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学年四川成都金牛区初三上学期期末化
学试卷

答案

解析

考点

A. 龙泉水果榨汁 B. 邛崃稻谷酿酒 C. 青城山摩崖石刻 D. 兴隆湖碧波荡漾

“人间仙境，醉美成都”，下列与成都特色有关的变化中，属于化学变化的是（    ）1

B

．水果榨汁只是将水果中的水挤出，并无新物质生成，故  错误；

．酿酒过程将淀粉转化为酒精，有新物质产生，故  正确；

．石刻只是改变石头的外形，并无新物质，故  错误；

．碧波荡漾只是湖中水的外形改变，并无新物质产生，故  错误；

故选 。

物质构成和变化

物质变化

物理变化及化学变化

一、可能用到的相对原子质量：H-1 C-12 O-16 Cu-64

二、
选择题（本题15个小题，共45分，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
项，每题3分）



答案

解析

考点

A.

滴加液体

B.

过滤

C.

检查气密性

D.

加热液体

下列实验操作正确的是（    ）2

C

．滴加液体时胶头滴管不能伸入试管内，避免污染液体，故  错误；

．过滤过程中需要用玻璃棒引流，且漏斗的下端要紧贴烧杯壁，故  错误；

．检查装置气密性用手捂住一端，观察导管的一端有无气泡产生，故  正确；

．加热液体时，试管内液体不能超过试管容积的 ，防止飞溅伤人，故  错误；

故选 。

化学实验

仪器的使用和基本操作

药品的选择与取用

仪器的识别、选择与连接

检查装置气密性

给物质加热，过滤和蒸发

A. 人走断电，双面用纸 B. 大力推广使用化石燃料

C. 大量植树造林，禁止乱砍滥发 D. 今年入冬以来，成都街头的共享单车如雨后

春笋般出现

“低碳”是一种生活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下列做法或现象不符合“低碳”要求的是（    ）3



答案

解析

考点

B

．节约用电和纸都是节约能源，都能减少碳排放，符合“低碳”要求，故  错误；

．推广化石燃料会增加碳排放，不符合“低碳”要求，故  正确；

．植物能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碳，符合“低碳”要求，故  错误；

．骑自行车能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减少碳排放，符合“低碳”要求，故  错误；

故选 。

化学与社会发展

燃料及其利用

化石燃料与新能源

答案

解析

考点

A.

B.

C.

D.

下列化学现象描述正确的是（    ）

铁丝在空气中剧烈燃烧，火星四射，并放出热量

木炭在高温条件下与氧化铜反应生成铜和二氧化碳

把盛有红磷的燃烧匙伸入氧气中，红磷立即燃烧产生大量白烟

硫在氧气中燃烧，火焰呈蓝紫色，生成一种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4

D

．铁在空气中不能燃烧，上述为在氧气中燃烧的现象，故  错误；

．木炭与氧化铜反应产物为一氧化碳和铜，故  错误；

．红磷的着火点较高，伸入氧气中不能立即燃烧，故  错误；

．上述符合硫在氧气中燃烧的现象，故  正确；

故选 。

化学实验

基本实验

常见物质的性质研究



答案

解析

考点

A.

B.

C.

D.

两千多年来由于都江堰的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小宇同学拟定了用都江

堰水净化的操作流程，如图所示，有关说法错误的是（    ）

得到的净化水是纯水

 试剂可以是活性炭

漂白粉消毒杀菌发生了化学变化

步骤Ⅰ中加入的试剂  可以是明矾，以加速悬浮颗粒的沉降

5

A

．净化只是出去水中不溶物以及杀菌，并没有去离子，说法错误，故选 ；

．活性炭由于其多孔结构可用作吸附剂，说法正确，故不选 ；

．漂白粉杀菌破坏的细菌表面的蛋白质，产生了新物质，是化学变化，故不选 ；

．明矾可以使悬浮的颗粒聚团沉降，则说法正确，故不选 ；

故选 。

物质构成和变化

物质变化

物理变化及化学变化

化学实验

基本实验

常见物质的性质研究

A.

生活中处处有化学，对于下列现象或事实，从微观角度解释正确的是（    ）

热胀冷缩——分子的大小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6



答案

解析

考点

B.

C.

D.

