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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选择题
员.D
提示院A选项，2g食盐溶于 10g水

得到 12g食盐水，属于物理变化，不能
用质量守恒定律解释。B选项，5g水加
热蒸发得到 5g水蒸气，属于物理变化，
不能用质量守恒定律解释。C选项，氢
气和氯气在点燃的条件下反应生成

水，属于化学变化，但是体积不能用质

量守恒定律解释。D选项，镁在空气中
燃烧后生成物质量增加，是因为有气体

参与了反应，生成物的质量等于参加反

应的镁的质量与参加反应的气体的质

量之和，能用质量守恒定律解释。

2.B
3.D
4.C
5.B
6.B
7.D
提示院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可知，设

待测质量为 曾，反应前各物质的质量总
和越反应后生成各物质的质量总和，则
得：愿早垣员园早垣员早垣圆员早越园早垣圆员早垣曾垣怨早，解
得：曾越员园早，粤选项错误。设反应中 载与
匝的化学计量数分别为 葬和 糟，则依据

方程式中物质的质量关系可知 aM
cM =

8g-0g21g-9g ，解得 葬颐糟越圆颐猿，则 载与 匝的计
量数之比是 圆颐猿，月选项错误。反应后生
成 再的质量为 圆员早-员园早越员员早，悦选项错
误。反应过程中，再与 匝改变的质量比
为（圆员早-员园早）颐（圆员早-怨早）越员员颐员圆，阅 选项
正确。

8.C
提示院反应后甲和丁质量增大，二

者是该反应中的生成物，A 选项不正
确。由于不知道化学方程式中的化学计

量数，故不能计算相对分子质量比，B选
项不正确。参加反应的乙、丙的质量比

一定为 48g颐23g=48颐23，C选项正确。戊
反应前后质量不变，可能是该反应的催

化剂，也可能既不是催化剂也不是反应

物或生成物，D选项不正确。
二尧填空题

9.（1）淤2KClO3 吟
MnO2=2KCl+3O2尹

于4P+5O2
点燃=2P2O5 化合反应

（2）Cl2 NaClO+1

（3）MgH2+2H2O=Mg（OH）2+2H2尹
三尧实验与探究题
10.（1）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反应前

后元素种类不变，反应物中没有氮元素

（2）澄清石灰水 澄清石灰水变

浑浊

（3）右 反应生成的气体逸出，带

走了一部分质量 密闭

（4）ClO2 +4
（5）
四尧计算题
11.解院由表中数据可知，高锰酸钾

完全分解后产生氧气的质量为：16.0g-
14.4g=1.6g。

设样品中高锰酸钾质量为 x。

2KMnO4=吟 K2MnO4+MnO2+O2尹
316 32
x 1.6g

31632 = x1.6g x=15.8g约16.0g
答：同学们称取的高锰酸钾样品不

是纯净物。

4版 能力提升

一尧选择题
1.A
提示院44g CO2中含有碳元素的质

量为：44g伊 1244 伊100%=12g，36g水中含
有氢元素的质量为：36g伊 1伊218 伊100%=
4g，生成物中所含碳、氢元素的质量
和=12g+4g=16g，恰好等于纯净物 R的
质量，则该物质中只含有碳、氢两种元

