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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平谷区 2019 年九年级模拟测试

化学试卷 2019.5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6页，共两部分，24道小题，满分45分。与生物学科共用90分钟。

2．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班级、姓名和准考证号。

3．答案一律填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考试结束，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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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32 Ag 108 N 14

第一部分 选择题（共 12 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只有 1 个选项符合题意。每小题 1分）

1. 下列不属于．．．新能源的是

A．潮汐能 B．太阳能 C．风能 D．煤

2．下列人体所必需的元素中，缺乏会引起贫血的是

A．铁 B．锌 C．碘 D．钙

3．下列符号能表示 2个氢分子的是

A．H2 B．2H2 C．2H D．2H+

6．下列物质在氧气中剧烈燃烧，发出白光、放出热量的是

A．木炭 B．铁丝 C．酒精 D．红磷

7．下列实验操作中，不正确．．．的是

A．点燃酒精灯 B．取用固体药品 C．加热液体 D．倾倒液体

8．用右图所示的装置进行电解水实验，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A．试管 1中的气体可以燃烧

B．试管 2中的气体能使带火星的木条复燃

C．试管 1和 2中气体的质量比为 2:1

D．该实验说明，水不是由一种元素组成的

9．下列不属于．．．二氧化碳用途的是

A．用作燃料 B．制碳酸饮料

C．用于灭火 D．植物的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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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列实验能达成实验目的的是

A B C D

目的
检验碳酸

盐

配制质量分数 10%的

NaCl 溶液

验证质量守恒定律 验证与氧气接触是燃

烧的条件之一

实验

依据实验和数据回答 11~12题。

已知：KNO3在 20℃和 60℃时，溶解度分别为 31.6 g和 110 g。

序号 ① ② ③ ④ ⑤

水温/℃ 20 20 60 60 60

KNO3的质量/g 20 60 60 110 150

水的质量/g 100 100 100 100 100

11．①～⑤所得溶液属于饱和溶液的是

A．①③ B．②③ C．②④⑤ D．③④⑤

12．⑤中溶质的质量分数约为

A．40% B．52% C．60% D．150%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共 33 分）

〖生活现象解释〗

13. （2 分）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中，有点燃木星的情节。

（1）地球表面的空气中，体积分数约为 21%的气体是________。

（2）木星大气中氢气含量约为 90%。下列关于影片中点燃木星情节的

是因为当地表大气被木星引力吸引后，带来的氧气能支持氢气燃

烧，该化学方程式是________。

14．（2 分）宋朝医书中明确记载了通过银针遇砒霜是否变黑判断食物是否有毒的案例。砒

霜是一种砷（As）的氧化物，传统方法生产的砒霜中含有少量硫化物。银虽然化学性

质稳定，但容易与硫化物发生化学反应生成黑色的 Ag2S，这就是通过银针变黑验毒的

原理。

KNO3

铁

10g NaCl
90mL 水

待测

固体

稀盐酸

…

稀盐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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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砒霜中氧化砷的化学式为 As2O3，砷（As）元素的化合价为 。