用警犬搜查毒品——分子在不断运动

铜在空气中加热变黑——原子种类发生改变

一氧化碳有毒，二氧化碳无毒——分子的相当质量不同

B

．热胀冷缩是由于分子间距随温度发生变化，并不是分子本身，故  错误；

．警犬能闻到毒品是由于毒品分子运动到了警犬的鼻子中，故  正确；

．铜在空气中加热变黑是因为生成了氧化铜，是分子种类发生改变，故  错误；

．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毒性的差别是由于二者分子结构和性质的不同，故  错误；

故选 。

物质构成和变化

物质变化

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物理变化及化学变化

答案

解析

A. 钴为非金属元素 B. 钴的元素符号为 

C. 钴原子的质量为 D. 钴元素的原子核外有  个电子

如图为元素周期表中钴元素的相关信息，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7

D

．钴带有金属偏旁，为金属元素，故  错误；

．  是一氧化碳的分子式，故  错误；



考点

．根据图片可知钴的相对原子质量为 ，并不是其质量，故  错误；

．由图可知钴的原子序数为 ，原子序数  核外电子数，故  正确；

故选 。

物质构成和变化

物质构成的奥秘

化学元素

答案

解析

考点

A. ①③属于同种元素 B. ②③的化学性质相似

C. ④属于离子，离子符号为 D. ②表示的元素在化合物中通常显  价

下列关于四种粒子的结构示意图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① ② ③ ④

17+ 2 8 8 9+ 2 7 17+ 2 8 7 16+ 2 8 8

8

C

．由图可知①③两种元素具有相同的质子数，则为同种元素，说法正确，故不选 ；

．由图可知②③具有相同的最外层电子数，则化学性质相似，说法正确，故不选 ；

．硫的离子符号为 ，写法错误，故选 ；

．由图可知②的最外层有  个电子，易得到一个电子，因此在化合物中显  价，说法正

确，故不选 ；

故选 。

物质构成和变化

物质构成的奥秘

物质的微粒性：分子、原子、离子

原子的构成



化学元素

答案

解析

考点

A. 方便添加木柴 B. 增大木柴与空气的接触面积

C. 降低木柴的着火点 D. 提升了木柴的温度

小美发现野炊篝火的火焰很小，便将木柴架空一些，她这样做的目的是（    ）9

B

．架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添加木柴，而是想要增大篝火，故  错误；

．架空是通过增大木柴与空气的接触面积，起到增大篝火的效果，故  正确；

．木柴的着火点是木柴的固有性质，并不会通过木材架空而降低，故  错误；

．木材燃烧的温度是一点的，并不会通过架空提升，故  错误；

故选 。

化学与社会发展

燃料及其利用

燃烧的条件

A. 生成炭黑实验 B. 验证质量守恒定律 C. 测量空气中氧气含

量

D. 证明二氧化碳和水

反应

下列实验能达到实验目的的是（    ）10



答案

解析

考点

A

．蜡不完全燃烧可生成炭黑，冷碟靠近燃烧内焰让其不完全燃烧，故  正确；

． ，反应有气体逸出，无法证明，故  错误；

． ，该反应在消耗氧气的同时生成了二氧化碳，无法测量，故  错误；

．该实验没有任何现象证明反应是否发生，故  错误；

故选 。

物质构成和变化

化学方程式

化学方程式的含义及书写

化学实验

基本实验

常见物质的性质研究

答案

解析

A.

B.

C.

D.

下列有关碳及其化合物说法正确的是（    ）

用石墨和铅可以制成铅笔芯

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都具有可燃性

木炭、一氧化碳在一定条件下都能将氧化铜中的铜还原出来

金刚石、石墨的物理性质不同，是因为他们的碳原子结构不同

11

C

．铅为重金属元素，对人体有害。不能能用于制作铅笔芯，故  错误；

．二氧化碳既不具有可燃性也不具有助燃小，故  错误；

．木炭、一氧化碳都具有还原性，都能还原氧化铜，故  正确；

．金刚石、石墨的物理性质不同，是由于其原子排列方式不同，故  错误；

故选 。



考点 身边的化学物质

碳和碳的化合物

碳单质的化学性质

答案

解析

考点

A. 电器着火，用水浇灭 B. 厨房煤气泄漏，应立即打开排风扇

C. 冬天用煤火取暖时，为防止热量散失应关闭

门窗

D. 图书馆内书籍着火，用液态二氧化碳灭火器

灭火

下列有关消防安全知识的说法正确的是（    ）12

D

．水能导电，家电着火不能用水浇灭，故  错误；

．煤气泄漏时，打开开关有电，容易引起爆炸，故  错误；

．煤燃烧不充分时有一氧化碳产生，关闭门窗容易引起中毒，故  错误；

．液态二氧化碳易挥发，灭火后不会对书籍造成二次伤害，故  正确；

故选 。

化学与社会发展

燃料及其利用

灭火

A.

B.

C.

D.

