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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对答案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１０个小题，每小题２分，共２０分）
１～５ＣＢＤＣＡ　６～１０ＡＣＡＤＢ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包括７个小题，每空１分，共４０分）
１１．（１）电（１分）　（２）分子（１分）　Ｃ２Ｈ５ＯＨ（１分）　（３）非金属元素（１分）　＋４（１分）

１２．（１）５．６（１分）　（２）Ｃ＋Ｈ２Ｏ
高温

ＣＯ＋Ｈ２（１分）　（３）Ｈ２Ｏ（１分）　Ａ（１分）

１３．（１）Ｃ（１分）　（２）作催化剂（１分）　（３）温度（１分）　（４）①ｔ２（１分）　②２８．６％（１分）　

③乙＞甲＝丙（或丙＝甲＜乙）（１分）
１４．（１）长颈漏斗（１分）　（２）关闭弹簧夹，向长颈漏斗中加入水，一段时间后观察到在长颈漏斗中能形成一段

稳定的水柱，说明装置气密性良好，否则装置漏气（１分）　 ＣａＣＯ３ ＋２ＨＣｌ ＣａＣｌ２＋Ｈ２Ｏ＋ＣＯ２↑（１分）　

（３）ａ（１分）　密度比空气大（１分）　（４）５ｘ×１００％（１分）

１５．（１）导热（１分）　（２）Ｄ（１分）　（３）①隔绝氧气和水（１分）　②不好（１分）　（４）Ｆｅ２＋（１分）　
减小（１分）

１６．（１）吸水（１分）　（２）乙同学：Ｈ２＋ＣｕＯ
△
Ｃｕ＋Ｈ２Ｏ（１分）　丙同学：ＣｕＯ＋Ｈ２ＳＯ ４ ＣｕＳＯ４＋Ｈ２Ｏ（１

分）　能与活动性较强的金属（氢前金属）反应，能与金属氧化物反应（１分）　（３）氢氧化钠与盐酸反应时放
出热量，随着反应的进行，反应放出的热量增加，溶液温度升高（１分）　氯化钠和氢氧化钠（或 ＮａＣｌ和
ＮａＯＨ）（１分）

１７．（１）ＣａＯ＋Ｈ２ Ｏ Ｃａ（ＯＨ）２（１分）　 化合反应（１分）　（２）稀盐酸（或稀硫酸）（１分）　澄清石灰水变浑

浊（１分）　铁、氧化铁（１分）　（３）Ｃ＋Ｏ２
点燃

ＣＯ２（１分）　（４）溶液中的Ｆｅ
３＋全部和Ｆｅ反应生成Ｆｅ２＋（１分）

三、选择题（本大题共８小题，总分２６分。１８～２３题为单项选择题，每题３分；２４、２５题为多项选择题，每题４分，
选对但不全的得２分，全对的得４分，有选错的不得分）
１８．Ａ　１９．Ｄ　２０．Ｂ　２１．Ｄ　２２．Ｄ　２３．Ｃ　２４．ＡＣ　２５．ＡＤ

四、非选择题（本大题共１３小题，总分６４分。其中２６～３３题每题４分，３４题６分，３５题４分，第３６题６分，３７～
３８题每题８分）

２６．５（２分）　１．６×１０５（２分）　２７．比热容（２分）　扩散（２分）　２８．１（２分）　变大（２分）　２９．０．０７（２分）
　上浮（２分）　３０．８（２分）　５（２分）
３１．（１）如答图甲所示（２分）　　　　　 （２）如答图乙所示（２分）

第３１题答图甲
　　　　　　　　

第３１题答图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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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小（２分）　（２）１．２×１０３（２分）
３３．（１）变大（２分）　（２）小明（２分）
３４．（１）如答图所示（２分）　（２）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阻值太大（或电源电压太低）（２分）　（３）１２．５（２分）

第３４题答图
３５．答：在玻璃管中插入一张硬纸板，玻璃管被分成左右两部分，由于左侧蜡烛的燃烧，左侧部分的空气温度较

高，右侧空气温度较低，左侧的热空气上升，左侧气压减少，右侧气压不变，从而形成由右至左的压强差，因

此随着蜡烛的燃烧，空气会从右侧不断地流向左侧蜡烛的周围。（４分）

３６．（１）做功（２分）　（２）减小（２分）　（３）１．６３×１０５（２分）
３７．解：（１）绳端移动的距离ｓ＝ｎｈ＝２×２．５ｍ＝５ｍ

拉力做的功Ｗ＝Ｆｓ＝３００Ｎ×５ｍ＝１５００Ｊ

拉力的功率 Ｐ＝Ｗｔ＝
１５００Ｊ
５ｓ ＝３００Ｗ （２分）

!!!!!!!!!!!!!!!!!!!!!!!!!!

（２）质量为５０ｋｇ的货物重 Ｇ物 ＝ｍ物ｇ＝５０ｋｇ×１０Ｎ／ｋｇ＝５００Ｎ

不计绳重及摩擦，动滑轮的重力Ｇ动 ＝ｎＦ－Ｇ物 ＝２×３００Ｎ－５００Ｎ＝１００Ｎ

当拉起最多货物时，绳端拉力Ｆ′＝Ｇ人，该滑轮组最多可拉起货物的重 Ｇ′＝ｎＦ′－Ｇ动 ＝ｎＧ人 －Ｇ动 ＝２×４５０Ｎ

－１００Ｎ＝８００Ｎ （３分）
!!!!!!!!!!!!!!!!!!!!!!!!!!!!!!!!!!!

（３）不计绳重和摩擦，该滑轮组的机械效率η＝
Ｗ有
Ｗ总
＝

Ｇ物 ｈ
Ｇ物 ｈ＋Ｇ动 ｈ

＝
Ｇ物

Ｇ物 ＋Ｇ动
＝ １

１＋
Ｇ动
Ｇ物

当Ｇ物 最大时，滑轮组的机械效率最大，即Ｇ物 ＝Ｇ′，

则η＝ Ｇ′
Ｇ′＋Ｇ动

＝ ８００Ｎ
８００Ｎ＋１００Ｎ≈８８．９％ （３分）

!!!!!!!!!!!!!!!!!!!!!!!!!

３８．解：（１）由电路图和表格可知，当开关Ｓ１闭合，Ｓ２接ａ时，电路为Ｒ１的简单电路，此时Ｐ２＝４４Ｗ，则Ｒ１的阻值：

Ｒ１＝
Ｕ２

Ｐ２
＝（２２０Ｖ）

２

４４Ｗ ＝１１００Ω

当开关Ｓ１断开，Ｓ２接ａ时，Ｒ１与Ｒ２串联，此时Ｐ１＝２２Ｗ

电路中的总电阻：Ｒ＝Ｕ
２

Ｐ１
＝（２２０Ｖ）

２

２２Ｗ ＝２２００Ω

Ｒ２的阻值：Ｒ２＝Ｒ－Ｒ１＝２２００Ω－１１００Ω＝１１００Ω （２分）
!!!!!!!!!!!!!!!!!!!

（２）由图可知，当开关Ｓ１闭合，Ｓ２接ｂ时，Ｒ１与Ｒ２并联，电路总电阻最小

电路中的总电阻：Ｒ′＝
Ｒ１Ｒ２
Ｒ１＋Ｒ２

＝
Ｒ１
２＝
１１００Ω
２ ＝５５０Ω

则Ｐ３的大小：Ｐ３＝
Ｕ２

Ｒ′＝
（２２０Ｖ）２

５５０Ω
＝８８Ｗ （３分）

!!!!!!!!!!!!!!!!!!!!!!!!

（３）水吸收的热量：Ｑ吸 ＝ｃ水 ｍΔｔ＝４．２×１０
３Ｊ／（ｋｇ·℃）×１ｋｇ×５℃＝２．１×１０４Ｊ

不计热损失，消耗的电能Ｗ＝Ｑ吸 ＝２．１×１０
４Ｊ

中温挡加热时间：ｔ＝ＷＰ２
＝２．１×１０

４Ｊ
４４Ｗ ≈４７７ｓ （３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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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详析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１０个小题，每小题２分，共２０分）

１．Ｃ　【解析】化学变化是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纸剪
窗花、氧气装瓶、西瓜榨汁都没有新物质生成，属于

物理变化，沼气燃烧有水、二氧化碳等新物质生成，

属于化学变化。故选Ｃ。

　 【高效记忆】根据关键词判断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

变化 类型 关键词

物理

变化

形状

变化

破碎（或破裂）、弯曲、拉直、折断、

切割、雕刻、打磨、捣烂等

状态

变化

融化（或熔化）、蒸发、升华、挥发、

液化、沸腾、凝固、晾干等

实验

操作类

蒸馏、过滤、冷却、吸附、溶解、沉

降、分馏、稀释、浓缩、结晶、干燥等

其他

风力（或水力、太阳能）发电、工业

制氧、锅炉（或车胎）爆炸、海水晒

盐、通电发光、太阳能加热等

化学

变化

燃烧类
燃烧、复燃、烟火、焚烧、火药爆炸、火

灾等

变质类
变馊、酿酒、变质、腐烂、发酵、发霉、变

酸等

锈蚀类 锈蚀、生锈等

其他

水通电分解、冶金、烧制陶瓷、光合

作用、动植物呼吸、酸碱中和反应、

杀菌消毒、海水制碱、海水制镁、酸

除水垢等

　 ２０１９预测 　物质的变化是遵义中考的高频考

点，近１０年考查６次。在选择题中出题时，选项均
为四字模式，内容的涉及面广，如生活事例、工业生

产、自然现象、成语等，四个选项涉及不同类型，四

个选项中会涉及物态变化和燃烧的知识点。预计

２０１９年会在选择题中以四字形式进行考查。

２．Ｂ　【解析】金属材料包括合金和纯金属，黄铜是铜
和锌的合金，属于金属材料，Ａ不符合题意；玻璃钢
属于复合材料，Ｂ符合题意；碳素钢是铁的合金，属
于金属材料，Ｃ不符合题意；焊锡是合金，属于金属
材料，Ｄ不符合题意。