（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填字母序号）。

A．金属活动顺序中银的化学性质比铁活泼

B．银针变黑是因为发生了化学变化

C．Ag2S 中银元素与硫元素的质量比是 27：4

15．（1分）2018年的“北京 8分钟”惊艳世界，演员们穿的防寒

服是用“石墨烯”制成的。石墨烯具有坚硬、透光度好、导热

性强等特性。右图是通过实验测得的石墨烯层数与导热能力

间的关系。分析右图得到的结论是______________。

16.〖科普阅读理解〗

味精，是国内外广泛使用的增鲜调味品之一，为白色柱状结

晶体，其主要成分为谷氨酸钠（C5H8NO4Na）和食盐。味精被摄入人体中，谷氨酸钠与胃酸

作用生成谷氨酸和氯化钠，很快被消化吸收为蛋白质，并参与人体中的多种新陈代谢。

最初的味精是水解蛋白质然后纯化得到的。现代工业生产采用某种擅长分泌谷氨酸的

细菌发酵得到，发酵的原料可以用淀粉、甜菜、甘蔗等，使得生产成本大为降低。这个过

程跟酒、醋、酱油的生产是类似的。

味精的使用浓度占食品重量的 0.2% ~ 0.8%能最大程度增进食品的天然风味。

味精的鲜味受什么因素影响呢？经实验测定发现，当加热至 100℃以上时，会引起部

分失水，生成焦谷氨酸钠，失去鲜味，且有轻微毒性。下表是焦谷氨酸钠含量与加热温度、

加热时间的关系。

实验表明，味精的鲜味与水溶液的酸碱度有关，当 pH 值在 5.5-8.0 时，鲜味最强；

当 pH 值小于 4.0 时鲜味较弱；当 pH 值大于 8.0 时由于形成二钠盐而鲜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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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还表明，味精对婴幼儿，特别是几周以内的婴儿生长发育有严重影响。它能

使婴幼儿血中的锌转变为谷氨酸锌随尿排出，造成体内缺锌，影响宝宝生长发育，并产生

智力减退和厌食等不良后果。因此产后 3个月内乳母和婴幼儿的菜肴不要加入味精。

依据文章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1）味精的鲜味与水溶液的酸碱度有关，当 pH 值在 时，鲜味最强。

（2）谷氨酸钠与胃酸作用生成谷氨酸和氯化钠的反应基本类型是 。

（3）炒菜时加入味精后生成焦谷氨酸钠的含量与 有关。

（4）下列关于味精的说法中，合理的是 。

A. 烹饪时加入味精的最佳时间是大火翻炒时

B. 婴幼儿的食品中不应该加入味精

C. 味精主要成分之一为谷氨酸钠（C5H8NO4Na）由四种元素组成

D. 味精应避免在酸性或碱性较强的条件下使用

〖生产实际分析〗

17. （2分）我国的煤炭资源丰富，但液体燃料短缺。通过“煤液化”技术，用煤炭和水

制取甲醇（CH3OH）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流程如下：（煤炭的主要成分是炭）

（1）净化炉中发生了置换反应，化学方程式是__________。

（2）合成塔中发生的化学反应的微观示意图如下，请在方框内补全相应微粒的图示。

18.（2分）尿素[CO(NH2)2]是一种常用化肥。下图为利用天然气制尿素的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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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备Ⅰ内发生的变化是________（填“物理变化”或者“化学变化”）

（2）设备Ⅴ中发生反应：2NH3+CO2 CO(NH2)2+H2O，若生产60t尿素，

需要NH3的质量为_______t。

〖基本实验及其原理分析〗

19．（2分）请从 19-A 或 19-B 两题中任选一个．．．．作答，若两题均作答，按 19-A 计分。

19-A 19-B

（1） 实验室用高锰酸钾制取氧气的化

学方程式是_____。

（2）用装置 A、E 制取氧气。选用装置

E收集氧气的原因是_____。

（1）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的化学方程式是

_____。

（2）用装置 B、C 制取二氧化碳。选用装

置 C 收集二氧化碳的原因是_____。

20. （2 分）请从 20-A 或 20-B 两题中任选．．1．个．作答，若两题均作答，

按 20-A 计分根据下图作答：（如右图所示，集气瓶内盛装某气体）

20-A 20-B

（1）检验集气瓶内若为氧气的操作是

______。
（2）证明是该气体的实验现象是

（1）检验集气瓶内若为二氧化碳的操作是

______。
（2）证明是该气体的实验现象是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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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

可供选择的基本实验操作如下图：

① ② ③

21. （2 分）实验小组用压强传感器探究测定空气中氧气体积分数的实验，实验操作和测

定结果如图所示：

（1）点燃足量红磷后迅速塞进橡皮塞，传

感器显示压强示数为 P1，红磷熄灭后，温度恢

复到室温时传感器显示压强示数为 P2，打开止

水夹，看到烧杯中的水倒吸入广口瓶内约占瓶

内空气总体积的 1/5,此时传感器显示为 P3，则 P1,P2,P3 由大到小的关系是________。

（2）若红磷量不足将导致的结果是 。

22.（2 分）根据下图所示研究二氧化碳的性质。

（1）若 X 为紫色石蕊溶液，观察到的现象是_______、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2）若 X 为氢氧化钠溶液，观察到澄清石灰水中无明显现象，其原因是_______