甲醛（ ）是室内污染的主要成分之一，它来源于室内装修所用的油漆、胶合板等材料。下

列关于甲醛的说法正确的是（    ）

从类别上看：甲醛属于氧化物

从变化上看：甲醛完全燃烧只生成水

从组成上看：甲醛中氢元素的质量分数最小

从构成上看：  个甲醛分子有  个碳原子、  个氢分子和  个氧原子构成

13



答案

解析

考点

C

．氧化物是二元化合物，而甲醛是三元化合物，故  错误；

．从甲醛的化学式可以看出其中有碳元素，则燃烧产物有二氧化碳，故  错误；

．结合甲醛的化学式计算可得碳氢氧的质量分数分别为： 、 、 ，故  正确；

．由甲醛的化学式可知一个甲醛分子由  个碳原子、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构成，故 

错误；

故选 。

身边的化学物质

自然界的水

元素质量分数的计算

物质构成和变化

物质构成的奥秘

物质的微粒性：分子、原子、离子

答案

解析

A. 反应后有单质生成 B. 反应后得到的物质是混合物

C. 该反应可能是氢气的燃烧 D. 该反应的类型一定是化合反应

如图是某反应前后的微观示意图，“○”和“●” 分别表示两种两种不同的原子，则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14

A



考点

．反应后中只有一种单质，但该单质在反应前就存在，则没有单质生成，说法错误，故选 

；

．由图可知，反应后的体系中有两种物质，则说法正确，故不选 ；

． ，对比上图符合，说法正确，故不选 ；

．由图可知，该反应是两种单质生成一种化合物，是符合化合反应条件，说法正确，故不

选 ；

故选 。

物质构成和变化

四大基本反应类型

化合反应

答案

解析

A. 丙为该反应的催化剂 B. 该反应为分解反应

C. 改反应中，乙、丁的质量变化之比为 D. 该反应中，甲一定是单质，乙一定是化合物

在一密闭容器中加入甲、乙、丙、丁四种物质，在一定条件下

发生化学反应，测量反应前及 、  时各物质质量如图所示，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15

C

．由图可知丙在反应前后其质量未改变，并不能证明丙为催化剂，也可能其未参与反应，

故  错误；

．根据图中质量变化可知该反应：甲  丁  乙，为化合反应，故  错误；

．根据图像可知乙和丁的质量变化为  和 ，化简为 ，故  正确；

．由分析  可知该反应为化合，则乙一定为化合物，但无法确定甲，故  错误；



考点

故选C。

物质构成和变化

四大基本反应类型

化合反应

物质变化

催化剂

化学源于生活，生活中蕴含着许多化学知识。下边表格是某品牌  瓶装矿泉水标签的一部

分，请回答下列问题：

水质的主要成分（ ）

硅酸（ ） 锶离子（ ）

碳酸氢根（ ） 硫酸根离子 

氯离子 钠离子 

镁离子 钙离子 

16

钙离子的符号是            ，该标签中离子构成的一种化合物的化学式

是                                ；

（1）

该矿泉水属于            （填“纯净物”或“混合物”或“化合物”）；（2）

该标签中出现的“ ”中的“ ”表示的含义是                                ；（3）

硅酸中硅（ ）元素的化合价是            ，要判断该矿泉水是硬水还是软水，可

用            加以鉴别，生活中可通过            方法将水的硬度降低；

（4）

氯离子的结构示意图如右，则  的值为            ；（5）

三、非选择题（共5小题，共55分）



答案

解析

考点

喝一瓶该矿泉水，最多摄入的硅酸的质量为            。（6）

； 、 、 （将阳离子换成 、 、 ）并根据化

合价写（任意一种）

（1）

混合物（2）

一个锶离子带两个单位的正电荷（3）

1:

2:肥皂水

3:煮沸

（4）

（5）

（6）

根据元素周期表可知钙离子的符号为 ；化合物是由阴阳离子构成，根据表中所

提到的阴阳离子及其化合价可写出化学式。

（1）

根据物质分类，并且上述标签描述矿泉水中含有多种物质，则属于混合物。（2）

“ ”表示的含义是：一个锶离子带两个单位的正电荷。（3）

化合物整体显电中性，根据 、  的化合价以及下标，可知  显  价。软水加入肥

皂水后皂泡多，且消失慢，可用于判断软硬水，水经过煮沸以后，水里所含的碳酸氢

钙或碳酸氢镁就会分解成不溶于水的碳酸钙和难溶于水的氢氧化镁沉淀。这些沉淀物

析出，水的硬度就可以降低，从而使硬度较高的水得到软化。

（4）

离子的核外电子数为质子数  所带负电荷数，故  为 。（5）

由表可知  该矿泉水中含硅酸的最大质量为 ，则  为 。（6）

身边的化学物质

我们周围的空气

混合物与纯净物

自然界的水

化合价

化学式



硬水与软水

物质构成和变化

物质构成的奥秘

物质的微粒性：分子、原子、离子

溶液

溶质质量分数计算

答案

解析

水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如图是电解水的实验装置图。17

若想要获取  氢气，至少需要电解水多少？（1）

电解水的实验时，在水中加入少量氢氧化钠或稀硫酸的目的是：            ，  端产生的气体

是            。

（2）

由电解水的实验可以得出水是由            组成的。（3）

（1）

1:增加溶液的导电性

2:

