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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对答案

第一部分　选择题（共１５分）
（本部分包括１３道小题，１～１１小题，每题１分；１２、１３小题，每题２分。每小题只有一个最符合题目要求的选项。）
１～５ＣＤＣＡＢ　　６～１０ＤＡＣＤＡ　　１１～１３ＣＢＢ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共５０分）
１４．（８分）（１）分子（１分）　原子（１分）　（２）①１９（１分）　②４（１分）　③它们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相等（１

分）　④阴离子（１分）　Ｃｌ－（１分）　⑤化合反应（１分）
１５．（５分）①Ｈ２ＣＯ３（其他合理答案均可）（１分）　② ＣａＯ＋２ＨＣｌ ＣａＣｌ２＋Ｈ２Ｏ（其他合理答案均可）（１分）

③Ｎａ２ＣＯ３（其他合理答案均可）（１分）　④ＨＮＯ３（其他合理答案均可）（１分）　⑤Ｃ＋Ｏ２
点燃

ＣＯ２（其他合

理答案均可）（１分）
１６．（７分）（１） （１分）　（２）氯化钾（１分）　２２（其他合理答案均可）（１分）

（３）５５ｇ（１分）　（４）饱和（１分）　２８．６％（１分）　（５）降温结晶（或冷却热饱和溶液）（１分）
１７．（７分）（１）低（１分）　（２）良（１分）　（３）＋４→＋６（１分）　（４）６（０．５分）　４（０．５分）　５Ｎ２（０．５分）

６（０．５分）　（５）小于或等于３∶８（２分）

１８．（１１分）（１）集气瓶（１分）　（２）ｂｄｇ（１分）　２Ｈ２Ｏ２
ＭｎＯ


２
２Ｈ２Ｏ＋Ｏ２↑（１分）　不变（１分）

（３）Ｚｎ＋Ｈ２ＳＯ ４ ＺｎＳＯ４＋Ｈ２↑（１分）　向下排空气法（或排水法）（１分）　（４）①检查装置气密性（１

分）　②饱和碳酸氢钠溶液（１分）　③将气体通入澄清石灰水中，若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则该气体为二氧化
碳（１分）　④４．４ｇ（２分）

１９．（１２分）（１）烧杯中溶液由红色变成无色（１分） 　ＮａＯＨ＋ＨＣｌ ＮａＣｌ＋Ｈ２Ｏ（１分）　（２）盐（１分）　（３）

试管内的液面上升（１分）　（４）二氧化碳能溶于水且能与水发生反应（１分）　等体积的水（１分）　【设计
实验】足量的氯化钡（其他合理答案均可）（１分）　有白色沉淀生成（１分）　无色酚酞溶液（１分）　【实验
反思】①氢氧化钠溶液未变质（１分）　②加入的少量盐酸与氢氧化钠完全反应，没有盐酸剩余（其他合理答
案均可）（２分）

详解详析

第一部分　选择题（共１５分）
１．Ｃ
２．Ｄ
３．Ｃ
４．Ａ　【解析】稀盐酸没有吸水性，也不与水反应，不能

用作干燥剂，Ａ不正确；铁锈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铁，
稀盐酸可与金属氧化物反应，所以稀盐酸可用于除

铁锈，Ｂ正确；锌与稀盐酸反应可生成氯化锌和氢
气，Ｃ正确；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氢氧化镁，
碳酸钙、氢氧化镁均可与稀盐酸反应，所以可用稀

盐酸清除水垢，Ｄ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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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预测　物质的性质与用途沈阳１０年９考。