（用化学方程式表示）。

23．（3分）如图所示，在白色点滴板 1~6的孔

穴中，分别滴加 2滴稀盐酸。

（1）无明显变化的孔穴有________

（填孔穴序号）。

（2）孔穴 3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________。

（3）孔穴 5反应后溶液中的溶质是_______

（写出所有可能）。

稀盐酸

石蕊

溶液

酚酞

溶液
氢氧化
钠溶液

石灰水

碳酸钠

溶液

铁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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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

24.（6 分）兴趣小组同学尝试用纯碱和面粉蒸

馒头。蒸熟后馒头虽然松软可口,但却变成了

黄色,他们对此进行了探究。

【查阅资料】

① 面 团 发 酵 后 会 产 生 乳 酸

[CH3CH(OH)COOH]等有机酸,具有酸的化学性质。

②发酵粉主要成分是碳酸氢钠和酒石酸,其中二者能恰好发生反应生成酒石酸钠和二氧化

碳和水

③受热分解生成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

【猜想与假设】

Ⅰ.馒头变黄与面团是否发酵有关 Ⅱ.馒头变黄与纯碱是否有关

实验 1：探究影响馒头变黄的因素。

序号 1-1 1-2 1-3 1-4

面粉是否

发酵
不发酵 不发酵 发酵 发酵

用品 加纯碱 不加纯碱 加纯碱 不加纯碱

操作 加热 加热 加热 加热

现象 变黄,不松软 不变黄,不松软 不变黄,松软 不变黄,不松软

（1） 纯碱的化学式是__________。

（2） 馒头松软可口的原因是__________。

（3） 实验 1 得出的结论是馒头变黄与__________有关。

实验 2：继续探究实验，取一定量发酵好的面团用不同质量的碳酸钠蒸馒头

序号 面团与碳酸钠的用量比 反应后馒头颜色、状态

2—1 50:1 馒头不发黄，很酸，不松软

2—2 50:2 馒头不发黄，较酸，略松软

2—3 50:3 馒头不发黄，松软

2—4 50:4 馒头发黄，松软，有裂口

2—5 50:5 馒头很黄，松软，有明显裂口

（4） 实验 2 的结论是__________。

（5） 实验 2 没有进行质量比为 50:6 的实验，理由是__________。

（6） 下列蒸馒头的方法中会变黄的是:

A.面团不发酵和发酵粉 B.发酵面团和碳酸钠的用量比为 50:3 时

C.面团不发酵和碳酸氢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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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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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共 11 个小题，共 33 分）说明：每空 1 分。其他合理答案均可给分。

13．（2 分）（1）O2

（2）2H2 + O2 2H2O

14．（2 分）（1）+3 （2）BC

15．（1 分）随着石墨烯层数的增加，导热能力先变小后变大；三层石墨烯的导热能力最小，

1 层石墨烯导热能力最强。

16．（5 分）（1）蛋白质（2）5.5～8.0 （3）复分解 （4）时间和温度（5）BD

17．（2 分）（1）C + H2O CO+H2

（2）

18．（2 分）（1）物理变化 （2）34

19．（2 分）请从 20-A 或 20-B 两题中任选一个作答，若两题均作答，按 20-A 计分。

20-A 20-B
（1）2KMnO4 K2MnO4 + MnO2 +

O2↑
（2） O2不易溶于水

（1）CaCO3+ 2HCl CaCl2 + CO2↑+ H2O

（2）CO2密度比空气大

20.（2 分）请从 20-A 或 20-B 两题中任选一个作答，若两题均作答，按 20-A 计分。

20-A 20-B

（1）②（2）带火星的木条复燃 （1）③（2）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21．（2 分）（1）P1>P3 > P2 （2）氧气未被完全消耗，P3气压较大。

22．（3 分）（1） 集气瓶内溶液由紫色变为红色（2）氢氧化钠溶液将 CO2完全吸收

23．（2 分）（1）①中无现象，②中有现象 （2）金属活动顺序是：Fe>Cu>Ag

24.（6 分）（1）Na2CO3 （2）乳酸和碳酸钠反应，产生大量二氧化碳使馒头松软

（3）发酵和纯碱 （4）最佳配比是面粉和发酵粉比例为 50:3

（5）面粉和发酵粉比例为 50:5，馒头已有明显裂口，不必要在做更大比例的

实验。 （6）AB

点燃

1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