原子相互结合的方式有“H-O-、-O-O-”两种（见右图），青蒿素分子中原

子和原子相互结合的方式有“ 、H-O-、-O-O-”等几种（见右图，其中多条短

线连接点处代表有一个碳原子）。

 化学合成

由于天然青蒿中青蒿素的含量只有 0.1%-1%，提取过程消耗大量原材料，产量低、成

本高，于是课题组于 1984 年成功合成了青蒿素，使其能为更多的患者服务。

注：图示中的实线和虚线是为了真实反应分子结构，对连接方式没有影响，可以等同看待。

（1）根据青蒿素的提取过程推测青蒿素的物理性质是_______（填写正确答案编号）。

A.不易溶于水 B.能溶于乙醇 C.易溶于乙醚 D.受热易分解

（2）根据“燃烧法”的结果推断青蒿素中一定含有的元素是________（用元素符号

表示），计算一个青蒿素分子中含有碳原子个数的计算式____________（只列式，不计

算结果）。

（3）根据对比观察，你推测青蒿素分子中起杀菌作用的原子间相互结合的方式是

______。（填写正确答案的编号）

A. H-O- B. C. -O-O-

（4）请你谈谈化学合成青蒿素的意义是________________。

【生产实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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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

29.（4 分）工业上用氨气（NH3）制取硝酸（HNO3），工业流程为：

①4NH3 +5O2

催化剂、加热
4NO +6H2O

②2NO +O2 === 2NO2

③3NO2+H2O === 2HNO3 + NO

（1）上述反应涉及的物质中，属于氧化物的有____（写化学式）。

（2）上述反应过程中出现了四种含有氮元素的物质，其中氮元素化合价最高的是_____（写

化学式）。

（3）反应②的基本反应类型为 。

（4）制取硝酸过程中可循环使用的物质有 。

30．（2 分）二氧化碳是一种宝贵的资源，科学家设想利用太阳能加热器“捕捉”CO2、“释

放”CO2，实现碳循环。

（1）使空气中 CO2含量减少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用化学方程式表示）。

（2）上述设想的优点有_____（填字母序号）。

A．原料可循环利用 B．有效利用太阳能 C．可全天候使用

【物质构成与变化】

31.（5 分）A、B、D 是初中化学常见的气体，甲、乙、丙、丁为初中化学实验室常见的液体。

（1）其中 B、D 由相同元素组成，且 B、D 可由相同的反应物在相似的条件下制得，D 的相

对分子质量为 28，则 B 的化学式为_______。

（2）甲、乙也由相同的元素组成，都可以分解得到气体 A，且当甲和乙的质量相同时，甲

生成的 A 比乙生成的多，则分别写出这两个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并分别注明甲与 A、乙与 A

的质量比。甲→A__________；乙→A__________。

（3）液体丙有两种元素组成，液体丁在空气中放置一段时间会生成一层白膜，需添加丙才

能洗去。写出白膜形成的化学方程式_________；在用丙洗去“白膜”的过程中除看到白色

难溶物逐渐消失还会看到________。



8

【基本实验】

32.（4 分）实验室常用下列装置制取气体，请你根据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指出标号为①的仪器名称： ________________。

（2）写出加热高锰酸钾制取氧气的化学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集氧气可以选用装置_______（填写装置的编号）。

（3）实验室常用______装置来作为制取二氧化碳气体的发生装置．．．．。

33.（3 分）化学实验活动中，老师要求学生配制 100g 溶质质量分数为 8%的氯化钠溶液，实

验操作如下：

（1）此实验操作顺序排列正确的是_________（填写编号）。

A. ④①②⑤③ B. ④②①⑤③ C. ②④①③⑤ D. ④②①③⑤

（2）老师先在讲台上按照操作步骤完整的演示了一遍实验过程，第一小组的同学在实验时

发现他们组的天平是坏的，老师把演示用的天平拿给他们使用，第一小组的同学拿到天平后

____________（填“需要”或“不需要”）调平。

（3）若在操作②中，某学生用托盘天平称量 NaCl 固体，调平后称量，发现指针向左偏转，

此时应_____。

A．加砝码 B．减少药品 C．加药品 D．调

节螺丝向左旋

34. （3 分）在完成化学实验时，需要注意仪器的使用

方法和规范操作。

（1）当给试管中的固体加热时，发现试管与酒精灯的

距离太近了，需要提高试管的整体高度，则应该调节如

图 3 中的______旋钮在（填写编号）

（2）在粗盐提纯——蒸发溶剂的过程中,当观察到

__________现象就可以停止加热了。蒸发结束后，熄灭

酒精灯正确的方法是________（从图 4中选出正确的操作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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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原理分析】

35.（3 分）以下是同学们在"科学实践"活动中完成的实验。

（1）实验 1中，燃着的蜡烛会熄灭的是________（填烧杯序号），结合灭火原理．．．．分析蜡烛熄

灭的原因：______________。

（2）实验 2中， 将适量干冰放入一个玻璃碗内，并用蘸有洗涤灵溶液的布条擦过碗口，形

成一层薄膜，过一会看到_____________，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是_________。

36.（2 分）实验室用右图装置研究二氧化碳的性质，老师准备了四个用石蕊溶液浸染过的

紫色棉花球，其中 A、B 为干燥的石蕊棉花球，C、D

为湿润的石蕊棉花球，为了验证---“二氧化碳密度

比空气大且可与水发生反应生成酸”，四个棉花球应

分别安放在右图装置中①～④的哪个位置上，请在

右图标记出来（在对应位置写出所选棉花球的编号

即 可 ）。 预 期 看 到 的 实 验 现 象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学探究】

37.（6 分）在学习“二氧化碳的制备方法”的以后，同学们认真观察、大胆质疑，又提出

了以下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提出问题]二氧化碳能溶于水真的不能用排水法收集二氧化碳了吗？