３．Ｄ　【解析】人体必需的六大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
类、油脂、维生素、无机盐和水，其中能为人体提供

能量的有蛋白质、糖类和油脂，Ａ不符合题意；稀有
气体在通电条件下能发出不同颜色的光，常用于填

充霓虹灯，Ｂ不符合题意；燃放烟花爆竹会产生粉
尘、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污染物，会引起环境问题，

Ｃ不符合题意；碳单质在常温下化学性质稳定，用
墨汁书写春联利用了常温下碳的化学性质稳定的

性质，Ｄ符合题意。
４．Ｃ　【解析】取用药品时，瓶塞取下倒放在桌面上，取
用氯化钠可用药匙，Ａ正确；将氯化钠加入试管中，
先将试管斜放，用药匙将药品送入试管底部，然后

使试管慢慢直立起来，Ｂ正确；倾倒液体时，瓶塞取
下应倒放于桌面，试管略倾斜，试剂瓶标签朝向手

心，试管口和试剂瓶瓶口紧挨，Ｃ错误；用试管刷刷
洗试管时，可向试管中装入约半试管水，再转动或

上下移动试管刷刷洗，Ｄ正确。错误操作图解如下：

　　
５．Ａ　【解析】甲基苯丙胺中含有碳元素，属于有机物，
Ａ说法不正确；甲基苯丙胺的相对分子质量是１４９，
Ｂ说法正确；甲基苯丙胺由Ｃ、Ｈ、Ｎ三种元素组成，Ｃ
说法正确；青少年对毒品造成的危害认识比较薄

弱，因此要定期对青少年进行毒品预防教育，Ｄ说法
正确。

６．Ａ　【解析】尿素中含有碳、氢、氧、氮四种元素，碳、
氢、氧、氮四种元素的质量比为（１２×１）∶（１×４）∶
（１６×１）∶（１４×２）＝３∶１∶４∶７，可知尿素中氮元素的
质量分数最大，Ａ正确；该反应中只有二氧化碳和
水属于氧化物，Ｂ错误；氮肥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植物
茎、叶生长茂盛，叶色浓绿，提高植物蛋白质含量，

磷肥可增强作物抗寒、抗旱能力，Ｃ错误；ＮＨ３能使

湿润的紫色石蕊试纸变蓝，不能使干燥的紫色石蕊

试纸变蓝，Ｄ错误。
７．Ｃ　【解析】粒子 ｃ的核电荷数 ＝质子数 ＝１６，甲同
学观点正确；元素是具有相同核电荷数（即核内质

子数）的一类原子的总称，粒子 ａ和粒子 ｄ的质子
数均为１１，所以这两种粒子属于同种元素，乙同学
观点正确；原子中质子数＝核外电子数，粒子ａ的质
子数为１１，核外电子数为２＋８＋１＝１１，粒子ａ属于
原子，粒子ｂ的质子数为８，核外电子数为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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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ｂ属于原子，粒子 ｃ的质子数为１６，核外电子
数为２＋８＋６＝１６，粒子ｃ属于原子，粒子 ｄ的质子
数为１１，核外电子数为２＋８＝１０，粒子ｄ属于离子，
丙同学观点错误；对于原子来说，最外层电子数相

同则化学性质相似（Ｈ、Ｈｅ除外），粒子 ｂ、ｃ都是原
子，且最外层电子数均为６，所以ｂ、ｃ两种粒子的化
学性质相似，丁同学观点正确，故选Ｃ。

　 ２０１９预测 　微粒结构示意图是遵义中考的高

频考点，近１０年除２０１２年外均有考查，常在选择题
中给出一种或多种微粒结构示意图进行相关判断，

有时也会在非选择题中进行考查。①此点涉及的
内容主要有：根据所给微粒结构示意图判断：最外

层电子数（３次）、是否达到稳定结构（３次）、化学性
质是否相似及原因（３次）、元素种类的判断（３次）、
核内质子数（２次）、化学式（２次）、微粒种类的判断
（１次）、元素分类（１次）、微粒符号的书写（１次）、
微粒得失电子后化合价的升降（１次）、微粒带电情
况分析（１次）、核外电子排布（１次）、物质的分类（１
次）。②预计２０１９年在选择题结合几种微粒结构
示意图考查的可能性较大。

８．Ａ　【解析】将氯化铵溶液通过操作ａ得到氯化铵晶
体，操作 ａ为蒸发结晶，Ａ错误；由于二氧化碳在水
中溶解速度较慢，且二氧化碳在水中溶解度不大，

氨气易溶于水，故生产时先通氨气，使溶液呈碱性，

有助于二氧化碳的溶解，可以更快地获得更多的产

物，Ｂ正确；该流程中需通入二氧化碳，但加热碳酸
氢钠时又生成了二氧化碳，故该流程中二氧化碳可

循环利用，Ｃ正确；侯德榜为纯碱和氮肥工业技术的
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Ｄ正确。

９．Ｄ　【解析】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反应前后密闭容器
中物质的总质量不变，假设反应前容器内物质的总

质量为１００，将图中信息用表格形式呈现如下：

甲 乙 丙 丁

反应前的质量 ７０ １４ ６ １０

反应后的质量 ４２ ８ ４０ １０

参加反应或反

应生成的质量
２８ ６ ３４ ０

反应中甲和乙的质量比为２８∶６＝１４∶３，根据化学方
程式的意义可知，甲和乙参加反应的质量比等于甲

和乙的相对分子质量与其化学计量数的乘积之比，

若甲和乙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为７∶３，则反应中甲
和乙的化学计量数之比为２∶１；Ａ错误；根据质量守

恒定律，参加反应的甲和乙的质量之和等于反应生

成的丙的质量，但反应前甲和乙的质量之和不一定

等于反应生成的丙的质量，Ｂ错误；该
反应参加６份质量的乙需要参加２８份
质量的甲，可知若参加１４份质量的乙
需要参加约６５．３３份质量的甲，而实际
容器中有７０份质量的甲，可知甲过量，
Ｃ错误；化学反应都遵循质量守恒定律，Ｄ正确。

【解题技巧】本题数据以图像形式提供，较抽象，无

法直观判断反应前后各物质的质量变化，解题时利

用质量守恒定律，转化为表格形式，可直观看出反

应前后各物质的质量变化。

１０．Ｂ　【解析】铜锌合金中含有锌，锌可与稀盐酸反应
生成气体，金不与稀盐酸反应，所以滴加稀盐酸，

有气泡产生的是假黄金，没有气泡产生的则为真

黄金，Ａ不符合题意；碳酸钠和碳酸氢钠都是白色
粉末，无法通过观察颜色的方法判断是否为假冒

药，Ｂ符合题意；自来水中含有氯离子，氯离子可与
硝酸银溶液中的银离子结合生成氯化银沉淀，纯

净水中不含氯离子，所以向样品中加入硝酸银溶

液，如果有白色沉淀生成，则为假纯净水，否则是

真纯净水，Ｃ不符合题意；羊毛的主要成分是蛋白
质，灼烧时有烧焦羽毛气味，所以通过取样、燃烧

闻气味的方法可鉴别真假羊毛，Ｄ不符合题意。

【解题技巧】物质的鉴别

（１）不同溶液鉴别：实质是离子的鉴别，选择试剂的

一般顺序是首先考虑用酸（Ｈ２ＳＯ４、ＨＣｌ等），然后考

虑用酸碱指示剂（紫色石蕊溶液等），其次是可溶性

钡盐（ＢａＣｌ２等），再考虑硝酸银（ＡｇＮＯ３），最后考虑

其他盐（Ｎａ２ＣＯ３、ＣｕＳＯ４等）。

（２）对固体的鉴别可优先考虑用水作为试剂，一是

根据物质是否溶于水，二是根据物质溶于水时的颜

色变化，三是根据物质溶于水时的吸放热现象。

（３）鉴别两种物质就找性质差异。

（４）三种物质之间鉴别：如果是酸、碱、盐就用紫色

石蕊溶液；如果三种物质中有酸就考虑用 Ｎａ２ＣＯ３；

三种物质中有Ｎａ２ＣＯ３，就考虑用酸。

（５）对多种物质的鉴别：可先考虑选择适当的试剂，将

待鉴别物质分成若干组，再将每组内的物质区别开来。

（６）几种特殊物质的鉴别：硬水和软水用肥皂水；合

成纤维和天然纤维用燃烧法；热固性塑料和热塑性

塑料用加热法。

　 ２０１９中考新动向 　２０１９年初中毕业生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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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考试科目实施意见所给的题型示例的例１，从生

