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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湘教发 ［２００５］３５号文件精神，为使命题和

备考有所依据，丛书编写组根据教育部制定的新的 《课程标准》、省

教育厅颁发的 《湖南省初中毕业学业考试标准》和相应教材，结合怀

化市初中教学的实际，编写了 “２０１５年湖南省怀化市初中毕业学业

考试指导丛书”。丛书共九科，分九册编写，其中生物、地理两册，

供八年级使用；语文、数学、英语、思想品德、历史、物理、化学七

册，供九年级使用。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湖南省初中毕业学业考试标准·

化学；第二部分为怀化市关于 《湖南省初中毕业学业考试标准·化

学》的补充说明；第三部分为样卷；第四部分为复习指导。书后另有

参考答案。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都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一线教师和从事专门

研究的教研员。我们希望本套丛书能更好地适应中学教学实际，对全

面实施素质教育发挥积极影响。

丛书编写组

２０１５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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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考试标准

第一部分
湖南省初中毕业学业考试标准·化学

一、考试指导思想

初中毕业化学学业考试是依据义务教育 《化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以下简称 《化学课程
标准》）进行的义务教育阶段化学学科的终结性考试。考试要有利于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推进
素质教育；有利于体现九年义务教育的性质，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有利于中学化学课程改革，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促进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学习。

初中毕业化学学业考试应考查学生对最基础的化学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和学生的科学探
究能力。学业考试的试题应注重与学生社会实践和生活实际的联系，特别是在具体化学问题情
境中考查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引导初中化学教学朝着全面落实
化学课程标准所设定的目标、整体提高学生化学科学素养的方向推进，杜绝偏题、怪题。

二、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考试范围
《化学课程标准》中内容标准所要求的内容。即科学探究、身边的化学物质、物质构成的奥

秘、物质的化学变化、化学与社会发展五个部分。
（二）内容和要求
初中毕业化学学业考试应根据 《化学课程标准》的要求，考查化学课程中基本的、核心的内

容，并注意学科内各部分内容的合理分布。
为了便于考查，我们将认知性学习目标的内容按考试要求，由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 （依次用

Ａ、Ｂ、Ｃ表示）：即知道、了解、理解，一般高层次的要求包含低层次的要求。各层次的含义分
别为：

知道 （包括记住、说出、列举、找到等）对学习过的化学基础知识内容能记忆和再认。记
住有关的化学概念、定律、原理的描述；化学用语的意义和表达形式；有关物质的俗称、性
质、制法、用途；图形符号的意义；常用仪器的名称、性能和用途；化学反应的现象等。即知
道 “是什么”。

了解 （包括认识、看懂、识别、能表示、懂得等）对所学的化学知识有初步认识，能够正确
复述、再现、辨认或直接使用。即知道 “为什么”。

理解 （包括解释、说明、区分、判断、简单计算等）领会所学化学知识的含义及其适用条
件，能够正确判断、解释和说明有关化学现象和问题，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必要的分析、类
推、计算和论证一些具体的化学问题。即能够 “运用”。

按照考试要求，对于技能性学习目标中的 “初步学习 （模仿操作）”“初步学会 （独立操作）”
分别纳入到Ｂ、Ｃ两个层次。

对科学探究能力的考查，应以 《化学课程标准》中所设定的基本要求为依据，选择有探究价
值的化学问题设置情境，考查学生在实际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运用知识的水平和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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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避免将科学探究变成死记硬背的知识和按部就班的程序进行考查。实验能力作为进行科
学探究所需的重要能力，在初中毕业化学学业考试中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实验能力既包括实验
操作能力，也包括实验方案设计与评价、仪器药品的选用、观察实验现象、实验数据处理、实验
结论的分析推理等方面的能力。

对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考查，应以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载体，将其与考查学生
实际问题的情境融合起来，渗透在学生认知水平和技能水平的考查中落实。

化学实验操作是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关化学实验操作考查的内容与形式，
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自行安排。

