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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依据新课程标准和中考考试手册，以知识点为基础，系统的梳理了近几年中考中具有区分度题所涉及的考点，每个考点均

包括考情分析、典例精析、星级训练及挑战重点高中自主招生栏目。 典例精析、星级训练中精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压轴题给出相

应的解析提示，方便学生练中学、学中练，达到发展思维、激发创新的目的。 本书是九年级学生中考复习冲刺满分的理想用书，也适

合教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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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匀速直线运动规律的应用

前　　言

中考是具有选拔功能的考试，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年一度的中考牵动着无数老

师、家长、学生的心，他们梦想着：进入重点中学、进入名校。展现在你面前的《挑战名校压轴

题》丛书，就是满足学生们追求和实现梦想而应运而生的。

中考压轴题是对中考试卷中后几道试题的习惯称谓，而本书选择的是按全国各地中考中

必考的１２个知识点，是最新最前沿的压轴题组成的，也是中考化学试卷中综合性最强、难度最

大、能够真正拉开考生档次的题型。能够把握住压轴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获得高分，本

书能使学生在有限的复习时间内，提高学习效率，取得中考成绩上的突飞猛进，在中考时脱颖

而出。这是一本满分宝典。

本书由【考情分析】、【典例精析】、【星级训练】、【挑战重点高中自主招生】、【参考答案】等组

成，其中【典例精析】又由【例题】、【思路点拨】、【答案】、【方法点睛】四部分组成。

【考情分析】　是对每个压轴考点所涉及的知识点进行分析。

【典例精析】　是本书的特色，选择的例题是近三年全国各地中考和模考中具有代表性的

经典例题。

【思路点拨】　帮助学生迅速找到和分析这道例题的解题关键和分析思路，完成本题的解

答过程，引导学生养成规范缜密的解题习惯。

【方法点睛】　是本书的重点，梳理和解析这类题的所需知识储备，各知识的联系、比较、区

别、注意点和化学思想，不同解题手段和方法或该内容的迁移与延伸及规范解答等。帮助学生

高屋建瓴，提升思想。

【星级训练】　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为典型例题配套的题组训练，强化学生对某种解题技

巧和方法的掌握，帮助学生巩固和迁移。

【挑战重点高中自主招生】　是本书的亮点，对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考生影响最为显著，是

压轴题拓展和提升，这些题既可以引导学生走进名校的大门，又可以指导教师进行考试动态研

究。这是一本解题方法宝典。

茫茫书海中，推荐此书是我们的责任，发现此书是您的慧眼，拥有此书是您的骄傲。本书

试图给您的是冲刺前的“正能量的补充”，给您多一份清醒，多一点信心。

本书由程静芳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张莉蓉、王英、刘海霞和王丰。限于我们的水平，不妥之

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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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１　构成物质的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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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１　构成物质的微粒

构成物质的微粒作为一个考点，在中考中一般以选择题形式出现，考查目标为理解，这部

分内容较为抽象，初中学生理解起来存在一定困难。中考往往会结合其他概念或实际生活，考

查学生对微粒相关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例１】　（上海中考）如图是某化学反应的示意图（“●”与“Ｏ”分别代表不同元素原子），
该反应可能为（　　）。

　Ａ．氢气的燃烧　Ｂ．水的电解　 Ｃ．甲烷的燃烧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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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碳的燃烧

思路点拨
关键词１：化学反应的微观示意图。分析该反应的微观过程图可知，反应前由１个

●原子和１个Ｏ原子构成的２个分子与由２个Ｏ构成的１个分子发生反应，生成了２

个由１个●原子和２个Ｏ构成的分子。

关键词２：氢气燃烧的化学方程式为：２Ｈ２＋Ｏ２ →
点燃
２Ｈ２Ｏ，反应物均为单质，不符

合要求，故选项Ａ错误。

关键词３：水通电分解生成氢气和氧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２Ｈ２Ｏ →
通电
２Ｈ２↑＋

