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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中考化学 

一、选择题（每小题 1分，共 12分） 

1．（1分）下列物质能使紫色石蕊溶液变红的是（  ） 

A．CO2 B．O2 C．NaCl D．NaOH 

2．（1分）下列含金属元素的物质是（  ） 

A．H2SO4 B．Al2O3 C．NO2 D．P2O5 

3．（1分）一些物质的 pH范围如下，其中呈碱性的是（  ） 

A．油污净（12～13） B．西瓜汁（5～6）  

C．洁厕灵（1～2） D．橘子汁（3～4） 

4．（1分）下列金属不能与 CuSO4溶液反应的是（  ） 

A．Ag B．Fe C．Zn D．Al 

5．（1分）下列操作不正确的是（  ） 

A． 稀释 B． 取药  

C． 称量 D． 过滤 

6．（1分）下列符号能表示 2个氯分子的是（  ） 

A．Cl2 B．2Cl2 C．2Cl D．2Cl
﹣
 

7．（1分）下列物质能与 NaOH 反应的是（  ） 

A．Fe B．CO2 C．Fe2O3 D．NaCl 

8．（1分）电解水实验如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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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试管 2中得到 H2  

B．产生 H2与 O2的体积比约为 1：2  

C．该实验说明水是由 H2和 O2组成  

D．可用带火星的木条检验生成的 O2 

9．（1分）用如图装置进行实验。下列现象能证明空气中 O2的含量的是（  ） 

 

A．红磷燃烧，产生白烟  

B．瓶中液面先下降，后上升  

C．瓶中液面最终上升至 1 处  

D．水槽中液面下降 

10．依据下列 20℃时的实验和数据回答 10～11题 

已知 20℃时，NaCl和 NaNO3的溶解度分别为 36g 和 88g。 

 

序号 ① ② ③ ④ ⑤ 

固体种类 NaCl NaCl NaNO3 NaNO3 NaNO3 

固体的质量/g 30 60 30 60 90 

水的质量/g 100 100 100 100 100 

①～⑤所得溶液属于饱和溶液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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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①③ B．②④ C．②⑤ D．④⑤ 

11．依据下列 20℃时的实验和数据回答 10～11题 

已知 20℃时，NaCl和 NaNO3的溶解度分别为 36g 和 88g。 

 

序号 ① ② ③ ④ ⑤ 

固体种类 NaCl NaCl NaNO3 NaNO3 NaNO3 

固体的质量/g 30 60 30 60 90 

水的质量/g 100 100 100 100 100 

下列关于①～⑤所得溶液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溶质质量：①＜②  

B．溶液质量：②＜④  

C．溶质质量分数：①＝③  

D．⑤中溶质与溶剂的质量比为 9：10 

12．（1分）氨催化氧化是制硝酸的主要反应之一。该反应前后分子种类变化的微观示意图如图。下列说法不正确

的是（  ） 

 

A．甲中氮、氢原子个数比为 1：3  

B．乙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32  

C．两种生成物均为化合物  

D．生成的丙与丁的分子个数比为 1：2 

二、非选择题（每空 1分，共 33分） 

13．（2分）补齐连线。从 A或 B中任选一个作答，若均作答，按 A计分。 

A   物质﹣用途 B   物质﹣﹣主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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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分）干热岩是地层深处的热岩体。如图为利用其发电的示意图。 

 

（1）将干热岩的热量传递到热交换器的物质是     。 

（2）从微粒的角度分析，水变为水蒸气时，变化的是     。 

15．（2分）H2O2可作增氧剂。常温下，用 4% H2O2溶液进行实验，研究 pH对 H2O2分解所得溶液中氧量的影响，测

定结果如图。 

（1）H2O2分解的化学方程式为     。 

（2）分析如图得到的结论是     。 

 

16．（5分）阅读下面科普短文。 

化石能源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能源，但其储量有限，不可再生。《2050年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中提出，全球能

源结构正在向多元、清洁、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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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见，太阳能、风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多。太阳能的利用是热门研究方向之

一。例如，通过光催化可将 H2O、CO2转化为 H2、CO、CH4、CH3OH（甲醇）等太阳能燃料，示意图如图 2。 

随着科技的进步，能源将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例如，利用照明灯、人体散发的热量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废热发

