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同学们对实验“煅烧石灰石”展开了探究． 

资料：石灰石中的杂质高温不分解且不与稀盐酸反应 

①为证明石灰石已分解，三位同学设计方案如下： 

I．甲同学按图一所示进行实验（煤气灯能达到石灰石分解的温度），观察到烧杯内壁石灰

水变浑浊，写出石灰水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II．乙同学按图二所示进行实验，观察到 B 中液体变  色，A 实验的作用  ． 

III．丙同学取一定质量的石灰石煅烧，一段时间后发现固体质量减轻，证明石灰石已分

解． 

你认为哪位同学的方案不合理？并写出理由  ． 

②为证明石灰石是否完全分解？丁同学对丙同学煅烧后的固体又进行了如下探究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结  论 

 

   

有气泡产生 石灰石未完全分解 

 

 

25．（8 分）（2016•崇明县一模）同学们对实验“煅烧石灰石”展开了探究． 

资料：石灰石中的杂质高温不分解且不与稀盐酸反应 

①为证明石灰石已分解，三位同学设计方案如下： 

I．甲同学按图一所示进行实验（煤气灯能达到石灰石分解的温度），观察到烧杯内壁石灰

水变浑浊，写出石灰水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Ca（OH）2+CO2=CaCO3↓+H2O ． 

II．乙同学按图二所示进行实验，观察到 B 中液体变 红 色，A 实验的作用 对比 ． 

III．丙同学取一定质量的石灰石煅烧，一段时间后发现固体质量减轻，证明石灰石已分

解． 

你认为哪位同学的方案不合理？并写出理由 甲同学；理由是煤气灯燃料的主要成分是一

氧化碳，CO 燃烧会产生 CO2 ． 

②为证明石灰石是否完全分解？丁同学对丙同学煅烧后的固体又进行了如下探究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结  论 

 

 取煅烧后的固体放入试管中，滴加适量

的稀盐酸  

有气泡产生 石灰石未完全分解 



 

【分析】①Ⅰ、石灰水变浑浊是由于二氧化碳和澄清石灰水发生了反应，该反应生成了难

溶于水的碳酸钙，可以据此解答该题； 

Ⅱ、氧化钙可以和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而氢氧化钙溶液呈碱性，可以使酚酞试液变红，

可以据此解答； 

Ⅲ、煤气灯的主要成分为一氧化碳，而一氧化碳燃烧生成了二氧化碳，可以据此解答该

题； 

②根据碳酸盐遇到酸会生成二氧化碳气体． 

【解答】解：①Ⅰ、石灰水变浑浊是由于二氧化碳和澄清石灰水发生了反应，该反应生成

了难溶于水的碳酸钙，其化学方程式为：Ca（OH）2+CO2═CaCO3↓+H2O； 

Ⅱ、氧化钙可以和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而氢氧化钙溶液呈碱性，可以使酚酞试液变红，

所以可以观察到试管 B 中液体变红，试管 A 起到了对照作用； 

Ⅲ、煤气灯的主要成分为一氧化碳，而一氧化碳燃烧生成了二氧化碳，所以澄清石灰水变

浑浊不一定是来源于碳酸钙的分解，所以甲同学的方案不合理； 

②为证明石灰石是否完全分解，取煅烧后的固体放入试管中，滴加适量的稀盐酸，有气泡

产生，石灰石未完全分解． 

故答案为：（1）Ⅰ、Ca（OH）2+CO2=CaCO3↓+H2OⅡ、红；对比（或比较，合理均可） 

Ⅲ、甲同学；理由是煤气灯燃料的主要成分是一氧化碳，CO 燃烧会产生 CO2（写全给

分） 

②取煅烧后的固体放入试管中，滴加适量的稀盐酸． 

【点评】本题难度不是很大，掌握溶液的酸碱性、二氧化碳的化学性质、碳酸盐的化学性

质等是正确解题的关键． 

 

 