Ｏ２↑，不符合要求，故选项Ｂ错误。

关键词４：甲烷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ＣＨ４＋２Ｏ２ →
点燃

ＣＯ２＋２Ｈ２Ｏ，生成物是两种，不符合要求，故选项Ｃ错误。

关键词５：一氧化碳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２ＣＯ＋Ｏ２ →
点燃

２ＣＯ２，符合要求，故选项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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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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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方法点睛
本类试题考查化学反应过程中微粒的变化及模型图。本题通过微观粒子的反应模

型图，考查从微观上对化学反应的认识，学会通过微观示意图把宏观物质和微观粒子联

系起来、从微观的角度分析物质的变化是正确解答此类题的关键。

要会看单质、化合物、混合物的微观示意图，●和Ｏ在此类试题中往往代表不同元

素的原子。单质分子中应包含同种元素的一个或几个原子，化合物分子中应包含不同元

素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原子，混合物中则应包含多种分子（或原子）。了解了以上信息，再

结合重要化学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就可以较轻松判断出此类试题的正确答案了。

【例２】　下列生活中常见现象用微观粒子解释不正确的是（　　）。

现　　象 解　　释

Ａ 温度计中的水银球受热体积膨胀 汞原子受热体积变大

Ｂ 加热氧化汞得到汞和氧气 分子发生改变

Ｃ 一氧化碳有毒而二氧化碳无毒 两种物质的分子构成不同

Ｄ 晴天晾晒衣服比阴天更易干燥 温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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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运动速率加快

思路点拨
关键词１：微观粒子解释生活中的现象。

关键词２：热胀冷缩现象是随温度改变，分子（或原子）间隔会变大和变小。分子大

小及原子本身大小并不会随着改变。故选项Ａ错误。

关键词３：化学变化的本质就是分子分解成原子，原子重组成新分子的过程，氧化汞

的分解反应中氧化汞分子分解成汞原子和氧原子，许多汞原子聚集成单质汞，每两个氧

原子结合成一个氧分子，许多氧分子聚集成单质氧气。故选项Ｂ正确。

关键词４：分子决定并且保持了物质的化学性质，ＣＯ和ＣＯ２性质的差异都是由于

它们分子构成的不同所决定的。故选项Ｃ正确。

关键词５：分子处于不断的运动当中，且运动速度与温度有关，Ｄ选项即体现了分子

在运动，而且说明温度的升高会使分子运动变快。故选项Ｄ正确。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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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点睛
本类试题是中考必考题之一，考点是微粒的四大特点，即分子或原子等微粒都很小；

分子和原子都在不断的运动；微粒间有间隔；同种微粒性质相同。问法多种多样，但都会

结合实际生活中的现象，要学会用微粒观点加以解释。还要把微粒的特点熟练掌握，理

解其本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考查比较多的点有“闻到花香（酒香），体现分子在运

动；两种液体混合，总体积小于两种液体体积之和，体现分子间有间隔，但切记微粒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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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不会发生改变；一滴水中含有十六万亿亿个水分子，体现分子很小；氧气可以助

燃，氮气则不能助燃，体现不同分子性质不同”等。

【例３】　（佛山中考）下图是物质与其构成粒子之间的关系图。

原

子

　　　　 　结合
→

　 　　　　

结合
幈 幇帲帲帲
分解

分子
　　集聚

→
　　

得到或
→

失去电子
离子

结合

（静电作用
→
）

金属、稀有气体等

（金刚石、晶体硅、二氧化硅）

氢气、氧气、水、氯化氢等

氯化钠等

回答下列问题：

（１）金属铁是由　　　　（填“原子”、“分子”或“离子”，下同）构成的，硫酸铜是由

　　　　构成的。

（２）原子得到或失去电子后形成离子。某离子的结构示意图为 。

① 当犪＝　　　　时，该粒子是原子。

② 当犪＝８时，该粒子是　　　　（填“原子”、“阳离子”或 “阴离子”），其符号

为　　　　。

（３）氯化氢是一种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走进实验室就闻到了这种气味。从分子的

角度解释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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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路点拨
关键词：“构成”和“离子”；了解物质的结构及化合物的形成过程；原子结构；离子的