活实际中提取素材，将化学与实际生活紧密结合。

考查学生对化学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能力，让学生

通过化学知识的学习，能对与化学有关的生产生活

问题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包括７个小题，每空１分，共４０分）

１１．（５分）（１）电（１分）　（２）分子（１分）　Ｃ２Ｈ５ＯＨ

（１分）　（３）非金属元素（１分）　＋４（１分）
【解析】（１）太阳能电路板是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的装置。（２）酒精由分子构成，其化学式为
Ｃ２Ｈ５ＯＨ。（３）根据“硅”为“石”字旁，所以硅属于

非金属元素，二氧化硅中氧元素显 －２价，设硅元
素的化合价为ｘ，根据化合物中各元素正负化合价
的代数和为零，则有 ｘ＋（－２）×２＝０，解得 ｘ＝
＋４，即二氧化硅中硅元素的化合价为＋４。

１２．（４分）（１）５．６（１分）　（２）Ｃ＋Ｈ２Ｏ
高温

ＣＯ＋Ｈ２
（１分）　（３）Ｈ２Ｏ（１分）　 Ａ（１分）

【解析】（１）酸雨是指 ｐＨ小于５．６的雨水，即酸雨
的ｐＨ小于５．６。（２）由图可知碳和水在高温下反
应生成氢气和一氧化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Ｃ＋

Ｈ２Ｏ
高温

ＣＯ＋Ｈ２。（３）氢气燃烧只生成水，所以

氢能源是未来最理想的能源；但现阶段氢能还未

能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其原因是目前制取氢气

的成本较高，耗费大量电能，氢气的贮存和运输还

存在困难，Ｂ、Ｃ不符合题意；制取氢气的原料是
水，自然界中水资源丰富，Ａ符合题意。

１３．（６分）（１）Ｃ（１分）　（２）作催化剂（１分）　（３）温
度（１分）　（４）①ｔ２（１分）　②２８．６％（１分）　

③乙＞甲＝丙（或丙＝甲＜乙）（１分）
【解析】（１）过滤能将不溶性固体或没有溶解的固
体物质从液体中分离出来，所以通过过滤可使水

澄清透明，Ｃ正确；水中异色和异味需利用活性炭
的吸附性除去，Ａ、Ｂ不正确；细菌和病毒需通过消
毒和杀菌除去，Ｄ不正确。（２）镁与碘的化合反应
十分缓慢，若滴加少量水，则反应立即剧烈进行，

反应前后水的质量和化学性质不发生改变，说明

水在该反应中起催化作用。（３）两支试管中水的
体积相同，但温度不同，高锰酸钾溶解的量不同，

由此说明温度会影响物质的溶解性。（４）①ｔ２℃时

甲和乙的溶解度曲线相交，说明在该温度下甲和乙

的溶解度相等；②ｔ１℃时，丙的溶解度为４０ｇ，该温度

下丙的饱和溶液中溶质质量分数为
４０ｇ

１００ｇ＋４０ｇ×

１００％≈２８．６％；③甲、乙、丙三种物质中，甲和乙的

溶解度都随温度升高而增大，所以甲和乙的饱和溶

液降温时析出晶体，所得溶液仍为饱和溶液，丙的

溶解度随温度降低而增大，所以丙的饱和溶液降温

后变成不饱和溶液，溶液中溶质质量分数不变，因此

将ｔ３℃甲、乙、丙三种物质的饱和溶液降温至０℃，

甲、乙的溶液仍然是饱和溶液，丙的溶液是不饱和

溶液，由于０℃时，乙的溶解度大于甲的溶解度，所

以该温度下乙物质的饱和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大

于甲物质饱和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由于０℃时甲

的溶解度与ｔ３℃时丙的溶解度相等，所以０℃时甲

的饱和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和 ｔ３℃时丙的饱和溶

液的溶质质量分数相等，即降温至０℃，所得溶液

的溶质质量分数由大到小的顺序为乙＞甲＝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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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如图１是甲、乙两种固体物质的溶解度曲线

图，请根据图示回答下列问题：

（１）２０℃时，将等质量的甲、乙分别加入盛有

等质量水的试管中，充分溶解后如图２所示，

其中乙　　　　（填“一定”或“不一定”）是

饱和溶液；据此推断，图 １中 ｔ℃　　　　

（填“＞”、“＜”或“＝”）２０℃。

（２）ｔ℃时，将不同质量的甲物质分别加入

１００ｇ水中，充分溶解所得溶液质量与加入甲

物质质量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则图１中 Ｐ

点的数值为　　　　。

组别 ① ② ③ ④ ⑤

甲物质

质量／ｇ
５ １５ ２０ ３０ ４０

所得溶液

质量／ｇ
１０５ １１５ １２０ １３０ １３６

（３）ｔ℃时，等质量甲、乙的饱和溶液，升高一

定温度，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填字母）。

Ａ．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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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升高温度后，所得溶液中溶剂质量的大小
关系是甲＜乙

Ｃ．升高温度后，甲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变大
温馨提示：拓展训练答案见本卷答案最后

（Ｐ４６）

１４．（６分）（１）长颈漏斗（１分）　（２）关闭弹簧夹，向
长颈漏斗中加入水，一段时间后观察到在长颈漏

斗中能形成一段稳定的水柱，说明装置气密性良

好，否则装置漏气（１分）　 ＣａＣＯ３ ＋２ＨＣｌ

ＣａＣｌ２＋Ｈ２Ｏ＋ＣＯ２↑（１分）　 （３）ａ（１分）　密度

比空气大（１分）　（４）５ｘ×１００％（１分）

【解析】（１）图 Ａ中仪器 Ｘ的名称是长颈漏斗。
（２）图Ａ发生装置中有两个出口，检查装置气密性
时，应该先关闭导管上的弹簧夹，然后向长颈漏斗

中加入水，一段时间后如果在长颈漏斗中能形成

一段稳定的液柱，说明装置气密性良好，否则装置

漏气；实验室常用石灰石或大理石与稀盐酸反应

制取二氧化碳，石灰石和大理石的主要成分都是

碳酸钙，所以反应原理是碳酸钙与稀盐酸反应生

成氯化钙、水和二氧化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ＣａＣＯ３ ＋２ＨＣｌ ＣａＣｌ２＋Ｈ２Ｏ＋ＣＯ２↑。（３）二

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大，收集二氧化碳常用向上

排空气法，即二氧化碳进入集气瓶后，能将集气瓶

中原有的空气由下往上排出，所以用图 Ｂ收集装
置收集二氧化碳时，二氧化碳从 ａ端通入；向烧杯
中倒入二氧化碳时充有空气的气球浮起，说明二

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大。（４）设ｘｇ大理石中碳酸
钙的质量为ｙ，则有：
ＣａＣＯ３ ＋２ＨＣｌ ＣａＣｌ２＋Ｈ２Ｏ＋ＣＯ２↑

１００　　　　　　　　　　　　　 ４４
ｙ　　　　　　　　　　　　　 ２．２ｇ
１００
４４＝

ｙ
２．２　　ｙ＝５ｇ

所以大理石中碳酸钙的质量分数为
５ｇ
ｘｇ×１００％ ＝

５
ｘ×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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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实验课上，小兰想制取 ＣＯ２并对它的性质进

行探究，请你和她一同参与实验，并回答

问题：

（１）小兰打算用装置Ａ制取ＣＯ２，你建议她用

装置Ｂ制取，选择装置 Ｂ的理由是　　　　
　　　　　　　　　　　。
（２）用装置Ｃ进行镁条在二氧化碳中燃烧的
实验，观察到镁条在二氧化碳中剧烈燃烧，冒

出白烟，有黑色固体生成，并放出大量的热。

试写出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集气瓶瓶底放少量水
的目的是　　　　　　　　　　　　　　。
（３）将蜡烛放在盛有稀盐酸的烧杯中，向烧
杯中倾倒无色液体（如图 Ｄ所示），若观察到
蜡烛熄灭，则该液体可能是　　　　　　，蜡
烛熄灭的原因是　　　　　　　　　（用化
学方程式表示）。

１５．（６分）（１）导热（１分）　（２）Ｄ（１分）　（３）①隔绝

氧气和水（１分）　②不好（１分）　（４）Ｆｅ２＋（１分）
减小（１分）
【解析】（１）铁锅用作炊具主要利用铁具有良好的
导热性。（２）根据金属活动性顺序可知，五种金属
的活动性强弱关系为锌 ＞铁 ＞铅 ＞铜 ＞铂，根据
题干分析，为了避免轮船的铁制外壳被腐蚀，通常

在铁制船底上镶嵌的金属是锌。（３）

①铁生锈是铁与氧气、水共同作用的
结果，发蓝处理后在铁表面形成一层

致密的氧化膜，可将铁和氧气、水隔

绝，破坏铁生锈所需的条件，防止铁生

锈。②铁的氧化物不与硫酸铜反应，铁能与硫酸
铜反应，所以将发蓝处理的零件放入硫酸铜溶液

中，出现红色物质，说明铁接触到了硫酸铜，即该

零件发蓝处理的效果不好。（４）在硫酸铜溶液中
存在的离子是铜离子和硫酸根离子，铁与硫酸铜

反应后生成亚铁离子，所以图中“”表示亚铁离子

（Ｆｅ２＋），铁与硫酸铜反应生成硫酸亚铁和铜，在溶
液中一个亚铁离子替换一个铜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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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溶液中水分子不变，铁的相对原子质量小于铜的

