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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期
单元测试参考答案

一尧选择题
员援B
圆援阅
提示院泼上汽油焚烧，会产生许多

有害的气体，会对空气造成极大的污

染，这种做法不科学。倾倒入海里或深

埋入土地，对水体、生态、自然环境都

会产生危害，均不可取。碾压粉碎后回

收再利用，能消除其侵权行为，又能保

护环境，方法可取。

3援A
提示院榨取果汁只是将水果中的

汁液提取出来，没有其他物质生成，属

于物理变化；冬瓜腐烂、铁锅生锈、煤

气燃烧均有其他物质生成，都属于化

学变化。

4援D
提示院用胶头滴管向试管内滴加

液体时，滴管要竖直、悬空，不能伸入

试管内，故 D图操作错误。
5援A
提示院原子论和分子学说的确立，

奠定了近代化学的基础，此后化学才

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6援A
提示院给试管中的食盐水加热步

骤包括先在试管中加入食盐水，且不

能超过试管容积的三分之一，将试剂

瓶盖好放回原处；然后用试管夹从试

管底部套入夹在离试管口三分之一

处，然后点燃酒精灯给试管加热，故正

确的顺序是：榆虞盂淤于。
7援B
提示院加热锥形瓶时必须垫石棉

网，故 A选项错误。俯视刻度，读数偏
大，量取水的实际体积偏小，故 B选项
正确。滴瓶上的滴管用完不可清洗，故

C选项错误。称量药品时，药品和砝码
放反了，若没拨动游码，对实验结果没

有影响，故 D选项错误。
8援B
提示院用量筒量取液体时，量筒要

放平，读数时视线应与凹液面最低处

相平；若仰视液面，读数比实际偏小，

若俯视液面，读数比实际偏大。

小明用量筒量取一定体积的水，

开始俯视读数为 30.0mL，实际体积小
于 30.0mL；倒出一部分水后，仰视剩余
水的体积为 20.0mL，其读数会比实际
偏小，那么剩余水的实际体积应大于

20.0mL，则小明实际倾倒出的水的体
积小于 10mL。

9援A
提示院托盘天平只能精确到 0.1g，

能称得 11.7g锌粒，故 A选项正确。
量取 5mL液体应选用与之相等的

量筒或稍大规格的量筒一次性量出，

选用 100mL量筒会出现较大的误差，
应选用 10mL量筒，故 B选项错误。

10mL量筒能精确到 0.1mL，只能
量出 5.2mL的酒精，不能量取 5.23mL
酒精，故 C选项错误。

用天平称量时，应遵循“左物右

码”，根据“左盘质量+游码示数=右盘
质量”，可知实际所称食盐的质量为4.8g。

10援D
提示院称量 2.5g药品的具体操作：

把游码拨到 2.5g处，向左盘加药品，在
称量中发现指针向右偏转。说明药品

少了，要增加药品。

二尧填空与简答题

11.无色、有刺激性气味、液体，密
度比水小，不溶于水，沸点是 80.1益，熔
点是 5.5益 一定条件下，苯分别能与

氢气、溴等物质反应 苯在空气里燃烧

生成二氧化碳和水 化学变化

12.（1）获得结论
（2）猜想与假设
（3）提出问题
（4）实验、收集证据
（5）反思与评价
（6）盂于榆淤虞
13.（1）23
（2）13 45毅
（3）1耀2mL
（4）0.1
三尧实验与探究题

