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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北京门头沟初三（上）期末 

化    学 

2022.12 

考生须知 

1．本试卷共 9 页，共两部分，49 道小题。 

2．请将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相应位置处。 

3．试卷所有答案必须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请使用 2B 铅笔填涂，

用黑色字迹签字笔或钢笔作答。 

4．考试时间 90 分钟，试卷满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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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选择题（共 30 分） 

（每小题只有 1 个选项符合题意。每小题 1 分） 

1. 空气中含量最多的气体是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稀有气体 

2. 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是 

A. 氧 B. 硅 C. 铝 D. 铁 

3. 下列元素的符号书写不正确．．．的是 

A. 碳 C B. 氯 Cl C. 钾 K D. 铜 CU 

4. 食用瘦肉、蛋、鱼等可以补铁。这里的“铁”指的是 

A. 元素 B. 原子 C. 分子 D. 单质 

5. 吸烟有害健康，烟气中的一种有毒气体是（  ） 

A. N2 B. CO2 C. O2 D. CO 

6. 下列属于纯净物的是 

A. 蒸馏水 B. 白酒 C. 大理石 D. 酱油 

7. 下列仪器不能加热的是 

A. 烧杯 B. 试管 C. 量筒 D. 燃烧匙 

8. 下列物质在氧气中燃烧，火星四射的是 

A. 铁丝 B. 硫粉 C. 蜡烛 D. 红磷 

9. 下列安全图标中，表示“禁止燃放鞭炮”的是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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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列物质中，属于氧化物的是 

A. NaCl B. CaO C. Na2CO3 D. H2SO4 

11. 下列属于可回收垃圾的是 

A. 树叶 B. 果皮 C. 菜叶 D. 快递纸箱 

12. 下列物质的用途，利用化学性质的是 

A. 银用作导线 B. 二氧化碳用于制作碳酸饮料 

C. 铜用于制作铜火锅 D. 干冰用作制冷剂 

13. 已知一种碳原子的原子核内有 6 个质子和 8 个中子，则该原子的核外电子数为 

A. 6 B. 2 C. 8 D. 14 

14. 生产、生活会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细颗粒物，若超过大气的自净能力就会出现雾霾。下列污染物中，会

导致雾霾的是 

A. 二氧化硫 B. 二氧化氮 C. 一氧化碳 D. PM2.5 

15. 下列示意图中能表示 2N2的是 

 

A.  B.  

C.  D.  

16. 下列操作可以鉴别空气、氧气和二氧化碳三瓶气体的是 

A. 观察气体颜色 B. 闻气体气味 

C. 插入燃着的木条 D. 倒入澄清的石灰水 

17. 气体能压缩在钢瓶中保存，主要体现了 

A. 分子的质量很小 B. 分子间有间隔 

C. 分子在不断运动 D. 分子由原子构成 

18. 某同学制作的试剂标签如下，其中化学式书写不正确的是 

A.  B.  C.  D.  

19. 下列关于空气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 空气是由空气分子构成的 

B. 空气中氮气、氧气等分子均匀地混合在一起 

C. 空气中的氮气、氧气不再保持各自的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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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空气经液化、蒸发获得氧气的过程中，氮分子变成氧分子 

20. 化学反应前后一定发生变化的是 

A. 原子数目 B. 原子质量 C. 物质种类 D. 元素种类 

21. 下列有关物质的性质与其用途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 氖气通电时发红光——用作霓虹灯 B. 氮气化学性质稳定——用作保护气 

C. 氧气能支持燃烧——用作燃料 D. 金刚石硬度大——用于裁玻璃 

22. 下列实验操作中，正确的是 

 

 

 
 

A. 点燃酒精灯 B. 过滤 C. 读取液体体积 D. 加热液体 

23. 2019 年度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在锂离子电池领域做出贡献的三位科学家。下列有关锂的说法正确的是 

 

A. 属于非金属元素 

B. 核电荷数为 3 

C. 原子结构示意图为  

D. 相对原子质量是 6.941 g 

24. 连花清瘟胶囊可用于治疗流感。测得其成分之一是没食子酸（化学式为 C7H6O5），下列有关没食子酸

的说法正确的是 

A. 属于混合物 B. 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 

C. 没食子酸中氧元素的质量分数最小 D. 一个没食子酸分子中含有 3 个氢分子 

25. 下列做法不正确．．．的是 

A. 炒菜时油锅着火，立即盖上锅盖 

B. 天然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并开窗通风 

C. 燃着的酒精灯不慎碰倒，立即用湿布盖灭 

D. 正在使用的家用电器着火，立即用水浇灭 

26. 过氧化氢在催化剂作用下可迅速分解成水和氧气，量筒中涌出柱状的泡沫，可形象地称为“大象牙

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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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化学方程式 H2O2

催化剂
H2O + O2↑ 

B. 产生的泡沫可用于灭火 

C. 反应前后催化剂的质量不变 

D. 没有催化剂过氧化氢不会分解 

27. 氢气与氧气混合点燃时会发生爆炸并生成水。若要氢气与氧气恰好完全反应，下列混合情况最合理的

是 

 

A.  B.   

C.  D.  

28. NH4ClO4（高氯酸铵）可用作火箭推进剂，当它发生分解反应时，不能生成的物质是 

A. CO2 B. Cl2 C. O2 D. N2 

29. 下列关于 22C+O 2CO
点燃

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 表示碳加氧气等于一氧化碳 

B. 该反应中，分子、原子的种类均发生了改变 

C. 参加反应 碳与氧气的质量比为 3:8 

D. 参加反应的氧气与生成的一氧化碳的分子个数比为 1:2 

30. 乙烯（C2H4）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用乙烯可制备乙醇，反应的微观示意图如下。下列说法不．