（１）此点涉及的主要物质有：酸、碱、盐、氮气、二氧

化碳等。（２）在选择题或非选择题中均有考查。

（３）预计２０１９年在选择题中以文字叙述形式考查

的可能性较大。

５．Ｂ　【解析】硫磺有毒，食用硫磺熏白的木耳，会危害

身体健康，Ａ不合理；石灰乳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

钙，配制农药波尔多液是用氢氧化钙和硫酸铜溶

液，Ｂ合理；草木灰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钾，其水溶液

显碱性，氯化铵可与碱性物质反应产生氨气，降低

肥效，Ｃ不合理；回收再利用一次性塑料饭盒可减少

白色污染，同时节约资源，Ｄ不合理。

６．Ｄ　【解析】甲醛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Ａ正确；

甲醛是由甲醛分子构成的，一个甲醛分子由１个碳

原子、２个氢原子和１个氧原子构成，Ｂ正确；甲醛

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完全燃烧时，碳元素转

化为二氧化碳，氢元素转化为水，所以甲醛完全燃

烧的产物是二氧化碳和水，Ｃ正确；化合物中组成元

素的质量比等于元素原子个数与该元素相对原子

质量的乘积之比，甲醛中碳元素和氢元素的质量比

为（１２×１）∶（１×２）＝６∶１，Ｄ不正确。

７．Ａ　【解析】硬水中含有较多的可溶性钙、镁化合物，

过滤只能除去水中难溶性或者不溶性杂质，所以过

滤不能改变水的硬度，Ａ不正确；电解水时，生成氢

气与氧气的体积比约为２∶１，Ｂ正确；水是最常见的

溶剂，可以溶解很多物质，Ｃ正确；世界上水的总量

很多，但人类可利用的淡水资源有限，需要节约用

水，Ｄ正确。

８．Ｃ　【解析】燃烧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可燃物、可

燃物与氧气接触、温度达到可燃物的着火点，可燃

物与氧气充分接触，但温度不一定达到了其着火

点，所以不一定发生燃烧，Ａ不正确；着火点是物质

的固有属性，一般不随外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Ｂ不

正确；可燃性气体或可燃性粉尘与空气或氧气混合

时遇明火易引起爆炸，面粉厂车间充满了可燃性的

面粉粉尘，遇明火易引起爆炸，若经常通风可降低

车间内面粉粉尘的浓度，防止引起爆炸，Ｃ正确；发

生火灾时，容易破坏电力系统，所以高层楼房发生

火灾时不能乘坐电梯逃生，Ｄ不正确。

【易错分析】本题易错选Ｂ，错选Ｂ的原因是没有正

确掌握着火点的概念，着火点是物质的固有属性，

它不会随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９．Ｄ　【解析】比较金属活动性强弱
的依据：①金属能否与稀酸发生置
换反应；②金属能否与另一种金属
的盐溶液发生置换反应。铁、铜、

银三种金属的活动性依次减弱，比

较三种金属活动性强弱，可选择的试剂：“两金夹一

盐”，即铁、银和硫酸铜溶液，故 Ｄ符合题意；或“两
盐夹一金”，即硫酸亚铁溶液、硝酸银溶液和铜；铜

和银都不与稀硫酸反应，所以 Ａ组试剂无法验证铜
与银的金属活动性强弱；银与硫酸铜、硫酸亚铁均

不反应，所以Ｂ组试剂无法验证铜和铁的金属活动
性强弱；铁与铜均可与硝酸银发生置换反应，Ｃ组试
剂无法验证铁和铜的金属活动性强弱。故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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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训练

１．下列有关金属的说法，正确的是 （　　）
Ａ．合金一定不含有非金属
Ｂ．生铁是铁和碳的化合物
Ｃ．铁、铝、铜都能被磁铁吸引
Ｄ．铝能制成铝箔是利用了其延展性

温馨提示：拓展训练答案见本卷答案最后

（ＰＸ）

１０．Ａ　【解析】胃酸过多的人应适宜食用一些弱碱性
的物质，ｐＨ大于７的物质显碱性，ｐＨ等于７的物
质显中性，ｐＨ小于７的物质显酸性，苹果、番茄、牛
奶均呈酸性，玉米粥呈弱碱性，故Ａ符合题意。

１１．Ｃ　【解析】取用药品时，为防止污染药品及避免药
品腐蚀皮肤，不能用手直接拿取药品，Ａ正确；加
热液体时，为防止液体暴沸溅出时伤人，试管口不

能对着自己或他人，Ｂ正确；实验完毕后剩余的药
品，不能放回原瓶，不能随意丢弃，更不能带出实

验室，应该放入指定的容器内，Ｃ不正确；实验完毕
以后，需及时洗涤用过的仪器，Ｄ正确。

１２．Ｂ　【解析】由加热可以闻到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产生且可观察到固体减少，可知碳酸氢铵固体受