2、Y 型管是实验改进中经常使用的仪器，用下图所示装置（夹持固定仪器省略）来探究二

氧化碳的相关性质．在不打开装置的情况下，将 Y 型管 a 向右倾斜，使稀硫酸流入装有碳

酸钠的试管中，再恢复至图示装置的角度，即可产生二氧化碳．（提示：棉花的作用是防止

反应速度过快，导致泡沫堵塞导管）． 



 

①观察 Y 型管 B 的现象，可以证明二氧化碳的性质是  ，干燥的紫色石蕊试纸用于证

明  ．在 Y 型管 B 中，只要用二张湿润紫色石蕊试纸，即可证明二氧化碳的密度大于空

气，则湿润紫色石蕊试纸放置方法是  ． 

②预测 Y 型管 C 中可能出现的现象是  ． 

③证明 CO2 不能燃烧，不能支持燃烧的操作方法是  ． 

④有同学认为在 A、B 装置处添加 E 装置可以使实验更严密，E 装置中无水硫酸铜的作用

是  ，该药品不能用生石灰替代，用化学方程式解释主要原因是  ． 

 

【分析】①二氧化碳可与湿润的石蕊滤纸条中的水发生反应生成碳酸，碳酸可使石蕊变

红，二氧化碳不能使石蕊变红；要证明二氧化碳密度比空气大，且不改变装置，可分别在

Y 型管管口和底部放置湿润紫色石蕊滤纸条进行实验，观察现象． 

②根据二氧化碳的性质分析． 

③证明 CO2 不能燃烧，可以使燃着的木条熄灭． 

④根据制取二氧化碳时可以带出少量水蒸汽以及二氧化碳后被生石灰吸收分析． 

【解答】解：①二氧化碳可与湿润的石蕊滤纸条中的水发生反应生成碳酸，碳酸可使石蕊

变红，而二氧化碳不能使石蕊变红；证明二氧化碳的密度大于空气，可以将一张湿润紫色

石蕊试纸放在 Y 型管管口，一张湿润紫色石蕊试纸放在 Y 型管底部． 

②二氧化碳与水发生反应生成碳酸，碳酸可使石蕊变红，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钙反应生成碳

酸钙沉淀和水，所以澄清石灰水先变浑浊，过量的二氧化碳又可使石灰水变澄清； 

③证明 CO2 不能燃烧，可以将燃着的木条伸入 D 集气瓶中，木条会熄灭． 

④制取二氧化碳时可以带出少量水蒸汽，二氧化碳与水蒸气反应生成碳酸，也可能使干燥

的紫色是蕊试纸变色，所以在 A、B 装置处添加 E 装置可以使实验更严密，E 装置中无水

硫酸铜的作用是吸收水分；如果无水硫酸铜用生石灰替代，会发生 CaO+H2O=Ca（OH）2

和 CO2+Ca（OH）2=CaCO3↓+H2O 反应，将二氧化碳吸收． 

故答案为：①二氧化碳与水反应；二氧化碳不能使干燥紫色石蕊试纸变红色；将一张湿润

紫色石蕊试纸放在 Y 型管管口，一张湿润紫色石蕊试纸放在 Y 型管底部（合理给分） 

②石蕊变红色，澄清石灰水先变浑浊（后变澄清）； 

③燃着的木条伸入 D 集气瓶中，熄灭．（合理给分） 

④吸收水分；CaO+H2O=Ca（OH）2；CO2+Ca（OH）2=CaCO3↓+H2O． 

【点评】本题考查了学生二氧化碳的性质分析解题和设计实验的能力，能训练学生的思维

和应用知识解答问题的能力． 

 

 

3、某学习小组准备探究气体的测定和数据处理方法． 

【提出问题】利用碳酸钙与稀盐酸反应来测定生成 CO2 的量． 

【实验设计】通过下列两个实验分别测定 CO2 的质量和体积． 



 