正确．．的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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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乙烯分子中碳原子、氢原子个数比为 1：2 

B. 乙醇由碳元素、氢元素和氧元素组成 

C. 反应过程中分子种类发生了改变 

D. 28 g 乙烯能与 36 g 水反应生成 64 g 乙醇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共 70 分） 

〖生活现象解释〗 

31. 冬季，戴眼镜的同学从室外进入到室内，镜片上瞬间出现一层细密的小液滴。以上现象说明空气中含

有_______。放置一段时间小液滴又消失了，从微粒的角度分析“液滴消失”的原因是________。 

32. 自然界中的氧循环如图所示。 

 

（1）图示物质中含有氧分子的是_____（填序号）。 

A O2  B H2O C CO2 

（2）自然界中产生氧气的主要途径为_____。 

33. 水是生命之源。 

（1）生活中将硬水软化的方法是_______。 

（2）请任举 1 例生活中节约用水的具体做法：_______。 

（3）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 

①冰块与水混合得到混合物_______。 

②自来水厂净水过程中用到活性炭，其作用是吸附_______。 

（4）北京是极度缺水的城市，特别需要节约用水、防治水体污染和合理开发水资源。下列做法与之相符

的是_______（填字母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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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将园林的漫灌改为喷灌、滴灌 B. “南水北调”缓解北京缺水难题 

C. 合理施用农药、化肥，以减少水体污染 D. 加强工业废水的排放监控，保证达标排放 

34. 化学与生活息息相关。 

（1）影视舞台上经常见到云雾缭绕，使人如入仙境的景象。产生这种景象可用的物质是_____。 

（2）发生森林火灾时，消防员开辟防火隔离带的主要目的是_____。 

（3）湿衣服在烈日下比在阴凉处干得快，请用微粒的观点解释其原因：_____。 

35. 生产生活离不开能源。 

 

（1）目前使用的燃料大多来自化石燃料，如煤、_______、天然气等。 

（2）充分燃烧 1 kg 天然气和煤产生的 CO2和 SO2气体的质量如图所示。 

①燃烧后对环境影响较小的是_________。 

②通过煤燃烧后的产物可推断，煤的组成中有碳元素和硫元素，其推断的依据_________。 

（3）新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逐渐增大。以下属于新能源的是_____（填序号）。 

A. 风能 B. 太阳能 C. 地热能 

〖科普阅读理解〗 

36. 阅读下面科普短文。 

垃圾分类是一种新时尚。现阶段我国生活垃圾的组成情况图 1 所示。 

 

当前我国垃圾处理方式如上图图 2 所示。其中处理厨余垃圾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厨余垃圾分类后

进行堆肥处理，即通过一系列方法将厨余垃圾变成肥料，堆肥过程中温度及氧气含量变化如图 3、图 4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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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厌氧消化制沼气，将分类后的厨余垃圾放入沼气池中，产生的沼气可以作为燃料、

发电资源所用，废渣可以用来制作鱼饲料。这两种处理方式，都可以将厨余垃圾再回收变成资源。 

 

垃圾分类一小步，文明习惯一大步。垃圾分类并不难，只需做到了解、行动！ 

依据文章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1）垃圾分类的意义是_____（写出 1 条即可）。 

（2）现阶段我国垃圾处理的两种主要方式为填埋和 _____。 

（3）由图 3 可得到的结论是_____。 

（4）沼气（主要成分为甲烷）燃烧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 

（5）下列说法正确的是_____。 

A 空矿泉水瓶属于可回收物 

B 生活垃圾中餐余垃圾居首位 

C 生活中可通过使用布袋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 

D 堆肥过程中，氧气含量最高时，温度也为最高 

〖生产实际分析〗 

37. 金属钨(W)可做白炽灯泡的灯丝，用黑钨矿[主要含有钨酸亚铁(FeWO4)]制得金属钨的工艺流程如图所

示。 

已知：WO3是难溶于水的固体 

 

（1）FeWO4中钨元素的化合价为___________ 。 

（2）反应②的化学方程式为： 2 4 2 4Na WO +2HCl H WO +2X
一定条件

，X 的化学式为___________。 

（3）反应③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反应类型为___________。 

38. 工业上用石灰石为原料制备纳米 CaCO3的一种流程如下图所示。 

已知：SiO2不与盐酸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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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备Ⅰ中需不断搅拌，其目的是___________。 

（2）设备Ⅱ和设备Ⅳ均为分离设备，设备Ⅳ中 分离操作是___________。 

（3）设备Ⅲ中参加反应的物质除水外，还有___________。 

〖基本实验及原理分析〗 

39. 下图是取用液体和加热液体的实验操作。 

 

（1）操作 1 中用滴管滴加液体时，正确的是 _____ （填“A”或“B”）。 

（2）操作 2 中加热液体，用试管夹夹持试管时，应由试管 _____ （填“底部”、“中部”、“口部”）套入和

取下。 

（3）操作 3 中倾倒液体时不宜过快的原因是 _____ （填字母序号）。 

A 防止倾倒过快而洒出 B 容易控制液体的加入量 

40. 下列是关于水的实验。 

A．水的沸腾     B．水的电解  

（1）A 中水变化前后分子的种类______（填“改变”或“不改变”）。 

（2）B 中正负两极产生气体的体积比为______。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 

41. 实验室用如图装置制取气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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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 1 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______，用排水法收集氧气的原因是______。 