热能分解，Ａ能达到实验目的；把干冷的玻璃片放
在蜡烛火焰上方，能看到水雾，只能验证蜡烛的燃

烧产物中含有水，不能验证燃烧产物中含有二氧

化碳，Ｂ不能达到实验目的；该实验中将相同滴数
的红墨水分别加入到等质量的热水与冷水中，可

观察到热水中红墨水扩散得较快，Ｃ能达到实验目
的；二氧化碳倒入烧杯中，使燃着的蜡烛由下到上

依次熄灭，说明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大，Ｄ能达
到实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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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Ｂ　【解析】一氧化碳在加热条件下可与氧化铜反
应生成铜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与氧化铜不反应，

所以将混有一氧化碳的二氧化碳通过足量灼热的

氧化铜可除去其中的一氧化碳，Ａ正确；硫酸镁可
与氯化钡溶液反应生成硫酸钡沉淀和氯化镁，但

加入过量的ＢａＣｌ２溶液又引入了新的杂质氯化钡，

Ｂ不正确；氧化钙在空气中高温灼烧不发生反应，
碳酸钙在空气中高温灼烧分解生成氧化钙和二氧

化碳，所以将含碳酸钙的氧化钙在空气中高温灼

烧至质量不变，可除去碳酸钙，Ｃ正确；粗盐易溶于
水，泥沙不溶于水，利用该性质差异可先把粗盐放

入水中溶解，再经过过滤除去不溶的泥沙；最后经

过蒸发可得到粗盐，Ｄ正确。

【名师点拨】除杂原则（主不减，杂不增，易分离）

主不减→不能减少被提纯物质，加入试剂只与杂质
反应；

杂不增→除去杂质过程中，不能引入新杂质；
易分离→分离简便易行，杂质应转化为气体、沉淀
或水等易分离物质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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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训练

２．下列物质中分别能与另外三种物质在溶液
中大量共存的是 （　　）
Ａ．ＨＣｌ　Ｂ．Ｎａ２ＣＯ３　Ｃ．ＣａＣｌ２　Ｄ．ＫＮＯ３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共５０分）

１４．（８分）（１）分子（１分）　原子（１分）　（２）①１９（１
分）　②４（１分）　③它们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相

等（１分）　④阴离子（１分）　Ｃｌ－（１分）　⑤化合
反应（１分）
【解析】（１）构成物质的微粒有分子、原子和离子，
其中分子由原子构成，所以图中①表示分子，②表
示原子。（２）①由图 ２可知，钾原子的质子数为
１９；②原子的核外电子数等于核内质子数，故若 Ｂ
粒子为原子，则Ｘ＝６－２＝４；③Ｃ、Ｄ元素原子的最
外层电子数相等，故二者化学性质相似；④Ｅ粒子
为氯原子，在化学反应中易得到１个电子，形成阴

离子，离子符号为Ｃｌ－；⑤锂电池放电时，两种物质
反应生成一种新物质，属于化合反应。

１５．（５分）（１）Ｈ２ＣＯ３（其他合理答案均可）（１分）　

（２） ＣａＯ＋２ＨＣｌ ＣａＣｌ２＋Ｈ２Ｏ（其他合理答案

均可）（１分）　（３）Ｎａ２ＣＯ３（其他合理答案均可）

（１分）　（４）ＨＮＯ３（其他合理答案均可）（１分）　

（５）Ｃ＋Ｏ２
点燃

ＣＯ２（其他合理答案均可）（１分）

【解析】（１）含有碳元素的化合物不一定是有机物，

碳的氧化物（ＣＯ、ＣＯ２）、碳酸盐（Ｎａ２ＣＯ３、ＣａＣＯ３
等）、碳酸（Ｈ２ＣＯ３）等虽含碳元素，但属于无机物；

（２）复分解反应不一定都有沉淀生成，也可以有水
生成或气体放出，例如氧化钙与稀盐酸反应有水生

成，也属于复分解反应，化学方程式为


ＣａＯ＋２ＨＣｌ

ＣａＣｌ２＋Ｈ２Ｏ；（３）与酸反应放出气体的物质不

一定是活泼金属，还可以是碳酸盐或碳酸氢盐，例

如碳酸钠与酸反应也有气体产生，其化学式为

Ｎａ２ＣＯ３；（４）含有氧元素的化合物不一定都是氧化

物，如硝酸中也含有氧元素，但其属于酸；（５）置换
反应是一种单质与一种化合物反应生成另一种单

质与另一种化合物的反应，有单质参加的化学反应

不一定是置换反应，例如碳与氧气反应，化学方程式

为Ｃ＋Ｏ２
点燃

ＣＯ２，属于化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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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训练