相对原子质量，所以反应后溶液的质量减小。

１６．（６分）（１）吸水（１分）　（２）乙同学：Ｈ２＋ＣｕＯ


△
Ｃｕ＋Ｈ２Ｏ（１分）　丙同学：ＣｕＯ＋Ｈ２ＳＯ


４

ＣｕＳＯ４＋Ｈ２Ｏ（１分）　能与活动性较强的金

属（氢前金属）反应，能与金属氧化物反应（１分）
（３）氢氧化钠与盐酸反应时放出热量，随着反应的
进行，反应放出的热量增加，溶液温度升高（１分）
氯化钠和氢氧化钠（或ＮａＣｌ和ＮａＯＨ）（１分）
【解析】（１）浓硫酸具有吸水性，常用于干燥氧气等
中性或酸性气体。（２）乙同学的原理是利用锌与
稀硫酸反应制取氢气，然后利用氢气还原氧化铜

得到铜，所以乙同学第二步是氢气与氧化铜在加

热条件下反应生成铜和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Ｈ２＋ＣｕＯ
△
Ｃｕ＋Ｈ２Ｏ；丙同学的原理是利用氧

化铜与稀硫酸反应制取硫酸铜，然后利用锌置换

出硫酸铜中的铜，所以丙同学第一步是氧化铜与

硫酸反应生成硫酸铜和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ＣｕＯ＋Ｈ２ＳＯ ４ ＣｕＳＯ４＋Ｈ２Ｏ；根据乙同学的实

验可知酸可与活动性较强的金属（氢前金属）反

应，根据丙同学的实验可知酸可与金属氧化物反

应。（３）氢氧化钠与盐酸反应放出热量，随着盐酸
的加入，反应放出的热量增加，使溶液的温度升

高，当氢氧化钠与盐酸恰好完全反应时温度达到

最高，继续加入盐酸，由于不再发生反应，没有热

量产生，溶液温度逐渐降低，直至降低到室温，所

以图中ＡＢ段温度升高的原因是盐酸与氢氧化钠
反应时放出热量，随着盐酸的加入，反应产生的热

量使溶液温度升高；由于 Ｂ点还未达到温度最高
点，即氢氧化钠没有完全反应，所以此时溶液中的

溶质有反应生成的氯化钠，还有剩余的氢氧化钠。

　　
　 【难点突破】本题（２）、（３）较难。（２）的突破必须抓
住实验目的“制取铜”结合两位同学方案中已知的

化学方程式进行分析，乙同学第二步反应是利用氢

气还原氧化铜，丙同学第二步是锌和硫酸铜反应，

所以第一步是制取硫酸铜，即氧化铜与稀硫酸反

应，由此确定需书写的化学方程式。（３）的突破是
抓住中和反应是放热反应，随着反应的进行，反应

产生的热量越来越多，当完全反应时，加入的稀盐

酸不再发生反应，即不再产生热量，溶液温度逐渐

降低，直至降低到室温，由此可说明恰好完全反应

时温度最高，图中 Ｂ点尚未达到恰好完全反应的
点，说明加入的稀盐酸不足，即氢氧化钠还有剩余，

由此可确定Ｂ点对应溶液中的溶质。
１７．（７分）（１）ＣａＯ＋Ｈ２ Ｏ Ｃａ（ＯＨ）２（１分）　化合

反应（１分）　（２）稀盐酸（或稀硫酸）（１分）　澄
清石灰水变浑浊（１分）　铁、氧化铁（１分）　（３）

Ｃ＋Ｏ２
点燃

ＣＯ２（１分）　（４）溶液中的 Ｆｅ
３＋全部

和Ｆｅ反应生成Ｆｅ２＋（１分）
【解析】（１）氧化钙可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与水反
应生成氢氧化钙，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ＣａＯ＋Ｈ２


Ｏ

Ｃａ（ＯＨ）２；该反应由两种物质反应生成一种

物质，属于化合反应。（２）根据实验现象，溶液先
变成黄色后变为浅绿色，可知样品中有铁和氧化

铁，氧化铁和稀盐酸或稀硫酸先反应生成氯化铁

或硫酸铁，溶液均显黄色，铁和氯化铁或硫酸铁反

应生成浅绿色溶液，铁和稀盐酸或稀硫酸反应，生

成氯化亚铁或硫酸亚铁，同时生成氢气，氯化亚铁

和硫酸亚铁溶液也均显浅绿色，所以加入的试剂

是稀盐酸或稀硫酸；灼烧步骤一中未溶解的残渣，

黑色粉末全部消失，根据实验结论该干燥剂含有

炭粉，所以该剩余粉末全部为炭粉，在上方罩一只

烧杯，一段时间后迅速倒转并加入适量澄清石灰

水，澄清石灰水变浑浊；根据步骤一可知黑色粉末

中有铁粉，红色粉末是氧化铁。（３）步骤二黑色粉
末消失为碳和氧气反应生成了二氧化碳，反应的

化学方程式为 Ｃ＋Ｏ２
点燃

ＣＯ２。（４）步骤一中溶

液变为浅绿色，说明溶液中的溶质只有亚铁盐，由

于样品中有氧化铁，氧化铁与稀盐酸或稀硫酸反

应转化为铁盐，铁盐溶液显黄色，但样品中铁的量

较多，氧化铁的量较少，结合题给信息可知 Ｆｅ与

Ｆｅ３＋反应生成 Ｆｅ２＋，最终铁元素全部转化为亚铁
盐，溶液显浅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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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如图是某化学课外学习小组设计的探究工业
炼铁原理及产物验证的实验，据图回答下列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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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实验过程中，应先点燃　　　　装置中的酒
精喷灯。

（２）要验证Ｂ中产生了ＣＯ２，需要在Ａ、Ｂ之间增加

Ｄ、Ｅ两个装置，两者的放置先后顺序为　　　。
（３）整套装置还有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是　　
　　　　　　　　　　。
（４）由于铁的氧化物 Ｆｅ３Ｏ４和 ＦｅＯ均为黑色，为

验证Ｂ中得到的铁是否含有Ｆｅ３Ｏ４和 ＦｅＯ，该小

组同学设计了下列探究实验。

查阅资料：①２ＦｅＣｌ３ ＋Ｆｅ ３ＦｅＣｌ２，但 ＦｅＣｌ３
溶液不与Ｆｅ３Ｏ４、ＦｅＯ反应；

②Ｆｅ３Ｏ４ ＋８ＨＣｌ ２ＦｅＣｌ３＋ＦｅＣｌ２＋４Ｈ２Ｏ；

③含有 Ｆｅ３＋盐溶液遇到 ＫＳＣＮ溶液时变成血
红色。

实验探究：限选试剂：ＣＯ、稀盐酸、澄清石灰水、
ＫＳＣＮ溶液、ＦｅＣｌ３溶液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Ⅰ．取少量黑色
产物加入到装有

ＦｅＣｌ３ 溶液的烧

杯中，充分反应

后过滤，对过滤

所得固体用蒸馏

水洗涤

黑色固体

部分溶解

Ⅱ．取第Ⅰ步洗
涤后所得固体加

入到装有足量　
　 　 　 的试管
中，充分反应后，

再 滴 加 少 量

ＫＳＣＮ溶液

黑色固体

全部溶解，

溶液不变

为血红色

　　　　　
　　　　　

Ⅲ．另取少量黑
色产物装入玻璃

管中，通入ＣＯ，一
段时间后加热，

并将反应后的气

体通入装有一定

量澄清石灰水的

容器中

　　　　
　 　 　　

Ｂ中得到的
铁含有ＦｅＯ

三、选择题（本大题共８小题，总分２６分。１８～２３题为

单项选择题，每题３分；２４、２５题为多项选择题，每题４

分，选对但不全的得２分，全对的得４分，有选错的不

得分）

１８．Ａ　【解析】中学生百米赛跑的成绩约１２ｓ，Ｂ错误；

绿色蔬菜保鲜的温度约４℃，Ｃ错误；一桶饮水机桶

装水的质量约２５ｋｇ，Ｄ错误。故选Ａ。

　 ２０１９预测 　估测题遵义中考近 ２年考查 ２次

（２０１８．１８、２０１６．１９）．

①以中学生自身、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物体为背景

在选择题中考查；

②主要考查的内容有：长度、速度、温度、质量等；

③预计２０１９年会在选择题中考查估测题。

１９．Ｄ　【解析】条形码扫描器中的光敏二极管是用半

导体材料制成的，Ａ错误；倒车雷达是利用超声波

来传递信息的，Ｂ错误；水是可再生能源，可循环利

用，地球上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是有限的，因此需

要节约水资源，Ｃ错误；核电站如果放射线泄漏会

对人和其它生物造成伤害，因此必须制定严格的

安全标准和规范，Ｄ正确。故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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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随着我国第４２、４３颗北斗导航卫星在西昌