（2）实验 2 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______，验满的操作．．是______。 

42. 用如图装置测定空气中氧气含量。 

 

（1）红磷足量的目的是_______； 

（2）能说明空气中氧气含量的现象是___________。 

（3）该实验操作的正确顺序是________（填序号）。 

①用弹簧夹夹紧胶皮管 

②待红磷熄灭并冷却至室温后，打开弹簧夹。 

③点燃红磷，立即伸入瓶中并塞紧橡皮塞 

④检查装置的气密性。在集气瓶中加入少量水，并将水面上方空间分成 5 等份。 

（4）若用其它物质代替红磷进行上述目的的实验，选择物质的依据是__________； 

A. 只与氧气反应，不与空气中的其他物质反应 

B. 与氧气反应后，不生成新的气态物质 

43. 用下图装置进行实验。 

装置（夹持仪器已略去） 步骤 

 
Ⅰ．点燃酒精灯，打开 K，通入充足的．．．氧气 

Ⅱ．反应结束，停止通气，关闭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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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中反应的现象是______，化学方程式是______。 

（2）B 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______。 

（3）关闭 K 后正确的操作顺序是______（填序号）。  

a 熄灭酒精灯          b 将导管从石灰水中移出 

44. 用下列实验研究吸入空气和呼出气体的成分。 

 

（1）实验 1 能证明呼出气体中氧气的含量比空气中低的现象是______。 

（2）实验 2 能证明呼出气体中二氧化碳含量比空气中高。 

步骤Ⅰ：从导管口______（填“a”或“b”）连续吹气 10 秒，观察到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 

步骤Ⅱ：另取相同装置和药品，从导管口______（补全实验操作），未观察到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 

45. 验证可燃物燃烧的条件。已知：白磷的着火点为 40 ℃；红磷的着火点为 240 ℃。 

 

（1）白磷燃烧的化学方程式是______。 

（2）对比实验 1 和实验 2，验证可燃物燃烧的条件是______。 

（3）若验证可燃物燃烧的另一个条件，实验 3 中 X、Y 可能是______（填序号）。 

AX 是 20 ℃水，Y 是白磷    

BX 是 40 ℃水，Y 是白磷    

CX 是 80 ℃水，Y 是红磷 

46. 如图进行实验。①③为湿润的紫色石蕊试纸，②为干燥的紫色石蕊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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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______。 

（2）用灭火原理．．．．解释 B 中蜡烛熄灭的原因是______。 

（3）能证明二氧化碳密度比空气大的现象是______。 

47. 用下图装置进行实验。 

 

（1）实验 1：一段时间后电子秤示数______（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2）实验 2：反应后电子秤示数变小的原因是______。  

（3）实验 3：用激光引燃铁粉，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______。 

（4）上述实验中电子秤的示数变化情况，能用质量守恒定律解释的是______（填实验序号）。 

〖科学探究〗 

48. 柿饼是深受人们喜欢的大众食品，出霜效果是柿饼质量的重要标准。小组同学实验探究柿饼出霜的影

响因素。 

【查阅资料】 

1 柿饼出霜期间易生霉菌导致变质，熏硫处理是控制霉变的方法之一。国家出口标准要求柿饼含硫量应小

于 0.5mg/100g。 

2 评分越高、“霜量级别”值越小，柿饼出霜效果越好。评分标准如下： 

柿霜分布量占柿饼表面积的百分数/% 0～40 41～60 61～80 81～100 

评分标准/分 0～4.0 4.1～7.0 7.1～8.9 9.0～10 

霜量级别/级 4 3 2 1 

【进行实验】 

实验 1：探究温度对柿饼出霜效果的影响 

温度/℃ 4 13 20 

得分 9.3 3.1 0.7 

实验 2：探究熏硫时间对柿饼出霜过程中霉变的影响 

在 4℃下，按试样与柿皮（含水量 2.6%）质量比为 4:1 进行实验，50 天后，记录如下： 

熏硫时间/h 0 2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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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饼含硫量/mg/100g） 0 0.27 0.43 0.67 0 98 

霉变情况 发生霉变 没有霉变 

实验 3：探究柿皮对柿饼出霜效果的影响 

试样经熏硫 2h 处理，在 4℃下进行实验，50 天后，记录如下： 

序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柿皮含水量/% 2.6 2.6 2.6 2.6 2.6 4.3 8.8 16.1 

试样与柿皮质量比 2:1 4:1 8:1 16:1 1:0 4:1 4:1 4:1 

得分 9.2 9.0 2.3 0.5 0.3 8.6 1.6 0 

【解释与结论】 

（1）实验 1 中，______℃时，柿饼出霜效果最好。 

（2）实验 2 中，熏硫的作用是______。 

（3）实验 3 中，得出“柿皮含水量低能促进柿饼出霜”的结论，需要对比______（填序号）。 

（4）进行实验①~⑤的目的是______。 

反思与评价】 

（5）实验 1 中，需要控制的实验条件是：试样与柿皮（含水量 2.6%）质量比为 4:1、熏硫时间 2h 和

______。 

（6）某同学认为“在制作柿饼时，熏硫时间越长，控制霉变效果越好”，你 否同意此观点，并说明理由

______。 

〖实际应用定量分析〗 

49. 工业上通过煅烧石灰石来生产生石灰， 3 2CaCO CaO+CO 
高温

。 

（1）碳酸钙的相对分子质量是_________。 

（2）二氧化碳中，碳、氧元素质量比为__________。 

（3）每生产 5.6 吨氧化钙，同时生成二氧化碳多少吨？（写出计算过程及结果） 

  