３．分析一：化学实验中的一些现象可借助压
强的变化来分析。

实验内容 实验现象 实验分析

Ａ．空气中氧气
含量的测定

待装置冷却

后打开止水

夹，水进入集

气瓶，约占集

气瓶容积的

五分之一

水进入集

气瓶约占

集气瓶容

积五分之

一的原因

是　　　
　　　　
　　　　

Ｂ．镁条反应实验

向试管中加

入稀硫酸，可

观察到 Ｕ形
管中红墨水

　　（填“左”
或 “右”，下

同）低　　高

出现此现

象的原因

是镁与稀

硫酸反应

放热，使瓶

内压强增

大

Ｃ．将汽水中的
二氧化碳通

入含紫色石蕊

试液的水中

振荡汽水瓶，

可观察到试

管中的紫色

石蕊试液变

红

紫色石蕊

试液变红

的原因是

　　　　
　　　　
　　（用化
学方程式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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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检查装

置气密性

若装置气密

性良好，则

出现的现象

为　　　　

　　　　　

　　　　　

　　　　　

出现此现

象的原因

是用手捂

住试管时，

试管内温

度升高，压

强增大；松

开手后，试

管内温度

降低，压强

减小

分析二：如图所示，用胶头滴管向装有固体

的广口瓶中滴加液体，使气球变大，请从不

同反应类型的角度大胆猜想使用的固体和

液体分别是（请写出三种组合）：

猜想一：　　　　　　　　

猜想二：　　　　　　　　

猜想三：　　　　　　　　

１６．（７分）（１）

（１分）　（２）氯化钾或 ＫＣｌ（１分）　２２（其他答案
合理均可）（１分）　（３）５５ｇ（１分）　（４）饱和（１
分）　２８．６％（１分）　（５）降温结晶（或冷却热饱
和溶液）（１分）
【解析】（１）根据表中的数据，在坐标系中找出六个
点，然后用平滑的曲线将六个点顺次连接起来，即

得到氯化钾的溶解度曲线。（２）氯化钾的溶解度
曲线较硝酸钾的平缓，说明氯化钾的溶解度受温

度影响较小，根据曲线可知，大约在２２℃时氯化
钾和硝酸钾的溶解度相等。（３）６０℃时硝酸钾的
溶解度为１１０ｇ，即２１０ｇ硝酸钾的饱和溶液中含有

的溶质质量为１１０ｇ，则１０５ｇ的硝酸钾饱和溶液中
含有的溶质的质量为５５ｇ。（４）４０℃时氯化钾的
溶解度为４０．０ｇ，所以该温度下将５０ｇ水和２５ｇ氯
化钾放入烧杯中充分溶解，所得溶液为饱和溶液，

其溶质质量分数为
２０ｇ

２０ｇ＋５０ｇ×１００％≈２８．６％。

（５）硝酸钾和氯化钾的溶解度都随温度升高而增
大，但硝酸钾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变化较大，氯化

钾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变化不大，所以若硝酸钾中

混有少量氯化钾，可通过降温结晶或冷却热饱和溶

液的方法提纯硝酸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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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现需要配制５０ｇ溶质质量分数为６％的氯
化钠溶液，请回答下列问题：

（１）计算：需要氯化钠的质量为　　　　ｇ，
需要水的体积为　　　　ｍＬ。（水的密度

近似看作１ｇ·ｍＬ－１）
（２）称量：用调好的托盘天平称取所需氯化
钠的过程中，发现天平的指针偏向右盘，接

下来的操作是　　　　　　　　。
（３）量取：量取水时，应选用量程为　　　ｍＬ
（填“５０”或“１００”）的量筒。
（４）溶解：将量筒内的水倒入盛有氯化钠固
体的烧杯中，并用　　　　不断地搅拌，其
目的是　　　　　　　　　　。
（５）转移：装瓶并贴上标签。该标签上应该
填写的内容是　　　　　　　　　　。
（６）误差分析：经测定某同学配制的氯化钠
溶液中溶质质量分数小于６％，可能的原因
是　　　　（填序号）。
Ａ．氯化钠固体不纯
Ｂ．量取水时，俯视读数
Ｃ．装瓶时，有少量溶液洒出