考试内容和要求

单　元 考　试　内　容 要求

科
学
探
究

增进对
科学探
究的理
解

１．体验到科学探究是人们获取科学知识、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途径 Ａ

２．意识到提出问题和做出猜想对科学探究的重要性，知道猜想与假设必须用事实
来验证 Ｂ

３．知道科学探究可以通过实验、观察等多种手段获取事实和证据 Ａ

４．认识到科学探究既需要观察和实验，又需要进行推理和判断 Ｂ

５．认识到合作与交流在科学探究中的重要作用 Ｂ

发展科
学探究
能力

１．了解发展科学探究能力的要素：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订计划、进行实验、
收集证据、解释与结论、反思与评价、表达与交流 Ｂ

２．能用书面方式比较明确地表述探究过程和结果 Ｂ

学习基
本的实
验技能

１．能进行药品的取用、简单仪器的使用和连接、加热等基本的实验操作 Ｃ

２．能在教师指导下根据实验需要选择实验药品和仪器，并能安全操作 Ｂ

３．初步学会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溶液 Ｃ

４．初步学会用酸碱指示剂、ｐＨ试纸检验溶液的酸碱性 Ｃ

５．初步学会根据某些性质检验和区分一些常见的物质 Ｃ

６．初步学习使用过滤、蒸发的方法对混合物进行分离 Ｂ

７．初步学习运用简单的装置和方法制取某些气体 Ｂ

完成基
础的学
生实验

１．粗盐中难溶性杂质的去除 Ｂ

２．氧气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 Ｂ

３．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 Ｂ

４．金属的物理性质和某些化学性质 Ｂ

５．燃烧的条件 Ｂ

６．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氯化钠溶液的配制 Ｃ

７．溶液酸碱性的检验 Ｃ

８．酸、碱的化学性质 Ｃ

２



　　

第一部分　考试标准

续表

单　元 考　试　内　容 要求

身
边
的
化
学
物
质

我们周
围的空
气

１．说出空气的主要成分，认识空气对人类生活的重要作用 Ｂ

２．知道氧气能跟许多物质发生氧化反应 Ａ

３．能结合实例说明氧气、二氧化碳的主要性质和用途 Ｃ

４．初步学习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取方法 Ｂ

５．了解自然界中的氧循环和碳循环 Ｂ

水与常
见的溶
液

１．认识水的组成，知道硬水与软水的区别 Ｂ

２．了解吸附、沉淀、过滤和蒸馏等净化水的常用方法 Ｂ

３．认识溶解现象，知道溶液是由溶质和溶剂组成的 Ｂ

４．知道水是最重要的溶剂，酒精、汽油等也是常见的溶剂 Ａ

５．了解饱和溶液和溶解度的含义 Ｂ

６．能进行溶质质量分数的简单计算 Ｃ

７．认识溶质质量分数的含义，能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溶液 Ｃ

８．能举例说明结晶现象 Ａ

９．能说出一些常见的乳化现象 Ａ

１０．了解溶液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Ｂ

金属与
金属矿
物

１．了解金属的物理特征，认识常见金属的主要化学性质，了解防止金属腐蚀的简
单方法 Ｂ

２．知道一些常见金属 （铁、铝等）矿物；知道可用铁矿石炼铁 Ａ

３．知道在金属中加入其他元素可以改变金属材料的性能，知道生铁和钢等重要
合金 Ａ

４．认识金属材料在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Ｂ

５．认识废弃金属对环境的影响和回收金属的重要性 Ｂ

生活中
的常见
化合物

１．认识常见酸碱的主要性质和用途，知道酸碱的腐蚀性 Ｂ

２．初步学会常见酸碱溶液的稀释方法 Ｃ

３．了解用酸碱指示剂 （酚酞、石蕊）和ｐＨ试纸检验溶液的酸碱性的方法 Ｂ

４．知道酸碱性对人体健康和农作物生长的影响 Ａ

５．了解食盐、纯碱、小苏打、碳酸钙等盐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 Ｂ

６．知道一些常用化肥的名称和作用 Ａ

７．列举生活中一些常见的有机物，认识有机物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Ｂ

３



　　