[设计实验]

利用如右图 1 的实验装置，制备并收集二氧化碳。

选用同批次的颗粒状和块状大理石，分别与 10%、

7.5%、5%、2.5%、1%的稀盐酸（每次用量均为 70ml）

进行实验。每一组实验产生的二氧化碳采用连续收

集的方法，即收集完第 1 瓶马上开始收集第 2

瓶......顺次完成直到不再生成二氧化碳为止，并

记录收集满每一瓶二氧化碳的所用时间，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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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连续收集二氧化碳时各瓶所用的时间
盐酸
的浓
度
/%

石 灰
石 的
形状

瓶子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0
颗粒 9 8 9 12 14 20 19 21 30 195 —
块状 12 12 16 19 22 24 37 56 177 —

7.5
颗粒 13 11 12 15 17 26 55 55 153 —
块状 15 13 15 17 21 23 32 55 119 —

5
颗粒 14 18 18 32 63 —
块状 20 31 59 —

2.5
颗粒 43 —
块状 46 61 —

1
颗粒 —
块状 —

注：表中“—”表示该瓶气体未能收集满，空白表示实验已结束。

选择气体的收集方法还要考虑气体的收集率的问题，即： %100
总体积理论计算的产生气体的

实际收集的气体总体积

由此将表 1中部分数据进行整理得到表 2。

表 2 排水法收集二氧化碳的收集率

盐酸浓度/%
10 7.5 5

石灰石形状 颗粒 块状 颗粒 块状 颗粒 块状

理论计算的产生

气体总体积/ml
2241 1649 1099

实际收集的气体

总体积/ml
1450 1305 1305 1305 725 435

收集率/% 65 58 79 79 66 40

[提出问题]除此之外，收集的时机是否会对排水法收集二氧化碳的纯度造成影响呢？

[设计实验]利用浓度传感器，将第一步实验中“7.5%的盐酸与块状石灰石”的一组实验中第

1、2、3、4号集气瓶进行测定，并将二氧化碳的浓度记录在表 3 中。

瓶序 1 2 3 4

CO2的浓度/% 52.6 85.2 92.3 93.6

根据以上那个探究过程，结合数据回答以下问题：

（1）图 1 的锥形瓶内所发生的化学反应的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制备二氧化碳时选择浓度为_____% 的盐酸最为适宜；当选用适当浓度的盐酸后，石灰

石的形状对制备并收集二氧化碳______（填“有”或“无”）显著影响。

（3）若要收集得到浓度比较高（80%以上）的二氧化碳，对收集的时机你有怎样的建议：

_________。

（4）依据探究过程说一说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时能不能选用排水集气法呢？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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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

【实际应用定量分析】

38.(4 分) 小月喜欢养鱼观察鱼的生活习性,他查阅资料得知:鱼缸中水的溶氧量低于

0.003g/L 时，鱼就会死亡。过氧化钙（CaO2）是一种化学增氧剂，其反应原理是:

2CaO2+2H2O=2Ca(OH)2+O2↑

小月家的鱼缸容积为 500L。

（1）计算过氧化钙（CaO2）中钙元素与氧元素的质量比为__________；

（2）通过计算分析（二选一） ：

①小月将 7.2g 过氧化钙固体放入鱼缸中，假设生成的氧气完全溶于水，则此时鱼缸中的溶

氧量是否符合最低要求？

②要想使鱼缸中含氧量达标，至少要向鱼缸中加入多少克的过氧化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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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度密云区第一学期期末检测

化学试题
选择题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 A B D A C B B B D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A C B B B B B C D A
非选择题

21.（1）供给呼吸（2）不易溶于水

22.（1）C （2） CO
23. B ， 6
24.（1）CO2 （2）石油 （3）画两个水分子 （4）合理即可

25.（1）焰心温度低，外焰温度最高（2）火柴梗温度达不到着火点（3）燃着

26. （1）＜ （2）升温或加入适量水（写出一种方法即可）（3）198
27.（1）吸附 ；消毒 （2）混合物

28.（1）ABC （2）C、H ; 282*63.8% / 12 （3）A C
（4） 降低成本，产量高（合理即可）

29.（1）NO 、NO2、H2O（2）HNO3 （3）化合反应 （4）NO
30.（1）CaO + CO2

400℃CaCO3 （2）A B
31.（1）CO2（2）2H2O 通电2H2 ↑+O2 ↑,9:8 ; 2H2O2

MnO2 2H2O +O2↑,17:8

（3）CO2+ Ca(OH)2 == CaCO3 ↓+H2O ，有气泡产生

32.（1）试管（2）2KMnO4
加热 K2MnO4+ MnO2 +O2 ↑ ;D 或 E （3）B

33.（1）B（2）需要（3）B
34.（1）A（2）有较多固体析出 ；

35.（1） ；二氧化碳不支持燃烧（隔绝了氧气）（2）薄膜鼓起

36.处填写干的棉花团，处填写湿的棉花团即可； 现象：两个干的棉花团不变色，

下面湿的棉花团先变红，上面的湿的棉花团后变红（或不变色）。

37.（1）CaCO3 +2HCl==CaCl2 +H2O +CO2 ↑

（2）7.5 无

（3）反应一段时间后再收集（学生只要写间隔一段时间即可，具体写出秒数也可）

（4）能，只要选用适当的浓度的稀盐酸在适当时机收集即可

38.（1）5:4 ---------1分
（2）0.003g/L *500L=1.5g ---------1分
根据 7.2g 算出氧气 1.6g --------1 分

1.6g＞1.5g--------1 分

或

0.003g/L *500L=1.5g ---------1 分

根据 1.5g 算出 6.75g ---------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