（2）

氢元素和氧元素（3）

设至少需要电解水 ，结合水的电解方程式：  可列式 

，解得 。

（1） 通电

加入氢氧化钠增加溶液中自由移动的微粒数目，进而增加溶液导电性；根据电解水的

化学方程式可知产生的氢气和氧气体积比为 ，由图可知  端气体体积较少，故为

（2）



考点

。

由电解水的实验可以得出水是由氢元素和氧元素组成的。（3）

身边的化学物质

自然界的水

水的组成

常见的酸和碱

常见的碱及化学性质

物质构成和变化

化学方程式

利用化学方程式的简单计算

如图是实验室常用实验仪器与装置，根据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18

写出图中编号仪器名称：②            。（1）

用高锰酸钾制取氧气时，所选用的发生装置是            （装置填序号），该装置还需添加

的实验用品为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若用  装置

收集氧气，则气体从            端进入，检验该方法收集氧气是否集满的方法

是                                                           。

（2）

为了粗略测定加热一定量的高锰酸钾所收集到的氧气的体积，整套实验装置导管接口的正

确连接顺序是            （依次填导管接口，选择并用 、 、 …表示）。

（3）

小明同学是位爱动脑筋的同学，他将  置进行了改进（如图Ⅰ）。图Ⅰ装置的优点

是                                ，实验若用图Ⅰ装置制取二氧化碳，多孔隔板上常放置的药品

（4）



答案

解析

为：            （填名称），其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为                                                      ；若用该装置来完成过氧化氢溶液和

二氧化锰粉末来制取氧气的实验，            （填“能”或“不能”）达到同样的操

作上的效果。

小明还设计了用图Ⅱ装置测定反应生成的二氧化碳体

积。准确称取需要的碳酸钙后，将其装入烧瓶，并把注

射器中  的稀盐酸快速推入烧瓶中，如果最终注射

器活塞停留在  处，则二氧化碳体积为            。

（5）

长颈漏斗（1）

1:

2:棉花

3:

4:

5:用带火星的木条靠近  端，观察木条是否复燃，若复燃则说明氧气已经集满，反之

则没有

（2）

（3）

1:随时控制反应进程

2:碳酸钙

3:

4:不能

（4）

（5）

由图可知，②为长颈漏斗。（1）

用高锰酸钾制取氧气时，应选用装置  作为发生装置；结合实验室氧气的制取实验可

知，该装置还需添加棉花；相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由于氧气的密度比空气大，所以如果用  装

置收集氧气，则气体应从  端进入；检验该方法收集氧气是否集满的方法是：用带火

（2）



考点

星的木条靠近  端，观察木条是否复燃，若复燃则说明氧气已经集满，反之则没有。

相当于采用排水法收集，并将排出的水用量筒收集，排出水的体积即为氧气的体积，

因此整套实验装置导管接口的正确连接顺序是： 。

（3）

由图可知，关闭开关，试管内压力增大，将液体挤回长颈漏斗内，促进反应的进一步

发生，因此图Ⅰ装置的优点是能随时控制反应进程；

若用图Ⅰ装置制取二氧化碳，多孔隔板上应该防止碳酸钙样品（固态），相应的化学

方程式为为 ；

因为二氧化锰为粉末，不能通过隔板和液体分开，因此不能用该装置来完成过氧化氢

溶液和二氧化锰粉末来制取氧气的实验。

（4）

二氧化碳体积  最终活塞停留处  初始活塞停留处，即为 

。

（5）

化学实验

仪器的使用和基本操作

仪器的识别、选择与连接

基本实验

二氧化碳的制取实验

氧气的制取实验

利用能源、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是我们大家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19