电。我国研发的“柔性、可裁剪碲化铋（Bi2Te3）/纤维素复合热点薄膜电池”，能充分贴合人体体表，实现利

用体表散热为蓝牙耳机、手表、智能手环等可穿戴电子设备供电。 

 

在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化学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原文作者郑秀珍、邰凯平等，有删改） 

依据文章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1）比较 2015、2030 和 2050年能源结构中的化石能源，所占比例降低的是     。 

（2）H2O、CO2转化得到的太阳能燃料中，属于氧化物的是     ；该过程属于     （填“物理”或“化

学”）变化。 

（3）复合热电薄膜电池中 Bi2Te3由     种元素组成。 

（4）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填序号）。 

A．能源结构向多元、清洁、低碳转型      B．科技进步会促进能源的利用 

C．石油和太阳能属于可再生能源          D．生活中的废热可转化为电能 

17．（2分）炼铁的主要原料是赤铁矿（主要成分是 Fe2O3）、焦炭、空气等，转化过程如图： 

 

（1）②中，反应为 CO2+C 2CO，其中化合价发生改变的元素是     。 

（2）③中，CO 与 Fe2O3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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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分）为保护绿水青山，可将工业残留的钡渣（主要成分为碳酸钡（BaCO3））进行无害化处理，制取化工

原料硫酸钡（BaSO4）。主要流程如下： 

 

已知：BaSO4难溶于水，氯化钡（BaCl2）可溶于水。 

（1）粉碎钡渣的目的是     。 

（2）反应釜 1 中的气体 X为     。 

（3）反应釜 2 中发生复分解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19．（2分）用如图装置进行实验（夹持仪器略去）。加热一段时间后，蜡烛熔化、掉落，之后火柴燃烧。 

（1）能说明铜具有导热性的现象是     。 

（2）能体现物质化学性质的现象是     （填序号）。 

A．酒精燃烧       B．蜡烛熔化       C．火柴燃烧 

 

20．（2分）用如图装置进行实验（夹持仪器略去）。 

 

（1）高锰酸钾分解的化学方程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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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木炭遇 O2燃烧时，现象为     。 

21．（2分）实验室用如图装置制取 CO2。 

（1）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用向上排空气法收集 CO2的原因是     。 

 

22．（3分）用如图所示实验验证可燃物燃烧的条件。 

 

已知：白磷的着火点为 40℃． 

（1）设计 B、D 的目的是     。 

（2）能验证可燃物需要 O2的现象是     。 

（3）A～D 中，可不做的实验是     （填序号）。 

23．（3分）进行如下微型实验，研究物质的性质。 

 

（1）能产生气泡的是     （填序号）。 

（2）能证明 C 中发生反应的现象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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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一只烧杯中的物质不与稀盐酸反应，原因是     。 

24．（5分）为探究碳还原氧化铜的最佳实验条件，用木炭粉和氧化铜的干燥混合物 1～2.5g 进行系列实验。 

【查阅资料】①氧化铜（CuO）为黑色固体。 

②碳还原氧化铜得到的铜中可能含有少量的氧化亚铜；氧化亚铜为红色固体，能与稀硫酸反应：Cu2O+H2SO4═

CuSO4+H2O+Cu。 

【进行实验】 

实验 1：取质量比 1：11 的木炭粉和氧化铜混合物 1.3g，进行实验。 

序号 1﹣1 1﹣2 

装置 

 

 

反应后物质的颜色、状

态 

黑色粉末中混有少量红色固体 红色固体有金属光泽，混有极少量黑色物质 

实验 2：取一定量的混合物，用 1﹣2 装置进行实验。 

序号 木炭粉与氧化铜的质

量比 

反应后物质的颜色、状态 

2﹣1 1：9 红色固体有金属光泽 混有少量黑色物质 

2﹣2 1：10 混有很少量黑色物质 

2﹣3 1：11 混有极少量黑色物质 

2﹣4 1：12 无黑色物质 

2﹣5 1：13 混有较多黑色物质 

【解释与结论】 

（1）配平化学方程式：C+     CuO      Cu+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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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 1﹣2 中，证明产生了 CO2的现象是     。 

（3）实验 1的目的是     。 

（4）实验 2的结论是     。 

【反思与评价】 

（5）实验 2没有进行质量比为 1：14 的实验，理由是     。 

（6）为检验 2﹣4的红色固体中是否含 Cu2O，所需试剂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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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中考化学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每小题 1分，共 12分） 