成功发射，我国已有超过６１７万辆道路营

运车辆安装并使用或兼容北斗系统。车辆

与北斗系统通信利用的是 （　　）

Ａ．电磁波　　　　Ｂ．超声波 　

Ｃ．次声波 　　 　 Ｄ．空气

２０．Ｂ　【解析】残雪消融，雪由固态变成液态的水，属

于熔化现象，Ａ不符合题意；雾是空气中的水蒸气

遇冷液化形成的小水滴，Ｂ符合题意；霜是空气中

的水蒸气在温度明显降低时凝华形成的冰晶，Ｃ不

符合题意；雪主要是云层中的水蒸气遇冷凝华形

成的冰晶，Ｄ不符合题意。故选Ｂ。

【方法指导】判断物态变化及其吸放热，可按照以下

“四步法”进行：

第一步：判断发生物态变化前物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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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判断发生物态变化后物质的状态；

第三步：根据物质前后状态的变化判断所发生的物

态变化；

第四步：固态→液态→气态是吸热过程，由气态→
液态→固态是放热过程。

物态变化及过程中的吸放热，可参照上图进行理解

与记忆。

　 ２０１９预测 　物态变化的辨识及解释是遵义中

考的高频考点，８年６考。

①主要在选择题（３考）和填空题（３考）中考查；

②常以生活、自然现象和古诗词（２０１８．２０）为背景

考查；

③预计２０１９年将会在选择题中以自然现象为背景

考查物态变化的辨识及解释。

２１．Ｄ　【解析】大雪过后，满地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因

为积雪疏松多孔，能够吸收声音，所以发现周围特

别宁静，但不是使声音完全消失，Ａ错误；“响鼓也

要重锤敲”这句话说明声音的响度跟振动的幅度

有关，振幅越大，响度越大，Ｂ错误；“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中的“高”是指声音的响度，声音的响

度越大，传播得越远，Ｃ错误；因每个人的音色都不

同，所以我们才可“闻其声而知其人”，这句话表明

不同人发出的声音具有不同的音色，Ｄ正确。故

选Ｄ。

２２．Ｄ　【解析】根据题意，当在光屏上得到清晰的与烛

焰等大的像（如图），说明此时满足 ｕ＝２ｆ；所以要

在光屏上成放大、清晰的像，则２ｆ＞ｕ＞ｆ，物距要减

小，像距增大，则应将蜡烛向靠近凸透镜方向移

动，同时让光屏远离透镜。故选Ｄ。

【高效记忆】口诀：①一倍分虚实，内虚外实；②二倍

分大小，远小近大；③实像分居两侧倒，物近像远像

变大。

２３．Ｃ　【解析】由题意可知，机尾的磁异探测器，能将

潜艇经过海域引起的磁场强弱变化转化为强弱变

化的电流，即由磁产生电，有感应电流产生，所以

其工作原理为电磁感应现象。磁悬浮列车是利用

了磁极间的相互作用来工作的，Ａ不符合题意；电

磁继电器是利用电流的磁效应来工作的，Ｂ不符合

题意；无线充电器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给手机进行

充电的，Ｃ符合题意；电风扇的主要部件是电动机，

是利用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而运动的原理工作

的，Ｄ不符合题意。故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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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下列关于四幅图对应的说法正确的是（　　）

Ａ．图甲：通电导线周围存在磁场，将小磁
针移走，磁场消失

Ｂ．图乙：电流一定时，电磁铁磁性的强弱
与线圈的匝数有关

Ｃ．图丙：改变电流方向并对调 Ｎ、Ｓ极，导
体棒摆动方向改变

Ｄ．图丁：只要导体棒在磁场中运动，就一
定会产生感应电流

２４．ＡＣ　【解析】运动员站立式准备时对水平地面的
压力大小等于自身重力大小，方向竖直向下作用

于地面，地面对运动员的支持力作用于运动员，二

者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于两个物体是一对相

互作用力，Ａ正确；运动员匀速跑动时在竖直方向
受到重力和支持力，在水平方向上受到地面对其

的摩擦力和空气阻力，Ｂ错误；运动员加速冲刺时
运动员的位置相对路边的树木发生了变化，故运

动员是运动的，Ｃ正确；运动员到达终点后不能马
上停住是因为运动员具有惯性，仍要保持原来的

运动状态继续向前运动一段距离，惯性不是力不

能说在惯性的作用下，Ｄ错误。故选ＡＣ。
【易错分析】只能说一个物体具有惯性，不能说物体

“受到惯性”、“受到惯性作用”或“惯性力”。有的

同学因此会误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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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下列关于摩擦力的事例中说法正确的是
（　　）

Ａ．车轮设计为圆形是通过变滑动为滚动
来减小摩擦力

Ｂ．用橡皮擦掉错字时，橡皮与纸面之间的
摩擦是有害的

Ｃ．物体与传送带一起向右减速运动时，物
体一定受到水平向右的摩擦力

Ｄ．竹梯下端包扎橡胶皮，竹梯受到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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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ＡＤ　【解析】当只闭合开关Ｓ２时，等效电路图如图１

所示；当三个开关都闭合时，等效电路图如图２所

示；当只断开开关Ｓ１时，等效电路图如图３所示。

由图 １可得：Ｉ１＝
Ｕ

Ｒ２＋Ｒ３
＝０．３Ａ①，Ｐ＝ＵＩ１ ＝

０．３Ｕ②，Ｐ２＝Ｉ１
２Ｒ２＝０．０９Ｒ２③；

由图２可得：Ｉ２＝
Ｕ
Ｒ１
＋ＵＲ２

＝ Ｕ
１０Ω

＋ＵＲ２
＝１．５Ａ＋

０．３Ａ＝１．８Ａ④，Ｐ′＝１．８Ｕ⑤；

由图３可得：Ｉ３＝
Ｕ
Ｒ２
＝０．６Ａ⑥；

因并联电路中各支路独立工作、互不影响，

所以Ｐ２′＝Ｉ３
２Ｒ２＝０．３６Ｒ２⑦；由②⑤式可得：Ｐ∶Ｐ′

＝０．３Ｕ∶１．８Ｕ＝１∶６；

由③⑦两式可得：Ｐ２∶Ｐ２′＝０．０９Ｒ２∶０．３６Ｒ２＝１∶４；

由④⑥两式可得：Ｕ＝１２Ｖ，故Ｂ不正确；代入⑥式

可得：Ｒ２＝２０Ω，故ＡＤ正确；代入①式可得：Ｒ３＝

２０Ω，故Ｃ不正确。故选ＡＤ。

四、非选择题（本大题共１３小题，总分６４分）

２６．５（２分）　１．６×１０５（２分）　【解析】骑车的平均速

度为ｖ＝ｓｔ＝
３０００ｍ
１０×６０ｓ＝５ｍ／ｓ；骑行过程中单车对

地面的压强为 ｐ＝ＦＳ＝
Ｇ
Ｓ＝
ｍｇ
Ｓ＝

８０ｋｇ×１０Ｎ／ｋｇ
２５×２×１０－４ｍ２

＝１．６×１０５Ｐａ。

　 ２０１９预测　固体压强的计算是遵义中考近８年

的必考点。

①主要在填空题和计算题中考查；

②一般不单独考查，考查时会结合其他章节知识

（如：机械运动、浮力、滑轮等）；

③考查的主要内容有：利用 ｐ＝ＦＳ及其变形公式进

行计算；

④预计２０１９年将会在填空题中结合速度的相关计

算进行考查。

２７．比热容（２分）　扩散（２分）　【解析】因为水的比
热容较大，白天，相同质量的水和沙石比较，吸收

相同的热量，水的温度升高的少；夜晚，放出相同

的热量，水的温度降低的少，使得昼夜的温差小，

能有效调节周围环境的温度；闻到香味属于扩散

现象。

２８．１（２分）　变大（２分）　【解析】设杠杆上一个小
格的长度为Ｌ，根据杠杆的平衡条件可得：４×０．５
Ｎ×４Ｌ＝Ｆ×８Ｌ，解得 Ｆ＝１Ｎ；当弹簧测力计在 Ｂ
处竖直向上拉时，拉力的方向竖直向上与杠杆垂

直，动力臂等于支点到力的作用点的距离；当弹簧

测力计逐渐向右倾斜时，拉力的方向不再与杠杆

垂直，动力臂变小，根据杠杆平衡条件可知，动力

变大，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变大。

２９．０．０７（２分）　上浮（２分）　【解析】楠竹、运动员和
细竿的总重力为：Ｇ＝Ｇ楠竹 ＋Ｇ人竿 ＝１０ｋｇ×１０Ｎ／ｋｇ

＋６０ｋｇ×１０Ｎ／ｋｇ＝７００Ｎ；人和楠竹漂浮在水面，
Ｆ浮 ＝Ｇ＝７００Ｎ；由阿基米德原理 Ｆ浮 ＝ρ液ｇＶ排得：

Ｖ排 ＝
Ｆ浮
ρ水 ｇ

＝ ７００Ｎ
１×１０３ｋｇ／ｍ３×１０Ｎ／ｋｇ

＝０．０７ｍ３，运

动员离开楠竹后，楠竹仍漂浮，浮力等于楠竹重

力，重力减小故所受浮力减小，依据阿基米德原理

可知楠竹上浮一些。

【方法指导】浮力计算的几种方式：

方法 公式及图示
适用范围及

注意事项

阿基米

德原理

已知物体排开液体的

质量或排开液体的体

积和液体的密度时

注：在计算时要注意统

一单位、分清Ｖ排 与Ｖ物

平衡法

适用于漂浮或悬浮的

物体，已知物体的重力

注：悬浮时，Ｖ排 ＝Ｖ物
；

漂浮时，Ｖ排 ＜Ｖ物

称重法

适用于在液体中下沉

的物体，已知物体的重

力及浸入液体中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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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预测　浮力的相关计算是遵义中考近８年