素，A选项正确，C选项错误。由质量
守恒定律，消耗氧气的质量为 44g+
36g-16g=64g，B 选项错误。R中碳元

素的质量分数为 12g16g 伊100%=75%，D
选项错误。

2.B
提示院由图可知，t1开始固体质量发

生变化，故开始反应的时间为 t1s，A选
项正确。镁燃烧生成氧化镁，固体质量

增加，增加的质量为氧元素的质量，故

氧化镁中氧元素的质量为（m2-m1）g，B
选项错误。镁燃烧生成氧化镁，固体质

量增加，该实验燃烧时放热使氧化镁

散逸，导致 m3<m2，C 选项正确。欲使
m3=m2，须在密闭体系中完成该实验，D
选项正确。

二尧实验与探究题
3.（员）淤晕葬圆悦韵猿垣圆匀悦造= 圆晕葬悦造垣

匀圆韵垣悦韵圆尹
于酒精和水混合没有发生化学变

化，不能用质量守恒定律来解释 反应

生成的二氧化碳气体扩散到空气中

（2）淤有大量气泡产生，气球胀大
于膨胀的气球产生浮力

第 10期
期中综合能力提升渊一冤
一尧选择题
员.悦
圆.月
猿.月
源.阅
提示院读取液体体积时，视线要和

凹液面最低处保持水平，粤选项错误。
移走蒸发皿应该用坩埚钳，月 选项错
误。过滤液体应该用玻璃棒引流，且漏

斗下端尖嘴口应紧贴烧杯内壁，悦选项
错误。取少量液体时瓶塞倒放，标签朝

向手心，试管口与试剂瓶口紧靠，阅选
项正确。

缘.悦
提示院蒸馏水中不含对人体健康

有益的矿物质，长期饮用，对人体健康

不利，粤选项正确。水在通电的条件下
反应生成氢气和氧气，月选项正确。雪
和水均由水分子构成，但是分子之间

的间隔不同；冰是固态的水，冰和水均

由水分子构成，化学性质相同，悦选项错

6.C
7.D
提示院上述实验说明碳酸和醋酸具

有相似的化学性质，二氧化碳和醋酸不

具有相似的化学性质，D选项不正确。
8.（员）悦韵极易与血红蛋白结合，使

人体内缺氧

（圆）排出反应装置内的空气，避免
CO不纯，加热时发生爆炸
（猿）黑色粉末慢慢变成红色

悦韵垣悦怎韵 △=悦怎垣悦韵圆
（源）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悦韵圆垣悦葬（韵匀）圆越悦葬悦韵猿引垣匀圆韵
（缘）没有进行尾气处理，应在 悦处

加一个燃着的酒精灯（合理即可）

练能力

1.A
提示院蜡烛自下而上熄灭，说明了

CO2密度比空气的大，体现二氧化碳的
物理性质；蜡烛熄灭，说明了二氧化碳

不能燃烧，也不能支持燃烧，体现二氧

化碳的化学性质，A选项符合题意。干
冰用于人工降雨，利用的是干冰升华

吸热的性质，只能体现其物理性质，B
选项不符合题意。石蕊溶液变红，是因

为二氧化碳与水反应生成碳酸，只能体

现其化学性质，C选项不符合题意。气
球上浮，是因为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

的大，只能体现其物理性质，D选项不
符合题意。

2.D
3.（1）澄清石灰水
（2）A中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C中

黑色粉末变红，D中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3）如果没有 B装置，就无法除掉

原混合气体中的 CO2，导致无法判断原
混合气体中是否含有 CO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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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选择题
1.D
2.A
提示院CO 和 CO2 组成元素相同，

但分子构成不同，因此它们的化学性

质不相同，A选项错误。

3.A
提示院石墨有优良的导电性能，与

用于制铅笔芯无关；制铅笔芯是利用

了石墨质软的性质，A选项错误。C60分

子很稳定，有超导性，广泛应用于超导

领域，B选项正确。金刚石是天然存在

的最硬物质，硬度大，可用于装在钻探

机的钻头上，C选项正确。CO具有还原

性，在冶金工业用于炼铁，D选项正确。

4.B
提示院进入久未开启的菜窑之前，

做“灯火实验”，目的是检验久未开启

的菜窑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是否太高，B
选项正确。

5.C
6.B
提示院由于碳原子的排列方式不同，

导致金刚石、石墨两种物质的物理性

质不同，A选项错误。焦炭不具有疏松
多孔的结构，不具有吸附性，C选项错误。
C50、C60、C70等属于单质，D选项错误。

7.D
8.C
提示院用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铜的

实验操作顺序为：先挤压 CO气囊通入
一氧化碳一会儿，把装置中的空气排

尽，以防止发生爆炸，A选项错误。一氧
化碳和氧化铜在加热的条件下生成铜

和二氧化碳，所以实验中乙的现象是

黑色物质逐渐变红，B选项错误。一氧
化碳有毒，需要尾气处理，一氧化碳难

溶于水，可以用排水法收集处理，C选
项正确。热的铜能与氧气反应，实验结

束时先撤离酒精灯，继续通入 CO直到
玻璃管冷却，其目的是防止生成的灼

热铜重新被氧化，D选项错误。
二尧填空题
9.（1）二氧化碳
（2）干冰
（3）化石燃料的燃烧（合理即可）

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

10.（1）不燃烧也不支持燃烧
（2）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CO2+Ca（OH）2=CaCO3引+H2O
（3）二氧化碳与水反应生成碳酸，