.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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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第一部分    选择题（共 30 分） 

（每小题只有 1 个选项符合题意。每小题 1 分） 

1. 【答案】B 

【解析】 

【详解】空气的成分按体积计算：氮气 78%、氧气 21%、稀有气体 0.94%、二氧化碳 0.03%、其他气体和

杂质：0.03%，故含量最多的气体是氮气。 

故选 B。 

2. 【答案】C 

【解析】 

【详解】试题分析：地壳中元素含量排在前四位的是：O、Si、Al、Fe ，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是 Al。故选

C。 

考点：元素的含量 

3. 【答案】D 

【解析】 

【分析】书写元素符号应注意：“一大二小”。 

【详解】A、碳元素符号为 C，故 A 正确，不符合题意； 

B、氯元素符号为 Cl，故 B 正确，不符合题意； 

C、钾元素符号为 K，故 C 正确，不符合题意； 

D、铜元素符号为 Cu，即第一个字母大写，第二个字母小写，故 D 错误，符合题意。故选 D。 

4. 【答案】A 

【解析】 

【详解】食用瘦肉、蛋、鱼等可以补铁，这里的“铁”指的元素，是因为这些食品中有含有铁元素的物质，

铁元素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不是指的铁单质和铁原子，故选 A。 

5. 【答案】D 

【解析】 

【详解】N2、CO2、O2、CO 中，CO 易与人体内的血红蛋白结合，使造成生物体内缺氧，是一种有毒气体，

故选 D。 

6. 【答案】A 

【解析】 

【详解】A、蒸馏水中只含有水，属于纯净物，该选项符合题意； 

B、白酒中含有水和酒精，属于混合物，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C、大理石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属于混合物，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D、酱油中含有多种物质，属于混合物，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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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A。 

7. 【答案】C 

【解析】 

【分析】 

【详解】烧杯可以被间接（垫着石棉网）加热；试管可以被直接加热；量筒不能加热，防止刻度不准确；

燃烧匙可以被直接加热。故选 C。 

8. 【答案】A 

【解析】 

【详解】A、铁丝在氧气中燃烧，火星四射，符合题意； 

B、硫粉在氧气中燃烧，发出明亮的蓝紫色火焰，无火星四射现象，不符合题意； 

C、蜡烛在氧气中燃烧，发出白光，无火星四射现象，不符合题意； 

D、红磷在氧气中燃烧，发出白光，产生大量白烟，无火星四射现象，不符合题意。故选 A。 

9. 【答案】C 

【解析】 

【详解】A、该图是禁止吸烟标志，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B、该图为禁止烟火标志，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C、该图为禁止燃烧鞭炮，该选项符合题意； 

D、该图为禁止放易燃物标志，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故选 C。 

10. 【答案】B 

【解析】 

【详解】氧化物由两种元素组成，其一是氧元素，这样的化合物是氧化物。故选择 B。 

11. 【答案】D 

【解析】 

【详解】A、树叶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B、果皮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C、菜叶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D、快递纸箱属于可回收垃圾，该选项符合题意。 

故选 D。 

12. 【答案】B 

【解析】 

【详解】A、银用作导线，是因为银导电性能良好，导电性属于物理性质，不符合题意； 

B、二氧化碳用于制作碳酸饮料，是因为二氧化碳能溶于水，且和水反应生成碳酸，二氧化碳和水反应生

成碳酸属于化学性质，符合题意； 

C、铜的导热性能良好，可用于制作铜火锅，利用的是物理性质，不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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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干冰升华吸热，用作制冷剂，利用的是物理性质，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13. 【答案】A 

【解析】 

【详解】因为原子中核电荷数=核内质子数=核外电子数，由题意一种碳原子的原子核内有 6 个质子，则该

原子的核外电子数为 6。故选 A。 

14. 【答案】D 

【解析】 

【详解】A、二氧化硫是有害气体，不是固体，故不会导致雾霾，A 不符合题意； 

B、二氧化氮是有害气体，不是固体，故不会导致雾霾，B 不符合题意； 

C、一氧化碳 是有害气体，不是固体，故不会导致雾霾，C 不符合题意； 

D、PM2.5一般指细颗粒物，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它能较长时间

悬浮于空气中，其在空气中含量浓度越高，就代表空气污染越严重，会出现雾霾，D 符合题意。 

故选 D。 

15. 【答案】A 

【解析】 

【详解】A、该图中表示 2 个氮分子，符号为 2N2，该选项符合题意； 

B、该图表示 4 个氮原子，符号为 4N，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C、该图表示 2 个氮原子，符号为 2N，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D、该图表示 1 个氮分子，符号为 N2，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故选 A。 

16. 【答案】C 

【解析】 

【详解】A、空气、氧气和二氧化碳均为无色气体，则不能通过颜色鉴别，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B、三种气体均为无味的气体，则不能通过气味鉴别，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C、燃着的木条在空气中正常燃烧，在氧气中燃烧更旺，在二氧化碳中会熄灭，则能鉴别，该选项符合题

意； 

D、二氧化碳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但空气、氧气均不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则不能鉴别，该选项不