１７．（７分）（１）低（１分）　（２）良（１分）　（３）＋４→
＋６（１分）　（４）６（０．５分）　４（０．５分）　５Ｎ２
（０．５分）　６（０．５分）　（５）小于或等于３∶８（２分）
【解析】（１）根据表中信息可知，空气等级越低，空
气质量状况越好。（２）由表可知，空气污染指数
（ＡＰＩ）为５２时，空气质量状况为良。（３）步骤Ⅲ中
亚硫酸钙与氧气反应生成硫酸钙，反应中硫元素

化合价由＋４价变为＋６价。（４）根据质量守恒定
律可配平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６ＮＯ＋４ＮＨ３


一定条件

５Ｎ２＋６Ｈ２Ｏ。（５）碳与氧气反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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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７
题

氧气充足生成二氧化碳，如果氧气不足，则会生成

一氧化碳，碳与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碳时，碳与氧

气的质量比为１２∶３２＝３∶８，所以要使碳燃烧时不产
生一氧化碳，则需控制碳和氧气的质量比应小于或

等于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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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Ａ、Ｂ、Ｃ、Ｄ、Ｅ是初中化学常见的物质。其
中 Ａ、Ｂ、Ｃ、Ｄ为不同类别的化合物，Ａ、Ｃ、Ｄ
均含有同一种金属元素，Ｂ、Ｃ常用于实验
室制取二氧化碳。它们的相互关系如图所

示（图中“———”表示两端的物质能发生化

学反应 →，“ ”表示物质间转化关系，部

分反应物、生成物及反应条件已略去）。请

回答：

（１）Ｅ的化学式是　　　，
Ｄ俗称　　　　。
（２）Ａ———Ｂ的反应属于
　　　　（填基本反应类
型）。

（３）反应 →Ａ Ｄ是　　　　（填“吸热”
或“放热”）反应。

（４）反应 →Ｄ Ｃ的化学方程式为　　　
　　　　　　　　　　　。

１８．（１１分）（１）集气瓶（１分）　（２）ｂｄｇ（１分）　

２Ｈ２Ｏ２
ＭｎＯ


２
２Ｈ２Ｏ＋Ｏ２↑（１分）　不变（１分）　

（３）Ｚｎ＋Ｈ２ＳＯ ４ ＺｎＳＯ４＋Ｈ２↑（１分）　向下排

空气法（或排水法）（１分）　（４）①检查装置气密
性（１分）　②饱和碳酸氢钠溶液（１分）　③将气
体通入澄清石灰水中，若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则该

气体为二氧化碳（１分）　④４．４ｇ（２分）
【解析】（１）仪器 ｃ为集气瓶。（２）用过氧化氢溶
液和二氧化锰制取氧气，反应不需加热，可用试管

作反应容器，也可用锥形瓶作反应容器，若要制取

大量氧气，应选用锥形瓶作反应容器，组装发生装

置还需用到的仪器为长颈漏斗和双孔塞；用过氧

化氢溶液和二氧化锰制氧气的反应原理为２Ｈ２Ｏ２
ＭｎＯ


２
２Ｈ２Ｏ＋Ｏ２↑，二氧化锰是该反应的催化

剂，其化学性质和质量在反应前后均不变。（３）锌
和稀硫酸反应生成硫酸锌和氢气，反应的化学方

程式为Ｚｎ＋Ｈ２ＳＯ ４ ＺｎＳＯ４＋Ｈ２↑。（４）①组

装好仪器后应先进行的操作是检查装置气密性；

②饱和碳酸氢钠溶液能够除去二氧化碳中混有的
氯化氢气体，因此要得到纯净的二氧化碳，还需将

二氧化碳通入饱和碳酸氢钠溶液中；③二氧化碳能
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因此检验二氧化碳的方法是

将二氧化碳通入澄清石灰水中，若澄清石灰水变浑

浊，则气体为二氧化碳；④设制取二氧化碳的质量
为ｘ
ＣａＣＯ３ ＋２ＨＣｌ ＣａＣｌ２＋Ｈ２Ｏ＋ＣＯ２↑

７３ ４４
７３ｇ×１０％ ｘ

４４
７３＝

ｘ
７３ｇ×１０％　ｘ＝４．４ｇ

制取二氧化碳的质量为４．４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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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归纳整理是学习化学的重要方法，如图 １