形成等。金属和稀有气体由原子直接构成，故铁是由铁原子构成的。硫酸铜是离子化合

物，由铜离子和硫酸根离子经静电吸引形成，故由离子构成。原子不带电，当犪＝２＋

８＝１０时，这是一个对外不显电性的原子。当犪＝８时，该原子对外显示带两个负电荷，

所以是阴离子。要理解元素种类由原子核内质子数决定，质子为８的原子属于氧元素，

故而写出了Ｏ
２－的符号。最后一问考查的是分子的特征之一，即始终处于无规则运动状

态。氯化氢分子运动到了人们的鼻孔里，因此人们可以闻到它的气味。

【【答案】】　（１）原子　离子
（２）①１０　② 阴离子　Ｏ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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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氯化氢分子总是在不断地运动着

方法点睛
本类试题涉及了单质和化合物的形成过程、微粒的特征等内容，需要理解物质内部

构成的奥秘。由于自然界中大多数的原子结构都是不稳定的，它们会通过得失电子或形

成共用电子对的方式与其他原子结合，从而使彼此达到稳定结构的。金属元素的原子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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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外层电子一般少于４个，在化学变化过程中，容易给出最外层电子，形成带正电的阳离

子。非金属元素的原子最外层电子一般大于等于４个，在化学变化过程中，容易得到电

子，达到最外层８电子的稳定结构，非金属元素原子可以形成带负电的阴离子。阴阳离

子间通过静电吸引会形成稳定的化合物。例如氯化钠、硫化钾等化合物的形成。离子符

号的书写是在元素符号的右上角标明其所带电荷数，要求是数字在前，正负号在后。非

金属元素原子之间形成分子时，由于彼此都得电子的趋势，往往是在原子间以共用电子

对的形式结合。例如氧气、二氧化碳等分子的形成过程。人教版初中化学中对离子的形

成，元素周期表都有所介绍，要掌握其中的规律，对此类试题的解答必定可以做到成竹

在胸。

１★★（镇江中考）甲和乙反应可制备燃料丙，其微观示意图如下。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Ａ．该反应属于化合反应　　　　　　Ｂ．该反应中分子和原子的种类都发生了改变

Ｃ．甲、丙是有机物，乙是氧化物　　 Ｄ．甲、丙分别在氧气中完全燃烧，产物相同

２★★取一滤纸条，等间距１０滴紫色石蕊试液，然后装入玻璃管中（如图所示），两端管

口同时放入分别蘸有浓氨水和浓盐酸的棉球，几秒后观察到图示现象。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

Ａ．氨水的ｐＨ大于７

Ｂ．酸、碱能使酸碱指示剂显示不同颜色

Ｃ．氨分子和氯化氢分子在不断运动

Ｄ．所有分子的运动速率都相等

３★★（湘潭中考）右图是甲、乙两种粒子的结

构示意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甲粒子是阳离子　

Ｂ．乙粒子是原子

Ｃ．两种粒子属于同种元素

Ｄ．甲粒子的化学性质比乙粒子稳定

４★★（莱芜中考）化学是研究物质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的基础自然科学。请

回答：

（１）从组成角度看：氯化钠是由　　　　　　　　　　　　　　　　　　　　组成。

（２）从微粒角度看：氯化钠是由　　　　　　　构成（用微粒符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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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从制备角度看：将海水进行　　　　可得到粗盐。除去粗盐中含有的ＳＯ
２－
４
、Ｃａ２＋、

Ｍｇ
２＋等杂质，常加入过量的：① 过量的Ｎａ２ＣＯ３溶液、②ＢａＣｌ２溶液和③ＮａＯＨ溶液，三种试

剂的加入顺序为　　　　（填编号）。碳酸钠和盐酸反应也能生成氯化钠，工业上不用此反应

制备氯化钠的原因是　　　　　　　　　　　　　　　　　　　　　　　。

（４）从变化角度看：将氯化钠和水在通电条件下反应能生成一种碱、氢气和氯气（Ｃｌ２），该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高中化学把化学反应分为