符合题意。 

故选 C。 

17. 【答案】B 

【解析】 

【详解】气体能压缩在钢瓶中保存，是因为分子之间有间隔，受压后，分子之间的间隔变小。 

故选 B。 

18.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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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详解】A、氧化铁的化学式为 Fe2O3。A 正确； 

B、硝酸根显负一价，银元素显正一价，根据化合物中各元素化合价代数和为零可知，硝酸银的化学式为

AgNO3。B 错误； 

C、氢氧根显负一价，钙显正二价，氢氧化钙的化学式为 Ca(OH)2。C 正确； 

D、氯化钠的化学式为 NaCl。D 正确。 

故选 B。 

19. 【答案】B 

【解析】 

【详解】A、空气是由氮气、氧气等混合而成，属于混合物，不存在空气分子，不符合题意； 

B、空气中氮气、氧气等分子均匀地混合在一起，符合题意； 

C、空气中的氮气、氧气等都保持着各自的化学性质，不符合题意； 

D、空气经液化、蒸发获得氧气的过程中，氮气只是状态发生了改变，氮分子没有变成氧分子，不符合题

意。 

故选 B。 

20. 【答案】C 

【解析】 

【详解】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新物质生成，如果有新物质生成，则属于化学变化； 反

之，则是物理变化。化学反应过程是反应物的分子分成原子，原子再以新的方式形成新的分子，所以化学反

应过程只是原子重新组合的过程，在化学变化中分子可分原子不可分，原子是化学变化中最小的微粒。化学

反应前后肯定发生变化的是物质种类  ；故选 C 

21. 【答案】C 

【解析】 

【详解】A、氖气通电时发红光，则可用作霓虹灯，该选项说法正确； 

B、氮气化学性质稳定，则可作保护气，该选项说法正确； 

C、氧气能支持燃烧，可作助燃剂，而不是燃料，该选项说法不正确； 

D、金刚石硬度大，则可用于裁玻璃，该选项说法正确。 

故选 C。 

22. 【答案】B 

【解析】 

【详解】A.不能用燃着的酒精灯点燃酒精灯，会引起严重失火，选项操作错误。     

B.过滤为了防止液体飞溅，需要用玻璃棒引流，选项操作正确。 

C.读取液体体积，需要平视凹液面最低处，选项操作错误。     

D.加热液体用酒精灯的外焰，如果接触内焰试管容易受热不均，从而导致试管炸裂，选项操作错误。 

故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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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答案】B 

【解析】 

【详解】A、锂属于金属元素，选项说法错误，不符合题意； 

B、锂的核电荷数=原子序数=3，说法正确，符合题意； 

C、锂的原子结构示意图为  ，选项错误，不符合题意； 

D、锂的相对原子质量是 6.941 ，选项说法错误，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24. 【答案】B 

【解析】 

【详解】A、没食子酸（化学式为 C7H6O5）中只含有一种物质，属于纯净物，该选项说法不正确； 

B、由化学式可知，没食子酸是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该选项说法正确； 

C、由于某元素的质量分数= 100%



某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 原子个数

相对分子质量
，而没食子酸中碳、氢、氧元

素的质量比为（12×7）：（1×6）：（16×5）=42：3：40，则其中氢元素质量分数最小，该选项说法不正确； 

D、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分子中不含分子，该选项说法不正确。 

故选 B。 

25. 【答案】D 

【解析】 

【详解】A、炒菜时油锅着火，立即盖上锅盖，使可燃物与氧气隔绝达到灭火的目的，故 A 项正确； 

B、天然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并开窗通风，移除可燃物并降低可燃气体的浓度，使天然气遇明火不能燃

烧，故 B 项正确； 

C、燃着的酒精灯不慎碰倒，立即用湿布盖灭，降低可燃物周围的温度到着火点以下，达到灭火的目的，

故 C 项正确； 

D、正在使用的家用电器着火，立即用水浇灭，可能导致电源短路，水导电，可能导致人触电，故 D 项不

正确； 

答案：D。 

26. 【答案】C 

【解析】 

【详解】A、化学方程式没有配平，正确的为 2 2 2 22H O 2H O O+ 
催化剂

，不符合题意； 

B、过氧化氢在催化作用下分解成水和氧气，题中的泡沫指氧气，氧气有助燃性，不能用于灭火，不符合

题意； 

C、催化剂在反应前后质量不改变，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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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催化剂只是加快过氧化氢的分解，若没有催化剂，过氧化氢仍然会缓慢分解，不符合题意； 

故选 C。 

27. 【答案】D 

【解析】 

【分析】氢气与氧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2 2 22H +O 2H O
点燃

，则每 2 个氢分子与 1 个氧分子反应恰好完

全反应。 

【详解】A、该图中氢分子与氧分子个数比为 3：6=1：2，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B、该图中氢分子与氧分子个数比为 6：2=3：1，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C、该图中氢分子与氧分子个数比为 5：5=1：1，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D、该图中氢分子与氧分子个数比为 6：3=2：1，该选项符合题意。 

故选 D。 

28.【答案】A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质量守恒定律及其应用，根据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的种类不变进行分析回答。化