14.（1）试管夹 酒精灯

（2）受热面积最合适，而且受热均
匀，可防止试管炸裂 外

（3）避免固体粉末沾在试管壁上
（4）称量时砝码和氯化钠的位置放

反了 12.0
15.（1）腐蚀标签
（2）污染试剂
（3）试管炸裂
（4）发生火灾
（5）实际所量取的液体体积偏大
16.
实验步骤 现象 结论

分别取同体积的
超市和操场上的

气体袁分别放入燃
着的木条

盛操场气体
的瓶中木条

燃烧时间更

长

操场上氧气的

含量大于超市

中氧气的含量

第 4期
单元测试参考答案

一尧选择题

员援C
2.A
提示院地壳中含量最多的元素是

氧元素，其次是硅，含量最多的金属元

素是铝，其次是铁。

3.A
提示院车胎在阳光下爆裂，是因为

温度升高，分子间的间隔（而不是分子

体积）增大，故 A选项解释错误。
氧化汞分解成汞和氧气，是因为

分子分裂成原子，原子重新结合成新

的分子，该事实说明分子是可以再分

的，故 B选项解释正确。
闻到不远处的花香，是因为花香

中含有的分子是在不断运动的，向四

周扩散，使人们闻到花香，故 C选项解
释正确。

夏天钢轨之间的缝隙变小，是因

为夏天温度高，铁原子间的间隔变大，

故 D选项解释正确。
4.C
提示院金属是由原子直接构成的，

故 C说法错误。分子和原子本质区别
是在化学变化中，分子可以分成原子，

而原子不能再分，故 D说法正确。
5.A
提示院根据元素周期表中的一格

可知，80表示原子序数为 80，在原子
中，原子序数=核电荷数=质子数=核外
电子数，则该元素的原子核外电子数

为 80，A正确；汉字下面的数字表示元
素的相对原子质量，该元素的相对原

子质量为 200.6，相对原子质量单位是
“1”，不是“克”，B错误；汞有毒，属于金
属元素，C 错误；汞的元素符号为 Hg，
D错误。

6.D
提示院A选项中的 Si、B选项的 S、

C选项的 P均为非金属元素。
7.B
提示院海水中含量最高的元素是

氧元素。

8.B
9.D
提示院小明制作的原子模型，外圈

上小球为电子，内圈为原子核，由图示

可知，核外有 2个电子，原子中核内质
子数=核外电子数，则核内质子数为 2；
中子数也为 2，该模型表示氦原子。

10.B
二尧填空题

11.（员）匀早 晕 圆匀
（2）淤铁元素 于1个铁原子

盂金属铁
12.（1）分子的构成相同
（2）水分子本身没有改变，只是水

分子之间间隔变大了

（3）加压降温后，空气中的气体分
子之间的间隔变小

（4）温度升高，汞原子之间的间隔
变大

13.（1）5
（2）铍
（3）核电荷数依次增大（合理即可）
（4）14
（5）氧 a-8
（6）电子层数相同
提示院考查对元素周期表的认识。

（1）在原子中，质子数=核外电子
数，硼原子结构示意图中的 x=5。
（2）元素的化学性质是由原子的

最外层电子数决定的，镁原子的最外

层电子数为 2，铍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
也为 2，两者化学性质相似。
（3）表中元素从左至右排列所遵

循的规律是最外层电子数依次递增，

质子数或核电荷数依次增大，电子层

数相同。

（4）一个一氧化碳（CO）分子中所
含电子总数为一个碳原子的核外电子

数和一个氧原子的核外电子数的和，

所以为 6+8=14。
（5）M2-与 Ne核外电子排布相同，

Ne核外电子数为 10，M得到 2个电子
带 2个单位负电荷，则 M原子的质子
数为 10-2=8，其名称为氧。相对原子质
量抑质子数+中子数，已知 M元素的相
对原子质量为 a,则 M元素原子核内的
中子数=相对原子质量-质子数=a-8。
（6）周期数=电子层数，元素位于

同一周期的原因是因为原子的电子层

数相同。

14.（1）氧 氖 钠 硫

（2）月 悦 悦 粤、阅
三尧实验与探究题

15.（1）C、B、A 红 分子在不断

地运动

（2）起衬托作用，便于观察滤纸条
的颜色变化

（3）浓氨水
提示院（1）在试管中的滤纸条上 A、

B、C三处各滴上一滴无色酚酞溶液，试
管口塞上一团滴有浓氨水的棉花，由

于棉花上的浓氨水而闻到有刺激性气

味，同时可以观察到 A、B、C三处的酚
酞溶液变成红色，先后顺序为 C、B、A。
该现象说明分子在不断地运动。

（2）在试管下放一张白纸的作用是
便于观察颜色的变化。

（3）滴加了浓氨水的脱脂棉没有变
红色，而试管内滴加了酚酞溶液的滤

纸条变红色，说明浓氨水具有挥发性。

四尧计算题

16援（1）D
（2）38
（3）56 2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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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2期
随堂练习参考答案