两类：一类是有元素的化合价升降的化学反应是氧化还原反应，另一类是反应前后元素化合

价都没有改变的是非氧化还原反应，据此判断上述反应的反应类型为　　　　　　　。

５★★★（泸州中考）下图为元素周期表的一部分，请按要求填空：

①
２　Ｈｅ

氦

３　Ｌｉ

锂

４　Ｂｅ

铍

５　Ｂ

硼

６　Ｃ

碳
② ③

９　Ｆ

氟

１０　Ｎｅ

氖

１１　Ｎａ

钠

１２　Ｍｇ

镁

１３　Ａｌ

铝

１４　Ｓｉ

硅

１５　Ｐ

磷

１６　Ｓ

硫

１７　Ｃｌ

氯

１８　Ａｒ

氩

④ ⑤

　　（１）表中３～１０号元素位于第二周期，１１～１８号元素位于第三周期，分析其规律可知，每

一周期元素原子的　　　　相同。

（２）表中９号和１７号元素最外层电子数相同，都易　　　　（填“得到”或“失去”）电子。

则钠元素和氟元素组成的化合物的化学式为　　　　。

（３）请在表中①～⑤五种元素里选出恰当的元素组成一种常见的盐，该盐在农业生产上

可用作复合肥料，则该盐的化学式为　　　　。

６★★★（日照中考）下图中Ａ、Ｂ、Ｃ、Ｄ是四种粒子的结构示意图，Ｅ是银元素在元素

周期表中的信息。

请回答下列问题：

（１）图中Ａ、Ｂ、Ｃ、Ｄ粒子共表示　　　　种元素。

（２）Ａ、Ｂ、Ｃ、Ｄ中表示的阳离子与阴离子所形成的化合物的化学式为　　　　。

（３）Ｄ中狓＝　　　　。

（４）Ｅ中银元素原子的质子数为　　　　，一个银原子质量是一个碳１２原子质量的

　　　　倍。

７★★★下图甲是研究温度对微粒运动速率影响的实验，实验时同学们闻到了氨气强烈的

刺激性气味。小明查阅资料得知氨气极易溶于水，他做了如图乙所示的改进，实验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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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实验操作】
步骤一：向Ｂ、Ｄ、Ｆ三支试管中分别加入５ｍＬ的蒸馏水，各滴入１～２滴无色酚酞试液，

振荡，观察溶液颜色。

步骤二：向Ａ、Ｅ试管中分别加入２ｍＬ浓氨水，立即用带有橡皮塞的导管按图乙连接

好，并将Ｅ试管放置在盛有热水的烧杯中，观察几分钟。

【分析讨论】
（１）图甲实验中能观察到湿润的酚酞试纸变　　　　色。

（２）改进后的实验中使用了Ｆ试管，此处运用的实验方法是 　　。

（３）步骤二中将Ｅ试管放置在盛有热水的烧杯中，最先观察到的现象是　　　　，Ｂ、Ｄ

试管中先出现颜色变化的是　　　　试管，由此可得出结论： 　　。

（４）与图甲实验相比，改进后实验的一个主要优点：　　　　　　　　　　　。

１（全国初中学生化学素质和实验能力竞赛复赛试题）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是由１００多

种元素组成的，为了便于研究元素的性质，常常需要寻找它们之间的内在规律。下表列出的是

１～１８号元素的部分最高正化合价和最低负化合价。请阅读并回答下列问题：

１Ｈ

＋１

２Ｈｅ

０

３Ｌｉ

＋１

４Ｂｅ

＋２

５Ｂ

＋３

６Ｃ

＋４－４

７Ｎ

＋５－３

８Ｏ

－２

９Ｆ

－１

１０Ｎｅ

０

１１Ｎａ

＋１

１２Ｍｇ

＋２

１３Ａｌ

＋３

１４Ｓｉ

＋４－４

１５Ｐ

＋５－３

１６Ｓ １７Ｃｌ

＋７－１

１８Ａｒ

０

　　（１）１１号元素属于　　　　元素（填“金属”或“非金属”），它在化学反应中形成的离子与

　　　　（写元素符号）原子具有相同的核外电子排布。

（２）１６号元素的原子核外电子数为　　　　，推测该元素最低负化合价为　　　　，最高

正化合价的氧化物的化学式为　　　　　　　　。

（３）从化合价角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规律。请写出其中的一个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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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全国初中学生化学素质和实验能力竞赛复赛试题）核电荷数小于１８的某元素Ｘ，其