学反应前后元素的种类不变，高氯酸铵中含有氮元素、氢元素、氯元素、氧元素四种元素，没有碳元素，故

分解后的产物中不可能出现碳元素，故选 A。 

29. 【答案】D 

【解析】 

【详解】A、该方程表示碳和氧气在点燃的条件下生成一氧化碳。A 错误； 

B、该反应中，反应前是氧分子和碳原子，反应后是二氧化碳分子，分子种类改变，但是原子种类不变。B

错误； 

C、每 2 个碳原子和 1 个氧分子反应生成 2 个一氧化碳分子，则参加反应的碳和氧气的质量比为：

（12×2）：（16×2）=24:32=3:4。C 错误； 

D、根据方程式的化学计量数之比等于参加反应的微粒个数比可知，参加反应的氧分子和生成的一氧化碳

分子的个数比为 1:2。D 正确。 

故选 D。 

30. 【答案】D 

【解析】 

【详解】A、由图可知，乙烯分子中碳原子、氢原子个数比为 1：2，正确。 

B、由图可知，乙醇由碳元素、氢元素和氧元素组成，正确。 

C、由图可知，反应过程中分子种类发生了改变，正确。 

D、由微观示意图可知，一个乙烯分子和一个水分子生成一个乙醇分子，质量比为 28：18：46，故 28 g 乙

烯能与 18 g 水反应生成 46g 乙醇，错误。 

故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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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非选择题（共 70 分） 

〖生活现象解释〗 

31. 【答案】    ①. 水蒸汽    ②. 分子在不断运动 

【解析】 

【详解】进入室内后，镜片上出现小液滴，说明空气中含有水蒸气； 

“液滴消失”是因为分子在不断运动，水分子运动到了空气中。 

32. 【答案】    ①. A    ②. 光合作用 

【解析】 

【详解】（1）A、氧气由氧分子构成，其中含有氧分子，符合题意； 

B、水由水分子构成，不含氧分子，不符合题意； 

C、二氧化碳由二氧化碳分子构成，不含氧分子，不符合题意； 

故填：A。 

（2）自然界中产生氧气的主要途径为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 

33. 【答案】（1）煮沸    （2）淘米水浇花     

（3）    ①. 错误    ②. 正确    （4）ABCD 

【解析】 

【小问 1 详解】 

生活中可通过煮沸的方法将硬水软化。 

【小问 2 详解】 

生活中的节约用水的做法有：淘米水浇花、随时关水龙头等。 

【小问 3 详解】 

①冰块与水混合后，其中仍只含水一种物质，属于纯净物，说法错误； 

②活性炭具有吸附性，能吸附色素和异味，说法正确。 

【小问 4 详解】 

A、将漫灌改为喷灌、滴灌，能节约水资源，该选项符合题意； 

B、“南水北调”能改善水资源情况，该选项符合题意； 

C、合理使用化肥、农药，能减少水体污染，该选项符合题意； 

D、加强工业废水的排放监控，处理合格后再排放，能保护水资源，该选项符合题意。 

故选 ABCD。 

34. 【答案】    ①. 干冰    ②. 隔离可燃物，防止火势蔓延    ③. 烈日下温度高，温度升高，分子运

动速率加快 

【解析】 

【详解】（1）干冰升华时吸收热量使周围环境温度降低，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变成小水滴，故可用干冰产

生影视舞台上经常见到云雾缭绕，使人如仙境的景象； 

（2）发生火灾时，消防员开辟防火隔离带是为了隔离可燃物，防止火势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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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湿衣服在阳光下比阴凉处干得快，是因为阳光下温度高，温度升高，分子运动速率加快。 

35. 【答案】（1）石油    （2）    ①. 天然气    ②. 质量守恒定律    （3）ABC 

【解析】 

【小问 1 详解】 

化石燃料是指煤、石油、天然气。 

【小问 2 详解】 

①由图可知，燃烧 1 kg 天然气和煤时，产生的二氧化碳的质量几乎相同，但天然气中产生的二氧化硫很

小，则天然气燃烧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②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种类不改变 煤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则说明煤中含

有碳元素和硫元素。 

【小问 3 详解】 

A、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均属于新能源，故选 ABC。 

〖科普阅读理解〗 

36. 【答案】    ①. 变废为宝，有效利用资源    ②. 焚烧    ③. 在 0~14 天内，随着天数增加，堆肥过

程中的温度先升高后降低    ④. 4 2 2 2CH +2O CO 2H O+
点燃

    ⑤. ABC 

【解析】 

【详解】（1）垃圾分类的意义是可以变废为宝，有效利用资源。 

（2）现阶段我国垃圾处理的两种主要方式为填埋和焚烧。 

（3）由图 3 可得到的结论是在 0~14 天内，随着天数增加，堆肥过程中的温度先升高后降低。 

（4）沼气（主要成分为甲烷），甲烷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4 2 2 2CH +2O CO 2H O+
点燃

。 

（5）A、空矿泉水瓶属于塑料，属于可回收物，说法正确； 

B、生活垃圾中餐余垃圾占 59.3%，居首位，说法正确； 

C、生活中可通过使用布袋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说法正确； 

D、堆肥过程中，第 2 至第 4 天范围内温度最高，但氧气含量不是最高，说法错误； 

故填：ABC。 

〖生产实际分析〗 

37. 【答案】（1）+6##+6 价     

（2）NaCl    （3）    ①. 2 4 3 2H H OWO WO


+     ②. 分解反应 

【解析】 

【小问 1 详解】 

钨酸亚铁(FeWO4)中，“亚铁”的化合价为+2 价，氧元素的化合价为-2 价，设钨元素的化合价为 x，根据“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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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中各元素化合价代数和为零”可知，+2+x+（-2）×4=0，解得 x=+6。 