【分析处理】 

实验一： 

①将小烧杯中的稀盐酸分几次加入到大烧杯中，并不断搅拌，判断反应后盐酸过量的依据

是  ． 

②若稀盐酸足量，计算理论上能产生二氧化碳的物质的量 

实验二： 

③先连接好装置，再  （填操作），然后装好药品，最后将 20mL 稀盐酸快速推入锥形

瓶中．若缓慢推入，则可能造成的后果是  ． 

④实验记录如下（表中数据在相同温度、相同压强条件下测定）： 

时间/min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射器读数/mL 60.0 85.0 88.0 89.0 89.5 89.8 89.9 90.0 90.0 90.0 

根据以上实验过程和数据综合分析，最终生成 CO2 的体积是  mL． 

【反思与评价】 

⑤经过分析，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实验一的操作简单，便于读数 

B．实验一最终得到的数据和通过计算得出的理论值完全相等 

C．实验二在密闭体系内反应，更环保 

D．实验二中若将碳酸钙粉末改成块状的大理石，更安全． 

4、用碳、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铜的仪器、装置如图．（连接装置的橡皮管省略） 

 

请回答以下问题： 

①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铜的实验中，除 A 装置外，还需选用的仪器、装置组合是  （填字

母），选用该仪器、装置的目的是  、  ． 

②碳还原氧化铜的实验中（将 A 中的酒精灯换成酒精喷灯），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 

③用碳和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铜的两个实验中，装置 A 中观察到的现象是  ． 

④现有一包混有少量碳粉的氧化铜粉末，为了测定其碳粉的质量分数，称取 m g 样品 

进行高温加热，实验过程中获取两组数据： 

Ⅰ．反应前后仪器 a 中质量减少 x g； 

Ⅱ．吸收生成物的仪器中质量增加 y g． 



假设反应充分，称量准确，你认为应选择哪组数据进行计算会更为合理准确？你的理由

是  ，请列出计算碳粉质量分数的式子  ．（用 m、x、y 表示）． 

 

 

【分析】（1）根据最后一次加入稀盐酸后，电子天平上的示数不再发生变化进行解答； 

（2）根据石灰石和盐酸反应放出二氧化碳气体的化学方程式进行计算； 

（3）根据制取气体要先检查装置的气密性进行解答； 

（4）根据从第 10 分钟后气体的体积不再变化进行解答； 

（5）根据实验的图的优点在密闭体系内反应更加环保，现象更加直观进行解答． 

【解答】解：【分析处理】实验一：①将小烧杯中的稀盐酸分几次加入到大烧杯中，并不

断搅拌，判断反应后盐酸过量的依据是最后一次加入稀盐酸后，电子天平上的示数不再发

生变化． 

②nCaCO3= =0.05mol． 

设产生的二氧化碳为 xmol 

CaCO3+2HCl=CaCl2+H2O+CO2↑ 

 1                   1 

0.05mol              x 

则 ， 

解得 x=0.05mol  

故若稀盐酸足量，理论上能产生二氧化碳的物质的量为 0.05mol． 

实验二： 

③先连接好装置，再检查装置气密性，然后装好药品，最后将 20mL 稀盐酸快速推入锥形

瓶中．若缓慢推入，则可能造成的后果是锥形瓶内产生大量气体，压强变大，导致盐酸无

法推入． 

④实验记录如下（表中数据在相同温度、相同压强条件下测定）： 

时间/min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射器读数/mL 60.0 85.0 88.0 89.0 89.5 89.8 89.9 90.0 90.0 90.0 

根据以上实验过程和数据综合分析，最终生成 CO2 的体积是 90mL﹣20mL=70mL． 

【反思与评价】 

⑤A．实验一的操作简单，便于读数，说法正确； 

B．实验一最终得到的数据和通过计算得出的理论值完全相等，说法错误； 

C．实验二在密闭体系内反应，更环保，说法正确； 

D．实验二中若将碳酸钙粉末改成块状的大理石，更安全，说法正确． 

故选：B． 

故答案为： 

（1）最后一次加入稀盐酸后，电子天平上的示数不再发生变化（或“不再减小”或“没有气

泡产生”） 

（3）检查装置气密性； 锥形瓶内产生大量气体，压强变大，导致盐酸无法推入；（4）

70；（5）B． 

【点评】掌握装置气密性检验一般方法，本题主要考查分析和应用信息解答实际问题的能

力，要结合物质的性质和反应规律进行综合分析． 

 