为某同学整理的初中阶段可以获得氧气的

六种方法，回答下列问题：

图１

（１）① ～⑥中属于分解反应的是　　　　

（填序号）。

（２）工业上用方法②制取氧气，是利用液态

氮和液态氧的　　　　不同的原理，该方法

属于　　　　（填“物理”或“化学”）变化。

（３）电解水时，在电源　　　　（填“正”或

“负”）极产生氧气。当生成１０ｍＬ氧气的

同时，可以得到　　　　ｍＬ氢气。

（４）如图２为实验室制取氧气的常用装置，针

对氧气的实验室制法，三名同学展开讨论：

图２

甲：选择Ａ装置与　　　　　　装置组合，

并在试管口放一团棉花可制取并收集一瓶

较纯净的氧气。其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乙：用Ｂ装置不仅可以制取氧气，还能制取

　　　　　　。选择该装置的共同理由是

　　　　　　　　　　　　　　　　　






































































。

５



唐老师微信：１３２５９９１２５３９

化
学

▼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

毴

毴毴

毴

丙：Ｅ装置可以收集并储存氧气，收集氧气

时气体应从　　　　（填“ａ”或“ｂ”）端通

入，检验氧气集满的方法是　　　　　　

　　　　　　　　　　　　　　　　。

１９．（１２分）（１）烧杯中溶液由红色变成无色（１分）　

ＮａＯＨ＋ＨＣｌ ＮａＣｌ＋Ｈ２Ｏ（１分）　（２）盐（１

分）　（３）试管内的液面上升（１分）　（４）二氧化

碳能溶于水且能与水发生反应（１分）　等体积的

水（１分）　【设计实验】足量的氯化钡（其他合理

答案均可）（１分）　有白色沉淀生成（１分）　无

色酚酞溶液（１分）　【实验反思】①氢氧化钠溶液

未变质（１分）　②加入的少量盐酸与氢氧化钠完

全反应，没有盐酸剩余（其他合理答案均可）（２分）

【解析】（１）氯化钠溶液显中性，氢氧化钠显碱性，

盐酸显酸性，酚酞溶液在中性和酸性溶液中不变

色，酚酞溶液遇碱性溶液变红色，所以滴加盐酸到

一定量时，溶液由红色变成无色，说明溶液中氢氧

化钠已反应完，证明氢氧化钠能与盐酸反应。（２）

澄清石灰水与碳酸钠反应会生成碳酸钙白色沉

淀，碳酸钠属于盐，因此由该实验的现象可知碱能

与某些盐发生反应。（３）ＮａＯＨ与 ＣＯ２发生了反

应，试管内气压减小，可观察到试管内液面上升。

（４）小组同学认为丙实验还不足以证明 ＣＯ２与

ＮａＯＨ确实发生了反应，理由是二氧化碳也能与水

发生反应，故需补充对照实验将氢氧化钠溶液换

成等体积的水。【设计实验】氢氧化钠溶液和碳酸

钠溶液都显碱性，要证明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钠反应

后所得溶液中既有碳酸钠，又有氢氧化钠，可先将

碳酸钠完全转化为难溶性碳酸盐，再检验溶液中是

否有氢氧化钠，但转化碳酸钠时不能引入 ＯＨ－，因
此实验操作为取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钠反应后所得

溶液于试管中，滴入足量的氯化钡或氯化钙等溶

液，充分反应后，取上层清液滴入无色酚酞溶液，如

果观察到加入氯化钡或氯化钙等溶液时有白色沉

淀生成，滴入无色酚酞溶液时溶液由无色变为红

色，则说明反应后所得溶液中既有碳酸钠，也有氢

氧化钠。【实验反思】若用少量的稀盐酸鉴定氢氧

化钠是否变质，发现无气泡冒出，说明氢氧化钠可能

没有变质，或加入的少量盐酸与氢氧化钠完全反应，

没有盐酸剩余等。

【难点突破】本题的难点在于第（４）问【设计实验】：
反应后溶质成分的检验。当被检验的物质存在干

扰物质时，应该从分析相互干扰的物质间的性质差

异，设法将其中干扰物质进行转化除去，在转化过

程中，一是要完全转化，二是不引入新的干扰物质。

本题中溶液中既有碳酸钠，又有氢氧化钠，考虑到

两种物质都显碱性，检验时会相互干扰，由碳酸钡

或碳酸钙难溶于水，可加入可溶性钡盐或钙盐检验

碳酸根离子，并将碳酸钠完全转化为碳酸钙或碳酸

钡沉淀，但这一过程中不能影响后续氢氧化钠的检

验，所以不能用氢氧化钡溶液，检验出碳酸钠并将

碳酸钠完全沉淀后，再检验氢氧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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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Ｄ　【解析】合金是由一种金属跟其他金属（或非金
属）熔合形成的有金属特性的物质，即合金中可能