的必考点。

①主要在填空题和计算题中考查，有时结合压强综
合考查；

②主要考查的知识有：浮力相关计算、阿基米德原
理的理解及应用、浮沉条件的应用等；

③一般以生活实例或时事信息为背景考查；
④预计２０１９年将会在填空题中考查浮力计算及浮
沉条件的应用。

３０．８（２分）　５（２分）　【解析】当只闭合 Ｓ１、Ｓ２时，小

灯泡与 Ｒ１串联，电压表测小灯泡两端的电压，电压

表的示数为 ２Ｖ，由图乙可知，通过小灯泡的电流
为ＩＬ＝０．６Ａ，电阻Ｒ１的阻值为１０Ω，由欧姆定律

可得：ＩＲ１ ＝ＩＬ＝
Ｕ－２Ｖ
１０Ω

＝０．６Ａ，解得电源电压为

Ｕ＝８Ｖ；当只闭合 Ｓ２、Ｓ３时，小灯泡与Ｒ２串联，电压

表测小灯泡两端的电压，电压表的示数为４Ｖ，由
图乙可知，通过小灯泡的电流为ＩＬ′＝０．８Ａ，由欧

姆定律可得：ＩＲ２ ＝ＩＬ′＝
８Ｖ－４Ｖ
Ｒ２

＝０．８Ａ，解得：

Ｒ２＝５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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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训练

７．如图所示为模拟调光灯电路，电路中电源
电压不变，灯泡 Ｌ标有“６Ｖ　３Ｗ”字样，
且灯丝电阻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定值电

阻Ｒ１的阻值为６Ω。将滑动变阻器 Ｒ２的

滑片 Ｐ置于最右端，闭合开关，电压表和
电流表示数分别为６Ｖ和０．２Ａ；移动滑片
Ｐ至某一位置，电压表和电流表示数分别
为３Ｖ和 ０．５Ａ．此时灯泡 Ｌ的电阻为
　　Ω；当Ｒ２的滑片 Ｐ在最右端时，闭合

开关，灯泡Ｌ的实际功率为　　　　Ｗ。

３１．（１）如答图甲所示（２分）

第３１题答图甲

【作图步骤】

①光由玻璃斜射进入空气，折射光线、入射光线和
法线在同一平面内，折射光线、入射光线分居法线

两侧，此时，折射光线远离法线偏折射出玻璃进入

空气，折射角大于入射角，据此作出入射光线；

②入射光线经玻璃与空气的界面反射回玻璃中，根
据反射角等于入射角，作出反射光线。

【答题规范】光的反射、折射作图注意事项

①使用作图工具规范作图（刻度尺、量角器、铅笔）；

②光线连续不能断开，并用箭头标出方向；

③光线的反向延长线、法线均用虚线表示；

④法线与界面垂直，并标明垂足；

⑤夹角大小要符合光的反射定律（两角相等）和折
射定律（空气中的角最大）。

２０１９预测　光学作图是遵义中考的高频考点，

８年５考。

①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有：光的反射作
图（１考）、平面镜成像作图（１考）、透
镜作图（１考）、光的反射、折射综合作
图（４考）；

②预计２０１９年将会在作图题中考查
光的反射、折射综合作图。

（２）如答图乙所示（２分）

第３１题答图乙
【作图步骤】①小明处于静止状态，受平衡力作用，
竖直方向上受重力和支持力的作用；

②过重心作竖直向下的力（即重力）和竖直向上的
力（即支持力），标明符号。

注意：线段的长度相同。

【方法指导】画受力示意图步骤如下：

（１）定对象：只分析所研究的物体所受的力；
（２）定点：作用点一般画在物体的重心处；
（３）受力分析：先重力，后弹力，最后根据物体运动
状态找到摩擦力；

（４）看状态：物体处于平衡状态时（静止或匀速直线
运动），物体在各个方向上受力平衡，物体处于非平

衡状态时，需注意各个力的大小关系；

（５）画线：沿力的方向画线段，




































































 支持力和压力垂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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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面，重力的方向竖直向下；线段的长短表示力

的大小；

（６）标示：末端画箭头、标字母，箭头表示力的方向，
字母表示力的性质（重力用 Ｇ、摩擦力用 ｆ，其他力
一般用Ｆ）。

　 ２０１９预测 　画力的示意图是遵义中考的高频

考点，８年４考。

①主要考查运动物体、静止物体的受力分析作图；

②预计２０１９年将会考查静止物体的受力分析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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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训练

８．一小车水平向右匀速运动，在车厢顶部用

细绳竖直悬挂一个小球，小球与竖直车厢

壁刚好接触，请作出此时小球受力的示

意图。

３２．（１）小（２分）　（２）１．２×１０３（２分）　【解析】（１）

测大米体积时，把空隙的体积也算作大米的体积，

则大米的体积会变大，大米的质量不变，由 ρ＝ｍＶ

可知，在质量一定时，体积变大，密度会变小；（２）

已知，瓶子和水的总质量 ｍ＝１４３ｇ，大米质量 ｍ１
＝４８ｇ，则它们的总质量ｍ２＝１４３ｇ＋４８ｇ＝１９１ｇ，

当把大米放入瓶子中时，水会被排出一部分，由图

可知总质量为ｍ３＝１００ｇ＋５０ｇ＋１ｇ＝１５１ｇ，则溢

出水的质量：ｍ４＝ｍ２－ｍ３＝１９１ｇ－１５１ｇ＝４０ｇ，

溢出水的体积：Ｖ＝
ｍ４
ρ水
＝ ４０ｇ
１ｇ／ｃｍ３

＝４０ｃｍ３，大米的

体积和溢出水的体积相等，大米的密度 ρ＝
ｍ１
Ｖ＝

４８ｇ
４０ｃｍ３

＝１．２ｇ／ｃｍ３＝１．２×１０３ｋｇ／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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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在探究“滑动摩擦力的大小跟哪些因素有

关”的问题时，兴趣小组的同学提出如下

猜想：

猜想Ａ：滑动摩擦力的大小可能与压力大

小有关；

猜想Ｂ：滑动摩擦力的大小可能与接触面

的粗糙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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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验证上述猜想是否正确，同学们设计

了如图所示的实验：

①用弹簧测力计水平拉动木块在较光滑

的木板上匀速滑动；

②用弹簧测力计水平拉动木块在较粗糙

的木板上匀速滑动；

③在木块上加放重物用弹簧测力计水平

拉动木块在较光滑的木板上匀速滑动。

（１）设计步骤①和②的目的是为了验证猜

想　　　　。

（２）通过①和③的实验可以得出的结论

是：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　　　　有关。

　　　

３３．（１）变大（２分）　（２）小明（２分）　【解析】（１）金

属块浸没前的过程中，测力计示数逐渐变小，根据

Ｆ＝Ｇ－Ｆ浮可知，说明浮力大小逐渐变大；（２）接下

来他们继续实验，增大金属块浸没在水中的深度，

发现测力计的示数始终不变且为Ｆ，据此可得出浮

力与物体完全浸没在液体中的深度无关，故小明

的观点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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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在“探究杠杆平衡条件”的实验中．

（１）把质量分布均匀的杠杆中点作为支

点，其目的是消除　　　　对实验的

影响；

（２）如图甲所示，是已经平衡的杠杆，若

在两侧的钩码下再各增加一个相同的钩

码，杠杆会失去平衡，那么只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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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填下列序号），杠杆就会重新平衡；

①左侧钩码向左移动４个格 ②右侧钩码向

左移动２个格 ③平衡螺母向左适当调节

（３）小明改用弹簧测力计做实验，如图乙

所示，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则弹簧测

力计的示数　　　　（选填”大于”“小

于”或“等于”）１Ｎ。（每个钩码０．５Ｎ，忽

略杠杆重力）

３４．（１）如答图所示（２分）　（２）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

的阻值太大（或电源电压太低）（２分）　（３）１２．５

（２分）

第３４题答图

　　　