5、如图装置可用于探究可燃物的燃烧条件（夹持仪器略去） 

实验操作步骤及现象如下： 

第 1 步：检查装置气密性； 

第 2 步：如图所示加入药品； 

第 3 步：向 B 试管冷水中的白磷通氧气，白磷不燃烧； 

第 4 步：待 A 试管中不再产生氧气时，再向 B 试管中加入 90℃的热水，白磷不燃烧 

第 5 步：向 B 试管热水中的白磷通氧气，白磷燃烧，产生白烟． 

①写出 A 试管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②对比上述操作步骤可得出可燃物的燃烧条件． 

对比的操作步骤 得出的结论 

第  步和第 5 步 可燃物燃烧温度需要达到着火点 

第  步和第 5 步    

 

26．（8 分）如图装置（夹持仪器略去）可用于探究碳及其氧化物的某些性质． 

①甲处发生的化学方程式为  ； 

②丙处可观察黑色的氧化铜变为  色，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③丁处可观察到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该现象能否证明一氧

化碳还原氧化铜的气体产物为二氧化碳？理由是  ； 

④从环保角度考虑，指出该装置的不足之处  ． 

 

 

【分析】大理石中的碳酸钙和稀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钙、水和二氧化碳； 

高温条件下，二氧化碳和碳反应生成一氧化碳； 

高温条件下，一氧化碳和氧化铜反应生成铜和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一氧化碳有毒，扩散到空气中会污染环境． 

【解答】解：①甲处中的碳酸钙和稀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钙、水和二氧化碳，发生反应的化

学方程式为：CaCO3+2HCl=CaCl2+H2O+CO2↑； 

②丙处可观察黑色的氧化铜变为红色，是因为氧化铜和一氧化碳反应生成了铜和二氧化

碳，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CO+CuO Cu+CO2； 

③丁处可观察到澄清石灰水变浑浊，是因为氢氧化钙和二氧化碳反应生成了碳酸钙和水，

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Ca（OH）2+CO2═CaCO3↓+H2O； 

该现象不能证明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铜的气体产物为二氧化碳，理由是甲处生成的 CO2 在乙

处可能没有完全反应，丁中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 CO2 可能是甲处生成的 CO2； 

④从环保角度考虑，该装置的不足之处是缺少尾气处理装置． 

故填：CaCO3+2HCl=CaCl2+H2O+CO2↑；红；CO+CuO Cu+CO2；Ca（OH）2+CO2

═CaCO3↓+H2O；不能，甲处生成的 CO2 在乙处可能没有完全反应，丁中使澄清石灰水变

浑浊的 CO2 可能是甲处生成的 CO2；缺少尾气处理装置． 

【点评】实验现象是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外在表现，因此要学会设计实验、观察实验、分

析实验，为揭示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实质奠定基础． 

 

 

6、工业上利用高温分解石灰石（主要成分 CaCO3，杂质不参与任何反应），得到生石

灰．现实验室利用此原理来分析石灰石的纯度，使用 100g 原料，完全分解后得到固体

64.8g，计算： 

（写出计算过程） 

（1）反应中得到的二氧化碳气体的物质的量为多少摩尔？ 

（2）原料中的碳酸钙纯度为多少？ 

7、生命离不开水，生活中也离不开水： 

①电解水可以说明水是由氢、氧元素组成的，写出水电解的方程式  ； 

②我们一般用到的水往往都是自来水，下图是课本中“自来水厂生产流程图”： 

 