【小问 2 详解】 

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和个数不变，等号左边有 2 个钠原子、1 个钨原子、2 个氢原子、2 个氯原子和 4 个氧

原子，而等号右边除 2X 外，有 2 个氢原子、1 个钨原子和 4 个氧原子，则 2X 中含有 2 个钠原子和 2 个氯

原子，则 X 的化学式为 NaCl。 

【小问 3 详解】 

反应③中，H2WO4 在加热条件下生成 WO3和 H2O，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2 4 3 2H H OWO WO


+ ； 

该反应为一种物质生成两种物质的反应，属于分解反应。 

38. 【答案】（1）是反应物充分接触，加快反应速率    （2）过滤     

（3）氨气、二氧化碳和氯化钙 

【解析】 

【小问 1 详解】 

设备Ⅰ不断搅拌，能使反应物充分接触，使反应更充分。 

【小问 2 详解】 

设备Ⅳ中是将固体和液体分离，则操作为过滤。 

【小问 3 详解】 

由于石灰石中的碳酸钙能与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钙和水，则进入设备Ⅲ的为氯化钙，再结合图中信息可知，

反应物除了水外，还有氨气、二氧化碳和氯化钙。 

〖基本实验及原理分析〗 

39. 【答案】    ①. B    ②. 底部    ③. AB 

【解析】 

【详解】（1）使用胶头滴管向试管中滴加药品时，滴管必须垂直悬空于试管口上方 1-2cm，防止滴加的液体

残留在试管内壁，造成实验误差，因此正确的操作是 B。 

（2）使用试管夹夹持试管进行加热操作时，为防止手未抓稳试管导致试管破碎，确保实验安全，需将试

管夹从试管底部往上套，夹持在距离试管口 1/3 处。 

（3）使用倾倒法向试管中加入液体试剂时，需要做到瓶塞倒放，防止试剂被桌面脏物污染；试管口紧贴

试剂瓶口，缓慢向试管中倾倒，防止液体洒出，并且控制所需的用量，不能超过规定的体积。故答案 AB

均符合。 

40. 【答案】（1）不改变    （2）    ①. 1：2    ②. 2 2 22H O 2H +O 
通电

 

【解析】 

【小问 1 详解】 

A 中反应过程中只有水的状态发生改变，则反应前后分子种类不改变。 

【小问 2 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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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为电解水，电解水时，正极产生氧气，负极产生氢气，则生成的氧气和氢气的体积比为 1：2，则正负

两极产生气体的体积比为 1：2； 

电解水生成氢气和氧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2 2 22H O 2H +O 
通电

。 

41. 【答案】    ①. 4 2 4 2 2

Δ
2KMnO K MnO +MnO +O↑    ②. 氧气不易溶于水且不与水反应    ③. 

CaCO3 + 2HCl=CaCl2 + H2O + CO2↑    ④. 将燃着的木条放在集气瓶瓶口 

【解析】 

【详解】（1）实验 1 中加热高锰酸钾生成锰酸钾、二氧化锰和氧气，化学方程式为： 

4 2 4 2 2

Δ
2KMnO K MnO +MnO +O↑ 

氧气不易溶于水且不与水反应，可以用排水法收集； 

（2）实验 2 中碳酸钙和稀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钙、水和二氧化碳，化学方程式为： 

CaCO3 + 2HCl=CaCl2 + H2O + CO2↑ 

二氧化碳不支持燃烧，将燃着的木条放在集气瓶瓶口，如果木条熄灭说明收集满。 

42. 【答案】（1）充分消耗氧气     

（2）烧杯中的水倒吸到集气瓶中，进入到集气瓶的量为集气瓶体积的五分之一     

（3）④①③②    （4）AB 

【解析】 

【小问 1 详解】 

红磷足量 目的是: 充分消耗氧气。 

【小问 2 详解】 

能说明空气中氧气含量的现象是：烧杯中的水倒吸到集气瓶中，进入到集气瓶的量为集气瓶体积的五分之

一。 

【小问 3 详解】 

实验操作的正确顺序为：④检查装置的气密性。在集气瓶中加入少量水，并将水面上方空间分成 5 等份。

①用弹簧夹夹紧胶皮管（防止空气进入）。③点燃红磷，立即伸入瓶中并塞紧橡皮塞。②待红磷熄灭并冷

却至室温后，打开弹簧夹。 

故填：④①③② 

【小问 4 详解】 

若用其它物质代替红磷进行上述目的的实验，选择物质的依据是：在空气中也能与氧气反应，并且只会跟

氧气反应，生成物只能为固态或者液体。 

故选：AB 

43. 【答案】    ①. 剧烈燃烧，发出白光，放热    ②. C + O2

点燃
CO2    ③. CO2 + Ca(OH)2=CaCO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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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O    ④. ba 

【解析】 

【详解】（1）A 中木炭在氧气中燃烧，反应的现象是剧烈燃烧，发出白光，放出大量的热，化学方程式是

C + O2

点燃
CO2。 

（2）B 中二氧化碳和氢氧化钙反应生成碳酸钙、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CO2 + Ca(OH)2=CaCO3↓+ H2O。 