碳酸使石蕊试纸变红色

11.CaCO3
高温=CaO+CO2尹

（2）分子间隔 干冰升华会吸收大
量的热
（3）石蕊溶液
三尧实验与探究题
12.（1）做反应容器（合理即可）

淤CaCO3+2HCl=CaCl2+H2O+CO2尹 D

于长颈漏斗内上升一段液柱
盂可以控制反应的速率
（2）D
提示院（2）盐酸具有挥发性，能挥发

出氯化氢气体，甲中逸出的气体不是

只含 CO2，还含有氯化氢气体，A选项
错误。氯化氢气体能使紫色石蕊溶液

变红色，乙中液体变红，不能证明 CO2
能与水反应，B选项错误。加热后红色
不褪去，不能说明碳酸受热不分解，

因为氯化氢气体溶于水形成的盐酸会

使紫色石蕊溶液变红色，C选项错误。硫
酸不具有挥发性，能与碳酸钙粉末反应

生成二氧化碳气体，欲达到实验目的，可

将盐酸改为稀硫酸，D选项正确。
4版 能力提升

一尧选择题
1.C
提示院二氧化碳与碳在高温下反

应生成一氧化碳，属于吸热反应，A选
项正确。碳酸钙的阳离子是钙离子，其

离子符号为 Ca2+，B选项正确。CH4中氢
元素为+1价，根据化合物中元素正负
化合价代数和为零，可得其中碳元素

为-4 价，C选项错误。物质虞的化学式
为 C，可为石墨也可为金刚石，D选项
正确。

2.C
提示院碳与氧化铜在高温条件下生

成铜和二氧化碳，随着反应的进行，固

体总质量逐渐减少，至完全反应不再

发生改变，至 N点恰好完全反应，则 M
点对应的固体物质有碳、氧化铜、铜三

种，A选项错误。N点对应的固体为铜，
为红色，B选项错误。由质量守恒定律
可知，反应后产生气体的总质量为（a-
b）g，C选项正确。反应前后铜元素的质
量不变，但固体的总质量逐渐减小，故

0耀t2min内，固体中铜元素的质量分数逐
渐增大，D选项错误。

二尧实验与探究题
3.（1）H2O、CO2、H2、CO
（2）除去水蒸气
（3）固体粉末由黑色变成红色
（4）验证水煤气含有二氧化碳气

体 通过验证生成物中有二氧化碳来

证明水煤气中含有一氧化碳 将玻璃

管改成尖嘴点燃（或用气球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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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水的三态之间的转化，只是

状态的改变，无其他物质生成，

属于物理变化，阅选项正确。
远.悦
苑.悦
提示院原子包括原子核和核外电子，

原子核包括质子和中子，悦选项错误。
愿援A
怨.阅
提示院千金藤素是由千金藤素分

子构成的，员个千金藤素分子中含有 愿猿
个原子，粤、月选项错误。千金藤素中碳、
氢、氮、氧四种元素的质量比为（员圆伊
猿苑）颐（员伊猿愿）颐（员源 伊圆）颐（员远伊远）越圆圆圆 颐员怨 颐
14颐源愿，所含碳元素质量分数最大，悦选
项错误。千金藤素是由碳、氢、氮、氧四

种元素组成的，阅选项正确。
员园.阅
提示院化学反应前后，分子总数可

能改变，粤选项图象与叙述不符。用等
量过氧化氢溶液制取氧气，加入二氧

化锰的反应比不加的反应速度快，但

最终生成的氧气质量相等，月选项图象
与叙述不符。电解水单位时间内生成

的氢气和氧气质量之比是 员颐愿，悦选项
图象与叙述不符。镁在装有空气的密

闭容器内燃烧，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化

学反应前后镁元素的质量不变，阅选项
图象与叙述相符。

二尧填空题
员员.（员）氮元素（或 N） 晕匀猿
（圆）化学变化
（猿）员苑颐猿园
（源）氢元素（或 H） 员源源早
员圆.（员）韵 愿
（圆）粤造悦造猿
（猿）匀圆垣悦造圆=点燃 圆匀悦造
员猿.（1）防止熔融物溅落下来炸裂