异2.1 空气

一尧选择题
1.B
提示院空气中各成分的体积分数分

别是：氮气大约占 78%，氧气大约占
21%，稀有气体大约占 0.94%，二氧化碳
大约占 0.03%，水蒸气和其他气体和杂
质大约占 0.03%。

空气的成分主要以氮气和氧气为

主，氧气约占五分之一，氮气约占五分

之四。

2.A
提示院根据国家规定的空气污染指

数项目分析解题，目前国家计入空气污

染指数的项目暂定为：二氧化硫、一氧

化碳、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等。

二氧化碳属于空气中的气体成分，

不属于空气污染物。

3.B
提示院氮气和稀有气体的化学性质

不活泼，氮气的用途主要有：制造氮肥，

氮气充入食品包装袋内可以防腐，液态

氮可以作制冷剂。

氧气的化学性质有：氧化性和助燃

性，因此常用于支持燃烧和供给呼吸

等。

稀有气体的主要用途是：制作各种

电光源、作保护气等，其中氦气密度比

较小，可以用来填充探空气球。

二氧化碳可以促进绿色植物的光

合作用。

4.C
提示院 纯净物中只有一种物质，题

中符合条件的只有液态氧。

5.A
提示院焚烧落叶会产生气体污染和

粉尘污染。

二尧填空题
6.（员）月
（圆）检查装置的气密性
（猿）白烟 源
（源）15

异2.2 氧气

一尧选择题
1.B
提示院物质的缓慢氧化不会发光，

故 A选项错误。水中溶解的少量的氧
气可以供给水生生物呼吸，故 B选项
正确。氧气的化学性质虽然比较活泼，

但不能跟所有的物质发生反应，故 C
选项错误。氧气约占空气总体积的

21%，氮气约占空气总体积的 78%。
2.A
提示院光合作用是吸收二氧化碳

释放出氧气，氧气是生成物。

钢铁生锈是铁与水、氧气发生了

化学反应的结果，氧气是反应物；动植

物的呼吸是吸入氧气释放出二氧化

碳，氧气是反应物；食物的腐烂变质，

是食物在氧气的作用下发生了缓慢氧

化，氧气是反应物。

由此可知，只有光合作用的过程

中，氧气没有参加反应。

3.A
提示院红磷在氧气中或空气中燃

烧的现象都是产生大量白烟，故 A选
项正确。

硫在空气中燃烧发出淡蓝色火

焰，在氧气中燃烧产生蓝紫色火焰，故

B选项错误。
木炭在氧气中燃烧，发出白光，C

选项中“生成二氧化碳”是实验结论，

不是现象，故 C选项错误。
铁丝在空气中不能燃烧，故 D选

项错误。

4.C
提示院氢气在氧气中燃烧是剧烈

的氧化反应。

5.B
提示院A 选项属于分解反应，B 选

项属于氧化反应，也属于化合反应，C
选项属于氧化反应，D选项属于分解反
应。

二尧填空题
6.（员）澄清的石灰水
（圆）蓝紫 刺激性 二氧化硫

（猿）孕圆韵缘
（源）黑 溅落下的熔化物炸裂瓶底

铁垣氧气点燃 四氧化三铁 化合反

应

异2.3 制取氧气

一尧选择题
1.A
提示院工业上采用分离液态空气的

方法制取氧气，实验室采用分解过氧化

氢或高锰酸钾或氯酸钾的方法制取

氧气。

工业制取氧气所选的反应物为液

态，发生的是物理变化，无分解反应之

说。实验室制取氧气选用的反应物有液

态，有固态，但没有气态，发生的均是化

学变化，且都是分解反应。工业制氧气

和实验室制氧气制得的氧气性质均相

同。由此可知 A选项正确，B、C、D选项
均错误。

2.C
提示院用过氧化氢制取氧气不需要

加热，但采用了二氧化锰作催化剂，发

生的是分解反应，生成物为水和氧气，

而加热高锰酸钾制取氧气，未用催化

剂，产物为锰酸钾、氧气、二氧化锰，属

于分解反应，由此可知 C选项正确。
3.C
提示院根据催化剂在化学反应中的

“一变二不变”可知，题中 NiFeO4为催化
剂。

4.B
提示院氧气的密度大于空气的密

度，且不易溶于水，因此只能用向上排

空气法或排水法收集。用排水法收集氧

气时，导气管应该刚刚伸入瓶口即可；

用向上排空气法收集时，应将导气管伸

入瓶底。由此可知 B选项正确。
5.A
提示院排水法收集前未将集气瓶灌

满水，混入空气会使收集的氧气不纯

净，放入点燃的木炭，现象不明显；

导管口连续放出气泡时开始收集

氧气，说明试管内的空气已排尽，收集

的氧气纯净，放入点燃的木炭，现象明

显；

收集满后盖上毛玻璃片拿出水面，

不会混入空气，收集的氧气纯净，放入

点燃的木炭，现象明显；

氧气的密度比空气大，收集满氧气

的集气瓶正放于桌面，氧气不会逸出，

浓度较大，放入点燃的木炭，现象明显。

由上述分析可知，正确选项为 A选
项。

二尧填空题
6援（1）酒精灯
（2）B C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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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选择题

