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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2019—2020学年度第一学期终结性检测试卷

九年级化学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 8页，共 39道小题，满分 90分。考试时间 90分钟。

2．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班级和姓名。

3．试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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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一并交回。

可能用到的相对原子质量：H 1 C 12 O 16 Ca 40 Fe 56

第一部分 选择题（共 40分）

（每小题只有 1个选项符合题意。每小题 2分）

1．空气的成分中，含量最高的是

A．氧气 B．氮气 C．稀有气体 D．二氧化碳

2．下列做法中，不符．．合．“低碳”理念的是

A．乱丢垃圾 B．双面打印 C．随手关灯 D．公交出行

3．蛋黄中含铁丰富。这里的“铁”指的是

A．原子 B．分子 C．元素 D．单质

4．下列不属于二氧化碳（或干冰）用途的是

A．灭火 B．人工降雨 C．火箭燃料 D．制碳酸饮料

5．下列物质中，属于溶液的是

A．糖水 B．牛奶 C．米粥 D．豆浆

6．下列关于木炭在氧气中燃烧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A．黑色固体减少 B．燃烧时产生红光

C．生成无色气体 D．反应过程中放热

7．下列实验基本操作正确的是

A．将未用完的药品放回原试剂瓶中 B．实验后将废液倒入下水道中

C．将 pH试纸直接放入待测液体中 D．用镊子取用块状固体药品

8．下列中草药煎制步骤中，属于过滤操作的是

A．冷水浸泡 B．加热煎制 C．箅渣取液 D．灌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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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金被加工成金箔，说明金具有良好的

A．导热性 B．延展性

C．导电性 D．抗腐蚀性

10．下列物质含有氢分子的是

A．H2 B．H2O

C．H2O2 D．H2SO4

11．下列金属不能与稀盐酸发生反应的是

A．镁 B．锌 C．铜 D．铁

12．下列方法能鉴别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是

A．闻气味 B．向集气瓶中倒入水

C．观察颜色 D．向集气瓶中倒入澄清石灰水

13．钛是一种广泛应用于航天和航海工业的金属。已知一种钛原子核内有 22个质子和 26个中子，

该原子的核外电子数为

A．4 B．22 C．26 D．48

14．为保证实验安全，下列使用酒精灯的实验操作合理的是

A．点燃酒精灯 B．添加酒精 C．加热液体 D．熄灭酒精灯

15．乙醇俗称酒精，其完全燃烧的的化学方程式为：C2H5OH+3O2 2CO2+3H2O，根据该化学

方程式无法获取．．．．的信息是

A．反应物和生成物 B．反应所需条件

C．反应物的颜色和状态 D．生成物的分子个数比

16．车载安全气囊使用了叠氮化钠（NaN3）。在一定条件下 NaN3迅速发生分解反应的化学方程式表

示为：2NaN3 2Na+□↑，其中□表示

A．5N B．N3 C．N2 D．3N2

17．下列关于 O2的实验室制法及性质实验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制 O2的药品 B．发生装置 C．收集装置 D．验证 O2的可燃性

点燃

一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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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下列化学方程式书写正确的是

A．CO2+Ca(OH)2 CaCO3↓+H2O B．H2O2 H2↑+ O2↑

C．3CO +Fe2O3 2Fe+3CO2 D．3Fe + 4O2 Fe3O4

19．不同温度时，NaCl固体的溶解度如下表所示。20℃时，将 50g NaCl固体加入到盛有 100g水的

烧杯中，充分溶解得到溶液。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温度/℃ 20 40 60 80 100

溶解度/g 36.0 36.6 37.3 38.4 39.8

A．烧杯中溶液的质量为 150g

B．烧杯中剩余固体的质量为 14g

C．溶液中溶质质量分数的计算式为 ×100%

D．升高温度能将烧杯中的饱和溶液变为不饱和溶液

20．中国科学家成功将二氧化碳转化为乙

烯（C2H4），其反应前后分子种类的微

观示意图如右图所示。下列说法不正．．

确．的是

A．反应中原子种类没有改变

B．反应前后分子种类发生了改变

C．丙和丁中的氢元素全部来自于乙中

D．参加反应的甲与生成的丙质量比为 11:7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共 50分）

（每空 1 分）

〖生活现象解释〗

周末小明去参观陶瓷艺术博物馆。

21．（1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在去博物馆的路上，小明将空饮料瓶投入到下列 （填序号）