瓶底

（2）S+O2=点燃 SO2
（3）密度比水大 隔绝氧气

员源.（员）暗紫色 高锰酸根离子（或

酝灶韵4-）
（圆）物理 搅拌

（猿）MnO2、KOH、O2（或二氧化锰尧氢
氧化钾尧氧气）
（4）氢氧化钾

三尧实验与探究题
员缘.（员）圆颐员 氢元素和氧元素
圆匀圆韵 通电=2匀圆尹垣韵圆尹 分解 增

强水的导电性

（圆）证明分子的运动速率与温度
有关

员远.（员）淤铁架台 于长颈漏斗
（圆）遭 凿
（猿）藻 用带火星的木条放在集气

瓶口，观察木条是否复燃

（源）榆
四尧计算题
员苑.（员）发出耀眼的白光，放出大量

的热，生成一种白色固体

（圆）跃
（猿）解 设：生成氧化镁的质量为 曾。

圆酝早垣韵圆=点燃 圆酝早韵
源愿 愿园
园.远早 曾
4880 越 0.6g

x
曾越员早
答：生成氧化镁的质量为 员早。
（4）生成的部分氧化镁以白烟形式

逸散

期中综合能力提升渊二冤
一尧选择题
员.月
圆.月
猿.粤
提示院晕葬悦造韵源中钠元素显垣员价，氧

元素显原圆价，设氯元素的化合价为 曾，
根据化合物中各元素正负化合价代数

和为零的原则，可得（垣员）垣曾垣（原圆）伊源越
园，解得 曾越垣苑，所以 晕葬悦造韵源的名称为高
氯酸钠。

源.悦
缘.阅
远.月
苑.阅
提示院由微观示意图可得，该反应

的化学方程式为 悦匀圆韵垣韵圆
催化剂=悦韵圆垣

匀圆韵。该反应的生成物有两种，不属于
化合反应，粤选项错误。丙物质中碳、氧
元素的质量比为 员圆颐（员远伊圆）越猿颐愿，月 选
项错误。由化学方程式可得，生成的丙、

丁的分子个数比为 员颐员，悦选项错误。员
个甲醛分子由 员 个碳原子、圆 个氢原
子、员个氧原子构成，阅选项正确。

愿.悦
提示院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质量守

恒，是因为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数目

和质量都不变，分子种类一定变，粤选
项错误。探究氧化铜是否为过氧化氢

分解的催化剂，还要验证氧化铜质量和

化学性质是否变化，月选项错误。冷而
干燥的烧杯内壁有水雾，根据反应前

后元素种类不变，可推测酒精中一定

含有氢元素，悦选项正确。蜡烛在空气
中燃烧质量变小是因为产生的气体逸

出，遵循质量守恒定律，阅选项错误。
怨.阅
提示院铁丝在氧气中燃烧生成四氧

化三铁，化学方程式为：3Fe+2O2=点燃
Fe3O4，粤 选项不正确。铁在氧气中燃
烧，放出大量的热，瓶中放少量水的目

的是为了防止生成的高温熔融物溅

落，炸裂瓶底，月选项不正确。从采集的
氧气体积分数的图象中可以看出，开

始采集数据时氧气的体积分数是愿园豫，
说明瓶内并不是纯净的氧气；待铁丝停

止燃烧时，瓶内的氧气体积分数不是园，
说明并未耗尽，悦 选项不正确，阅选项
正确。

员园.阅
提示院由图 3可知，随着反应的进

行，再、载分子数目减少，在分子数目减
少，则 再、载为反应物，在 为生成物，且
载、再、在参加反应的分子个数比为（6n-
3n）颐（5n-4n）颐（2n-0）=3颐1颐2，故反应为
3X+Y越 2Z。该反应是由两种物质反
应生成一种物质，属于化合反应，粤选
项正确。由图 4可知，生成 在的质量为
员苑早，参加反应的 再的质量为 苑园早原缘远早越
员源早，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可知参加反应
的 载的质量为 员苑早原员源早越猿早，则参加反
应的 载与 再的质量比为 猿早颐员源早越猿颐员源，
月选项正确。由图 3可知，贼员后 载、再、在
同时存在容器中，悦选项正确。反应中
再、在的质量比为 员源早颐员苑早越员源颐员苑，因 Y
与 Z的化学计量数之比为 1颐2，故 再与
在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为 圆愿颐员苑，阅 选
项错误。