原子的电子层数为狀，最外层电子数为２狀＋１，原子核内质子数为２狀
２
－１。下列有关Ｘ的说法

错误的是（　　）。

Ａ．Ｘ能形成化学式为Ｘ（ＯＨ）３的物质　　　

Ｂ．Ｘ可能形成化学式为ＫＸＯ３的物质

Ｃ．Ｘ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一定比核电荷数少１０

Ｄ．Ｘ可能形成化学式为ＫＸ的物质

３（全国初中学生化学素质和实验能力竞赛复赛试题）现有部分常见元素的性质或原子

结构如下表：

元素编号 元素性质或原子结构

Ｘ 由它形成的某种单质气体的密度约为空气的１．１倍

Ｙ 历史上道尔顿曾用⊙来作为它的元素符号，它的单质是最轻的气体

Ｚ 由它组成的某种单质是细鳞片状的很软的固体，有金属光泽和滑腻感

Ｗ Ｋ层和Ｍ层电子数之和等于Ｌ层的电子数

　　（１）元素Ｘ和Ｙ能形成原子个数比为１∶１的化合物，其化学式为 　。

（２）写出元素Ｚ组成的这种单质的一种用途 　。

（３）元素Ｗ可形成一种单质，其式量为２５６，该单质的化学式为　　　　。

４（全国初中学生化学素质和实验能力竞赛复赛试题）有核电荷数小于１８的Ａ、Ｂ、Ｃ、

Ｄ四种元素，Ａ元素组成的单质是清洁的能源；Ｂ单质的体积在空气中占约２１％；Ｃ原子有３

个电子层，最内层电子数是最外层的２倍；Ｄ元素是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其组成的

单质可以被豆科植物的根瘤菌吸收、利用。

（１）写出Ｂ、Ｄ元素的名称：Ｂ　　　　，Ｄ　　　　。

（２）写出Ａ、Ｂ可能形成化合物的化学式　　　　、　　　　。

（３）写出由Ａ、Ｂ、Ｄ三种元素组成的两种化合物之间发生中和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４）活泼性强的金属氢化物的化学式可表示为ＭＨ狀，它与水剧烈反应生成碱和Ａ的单

质，请写出Ｃ的氢化物与水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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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考点２　质量守恒定律

质量守恒定律是初中化学学习中唯一一个描述化学变化的定律，该定律对生产实践、科学

实验等都具有指导意义。学习质量守恒定律对理解化学反应中各反应物和生成物量的关系非

常重要，同时它也是书写化学方程式的依据。作为一个考点，在中考中可以以各种题型出现，

对学生能力要求较高，这部分内容注重考查的是关于质量守恒定律的宏观和微观理解及合理

应用。　

【例１】　（衡阳中考）在奥运比赛中，举重运动员举重前常用白色的“镁粉”搓手，是因为
“镁粉”质轻、吸水性好，可作防滑剂。“镁粉”的有效成分是碱式碳酸镁，它不可燃，３００℃即分

解，其分解的化学方程式是：

Ｍｇ５（ＯＨ）２（ＣＯ３）４ →
加热
５ＭｇＯ＋Ｘ＋４ＣＯ２↑，则Ｘ的化学式为（　　）。

　Ａ．Ｏ２　　　　 Ｂ．ＣＯ　　　　　 Ｃ．Ｍｇ（ＯＨ）２　　　　　　　Ｄ．Ｈ２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Ｏ