1．【分析】紫色石蕊溶液遇酸性溶液变红，遇碱性溶液变蓝，进行分析判断。 

【解答】解：A、二氧化碳与水反应生成碳酸，碳酸能使紫色石蕊溶液变红，故选项说法正确。 

B、氧气不能使紫色石蕊溶液变红，故选项错误。 

C、氯化钠溶液显中性，不能使紫色石蕊溶液变红，故选项错误。 

D、氢氧化钠溶液显碱性，能使紫色石蕊溶液变蓝，故选项错误。 

故选：A。 

【点评】本题难度不大，掌握紫色石蕊溶液遇酸碱溶液的变色情况是正确解答本题的关键。 

2．【分析】根据化学元素汉字名称的偏旁可辨别元素的种类，金属元素名称一般有“钅”字旁，固态非金属元素

名称有“石”字旁，气态非金属元素名称有“气”字头；据此进行解答分析。 

【解答】解：A、H、S、O均为非金属元素，错误； 

B、铝为金属元素，正确； 

C、N、O均为非金属元素，错误； 

D、均为非金属元素，错误。 

故选：B。 

【点评】本题考查元素，题目难度不大，关键是要熟记常见元素的符号，要注意汉字中是否含有钅字旁。 

3．【分析】当溶液的 pH 等于 7时，呈中性；当溶液的 pH小于 7时，呈酸性；当溶液的 pH大于 7 时，呈碱性；

据此进行分析判断。 

【解答】解：A、油污净的 pH为 12～13，大于 7，显碱性，故选项正确。 

B、西瓜汁的 pH 为 5～6，小于 7，显酸性，故选项错误。 

C、洁厕灵的 pH 为 1～2，小于 7，显酸性，故选项错误。 

D、橘子汁的 pH 为 3～4，小于 7，显酸性，故选项错误。 

故选：A。 

【点评】本题难度不大，掌握溶液的酸碱性和溶液 pH大小之间的关系是正确解答此类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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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在金属活动性顺序中，位于前面的金属能把排在它后面的金属从其盐溶液中置换出来，据此进行分析

判断。 

【解答】解：A、Ag的金属活动性比铜弱，不能与硫酸铜溶液反应，故选项正确。 

B、Fe 的金属活动性比铜强，能与硫酸铜溶液发生置换反应，故选项错误。 

C、锌的金属活动性比铜强，能与硫酸铜溶液发生置换反应，故选项错误。 

D、铝的金属活动性比铜强，能与硫酸铜溶液发生置换反应，故选项错误。 

故选：A。 

【点评】本题难度不大，考查了金属活动性顺序的应用，掌握金属活动性顺序并能灵活运用是正确解答此类题的

关键所在。 

5．【分析】A、根据浓硫酸的稀释方法（酸入水，沿器壁，慢慢倒，不断搅）进行分析判断。 

B、根据向试管中装粉末状固体药品的方法（“一斜、二送、三直立”）进行分析判断。 

C、根据托盘天平的使用要遵循“左物右码”的原则进行分析判断。 

D、过滤液体时，注意“一贴、二低、三靠”的原则。 

【解答】解：A、稀释浓硫酸时，要把浓硫酸缓缓地沿器壁注入水中，同时用玻璃棒不断搅拌，以便热量及时地扩

散；一定不能把水注入浓硫酸中；图中所示操作正确。 

B、取用粉末状药品，试管横放，用药匙或纸槽把药品送到试管底部，图中所示操作正确。 

C、托盘天平的使用要遵循“左物右码”的原则，图中所示操作正确。 

D、过滤液体时，要注意“一贴、二低、三靠”的原则，图中缺少玻璃棒引流，图中所示操作错误。 

故选：D。 

【点评】本题难度不大，熟悉各种仪器的用途及使用注意事项、常见化学实验基本操作的注意事项是解答此类试

题的关键。 

6．【分析】根据分子的表示方法，正确书写物质的化学式，表示多个该分子，就在其分子符号前加上相应的数

字，据此进行分析判断。 

【解答】解：A、Cl2可表示 1个氯分子，故选项错误。 

B、分子的表示方法，正确书写物质的化学式，表示多个该分子，就在其分子符号前加上相应的数字，2Cl2可表示

2 个氯分子，故选项正确。 

C、2Cl 可表示 2 个氯原子，故选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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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Cl
﹣
可表示 2个氯离子，故选项错误。 