【解析】（１）滑动变阻器的滑片右移时灯泡变亮说

明滑动变阻器滑片右移时接入电路的电阻变小，

故应接滑动变阻器的右下接线柱，如答图所示；

（２）若闭合开关，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指针都发生偏

转，说明电路为通路，而小灯泡不亮，则说明电路中

的电流过小，由欧姆定律可知，其可能原因是：滑动

变阻器接入电路的阻值太大（或电源电压太低）；

（３）当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电流表的示数如图乙所

示，电流表选用小量程，分度值为０．０２Ａ，此时电

流表的示数为０．２Ａ，由欧姆定律可得小灯泡的电

阻为：Ｒ＝ＵＩ＝
２．５Ｖ
０．２Ａ＝１２．５Ω。

３５．答：在玻璃管中插入一张硬纸板，玻璃管被分成左

右两部分，由于左侧蜡烛的燃烧，左侧部分的空气

温度较高，右侧空气温度较低，左侧的热空气上

升，左侧气压减少，右侧气压不变，从而形成由右

至左的压强差，因此随着蜡烛的燃烧，空气会从右

侧不断地流向左侧蜡烛的周围。（４分）

３６．（１）做功（２分）　（２）减小（２分）　（３）１．６３×１０５

（２分）

【解析】（１）探测器距月面１００米处匀速垂直下降，

在反推发动机提供的推力的方向上移动了距离，

所以对探测器做功；（２）探测器匀速垂直下降过程

中，不考虑其质量变化，则探测器的速度不变，高度

下降，故动能不变，重力势能变小，故机械能逐渐减

小；（３）克服重力做的功为 Ｗ＝Ｇｈ＝ｍｇ月 ｈ＝１．０×

１０３ｋｇ×１．６３Ｎ／ｋｇ×１００ｍ＝１．６３×１０５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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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训练

１１．阅读下列短文，回答文后问题。

歼－１０Ｂ推力矢量验证机酷炫首秀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在万众瞩目下的

第十二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国

际航展中心开幕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搭载推力矢量发动机（矢量发动机是

一种喷口可以向不同方向偏转产生不同

方向推力的发动机）的歼－１０Ｂ改装后首

飞。歼－１０Ｂ矢推版共表演了三组主要

动作，包括“眼镜蛇机动”（如图甲所示）、

“榔头机动”和“无半径机动”，动作都是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在蓝蓝的天空划出

了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如图乙所示穿梭

在蓝天和粉红色烟之间的歼 －１０Ｂ矢推

版犹如一条矫健的入云龙，尤其是在“落

叶飘”环节的时候，让数吨重的战机在空

中悬停了数秒，这是一般直升机都不能

做到的，让现场的军迷们十分激动。歼

－１０Ｂ又是世界上第一款实现一系列超

机动动作的鸭翼单发战斗机。

（１）材料中歼 －１０Ｂ矢推版穿梭在蓝天

和粉红色烟之间，“粉红色的烟”俗称“飞

机拉烟”，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飞

机在飞行过程中排出的“暖湿”气体遇冷

　　　　所致。

（２）如图丙所示，歼－１０Ｂ在“落叶飘”环

节，能将数吨重的战机在空中悬停数秒，

这时歼－１０Ｂ战机相对于地面上的观众

是　　　　　　（选填“运动”或“静

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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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结合材料分析，歼 －１０Ｂ在“眼镜蛇机

动”环节可以产生不同方向的推力，这是

因为 　

　。

３７．【思路分析】

求解 题干信息 所用公式

（１）绳子自由

端拉力的功率

是多少？

货物在 ３００Ｎ的

拉力下 ５ｓ内匀

速上升了 ２．５ｍ

图中 ２股绳子承

担物重和滑轮

Ｗ＝Ｆｓ

Ｐ＝Ｗｔ

（２）该滑轮组

最多可拉起多

重的货物？

质量为 ５０ｋｇ的

货物，拉绳的人

重４５０Ｎ

Ｇ＝ｍｇ

Ｆ＝１ｎ

（Ｇ物 ＋Ｇ动）

（３）该滑轮组

的最大机械效

率是多少？

／ η＝
Ｗ有
Ｗ总

解：（１）绳端移动的距离ｓ＝ｎｈ＝２×２．５ｍ＝５ｍ

拉力做的功Ｗ＝Ｆｓ＝３００Ｎ×５ｍ＝１５００Ｊ

拉力的功率 Ｐ＝Ｗｔ＝
１５００Ｊ
５ｓ ＝３００Ｗ （２分）

!!

（２）质量为５０ｋｇ的货物重 Ｇ物 ＝ｍ物ｇ＝５０ｋｇ×

１０Ｎ／ｋｇ＝５００Ｎ

不计绳重及摩擦，动滑轮的重力 Ｇ动 ＝ｎＦ－Ｇ物 ＝

２×３００Ｎ－５００Ｎ＝１００Ｎ

当拉起最多货物时，绳端拉力 Ｆ′＝Ｇ人，该滑轮组

最多可拉起货物的重 Ｇ′＝ｎＦ′－Ｇ动 ＝ｎＧ人 －Ｇ动 ＝

２×４５０Ｎ－１００Ｎ＝８００Ｎ （３分）
!!!!!!

（３）不计绳重和摩擦，该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η＝

Ｗ有
Ｗ总
＝

Ｇ物 ｈ
Ｇ物 ｈ＋Ｇ动 ｈ

＝
Ｇ物

Ｇ物 ＋Ｇ动
＝ １

１＋
Ｇ动
Ｇ物

当Ｇ物 最大时，滑轮组的机械效率最大，即 Ｇ物

＝Ｇ′，

则η＝ Ｇ′
Ｇ′＋Ｇ动

＝ ８００Ｎ
８００Ｎ＋１００Ｎ≈８８．９％ （３分）

!!

３８．【思路分析】

求解 题干信息 所用公式

（１）定值电

阻Ｒ２的阻值

当开关 Ｓ１闭合，Ｓ２接 ａ

时，电路为 Ｒ１的简单电

路 Ｐ２＝４４Ｗ

当开关 Ｓ１断开，Ｓ２接 ａ

时，Ｒ１与Ｒ２串联

Ｐ１＝２２Ｗ　Ｕ＝２２０Ｖ

Ｒ＝Ｕ
２

Ｐ

（２）当 Ｓ１闭

合，Ｓ２接 ｂ时

的电功率Ｐ３

当开关 Ｓ１闭合，Ｓ２接 ｂ

时，Ｒ１与 Ｒ２并联，电路

总电阻最小　Ｕ＝２２０Ｖ

Ｐ＝Ｕ
２

Ｒ

（３）加热时间

暖足宝里装有１ｋｇ水

用中温挡加热使水温升

高５℃　Ｐ２＝４４Ｗ

Ｑ吸 ＝

ｃｍΔｔ

Ｗ＝Ｑ吸
Ｗ＝Ｐｔ

解：（１）由电路图和表格可知，当开关Ｓ１闭合，Ｓ２接

ａ时，电路为Ｒ１的简单电路，此时Ｐ２＝４４Ｗ，则Ｒ１

的阻值：Ｒ１＝
Ｕ２

Ｐ２
＝（２２０Ｖ）

２

４４Ｗ ＝１１００Ω

当开关Ｓ１断开，Ｓ２接 ａ时，Ｒ１与 Ｒ２串联，此时 Ｐ１＝

２２Ｗ

电路中的总电阻：Ｒ＝Ｕ
２

Ｐ１
＝（２２０Ｖ）

２

２２Ｗ ＝２２００Ω

Ｒ２的阻值：Ｒ２＝Ｒ－Ｒ１＝２２００Ω－１１００Ω＝１１００Ω

（２分）
!!!!!!!!!!!!!!!!

（２）由图可知，当开关Ｓ１闭合，Ｓ２接ｂ时，Ｒ１与Ｒ２并

联，电路总电阻最小

电路中的总电阻：Ｒ′＝
Ｒ１Ｒ２
Ｒ１＋Ｒ２

＝
Ｒ１
２＝
１１００Ω
２ ＝

５５０Ω

则Ｐ３的大小：Ｐ３＝
Ｕ２

Ｒ′＝
（２２０Ｖ）２

５５０Ω
＝８８Ｗ

（３分）

!!

!!!!!!!!!!!!!!!!

（３）水吸收的热量：Ｑ吸 ＝ｃ水 ｍΔｔ＝４．２×１０
３Ｊ／（ｋｇ

·℃）×１ｋｇ×５℃＝２．１×１０４Ｊ

不计热损失，消耗的电能Ｗ＝Ｑ吸 ＝２．１×１０
４Ｊ

中温挡加热时间：ｔ＝ＷＰ２
＝２．１×１０

４Ｊ
４４Ｗ ≈４７７ｓ

（３分）

!!




































































 !!!!!!!!!!!!!!!!