思路点拨
关键词：分解反应。根据质量守恒定律的微观解释，该反应前后镁元素、氧元素、氢

元素、碳元素以及氢元素的原子个数都应该相等。由于每一个碱式碳酸镁分子中镁原子

数量和生成的氧化镁分子中镁原子数量都是５，可确定Ｘ物质当中不含镁元素。依此类

推，反应前一个分子中氧原子总数１４，反应后生成氧化镁和二氧化碳分子中总共有氧原

子１３个，还有一个氧原子在Ｘ中，把答案范围缩小到Ｂ或Ｄ。之后发现氧化镁和二氧

化碳中都不存在氢元素，通过反应前氢元素的原子个数进行推算，可得Ｘ分子中氢原子

数量为２的结论。

【【答案】】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Ｄ

方法点睛
根据化学反应，确定某未知物质的化学式是近几年中考的必考题目之一。考查要点

为化学变化过程中质量守恒的本质，即化学变化前后各元素原子的种类和个数均不变。

解题过程中，只要能确定化学反应前或反应后各元素原子的总数，就可以根据题目条件

推出待定物质的化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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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例２】　（兰州中考）在一个密闭容器中放入Ｘ、Ｙ、Ｚ、Ｗ四种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发生
化学反应，一段时间后，测得有关数据如下表。下列关于此反应的认识，正确的是（　　）。

物　质 Ｘ Ｙ Ｚ Ｗ

反应前的质量（ｇ） ２０ 犿 １６ １４

反应后的质量（ｇ） ４ ６ ６０ ５０

　　Ａ．犿的数值为６４　　　　　　　　　　　　

Ｂ．若Ｗ为水，则Ｘ或Ｙ必定为酸或碱

Ｃ．参加反应的Ｘ与Ｙ的质量比为１∶４　　　　　

Ｄ．若Ｘ为化合物，Ｙ为单质，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则该反应一定为置换反应

思路点拨
关键词１：根据质量守恒定律，由物质质量的增减量可确定反应物和生成物的质量，

从而得出犿的值。参加反应各物质的质量（２０＋犿＋１６＋１４）＝生成物的质量（４＋６＋

６０＋５０），得犿＝７０ｇ，故选项Ａ错误。

关键词２：Ｚ和 Ｗ 在化学反应后质量增加，是该反应的生成物。反应过程可

写为　　　

Ｘ＋ →Ｙ Ｚ＋Ｗ

生成物中有一个为水，反应物中不一定有酸或碱。例如本题所表述的反应就可以是

ＣＨ４＋２Ｏ２ →
点燃
ＣＯ２＋２Ｈ２Ｏ

关键词３：Ｘ质量减小，被消耗掉１６ｇ。Ｙ质量减少６４ｇ。参加反应的Ｘ与Ｙ的质

量比为１６∶６４＝１∶４，故选项Ｃ正确。

关键词４：置换反应要求反应前后都必须有单质，现只提到反应物中有单质，若生成

物中全都是化合物，例如关键词２中所提及反应就不属于置换反应类型。故选项Ｄ

错误。

【【答案】】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Ｃ

方法点睛
密闭容器中的反应，用表格形式给出反应物和生成物在变化前后的质量，进而考查

有关的知识点，比如该反应的类型；某物质是作为反应的催化剂还是不参与该反应的一

个不相干的物质；某物质的未知质量；某物质的元素组成或分子构成等。本类试题是近

几年中考中经常出现的一种题型，四个选项可以考查四个不同的知识点，难度较高，属于

中考题中的压轴难题。

【例３】　（达州中考）２．３ｇ某物质在空气中完全燃烧，生成４．４ｇ二氧化碳和２．７ｇ水，则
该物质中一定含有　　　　元素（填元素符号），其质量比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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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思路点拨
关键词１：燃烧，通常是在氧气中进行的。所以该反应可以写作：