目前人们利用最多的能源是煤、石油和天然气等

化石燃料，他们是            （填“可再生”或“不可再

生”），充分燃烧  天然气和煤所产生的 

 和  气体的质量如图所示，根据图示分

析，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煤燃烧产生的气体更容易导致酸雨

．该天然气中不含硫元素

（1）



答案

解析

．煤燃烧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煤和天然气燃烧都有温室气体产生

大气中  含量不断升高，使全球气候问题日趋严重，科学家正努力尝试通过多种途径

减少  的排放或将  转化为有用物质。

方案一：科学家设想利用太阳能加热器“捕捉”空气中过多的 ，然后再“释放”出来加以

利用。

①该过程中可循环利用的物质是                  。 

②为确定步骤  中的碳酸钙是否完全分解。设计实验步骤为：取少量固体于试管中，滴加

过量稀盐酸溶液，若观察到试管内            ，则分解不完全。

方案二：将  转为化工原料乙烯（ ），其反应物、生成物如图所示，请写出上述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2）

1:不可再生

2: 、

（1）

① ；

② 有气泡产生；

 

（2）

催化剂

化石能源都是不可再生能源；

．由右图可以看出相同质量的天然气和煤，煤产生的  质量更多。  是造成酸

雨的主要气体，故  正确；

（1）



考点

．由右图可知天然气燃烧后的产物中也有 ，故天然气中含有硫元素，故  错

误；

．煤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与天燃气相当，但二氧化硫更多，对环境影响较大，故 

错误；

．由左侧图可知，煤和天然气燃烧都有  产生，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故  正

确；

故选 。

“捕捉”二氧化碳时  为反应物，“释放”时  为产物，故该过程中可循环利用的

物质是 ；

碳酸钙能与盐酸反应生成二氧化碳气体，因此若碳酸钙分解不完全，滴加过量稀盐酸

溶液后，试管中有气泡产生；

由图可知，相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

催化剂

物质构成和变化

化学方程式

质量守恒定律

化学方程式的含义及书写

化学与社会发展

燃料及其利用

化石燃料与新能源

蚊虫叮咬时能在人体皮肤内分泌出蚁酸，让人痛痒不止。某课外小组同学决定对蚁酸进行探究。

【提出问题】蚁酸的成分是什么？它有什么性质？

【查阅资料】

．蚁酸是一种有机酸，化学名称叫做甲酸，化学式为 ；蚁酸在一定条件下会分解成两

种氧化物；

20



．浓硫酸具有吸水性；

． ；

【实验与探究一】

向盛有蚁酸溶液的试管中滴加紫色石蕊溶液，观察到溶液变            。

【实验与探究二】

（ ）小明同学根据蚁酸中含有氢元素，推测出分解的生成物中含有            ；

（ ）另一种生成物是气体，小刚提出两种猜想：

猜想①：该气体是            ；猜想②：该气体是一氧化碳。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他们将蚁酸分解产生的气体通过如图所示的装置（铁架台已略去），观察

现象。

Ⅰ．实验时装置  中无明显变化，则猜想①            （选填“成立”或“不成立”）。 

Ⅱ．证明猜想②成立的现象                                                            ，  中发生的化学反应方程

式                                                                ，由上述实验现象，得出猜想②成立。

【拓展延伸】反应前后称量相关物质的总质量，其数据如下表：

反应前 充分反应后

玻璃管和固体物质的总质量为 玻璃管和固体物质的总质量为 

通过计算，实验取用氧化铜粉末质量为            g。

【评价与反思】从环保角度看，该装置存在的缺陷是                                             ，你的想

法                                                        。

兴趣小组的同学设计了甲、乙、丙三个虚线框内的药品及装置，准备连接在  装置后来达到收集

纯净的  的目的，你认为选择哪个装置好？            。



答案

解析

【实验与探究一】红；

【实验与探究二】（ ）水；（ ）二氧化碳

Ⅰ．不成立；

Ⅱ．  中的粉末由黑色变为红色，  装置中的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拓展延伸】 ；

【评价与反思】缺少尾气回收装置； 在装置末端增加一个排水法收集气体的装置；

丙

【实验与探究一】紫色石蕊遇酸变红。

【实验与探究二】（ ）水中既含有氢元素，又满足氧化物条件；

                           （ ）由 、  两种元素组成的气体初中阶段只有  和 。

Ⅰ．  与澄清石灰水反应有白色沉淀产生，无现象说明无 ，则①不成立。

Ⅱ． ，根据该反应方程式解释实验现象。

【拓展延伸】根据 ，减少的质量为  的质量为 。

氧化铜中  的质量分数为 ，用  的质量除以其在氧化铜中所占质量分数可以的

氧化铜的质量为 。

【评价与反思】一氧化碳为有毒气体，必须回收，因为其在水中溶解少，故用排水法收集。

甲可能会有  溢出，丙装置可以除去 ，得到纯净的 ，故选丙。

黑色 红色

黑色 红色



考点 化学实验

探究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