故选：B。 

【点评】本题难度不大，掌握常见化学用语（原子符号、分子符号、离子符号等）的书写方法与含义是正确解答

此类题的关键。 

7．【分析】根据碱的化学性质（能与酸碱指示剂、非金属氧化物、酸、盐等反应），据此进行分析解答。 

【解答】解：A、铁不能与氢氧化钠反应，故选项错误。 

B、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钠反应生成碳酸钠和水，故选项正确。 

C、氧化铁不能与氢氧化钠反应，故选项错误。 

D、氯化钠不能与氢氧化钠反应，故选项错误。 

故选：B。 

【点评】本题难度不大，掌握碱的化学性质（能与酸碱指示剂、非金属氧化物、酸、盐等反应）并能灵活运用是

正确解答本题的关键。 

8．【分析】由正氧负氢，氢二氧一可知电解水时正极产生氧气，负极产生氢气，氢气和氧气的体积比为 2：1的

相关知识解决。 

【解答】解：A、试管 2 中的气体体积小是氧气，故此选项错误； 

B、试管 2中的气体体积小是氧气，试管 1中的气体体积大是氢气，氢气和氧气两者的体积比是 2：1，故此选项错

误； 

C、水是纯净物不可能由两种气体组成，故此选项错误。 

D、氧气具有助燃性，能使带火星的木条，可用带火星的木条检验生成的 O2，故此选项正确； 

故选：D。 

【点评】要熟悉电解水的实验现象和结论，熟记正氧负氢，氢二氧一的内涵。 

9．【分析】在装有空气的密闭容器中，欲用燃烧法测定空气中氧气含量，该实验一般要注意以下几点：①装置的

气密性好；②所用药品必须是足量；③读数时一定要冷却到原温度；④所选除氧剂要具备以下特征：本身能够

在空气中燃烧；本身的状态为非气体；生成的物质为非气态；据此进行分析判断。 

【解答】解：A、红磷在空气中燃烧，产生大量的白烟，但不能证明空气中 O2的含量，故选项错误。 

B、红磷在空气中燃烧，放出大量的热，使装置内空气受热膨胀，完全反应后，消耗装置内的氧气，装置内压强减

小，故瓶中液面先下降，后上升；但不能证明空气中 O2的含量，故选项错误。 

关注北京高考在线官方微信：北京高考资讯(ID:bj-gaokao)， 获取更多试题资料及排名分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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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瓶中液面最终上升至 1处，说明氧气约占空气总体积的 ，能证明空气中 O2的含量，故选项正确。 

D、水槽中液面下降，不能证明空气中 O2的含量，故选项错误。 

故选：C。 

【点评】本题难度不大，掌握用燃烧法测定空气中氧气含量的实验原理、注意事项等是正确解答本题的关键。 

10．【分析】根据题意，20℃时，NaCl和 NaNO3的溶解度分别为 36g 和 88g，则该温度下 100g 水中最多溶解 NaCl

和 NaNO3的质量分别是 36g 和 88g，进行分析判断。 

【解答】解：20℃时，NaCl 和 NaNO3的溶解度分别为 36g和 88g，则该温度下 100g水中最多溶解 NaCl 和 NaNO3的

质量分别是 36g 和 88g，加入溶质的质量大于或等于 36g和 88g，能形成饱和溶液，则①～⑤所得溶液属于饱和

溶液的是②⑤。 

故选：C。 

【点评】本题难度不大，掌握饱和溶液的特征、溶解度的含义是正确解答本题的关键。 

11．【分析】根据物质的溶解度判断固体是否能完全溶解在水中，然后根据所溶解的溶质的质量以及溶质的质量

分数来分析解答。 

【解答】解：已知 20℃时，NaCl 和 NaNO3的溶解度分别为 36g 和 88g，所以①③④能完全溶解，且为不饱和溶

液；而②中只能溶解 36g氯化钠形成饱和溶液，⑤中只能溶解 88g 硝酸钠形成饱和溶液。 

A．溶液①中溶质的质量为 30g，②中溶质的质量为 36g，故正确； 

B．溶液②的质量为：36g+100g＝136g；溶液④的质量为：60g+100g＝160g，故正确； 

C．溶液①和③均是在 100g 水中溶解了 30g溶质所得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相等，故正确； 