1援A
2.C
提示院根据工业制取氧气的方法：

分离液态空气法，利用液态氮和液态

氧的沸点不同进行分离，故 A说法正
确；空气中的有害气体有：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二氧化氮等，故 B说法正
确；空气中氧气体积约占空气体积的

21%，故 C 说法错误；植物光合作用
的生成物是氧气和有机物，故 D说法
正确。

3.C
4.C
5.C
提示院催化剂能改变其他物质的

化学反应速度，但在反应前后，本身的

化学性质和质量都不变，不能改变反

应中生成物的质量，不加二氧化锰，虽

然产生氧气的速率慢，但是最终还是

能产生氧气。故正确答案为 C选项。
6.D
7援D
提示院检验氧气是否收集满时，应

将带火星的木条放在集气瓶口，不能

伸入瓶中，D图中所示操作错误。
8援C
提示院通过装置可以看出，改进后

装置的反应容器体积小，里面密封的

空气就少，则药品消耗少的说法正确；

改进后装置比较简洁，空气只存

在于直玻璃管内，而课本装置的气体

除了集气瓶内的外，导气管中也含有

气体，因此可以减少图 2装置中导管
引起的误差，B说法正确；

装置漏气对图 2、3装置来说都会
影响测定结果，故 C说法错误；

改进后直玻璃管内径相等，通过

活塞移动的距离易准确推算出空气中

氧气的含量，D说法正确。
二尧填空与简答题

9.（1）减少空气污染，净化空气（合
理即可）

（2）CO（合理即可）
（3）abc
10.（1）高锰酸钾加热 锰酸钾+二氧

化锰+氧气
（2）剧烈燃烧，火星四射，放出大量

的热，生成黑色固体 都是氧化反应

（或都放出热量袁合理即可冤

（3）正：煤燃烧，提供能量；反：铁生
锈，浪费金属资源（合理即可）

（4）在空气中产生微弱的淡蓝色火
焰，在氧气中产生明亮的蓝紫色火焰

反应物浓度越大，反应越剧烈

三尧实验与探究题

11.【气体制备】A，便于添加液
体药品，从而制得较多的气体（或 B袁装
置简单） 过氧化氢 二氧化锰 水+氧气
过滤、洗涤、干燥 防止高锰酸钾粉末

冲出而堵塞导管影响气体导出 先撤

导管，在水下盖好玻片后取出，正放 a
【性质实验】发出白光，放出热量

下端系一根火柴，点燃火柴，待火柴快

燃尽时

提示院考查氧气的制取和性质实

验。【气体制备】A和 B都是可以用于
固体和液体常温下反应制取气体的发

生装置，A装置优点是可以随时加入液
体药品，制取较多的气体，B装置优点
是操作简单，但是只能制取较少的气

体；用过氧化氢溶液和二氧化锰混合制

取氧气，回收二氧化锰时需要过滤、洗

涤、干燥。【性质实验铱木炭在氧气中燃

烧的现象是发出白光，放出热量；为使

铁丝在氧气中持续燃烧，用砂纸打磨铁

丝至光亮，把细铁丝盘成螺丝状，下端

系一根火柴，点燃火柴，待火柴快燃尽

时缓慢插入盛有纯度较高的氧气的集

气瓶中，观察到持续剧烈燃烧。通过实

验得出，氧气可以支持燃烧。

12.（1）

实验操作
实验
现象

实验
一

反应慢

实验
二

二氧化

锰加入水

中不产生

氧气

实验
三

向盛有 5mL 5%
过氧化氢溶液

的试管中加入

二氧化锰袁伸入
带火星的木条

有大量
气泡产

生 袁 带
火星的
木条迅

速复燃

实验结论
或总结

结论 总结

（2）对比（或对照等）
（3）比较二氧化锰在过氧化氢分

解前后的质量

倾倒掉反应后的液体，向剩余

的固体中重新加入过氧化氢溶液，有大

量气泡产生，说明二氧化锰仍然能加快

过氧化氢的分解速率（化学性质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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