垃圾桶中。

A．可回收物 B．厨余垃圾 C．其它垃圾 D．有害垃圾

50g NaCl

100g水

△ 点燃

50g
100g

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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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分）在饮料的配料中，有一种食品添加剂是苯甲酸钠（C7H5NaO2 ）。其中碳氧原子的个数

比为___________。

23．（1分）碳酸饮料需“避免阳光直晒及高温”贮存的原因之一是 （用化学方

程式解释）。

24．（2分）参观过程中，小明发现了一种陶瓷电容器（如右图），主要材料为 TiO2等。

（1）TiO2属于____________（填序号）。

A． 单质 B．化合物 C．氧化物

（2）TiO2中 Ti的化合价为 。

化学存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25．（4分）右图是一款燃气灶的示意图。

（1）铸铁炉架表面经过四氧化三铁处理，四氧化三铁中铁、氧元素的

质量比为 。

（2）烹饪时，用铸铁炉架将锅架高，其主要原因是 （填序号）。

A．避免锅被烤坏 B．避免食物被烤焦 C．使用外焰加热

（3）燃气灶常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燃气，天然气主要成分燃烧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

（4）燃气灶关火的方法是关闭燃气阀门，其灭火的原理是_________。

26．（2分）均衡饮食是健康的基础。

（1）右图是中国居民平衡膳食餐盘，其中富含维生素的

食物有 。

（2）牛奶中含丰富的钙，多喝牛奶可预防 （填“骨

质疏松”或“贫血”）。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能源。

27．（1分）右图是我国和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的对比图。

从图中可获得的信息是 。

28．（1分）开发和利用新能源是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

径。下列利用了新能源的是 （填序号）。

A．风力发电 B．潮汐发电 C．太阳能飞机

29．（1 分）氢气被认为是 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利用氢气和氧气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反

应可以为汽车供能。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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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阅读理解〗

30．（5分）阅读下面科普短文。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因此泡制腊八蒜已成为一种过年的习俗。

腊八蒜的制作方法是将蒜瓣剥皮洗净，放到密封容器里，倒入陈醋或米醋，封口冷藏。一段时

间后，蒜会变得通体碧绿。

腊八蒜为什么会变绿?

腊八蒜呈现绿色是天然色素造成的。大蒜细胞中含有较多的含硫类生物活性物质，这些物质在

蒜酶和醋酸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反应可生成两种大蒜色素——黄色素和蓝色素，从而使蒜呈现绿

色。其中蓝色素性质不稳定，温度略高就容易分解，光照会加速分解。而黄色素较稳定，在酸性环

境中，升温和光照都不会使其分解。因此存放一段时间后的腊八蒜，其颜色就会从蓝绿色慢慢变成

黄绿色，再逐渐变成浅黄色。

腊八蒜为什么在“腊八”泡制?

实践中发现将 6月初新收获的大蒜直接用于加工

腊八蒜，是不会变绿的。在 7至 9 月这几个温度较高

的月份，常温贮存一段时间的新蒜用于加工腊八蒜也

不能变绿。综上可得，温度对于大蒜绿变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低温可打破大蒜休眠、激活蒜酶、促使大

蒜绿变。将刚采摘的新蒜在不同温度条件下贮存，测

得其绿变能力趋势如右图。

一般情况下，腊八蒜里的蓝色素会在泡制 25天左右达到峰值，到 40天左右，腊八蒜基本上已

经由绿色完全变为黄色。而“腊八”距离除夕一般是 21天或 22天，这个时间间隔恰好使腊八蒜在

过年时呈现出最巅峰的色泽和味道。

怎样保持腊八蒜的绿色？

研究表明，保持 4℃的低温，控制 pH在 4.0左右，并使用真空包装和避光条件，腊八蒜就能保

存三个月以上而不变黄。

依据文章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1）泡制腊八蒜所用的醋中含有醋酸（CH3COOH），其组成元素有 种。

（2）泡制腊八蒜最好选用 条件下贮存的蒜（填序号，下同）。

A．0~4℃、贮存 20天左右 B．0~4℃、贮存 80天左右

C．常温、贮存 20天左右 D．常温、贮存 80天左右

（3）选在腊八节泡蒜的原因是 。

（4）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腊八蒜呈现绿色由于加入了人工色素

B．较高的贮存温度不利于使大蒜具有绿变能力

C．在腊八蒜的泡制过程中，避光处理可避免腊八蒜过早变黄

（5）生活中，延长腊八蒜绿色时间的措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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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际分析〗