含有非金属，Ａ不正确；生铁是含碳的铁合金，属于
混合物，Ｂ不正确；铁可被磁铁吸引，铜和铝均不能
被磁铁吸引，Ｃ不正确；利用铝的延展性，可将铝制
成铝箔，Ｄ正确。

２．Ｄ　【解析】盐酸可与碳酸钠反应，两者不能大量共
存，Ａ不符合题意，碳酸钠既能与盐酸反应，又能与
氯化钙反应，Ｂ、Ｃ均不符合题意；硝酸钾与盐酸、碳
酸钠、氯化钙均不反应，可与这三种物质在溶液中

大量共存，Ｄ符合题意。
３．分析一：Ａ．足量红磷燃烧消耗尽了瓶内的氧气，生
成物为固体，导致瓶内压强减小，在大气压的作用

下，水进入集气瓶中，由于氧气约占空气总体积的五

分之一，所以进入的水也约占瓶内容积的五分之一　

Ｂ．左　右　Ｃ．Ｈ２Ｏ＋ＣＯ ２ Ｈ２ＣＯ３　Ｄ．导管口有

气泡产生，松开手后导管中形成一段稳定的水柱　
分析二：氧化钙和水（其他合理答案均可）　锌和稀
硫酸（其他合理答案均可）　碳酸钠和稀盐酸（其他
合理答案均可）

【解析】分析一：Ａ．足量红磷燃烧消耗尽了瓶内的
氧气，且生成物为固体，导致瓶内压强减小，在大气

压的作用下，水进入集气瓶中，由于氧气约占空气

总体积的五分之一，所以进入的水也约占瓶内容积

的五分之一；Ｂ．镁与稀硫酸反应放出大量的热，使
瓶内温度升高，压强变大，所以 Ｕ形管中的液面左
低右高；Ｃ．振荡时瓶内汽水中的二氧化碳逸出进入
紫色石蕊试液中，二氧化碳与水反应生成碳酸，碳

酸显酸性，能使紫色石蕊试液变红色，反应的化学

方程式为Ｈ２Ｏ＋ＣＯ ２ Ｈ２ＣＯ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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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气密性时，如果装置气密性良好，用手捂住试