二尧填空题
员员.（员）物理变化
（2）氮气的化学性质稳定（或不活

泼） 盂

（3）晕匀猿
（4）员苑
提示院（4）悦韵（晕匀圆）圆 中氮元素的

质量分数为 源苑豫，则含氮元素 愿噪早 的
悦韵（晕匀圆）圆质量为 愿噪早衣源苑豫抑员苑噪早。

员圆.（员）最外层电子数 （圆）猿猿
（猿）匀悦造 （源）晕匀4+

员猿.（员）匀圆韵
（圆）酝灶韵圆 催化

（猿）圆运酝灶韵源=△ 运圆酝灶韵源 垣酝灶韵圆 垣
韵圆尹 分解反应

员源.（员）元素
（圆）吸附水中的色素和异味
（猿）C
（源）一个臭氧分子是由 猿个氧原子

构成的（合理即可）

（缘）提倡饮用白开水，原因是白开
水中含有人体所需的矿物质，而矿泉水

中含有的矿物质种类、含量过多，过量

摄入可能影响健康，而且生水卫生条件

可能也不达标，长期饮用不利于人体

健康

三尧实验与探究题
员缘.玉.（员）能 （2）不能 反应生成

的氧气扩散到锥形瓶外

域.（1）产生大量白烟
（2）员怨 红磷不足

员远.（员）葬锥形瓶（或 遭分液漏斗）
（圆）过氧化氢溶液和二氧化锰
圆匀圆韵圆

MnO2=圆匀圆韵垣韵圆尹
不能控制反应速率 粤
（猿）

氧气质量

时间
O

（源）遭、葬、糟 淤盂于
四尧计算题
员苑.（员）碾碎
（圆）解院由表格数据可知，每加入

圆缘早 稀盐酸，生成二氧化碳的质量为
员早，第三次加入 圆缘早稀盐酸，生成二氧
化碳的质量为 园.圆早，则前两次氯化氢反
应完了，第三次时碳酸钙反应完全，总

共生成二氧化碳的质量为 员早垣员早垣园.圆早越
圆.圆早。

设鸡蛋壳中碳酸钙的质量为 曾。
悦葬悦韵猿垣圆匀悦造越悦葬悦造圆垣匀圆韵垣悦韵圆尹
员园园 源源
曾 圆.圆早

10044 越 曾2.2g
曾=5g
答：鸡蛋壳中碳酸钙的质量是 5g。
（猿）鸡蛋壳中钙元素的质量分数为

缘g伊 40100 伊员园园豫
5.8g 抑猿源.5豫，鸡蛋壳中钙

元素的质量分数比市场上常见钙片中

的大。

答：“鸡蛋壳补钙”是理想的补钙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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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6.1金刚石尧石墨和 C60

练基础

1.A
2.C
3.B
4.B
提示院在该反应中，WO3失去氧，发

生还原反应，H2得到氧发生氧化反应。
5.（1）单质
（2）分子
（3）化学 物理 它们都是由碳元

素组成的单质，只是碳原子的排列方式

不同

练能力

1.D
2.A
异6.2二氧化碳制取的研究

练基础

1.A
2.A
提示院A 中装置检查气密性的方

法是通过拉注射器，装置内气体减少，

压强减小，外界空气会沿长颈漏斗进

入瓶内，若观察到导管口有气泡冒出，

证明气密性良好，A选项正确。实验室
应用大理石或石灰石与稀盐酸制取二

氧化碳，不能用稀硫酸，B选项错误。二

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大，应用向上排空

法收集，C选项错误。验满应将燃着的
木条伸到集气瓶口，若木条熄灭，证明

收集已满，D选项错误。
3.（员）试管 长颈漏斗

（圆）粤月悦阅
悦葬悦韵猿垣圆匀悦造越悦葬悦造圆垣匀圆韵垣悦韵圆尹

渊猿冤装置漏气或长颈漏斗末端未
伸入液面以下渊合理即可冤

渊源冤
练能力

1.A
提示院ab 段压强增加，说明气体增

多，将液体压入长颈漏斗中，试管中液

面不断下降，A选项错误。bc 段压强不
变，说明反应停止，因此此时固液分离，

B选项正确。c点之后压强减小，说明气
体不断输出，所以此时是打开了弹簧夹，

C、D选项正确。
2.（1）B
（2）防止生成的气体从长颈漏斗口

逸出

（3）难溶于水（或不易溶于水）
异6.3 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

练基础

1.B
2.C
3.D
提示院植物呼吸作用消耗氧气，放

出二氧化碳，A选项错误。化石燃料燃
烧会消耗氧气，但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

会释放出大量的氧气，因此大气中氧气

的含量是相对稳定的，B选项错误。大
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是相对稳定的，

植物光合作用不会将大气中 CO2全部
吸收，C选项错误。碳、氧循环失衡会导
致人类生存环境恶化，D选项正确。

4.D
提示院加大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

开采使用，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不

利于“碳中和”。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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