31．（3分）工业上常用“分离液态空气法”制氧气，此方法是以空气为原料，利用液氮与液氧沸点

不同，将其分离。其微观示意图如下：

（1）“分离液态空气法”发生的是 （填“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

（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填序号，下同）。

A．洁净空气是纯净物 B．此方法制氧气的原料来源广泛

C．沸点属于物理性质 D．利用此方法既可得到氧气又可得到氮气

（3）下列能表示液态空气微观示意图的是_____。

32．（4分）氢氧化钙 [Ca(OH)2] 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工业上常以石灰石（主要成分为 CaCO3）为原

料生产氢氧化钙，主要流程如下：

（1）氢氧化钙[Ca(OH)2]的组成元素中，属于金属元素的是 。

（2）粉碎石灰石的目的是 。

（3）煅烧炉中，发生的反应为 CaCO3 CaO + CO2↑，此反应属于基本反应类型中________

反应。

（4）消化池中发生的反应为 CaO + H2O = Ca(OH)2 ，若 56t CaO参加反应，可产生的 Ca(OH)2 质

量为 t。

〖基本实验及其原理分析〗

33．（3分）利用右图所示实验，验证金属活动性顺序。

（1）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有 。

（3）该实验可以得到的结论是 。

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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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分）实验室用高锰酸钾制取氧气，并验证氧气的化学性质。

（1）实验 1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用排水法收集氧气利用了其 （填“易”或“不易”）溶于水的性质。

（3）实验 2中，观察到铁丝剧烈燃烧，放出大量热， 。

35．（3分）在下列 6种试剂里，分别滴加 2滴自制紫甘蓝汁，现象记录如下表：

（1）紫甘蓝汁 （填“能”或“不能”）作酸碱指示剂。

（2）草木灰溶液显 （填“酸性”、“中性”或“碱性”）。

（3）作为空白对照实验的是 （填序号）。

36．（4分）实验室配制 100 g 溶质质量分数为 6%的氯化钠溶液。实验操作如下：

（1）正确的实验操作顺序是 （填序号）。

（2）操作②中托盘天平需要称量氯化钠的质量为 g。

（3）操作④中玻璃棒起到的作用是 。

（4）操作⑤中量筒的量程是 （填“10mL”、“50mL”或“100mL”）。

37．（3分）用下图装置进行实验。

（1）实验 1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实验 1中将燃着的木条放在集气瓶口，若观察到 ，说明二氧化碳已收集满。

（3）实验 2中，a、b为润湿的紫色石蕊棉球，c、d 为干燥的紫色石蕊棉球。实验中能说明二氧化

碳密度大于空气且能与水反应的现象有 。

序号 1 2 3 4 5 6

试剂 稀盐酸 石灰水 蒸馏水 白醋 草木灰溶液 食盐水

滴加紫甘蓝汁后 红色 绿色 紫色 红色 绿色 紫色

实验 1 实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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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分）小明用电子秤进行如右图所示的称量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后，活动1和活动2的电子秤示数都减小了。

（1）活动 1的电子秤示数减小,从微粒．．的角度解释

其原因是 。

（2）活动 2中电子秤示数减小的部分 （填“等于”或“不等于”）蜡烛燃烧后生成物的总

质量。

〖科学探究〗

39．（6分） 在利用红磷燃烧测定空气中氧气含量的实验中，用传感器记录集气瓶内氧气浓度随时

间变化的情况，如图 2所示。

【进行实验】

活动 1：证明红磷熄灭后，氧气还有剩余

实验装置 实验步骤 现象 结论

Ⅰ．用高能激光笔照射燃
烧匙中足量的红磷

红磷燃烧，放出大量热，
一段时间后熄灭，白磷
始终不燃烧

红磷熄灭
后，氧气
还有剩余

Ⅱ．冷却后，将装有白磷

的燃烧匙提出水面，用高
能激光笔照射

白磷 现象①

【解释与结论】

（1）红磷燃烧的化学方程式为 。

（2）步骤Ⅰ中白磷始终不燃烧的原因是 。

（3）步骤Ⅱ中的现象①是 。

（4）实验中气球的作用是 。

活动 2：探究影响剩余氧气浓度的因素

用图 1装置进行实验，得到数据如右表。

（5）通过对比右表中红磷和白磷的相关数

据，可以得出影响剩余氧气浓度的因素

可能是 。

（6）结合以上探究及实验数据，在“测定空气中氧气含量”的实验中，通常使用红磷而不用木

炭的原因可能有 。

可燃物 白磷 红磷 木炭

着火点/℃ 40 240 370

生成物状态 固态 固态 气态

剩余氧气浓度 3.1% 7.0% 14.0%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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