物质＋氧气 →
点燃
二氧化碳＋水

关键词２：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参加化学反应的各物质的质量总和等于反应后生成

的各物质的质量总和。推出消耗氧气质量为４．４＋２．７－２．３＝４．８ｇ。再把已知的各物

质质量转化成求其物质的量。可求得反应后生成的二氧化碳为０．１ｍｏｌ，水为０．１５ｍｏｌ，

消耗氧气为０．１５ｍｏｌ。

物质　＋　Ｏ２　 →
点燃
　ＣＯ２　＋　Ｈ２Ｏ

　　 ０．１５　　　 ０．１　　　　０．１５

关键词３：根据化学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和个数不变。推出反应前待测定物质中有

碳原子０．１ｍｏｌ，氢原子０．１５×２＝０．３ｍｏｌ，生成物中氧原子一共有０．３５ｍｏｌ，而消耗的

氧气中有氧原子０．３ｍｏｌ，故待测定物质中有氧原子０．０５ｍｏｌ。

关键词４：把碳、氢、氧原子的物质的量转化成质量。即碳元素有０．１×１２＝１．２ｇ，

氧元素有０．０５×１６＝０．８ｇ，氢元素有０．３×１＝０．３ｇ。推知碳、氢、氧元素质量比为

１２∶３∶８。

【【答案】】　Ｃ、Ｈ、Ｏ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１２∶３∶８

方法点睛
该类试题考查化学变化中的质量守恒定律的应用，即可以根据反应物或生成物的质

量和物质组成来推测某未知物的组成及其分子构成。需要同学们掌握质量守恒定律的

本质，即化学变化前后各元素种类不变，化学反应前后各原子种类和个数不变。首先，我

们可以根据质量守恒定律的内容，推知所需物质质量。确定每种物质的质量之后，再根

据物质质量与物质的摩尔质量之间的转化关系，将各物质质量转化成物质的量关系。由

于化学计量数之比等于各物质的物质的量之比，即可推出化学反应中各物质的化学计量

数比，再根据原子种类和个数不变，推出待测物的化学式。

另外一种解题思路是，以上题为例，在求出氧气质量后，可以根据生成物质量及其中

相关元素的质量分数，推测出已知物质中所含各元素质量，与反应前可以确定的各元素

质量进行对比，从而推测出待测物质的元素组成及分子中各原子质量比，再利用元素质

量与其摩尔质量做除法，即可得到所需物质的化学式。

１★★（南充中考）小明同学从Ｓ＋Ｏ２ →
点燃
ＳＯ２中获得以下信息：① 该反应中反应物是

硫和氧气；② 该反应发生的条件是点燃；③ 反应前后元素种类和原子个数保持不变；④ 反应

前后分子总数保持不变；⑤ 参加反应的硫和氧气的质量比为２∶１。其中正确的信息是



考点２　质量守恒定律

１１　　　

（　　）。

　Ａ．①②④⑤　 Ｂ．①②③　 Ｃ．④⑤　　 Ｄ．①②③⑤

２★★（自贡中考）下列化学方程式正确的是（　　）。

Ａ．３Ｆｅ＋２ＡｌＣｌ →３ ３ＦｅＣｌ３＋２Ａｌ

Ｂ．３Ｃｕ＋２ＡｌＣｌ →３ ３ＣｕＣｌ２＋２Ａｌ

Ｃ．Ｆｅ＋ＣｕＣｌ →２ ＦｅＣｌ２＋Ｃｕ

Ｄ．２Ｆｅ＋３Ｈ２ＳＯ →４ Ｆｅ２（ＳＯ４）３＋３Ｈ２↑

３★★（衡阳中考）在反应Ａ＋ →３Ｂ ２Ｃ＋３Ｄ中，已知Ａ和Ｂ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为