管外壁，试管内气体温度升高，压强增大，所以导管

口会产生气泡，松手后，由于试管内温度下降，造成

试管内压强减小，所以导管内液面上升，并形成一

段稳定的水柱。分析二：气球变大，说明瓶内压强

增大，瓶内温度升高或气体增加都会使瓶内压强增

大。从化合反应角度：氧化钙与水反应放出热量；

从置换反应角度：活动性较强的金属与稀盐酸或稀

硫酸反应生成气体；从复分解反应角度：碳酸盐与

稀盐酸或稀硫酸反应生成气体；从分解反应角度：

过氧化氢溶液在二氧化锰催化下分解生成气体等

均能使气球变大。

４．（１）３　４７　（２）继续添加氯化钠，直到天平平衡　

（３）５０　（４）玻璃棒　加速氯化钠溶解　（５）氯化

钠溶液　６％　（６）Ａ

【解析】（１）配制５０ｇ溶质质量分数为６％的氯化钠

溶液需要氯化钠的质量为５０ｇ×６％ ＝３ｇ；需水的

质量为
５０ｇ－３ｇ
１ｇ／ｍＬ ＝４７ｍＬ。（２）用托盘天平称量所

需的氯化钠时，发现天平的指针偏向右盘，说明氯

化钠质量偏少，应继续添加氯化钠固体，直到天平

平衡。（３）量取水时，应选用量程最接近的量筒，故

应选５０ｍＬ的量筒。（４）溶解时要用玻璃棒搅拌，

作用是加速氯化钠溶解。（５）溶液试剂瓶标签应标

示溶液名称和溶质质量分数大小。（６）若配制的氯

化钠溶液中氯化钠的质量分数偏小，可能的原因是

氯化钠少了或水多了；氯化钠固体不纯，使得实际

称得的氯化钠质量偏小，导致配制的溶液的溶质质

量分数偏小，Ａ正确；量取水时，俯视读数，使得实际

量取的水的体积偏小，导致配制的溶液的溶质质量

分数偏大，Ｂ错误；装瓶时，有少量溶液洒出，不会影

响最终配制的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Ｃ错误。

５．（１）Ｈ２Ｏ（或ＣａＣｌ２）　熟石灰（或消石灰）　（２）复分

解反应　（３）放热　（４）Ｃａ（ＯＨ）２ ＋ＣＯ ２

ＣａＣＯ３↓＋Ｈ２Ｏ［或Ｃａ（ＯＨ）２＋Ｎａ２ＣＯ３ ＣａＣＯ３↓

＋２ＮａＯＨ］

【解析】根据“Ａ、Ｃ、Ｄ均含有同一种金属元素，Ｂ、Ｃ

常用于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可知 Ｂ为盐酸，Ｃ为

碳酸钙，结合“Ａ、Ｂ、Ｃ、Ｄ为不同类别的化合物”，Ａ、

Ｄ分别为氧化物和碱类物质中的一种，再根据物质

间的转化，且Ａ、Ｃ、Ｄ均含有同一种金属元素，可

知，Ａ为氧化钙，Ｄ为氢氧化钙，氧化钙与盐酸反应

生成氯化钙和水，碳酸钙与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钙、

水和二氧化碳，所以Ｅ为水或氯化钙。（１）Ｅ为水，

其化学式为 Ｈ２Ｏ（或 Ｅ为氯化钙，其化学式为

ＣａＣｌ２），Ｄ为氢氧化钙，其俗称为熟石灰、消石灰。

（２）Ａ为氧化钙，Ｂ为盐酸，氧化钙与盐酸的反应属

于复分解反应。（３）Ａ为氧化钙，Ｄ为氢氧化钙，氧

化钙与水反应转化为氢氧化钙，氧化钙与水反应放

出大量的热。（４）Ｄ为氢氧化钙，Ｃ为碳酸钙，氢氧

化钙与二氧化碳反应，可转化为碳酸钙，反应的化

学方程式为 Ｃａ（ＯＨ）２＋ＣＯ ２ ＣａＣＯ３↓ ＋Ｈ２Ｏ，

氢氧化钙与碳酸钠反应，也可转化为碳酸钙，反应

的化学方程式为 Ｃａ（ＯＨ）２＋Ｎａ２ＣＯ ３ ＣａＣＯ３↓

＋２ＮａＯＨ。

６．（１）③④⑤⑥　（２）沸点　物理　（３）正　２０

（４）甲：Ｆ　 ２ＫＭｎＯ４
△
Ｋ２ＭｎＯ４＋ＭｎＯ２＋Ｏ２↑　

乙：ＣＯ２（或Ｈ２）　反应物是固体和液体，反应不需

要加热　丙：ａ　将带火星的木条靠近 ｂ导管口，若

木条复燃，则氧气已集满

【解析】（１）分解反应是一种物质生成两种或两种以

上物质的反应，除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工业制氧气外

其余反应均属于分解反应。（２）分离液态空气制取

氧气是根据液态氧和液态氮的沸点不同而分离的，

没有生成新物质，是物理变化。（３）电解水时，电源

正极产生的气体为氧气，负极产生的气体是氢气，

产生氧气与氢气的体积比约为１∶２，故当生成氧气

的体积为１０ｍＬ时，可以得到２０ｍＬ的氢气。（４）

甲：要收集一瓶较纯净的氧气，应用排水法收集，故

收集装置应选择Ｆ，试管口塞棉花，应为加热高锰酸

钾制氧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２ＫＭｎＯ４
△

Ｋ２ＭｎＯ４＋ＭｎＯ２＋Ｏ２↑；乙：Ｂ装置为固液常温型发

生装置，其不仅可以用于过氧化氢溶液和二氧化锰

制取氧气，也可用于大理石与稀盐酸反应制取二氧

化碳，还可以用于锌粒与稀硫酸反应制取氢气，能

够选择该装置的共同理由是反应物是固体和液体，

反应不需要加热；丙：氧气的密度比空气大，故用 Ｅ

装置收集氧气时，气体应从ａ端通入，检验氧气收集

满的方法是将带火星的木条靠近 ｂ导管口，若木条

复燃，则氧气已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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