步骤五可用 O3 来消毒，O3 是  （填写化学式）的同素异形体． 

步骤四的作用和实验室里  （填写操作名称）作用相似． 

该图圈中“未净化的污水”最好改为  ． 



③在某些国家极度缺乏淡水，可利用海水淡化得到淡水．若 1 吨含可溶性物质 3.5%的海

水蒸发后浓度变为 5%，则得到淡水  吨． 

目前海水淡化用的较多的是“闪蒸”方法，是指一定温度的海水在压力突然降低的条件下，

部分海水急骤蒸发的现象．多级闪蒸海水淡化是将经过加热的海水，依次在多个压力逐渐

降低的闪蒸室中进行蒸发，将蒸汽冷凝而得到淡水．有关该方法说法正确的是  （选填

编号）． 

A．送入闪蒸室前，要将海水加热至沸腾 

B．该方法可以将海水蒸干，可得到更多的淡水 

C．蒸发后的海水，还可作为生产食盐的原料 

D．该方法无需将海水进行预处理，就可生产． 

 

 

【分析】①根据通电能使水电解，在两极生成氢气和氧气解答； 

②根据臭氧和氧气为同素异形体解答；根据步骤四是将不溶性固体和液体分离解答；根据

该图圈中“未净化的污水”最好改为自然界中较为纯净的水源解答； 

③根据蒸发前后溶质质量不变解答； 

【解答】解：①通电能使水电解，在两极生成氢气和氧气，化学方程式为：2H2O 

2H2↑+O2↑； 

②臭氧和氧气为同素异形体；步骤四是将不溶性固体和液体分离，步骤四的作用和实验室

里过滤作用相似． 

该图圈中“未净化的污水”最好改为自然界中较为纯净的水源； 

③设得到淡水的质量为 x 

1t×3.5%=（1t﹣x）×5% 

x=0.3t 

海水淡化用的较多的是“闪蒸”方法，是指一定温度的海水在压力突然降低的条件下，部分

海水急骤蒸发的现象．多级闪蒸海水淡化是将经过加热的海水，依次在多个压力逐渐降低

的闪蒸室中进行蒸发，将蒸汽冷凝而得到淡水，由此可以看出：蒸发后的海水，还可作为

生产食盐的原料是正确的． 

答案： 

①2H2O 2H2↑+O2↑； 

②O2；过滤；自然界中较为纯净的水源； 

③0.3；C 

【点评】解答本题要掌握净化水的方法等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对相关方面的问题做

出正确的判断． 

 

 

8、对一瓶久置出现变质的氢氧化钙固体进行如下探究活动． 



 

探究活动一：氢氧化钙样品是否完全变质． 

（1）用化学方程式表示氢氧化钙变质的原因：  ． 

（2）检验氢氧化钙样品是否完全变质，进行如下实验：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取氢氧化钙样品少量，研细后加适量 

蒸馏水充分混合后静置，  ． 

   

   

样品还含有 

氢氧化钙 

探究活动二：测定样品中含有的变质固体（以下用 R 表示）的质量分数 

取 3 克部分变质的氢氧化钙样品与足量的稀盐酸反应，测量生成气体的体积（气体不溶于

植物油），从而计算出样品中 R 的质量，便可求出样品中 R 的质量分数．实验装置（气密

性良好）如图 1 所示． 

（3）将稀盐酸滴入样品中，产生气体的化学方程式为  ，反应一段时间后，当观察到  

（填实验现象），才停止滴加稀盐酸． 

（4）实验中量筒的作用是  ． 

（5）实验结束后，量筒内进入水的体积如图 2 所示，其读数为  mL． 

 

【分析】（1）根据图象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生成二氧化碳的质量为 8.8g； 

（2）根据二氧化碳的质量和化学方程式计算参加反应的碳酸钠的质量，然后计算碳酸钠的

质量分数； 

（3）根据质量守恒定律计算所得溶液的质量． 

【解答】解：（1）从图象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生成二氧化碳的质量为 8.8g； 

（2）设参加反应的碳酸钠的质量为 x 

Na2CO3+2HCl=2NaCl+H2O+CO2↑ 

106                    44 

x                     8.8g 

=
 

 

x=21.2g  

所以纯碱样品中所含 Na2CO3 的质量分数为： ×100%=92.2%； 

（3）所得到的溶液质量为：23+150+160﹣8.8=324.2g． 

故答案为：（1）8.8g； 

（2）92.2%； 

（3）324.2g．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和有关化学方程式的计算，完成此题，可以依据

已有的知识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