D．溶液⑤是在 100g水中溶解了 88g 硝酸钠，所以⑤中溶质与溶剂的质量比为 88：100＝22：25，故错误。 

故选：D。 

【点评】解题时要根据溶解度做出判断，哪种溶液中的溶质能完全溶解，哪一个有剩余，然后再根据选项要求解

答。 

12．【分析】首先要对模型图进行观察，分析物质的微观构成、物质的类别，再找出物质之间的微粒数目关系，

写出反应的方程式，然后再对题中各问加以分析解答。 

【解答】解：依据图示的分子结构可知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4NH3+5O2 4NO+6H2O； 

A、通过观察题中的图，甲是氨气，中氮、氢原子个数比为 1：3，故说法正确； 

关注北京高考在线官方微信：北京高考资讯(ID:bj-gaokao)， 获取更多试题资料及排名分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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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图示物质的构成可知，乙是氧气，氧气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16×2＝32，故说法正确； 

C、图示物质的构成可知，两种生成物均为化合物，故说法正确； 

D、依据图示的分子结构可知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4NH3+5O2 4NO+6H2O，生成的丙与丁的分子个数比为

4：6＝2：3，故说法错误。 

故选：D。 

【点评】本题属于微观示意图的考查，关键是能够根据小球代表的原子结构写出反应的方程式，然后根据相关的

问题分析即可。 

二、非选择题（每空 1分，共 33分） 

13．【分析】物质的性质决定物质的用途，根据物质的性质进行分析解答即可。 

【解答】解：A 干冰升华吸热，可冷藏食品；碳酸钙中含有钙元素，用于补钙剂；熟石灰呈碱性。可用于改良酸性

土壤； 

B 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氯化钠俗称食盐；氧化钙俗称生石灰。 

答案： 

 

【点评】掌握物质的性质和用途的关系是正确解答本题的关键。 

14．【分析】（1）根据图示信息进行分析解答； 

（2）根据水变为水蒸气时无新物质生成解答。 

【解答】解： 

（1）由图示可知：将干热岩的热量传递到热交换器的物质是水或水蒸气； 

（2）微观角度讲，水变为水蒸气是水分子之间的间隔变大造成的，而水分子的体积不变； 

答案： 

（1）水或水蒸气； 

（2）分子之间的间隔。 

【点评】本题难度不大，熟练掌握微粒的性质可以正确解答。 

关注北京高考在线官方微信：北京高考资讯(ID:bj-gaokao)， 获取更多试题资料及排名分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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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析】（1）过氧化氢在常温下分解生成水和氧气，进行分析解答。 

（2）根据 pH对 H2O2分解所得溶液中氧量的影响测定结果图，进行分解答。 

【解答】解：（1）过氧化氢在常温下分解生成水和氧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2H2O2═2H2O+O2↑。 

（2）由 pH对 H2O2分解所得溶液中氧量的影响测定结果图，在常温下，当 pH在 8﹣12 之间时，随着 pH的增大，

溶氧量先增大后减小，且在 pH为 10﹣11中间时，溶氧量达到最大值。 

故答案为： 

（1）2H2O2═2H2O+O2↑； 

（2）在常温下，当 pH在 8﹣12 之间时，随着 pH 的增大，溶氧量先增大后减小，且在 pH为 10﹣11中间时，溶氧

量达到最大值。 

【点评】本题难度不大，理解 pH对 H2O2分解所得溶液中氧量的影响测定结果图是正确解答本题的关键。 

16．【分析】（1）根据题中信息进行分析解答； 

（2）根据氧化物的定义解答； 

（3）根据物质的元素组成解答； 

（4） 

A．根据能源结构的变化解答； 

B．根据科技进步会促进能源的利用解答 

C．根据石油不属于可再生能源解答； 

D．根据生活中的废热可转化为电能解答。 

【解答】解： 

（1）比较 2015、2030 和 2050年能源结构中的化石能源，所占比例降低的是石油、煤炭； 

（2）通过光催化可将 H2O、CO2转化为 H2、CO、CH4、CH3OH（甲醇）等太阳能燃料，H2O、CO2转化得到的太阳能燃料

中，属于氧化物的是 

CO；该过程中有新物质生成，属于化学变化； 

（3）复合热电薄膜电池中 Bi2Te3由 2种元素组成。 

（4） 

A．能源结构向多元、清洁、低碳转型，故正确； 

关注北京高考在线官方微信：北京高考资讯(ID:bj-gaokao)， 获取更多试题资料及排名分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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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科技进步会促进能源的利用，故正确； 