７∶８，当２．８ｇＡ与一定量Ｂ恰好完全反应后，生成３．６ｇＤ，则Ｃ的质量为（　　）。

Ａ．６．８ｇ　　 Ｂ．９．６ｇ　　　 Ｃ．８．８ｇ　　　 Ｄ．４．４ｇ

４★★（漳州中考）高铁酸钾（Ｋ２ＦｅＯ４）是一种新型、高效的多功能水处理剂，受热时发生

如下反应４Ｋ２ＦｅＯ４ →
加热
犪Ｒ＋４Ｋ２Ｏ＋３Ｏ２↑，则犪、Ｒ分别是（　　）。

Ａ．４ＦｅＯ　　 Ｂ．２Ｆｅ２Ｏ３　 Ｃ．３Ｆｅ２Ｏ３ Ｄ．Ｆｅ３Ｏ４

５★★（盐城中考）将７．３ｇ已部分氧化的锌粉，加入到９８ｇ１０％的稀硫酸中，恰好完全

反应，则所得溶液中溶质的质量为（　　）。

Ａ．１４．５ｇ　　 Ｂ．１５．５ｇ　　 Ｃ．１６．１ｇ　　 Ｄ．１８．３ｇ

６★★★（青岛中考）在托盘天平的两盘上各放一只质量相同的烧杯，在两只烧杯里分

别加入等质量、等溶质质量分数的稀硫酸，将天平调节至平衡。然后向左盘的烧杯中加入

８．４ｇ铁，反应物之间恰好完全反应。欲使天平恢复平衡，则可向右盘的烧杯中加入（　　）。

Ａ．８．４ｇ铝　 Ｂ．８．４ｇ氧化钙　 Ｃ．８．４ｇ镁　 Ｄ．８．４ｇ碳酸镁

７★★★（扬州中考）将一定量狓ＦｅＳＯ４·狔（ＮＨ４）２ＳＯ４·６Ｈ２Ｏ晶体加入到过量ＮａＯＨ

溶液中，加热生成ＮＨ３０．８５ｇ（假如生成的ＮＨ３全部逸出），过滤、洗涤、灼烧，得Ｆｅ２Ｏ３固体

２．０ｇ。则狓，狔的关系正确的是（　　）。

Ａ．狓∶狔＝１∶１　　Ｂ．狓∶狔＝１∶２ Ｃ．狓∶狔＝１∶４ Ｄ．狓∶狔＝２∶１

８★★★（南京中考）在密闭容器中有甲、乙、丙、丁四种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充分反应，

测得反应前后各物质的质量分数如下图所示：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丙可能是单质

Ｂ．在该反应中丁一定没有参加化学反应

Ｃ．该反应是化合反应

Ｄ．甲和乙的质量之和一定等于生成丙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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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９★★★（河北中考）右图反映了某化学反应各物质

质量与时间的关系。下列描述正确的是（　　）。

Ａ．该反应是化合反应

Ｂ．甲的相对分子质量大于乙

Ｃ．丙是反应物，甲和乙是生成物

Ｄ．狋１℃时，丙的质量一定等于甲、乙的质量之和

１０★★★（海南中考）某无色气体可能含有 Ｈ２、

ＣＯ、ＣＨ４中的一种或几种，依次进行下列实验（假设每一

步反应或吸收均完全）：① 无色气体在氧气中充分燃烧，

② 燃烧后生成的气体通过盛浓硫酸装置，装置的质量增加

１０．８ｇ，③ 再将剩余气体通过盛ＮａＯＨ溶液的装置，④ 装置的质量增加１３．２ｇ，则（　　）。

Ａ．该气体一定含有Ｈ２、ＣＯ、ＣＨ４

Ｂ．该气体可能只含Ｈ２和ＣＨ４

Ｃ．该气体可能只含ＣＯ和ＣＨ４

Ｄ．该气体可能只含ＣＨ４

１１★★★（镇江中考）工业上以ＣａＯ和ＨＮＯ３为原料制备Ｃａ（ＮＯ３）２·６Ｈ２Ｏ晶体。为

确保制备过程中既不补充水，也无多余的水，所用硝酸的溶质质量分数约为（　　）。

Ａ．４１．２％　　 Ｂ．５３．８％　　 Ｃ．５８．３％　　 Ｄ．７０．０％

１２★★★（厦门中考）为测定锌铜合金中锌的含量，取该合金放入如图所示盛有稀硫酸

的锥形瓶中，发生反应：Ｚｎ＋Ｈ２ＳＯ →４ ＺｎＳＯ４＋Ｈ２↑。多次实验后，取平均值所得数据如

下表：

反　应　前

装置和足量的稀硫酸质量 锌铜合金质量

充分反应后装置及

反应剩余物质质量

３４２．１０ｇ １６．００ｇ ３５７．７０ｇ

　　若不考虑干燥剂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计算：

（１）根据质量守恒定律求生成氢气的质量。

（２）该合金中锌的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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