（3） 若先熄灭酒精灯再拿出导管，有可能水倒吸进入导管炸裂试管，故关闭 K 后正确的操作顺序是 ba。 

44. 【答案】    ①. 呼出气体中的蜡烛先熄灭    ②. a    ③. b 连续吸气 10 秒 

【解析】 

【详解】（1）实验 1 和实验 2，蜡烛燃烧需要消耗氧气，证明呼出气体中氧气的含量比空气中低，呼出气

体对于蜡烛燃烧时间短，故填：呼出气体中的蜡烛先熄灭； 

（2）控制变量法探究呼出气体中二氧化碳含量比空气中高，为保证呼出的气体能与澄清石灰水充分接

触，从导管口 a 连续吹气 10 秒，观察到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另取相同装置和药品，从导管口 b 连续吸

气 10 秒，保证空气与澄清石灰水充分接触，未观察到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证明呼出气体中二氧化碳含

量比空气中高。 

45. 【答案】    ①. 4P + 5O2

点燃
2P2O5    ②. 需要可燃物与氧气接触    ③. AC 

【解析】 

【分析】燃烧的三个条件是可燃物、温度达到可燃物的着火点、可燃物与氧气充分接触。 

【详解】（1）白磷和氧气在点燃的条件下反应生成五氧化二磷，化学方程式为 2 2 54P 5O 2P O+
点燃

； 

（2）实验 1 中的白磷不燃烧，实验 2 中的白磷燃烧说明可燃物燃烧需要可燃物与氧气接触； 

（3）对比实验 2 和实验 3，验证的燃烧条件是：达到可燃物的着火点，因为白磷的着火点是 40℃，红磷

的着火点是 240℃，故选择白磷和低于白磷着火点的水温，或选择红磷和低于红磷着火点的水温都可以，

A、20℃的水和白磷，符合题意；B、40℃的水和白磷，不符合题意；C、80℃的水和红磷，符合题意；故

选 AC。 

46. 【答案】    ①. 2 2 2 3H O+CO H CO=     ②. 二氧化碳隔绝了蜡烛周围的空气    ③. A 中的③比①

先变红 

【解析】 

【详解】（1）A 中发生的反应是二氧化碳和水反应生成碳酸，故化学反应方程式为

2 2 2 3H O+CO H CO= 。 

（2）B 中蜡烛熄灭是因为二氧化碳不能燃烧、不能支持燃烧、密度比空气的大，隔绝了蜡烛周围的空气，

故填二氧化碳隔绝了蜡烛周围的空气。 

（3）喷水的石蕊试纸变红，且③比①先变红，说明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的大；矮蜡烛先熄灭，高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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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熄灭，说明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的大。故填 A 中的③比①先变红。 

47. 【答案】    ①. 变小    ②. 反应生成的二氧化碳逸出，被称量的物质质量减小    ③. 3Fe + 2O2

点燃
Fe3O4    ④. 2、3 

【解析】 

【详解】（1）实验 1 中，一段时间后，电子秤示数会减小，是因为酒精易挥发，且分子在不断地运动，导

致量筒内酒精的质量减小。 

（2）实验 2：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参加反应的物质的质量之和，等于反应后生成的物质的质量之和，稀盐

酸和碳酸钠反应生成氯化钠、水和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的二氧化碳逸出，被称量的物质质量减小，反应后

电子秤示数变小。 

（3）实验 3：用激光引燃铁粉，铁与氧气在点燃的条件下反应生成四氧化三铁，化学方程式是 3Fe + 2O2

点燃
Fe3O4； 

（4）实验 1 属于物理变化，不能用质量守恒定律来解释；实验 2、实验 3 发生了化学变化，反应前后，原

子的种类、数目及其质量不变，所以化学反应前后质量守恒。 

〖科学探究〗 

48. 【答案】    ①. 4    ②. 杀死霉菌    ③. ②⑥⑦⑧    ④. 研究试样与柿皮质量比对柿饼出霜效果的

影响    ⑤. 实验时间 50 天    ⑥. 不同意；当熏硫时间为 2h 时，已经可以达到控制霉变效果，时间过长

反而会导致含硫量超标 

【解析】 

【详解】（1）分析表格数据可知，实验 1 中，4℃时，柿饼出霜效果最好。 

（2）柿饼出霜期间易生霉菌导致变质，熏硫处理是控制霉变的方法之一。故实验 2 中，熏硫的作用是杀

死霉菌。 

（3）实验 3 中，得出“柿皮含水量低能促进柿饼出霜”的结论，那么需要控制的变量是含水量，故需要对比

②⑥⑦⑧。 

（4）实验①~⑤的变量是试样与柿皮质量比，故进行实验①~⑤的目的是研究试样与柿皮质量比对柿饼出

霜效果的影响。 

（5）实验 1 中探究温度对柿饼出霜效果的影响，那么需要控制的实验条件是：试样与柿皮（含水量

2.6%）质量比为 4:1、熏硫时间 2h 和实验时间 50 天。 

（6）由实验 2 可知，当熏硫时间为 2h 时，已经可以达到控制霉变效果，时间过长反而会导致含硫量超

标，所以“在制作柿饼时，熏硫时间越长，控制霉变效果越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实际应用定量分析〗 

49. 【答案】（1）100    （2）3：8     

（3）设生成二氧化碳的质量为 x，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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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CaCO +

56 44

5.6t

CaO CO

x


高温

 

56 5.6t

44 x
=  

解得 x=4.4t 

答：生成二氧化碳的质量为 4.4t。 

【解析】 

【小问 1 详解】 

碳酸钙（CaCO3）的相对分子质量是 40+12+16×3=100。 

【小问 2 详解】 

二氧化碳中，碳、氧元素质量比为 12：（16×2）=3:8。 

【小问 3 详解】 

见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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