C．石油不属于可再生能源，故错误； 

D．生活中的废热可转化为电能，故正确； 

答案： 

（1）石油、煤炭； 

（2）CO；化学； 

（3）2； 

（4）ABD 

【点评】此题考查知识点较多，可依据已有的知识进行解答。能读懂题意，从原题情景中提炼出有用的信息是解

决该题的关键。 

17．【分析】（1）根据单质中元素的化合价为 0、在化合物中正负化合价代数和为零，进行分析解答。 

（2）③中，CO 与 Fe2O3反应生成铁和二氧化碳，进行分析解答。 

【解答】解：（1）反应为 CO2+C 2CO，二氧化碳、碳、一氧化碳中碳元素的化合价分别是+4价、0、+2

价，故化合价发生改变的元素是碳元素。 

（2）③中，CO 与 Fe2O3反应生成铁和二氧化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Fe2O3+3CO 2Fe+3CO2。 

故答案为： 

（1）碳元素； 

（2）Fe2O3+3CO 2Fe+3CO2。 

【点评】本题难度不大，掌握炼铁的原理、化合价的原则、化学方程式的书写方法是正确解答本题的关键。 

18．【分析】（1）根据影响反应速率的因素进行分析； 

（2）根据碳酸钡和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钡、水和二氧化碳进行分析； 

（3）根据氯化钡和硫酸反应生成硫酸钡沉淀和盐酸进行分析。 

【解答】解：（1）粉碎钡渣的目的是：增大反应物的接触面积，加快反应速率，使其充分反应； 

（2）碳酸钡和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钡、水和二氧化碳，所以反应釜 1中的气体 X为：二氧化碳； 

关注北京高考在线官方微信：北京高考资讯(ID:bj-gaokao)， 获取更多试题资料及排名分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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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应釜 2 中发生的复分解反应是氯化钡和硫酸反应生成硫酸钡沉淀和盐酸，化学方程式为：BaCl2+H2SO4＝

BaSO4↓+2HCl。 

故答案为：（1）增大反应物的接触面积，加快反应速率，使其充分反应； 

（2）二氧化碳； 

（3）BaCl2+H2SO4＝BaSO4↓+2HCl。 

【点评】合理设计实验，科学地进行实验、分析实验，是得出正确实验结论的前提，因此要学会设计实验、进行

实验、分析实验，为学好化学知识奠定基础。 

19．【分析】（1）铜具有导热性，可使火柴燃烧，蜡烛熔化； 

（2）化学性质是物质通过化学变化表现出来的。 

【解答】解：（1）铜具有导热性，可使火柴燃烧，蜡烛熔化；故填：蜡烛熔化或火柴燃烧； 

（2）化学性质是物质通过化学变化表现出来的，酒精、火柴燃烧说明酒精火柴具有可燃性；故填：AC。 

【点评】本题难度不大，可依据已有的知识解答。 

20．【分析】（1）根据高锰酸钾加热分解为锰酸钾、二氧化锰、氧气解答； 

（2）根据木炭在氧气中燃烧的现象进行解答。 

【解答】解： 

（1）高锰酸钾加热分解为锰酸钾、二氧化锰、氧气，反应的方程式为：2KMnO4 K2MnO4+MnO2+O2↑； 

（2）木炭遇 O2燃烧时，剧烈燃烧，发出白光，放热。 

答案： 

（1）2KMnO4 K2MnO4+MnO2+O2↑； 

（2）剧烈燃烧，发出白光，放热。 

【点评】本题考查了常见气体的反应原理，完成此题，可以依据已有的知识进行。要求同学们在完成此类题目

时，要熟知反应物的状态和反应的条件，以便做出正确的判断。 

21．【分析】（1）根据实验室中制取二氧化碳的反应原理，进行分析解答。 

（2）根据二氧化碳的物理性质，进行分析解答。 

关注北京高考在线官方微信：北京高考资讯(ID:bj-gaokao)， 获取更多试题资料及排名分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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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解：（1）实验室中制取二氧化碳常用大理石或石灰石和稀盐酸反应来制取，同时生成氯化钙、水，反应