５４



唐老师微信：１３１９３３８５７８１

白卷·遵义

综
合
理
科

４６

　 ２０１９预测 　家用电器类电热综合计算是遵义

中考的常考点，８年４考。

①一般以家用电器为背景，结合电路图或铭牌；

②电路图一般为并联电路（双开关或单刀双掷开关

控制）；

③考查的知识点主要有：热量的计算、欧姆定律、电

功率的计算、热效率的计算，偶尔会考查力学计算，

如密度的计算、液体压强的计算；

④预计２０１９年将会考查家用电器类电热综合计算










。

拓展训练

１．（１）不一定（１分）　 ＞（１分）　（２）３６（１分）　

（３）Ａ（１分）

【解析】（１）由图１可知，溶有甲物质的试管中固体

没有全部溶解，则甲的溶液一定是饱和溶液，溶有

乙的试管中固体全部溶解，则乙的溶液可能恰好饱

和，也可能不饱和；２０℃时，等质量的乙物质全部溶

解，而甲物质部分溶解，说明该温度下乙的溶解度

较大，故ｔ℃ ＞２０℃。（２）根据表格中⑤的数据，

４０ｇ甲物质加入 １００ｇ水中，得到溶液的质量为

１３６ｇ，说明ｔ℃时，１００ｇ水中最多可溶解３６ｇ甲物

质，即ｔ℃时甲的溶解度为３６ｇ。（３）ｔ℃时，甲、乙

两物质的溶解度相等，其饱和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

相等，等质量的饱和溶液中含有等质量的溶质和溶

剂，升高温度后，乙溶液中有溶质析出，溶质质量分

数减小，甲溶液变为不饱和溶液，溶质质量分数不

变，两者的溶剂质量均不会随温度改变而改变，故

选Ａ。

２．（１）装置Ｂ可控制反应的发生和停止（１分）

（２）２Ｍｇ＋ＣＯ２
点燃

２ＭｇＯ＋Ｃ（１分）　防止镁条燃烧

时产生的高温熔融物溅落瓶底，使集气瓶炸裂（１分）

（３）碳酸钠溶液（合理即可）（１分）　Ｎａ２ＣＯ３



＋２ＨＣｌ

２ＮａＣｌ＋Ｈ２Ｏ＋ＣＯ２↑（与上一空对应）（１分）

【解析】（１）装置 Ｂ可以通过控制弹簧夹的打开或

关闭使试管内的固体和液体接触或分离来控制反

应的发生或停止。（２）镁在二氧化碳中燃烧生成氧

化镁和碳，化学方程式为 ２Ｍｇ＋ＣＯ２
点燃

２ＭｇＯ＋

Ｃ。事先在集气瓶瓶底加少量水的目的是防止镁条

燃烧时产生的高温熔融物溅落瓶底，使集气瓶炸

裂。（３）向稀盐酸中加入一种溶液，能使燃着的蜡

烛熄灭，则加入的物质能与盐酸反应产生二氧化

碳，故加入的物质可能是碳酸钠溶液。碳酸钠与盐

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Ｎａ２ＣＯ３ ＋２ＨＣｌ ２ＮａＣｌ

＋Ｈ２Ｏ＋ＣＯ２↑。

３．（１）Ａ（１分）　（２）ＥＤ（１分）　（３）缺少尾气处理

装置（１分）　（４）Ⅱ．稀盐酸（１分）　 Ｂ中得到的

铁不含 Ｆｅ３Ｏ４（１分）　Ⅲ．澄清石灰水变浑浊（１

分）

【解析】（１）实验时先点燃 Ａ处酒精喷灯，产生的

ＣＯ将 Ｂ中空气排出，防止 Ｂ中加热时发生爆炸。

（２）要验证 Ｂ中产生的 ＣＯ２，应在 Ｂ前面用 ＮａＯＨ

浓溶液除去 Ａ中未反应的 ＣＯ２，然后再通过浓硫酸

进行干燥。（３）Ｃ装置排出的气体中含有未反应的

ＣＯ，若直接排放会污染空气，因此，该实验缺少尾气

处理装置。（４）由实验 Ｉ的现象“黑色固体部分消

失”可知，黑色产物中一定有Ｆｅ，且至少有 Ｆｅ３Ｏ４和

ＦｅＯ中的一种；由实验Ⅱ的现象“黑色固体全部溶

解”可知，该实验是将固体加入到足量的稀盐酸中，

再根据“加入少量ＫＳＣＮ溶液，溶液不变成血红色”

可知，黑色固体中不含 Ｆｅ３Ｏ４，含有 ＦｅＯ；由实验Ⅲ

可知，ＣＯ将某种铁的氧化物还原产生了 ＣＯ２，使澄

清石灰水变浑浊。综合上述探究，可知黑色产物是

Ｆｅ和ＦｅＯ。

４．Ａ

５．Ｂ　【解析】通电导线周围存在磁场，将小磁针移走，

磁场仍存在，Ａ错误；电磁铁磁性的强弱与电流大

小、线圈的匝数有关，电流一定时，匝数越多、电磁

铁的磁性越强，Ｂ正确；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到力的

作用，受力方向与磁场方向和电流方向有关，改变

电流方向并对调 Ｎ、Ｓ极，导体棒摆动方向不变，Ｃ

错误；导体棒在磁场中运动，若不切割磁感线，就不

会产生感应电流，Ｄ错误。故选Ｂ。

６．ＡＤ　【解析】车轮设计为圆形是通过变滑动为滚动

来减小摩擦力，Ａ正确；用橡皮擦掉错字时，字体的

消失就是利用橡皮与纸面之间的摩擦，因此该摩擦

是有利的，Ｂ错误；物体与传送带一起向右减速运动

时，物体受到向左的合力，即受到水平向左的摩擦

力，Ｃ错误；竹梯下端包扎橡胶皮是为了增大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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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增大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来增大

摩擦力，Ｄ正确。故选ＡＤ。

７．１２　０．９６　【解析】灯泡正常工作时的电流Ｉ额 ＝
Ｐ额
Ｕ额

＝３Ｗ６Ｖ＝０．５Ａ，移动滑片 Ｐ至某一位置，电压表和

电流表示数分别为３Ｖ和０．５Ａ，即此时电路中的

实际电流 Ｉ＝０．５Ａ＝Ｉ额，故此时灯泡恰好正常工

作，可得灯泡的电阻：Ｒ＝
Ｕ额

２

Ｐ额
＝（６Ｖ）

２

３Ｗ ＝１２Ω，灯泡

两端电压Ｕ灯 ＝Ｕ额 ＝６Ｖ，Ｒ２两端电压即电压表示数

Ｕ２＝３Ｖ，Ｒ１两端电压：Ｕ１＝ＩＲ１＝０．５Ａ×６Ω＝３Ｖ，

则电源电压 Ｕ＝Ｕ１＋Ｕ２＋Ｕ灯 ＝３Ｖ＋３Ｖ＋６Ｖ＝

１２Ｖ，当滑片置于最右端时：Ｒ１两端电压：Ｕ１′＝Ｉ１′Ｒ１

＝０．２Ａ×６Ω＝１．２Ｖ，灯泡两端电压：Ｕ灯′＝Ｕ－

Ｕ１′－Ｕ２′＝１２Ｖ－１．２Ｖ－６Ｖ＝４．８Ｖ，此时灯泡的实

际电功率为：Ｐ灯实 ＝Ｕ灯′Ｉ１′＝４．８Ｖ×０．２Ａ＝０．９６Ｗ。

８．如答图所示

拓展训练８题答图

【解析】小车水平向右匀速运动，小球与竖直车厢壁

刚好接触，只是接触不挤压，没有力的作用，因此小

球受到两个力的作用：竖直向下的重力，竖直向上

的拉力。

９．（１）Ｂ　（２）压力大小　【解析】（１）由图示可知，步

骤①和②所示实验为物体间的压力相同而接触面

的粗糙程度不同，可以探究摩擦力与接触面粗糙程

度的关系，可以验证猜想Ｂ；（２）由步骤①和③实验

可知，接触面粗糙程度相同而压力不同，是为了检

验猜想Ａ：摩擦力与压力大小的关系。实验得出的

结论是：在接触面粗糙程度一定时，滑动摩擦力的

大小与压力大小有关。

１０．（１）杠杆自重　 （２）②　（３）大于　【解析】（１）把

质量分布均匀的杠杆中点置于支架上，杠杆的重

心通过支点，消除杠杆重对杠杆平衡的影响；（２）

如图甲所示，是已经平衡的杠杆，若在两侧的钩码

下再各增加一个相同的钩码，根据杠杆的平衡条

件，左侧３Ｇ×４ｌ＝１２Ｇｌ，右侧２Ｇ×８ｌ＝１６Ｇｌ，①左侧

钩码向左移动４个格，３Ｇ×８ｌ＝２４Ｇｌ≠１６Ｇｌ，故杠

杆不能平衡；②右侧钩码向左移动２格，２Ｇ×６ｌ＝

１２Ｇｌ，故杠杆会重新平衡；③实验开始以后不能再

重新调节平衡螺母，故选②；（３）根据杠杆的平衡

条件，４Ｇ×４ｌ＝Ｆ×８ｌｓｉｎθ（θ为弹簧测力计与杠杆

的夹角），Ｆ＝２Ｇｓｉｎθ
＝２×０．５Ｎｓｉｎθ

＝１Ｎｓｉｎθ
，当 ０＜θ＜

３０°，ｓｉｎθ小于０．５，Ｆ大于２Ｎ，θ＝３０°，ｓｉｎθ等于

０．５，Ｆ＝２Ｎ，９０°＞θ＞３０°，ｓｉｎθ大于０．５，小于１，

１Ｎ＜Ｆ＜２Ｎ，故示数大于１Ｎ。

１１．（１）液化　（２）静止　 （３）歼－１０Ｂ搭载的推力矢

量发动机的喷口可以向不同方向偏转

【解析】（１）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排出的“暖湿”气体

遇冷会发生液化现象，此过程放热；（２）歼 －１０Ｂ

战机在空中悬停时，以地面上的观众为参照物，战

机是静止的；（３）由材料可知歼 －１０Ｂ在“眼镜蛇

机动”环节可以产生不同方向的推力，这是因为歼

－１０Ｂ搭载的推力矢量发动机的喷口可以向不同

方向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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