的化学方程式是：CaCO3+2HCl＝CaCl2+H2O+CO2↑。 

（2）用向上排空气法收集 CO2，是因为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的大且不与空气中其他气体反应。 

故答案为： 

（1）CaCO3+2HCl＝CaCl2+H2O+CO2↑； 

（2）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的大且不与空气中其他气体反应。 

【点评】本题难度不大，是中考的重要考点之一，熟练掌握实验室中制取二氧化碳气体的反应原理、发生装置和

收集装置的选择依据等是正确解答本题的关键。 

22．【分析】（1）根据 B、D的其它条件相同，水的温度不同，进行分析解答。 

（2）验证可燃物需要 O2，应控制其它条件相同，进行分析解答。 

（3）根据验证燃烧的条件，可设计对比试验，进行分析解答。 

【解答】解：（1）B、D 的其它条件相同，水的温度不同，B 中白磷不燃烧，D中白磷燃烧，设计 B、D的目的是探

究可燃物燃烧温度需要达到着火点。 

（2）验证可燃物需要 O2，应控制其它条件相同，C中白磷不燃烧，D中白磷燃烧，说明可燃物燃烧需要 O2。 

（3）验证燃烧的条件，可设计对比试验，A～D中，BD、CD对比可得出燃烧的条件，可不做的实验是 A。 

故答案为： 

（1）探究可燃物燃烧温度需要达到着火点； 

（2）C中白磷不燃烧，D中白磷燃烧； 

（3）A。 

【点评】本题难度不大，考查燃烧的条件，掌握燃烧的条件并能灵活运用是正确解答本题的关键。 

23．【分析】根据酸的通性进行解答。 

【解答】解：（1）活泼金属和碳酸氢盐会与酸反应分别产生氢气和二氧化碳；故填 BD； 

（2）氢氧化钙与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钙和水，溶液由红色变为无色；故填：溶液由红色变为无色； 

（3）铜的金属活动性性排在氢的后面，不与盐酸反应生成氢气；故填：铜的金属活动性排在氢的后面，不与盐酸

反应生成氢气。 

【点评】掌握酸的通性是解题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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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分析】根据题干提供的信息结合物质间反应的实验现象进行分析解答，二氧化碳能使澄清的石灰水变浑

浊，氧化亚铜能与硫酸反应使溶液变蓝，据此解答。 

【解答】解：（1）碳与氧化铜反应生成铜和二氧化碳的化学方程式为 C+2CuO  2Cu+CO2↑，故填 2；2；

1。 

（2）二氧化碳能使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故证明生成了 CO2的现象是澄清石灰水变浑浊，故填：澄清石灰水变浑

浊。 

（3）实验 1中实验 1﹣1混合物的受热面积大于实验 1﹣2中混合物的受热面积，故是探究氧化铜与木炭的受热面

积对其反应的影响，故填：探究氧化铜与木炭的受热面积对其反应的影响。 

（4）实验 2提供的数据以及实验现象可以看出，木炭与氧化铜质量比为 1：12时恰好完全反应，因此木炭与氧化

铜反应的最佳质量比为 1：12，故填：木炭与氧化铜质量比为 1：12时恰好完全反应，因此木炭与氧化铜反应

的最佳质量比为 1：12。 

（5）实验 2没有进行质量比为 1：14 的实验，是因为当木炭与氧化铜的质量比为 1：13时，氧化铜已过量，故

填：木炭与氧化铜的质量比为 1：13时，氧化铜已过量。 

（6）为检验 2﹣4的红色固体中是否含 Cu2O，根据题干提供的信息，氧化亚铜能与硫酸反应生成蓝色的额硫酸铜

反应，故所需试剂是稀硫酸，故填：稀硫酸。 

【点评】本题考查的是化学反应实验条件的实验探究，完成此题，可以依据题干提供的信息结合已有的物质的性

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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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考生、中学和社会各界具有广泛的口碑影响力

未来，北京高考在线平台将立足于北京新高考改革，基于对北京高考政策研究及北京高

校资源优势，更好的服务全国高中家长和学生。

http://www.gaok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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