续表

单　元 考　试　内　容 要求

物
质
构
成
的
奥
秘

化学物
质的多
样性

１．认识物质的三态及其转化 Ｂ

２．区分纯净物和混合物、单质和化合物、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 Ｃ

３．能从元素组成上认识氧化物 Ｂ

４．知道无机化合物可以分为氧化物、酸、碱、盐 Ａ

５．认识物质的多样性 Ｂ

微粒构
成物质

１．认识物质的微粒性，知道分子、原子、离子等都是构成物质的微粒 Ｂ

２．能用微粒的观点解释某些常见的现象 Ｃ

３．知道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的 Ａ

４．知道原子可以结合成分子、同一元素的原子和离子可以互相转化，初步认识核
外电子在化学反应中的作用 Ｂ

认识化
学元素

１．认识氢、碳、氧、氮等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常见元素 Ｂ

２．记住并能正确书写一些常见元素的名称和符号 Ｂ

３．知道元素的简单分类 Ａ

４．能根据元素的原子序数在元素周期表中找到指定的元素 Ａ

５．形成 “化学变化过程中元素不变”的观念 Ｂ

物质组
成的表
示

１．能说出几种常见元素的化合价 Ａ

２．能用化学式表示某些常见物质的组成 Ｂ

３．利用相对原子质量、相对分子质量进行物质组成的简单计算 Ｃ

４．能看懂某些商品标签上标示的组成元素及其含量 Ｂ

化学变
化的基
本特征

１．认识化学变化的基本特征，初步了解化学反应的本质 Ｂ

２．知道物质发生化学变化时伴随有能量变化，认识通过化学反应实现能量转化的
重要性 Ｂ

３．知道催化剂对化学反应的重要作用 Ａ

４．初步形成 “在一定条件下物质可以转化”的观点 Ｃ

认识几
种化学
反应

１．初步认识常见的化合反应、分解反应、置换反应和复分解反应，能用于解释日
常生活中的一些化学现象 Ｃ

２．能用金属活动性顺序对有关置换反应进行判断，并能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化
学现象 Ｃ

３．知道利用化学变化可以获得新物质，以适应生活和生产的需要 Ａ

４



　　

第一部分　考试标准

续表

单　元 考　试　内　容 要求

物
质
的
化
学
变
化

质量守
恒定律

１．认识质量守恒定律，能说明化学反应中的质量关系 Ｃ

２．能正确书写简单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Ｃ

３．能根据化学反应方程式进行简单的计算 Ｃ

４．认识定量研究对于化学科学发展的重大作用 Ｂ

化
学
与
社
会
发
展

化学与
能源和
资源的
利用

１．认识燃料完全燃烧的重要性，了解使用氢气、天然气 （或沼气）、石油液化气、
煤气、酒精、汽油和煤等燃料对环境的影响，懂得选择对环境污染较小的燃料 Ｂ

２．认识燃烧、缓慢氧化和爆炸发生的条件，了解防火灭火、防范爆炸的措施 Ｂ

３．知道水对生命活动的重大意义，认识水是宝贵的自然资源，树立保护水资源和
节约用水的意识 Ｂ

４．知道化石燃料 （煤、石油、天然气）是人类社会重要的自然资源，了解海洋中
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Ｂ

５．知道石油是由多种有机物组成的混合物，了解石油通过炼制可以得到液化石油
气、汽油、煤油等产品 Ｂ

６．了解我国能源与资源短缺的国情，认识资源综合利用和新能源开发的重要意义 Ｂ

常见的
化学合
成材料

１．知道常见的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及其应用 Ａ

２．了解使用合成材料对人和环境的影响 Ｂ

３．认识新材料的开发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 Ｂ

化学物
质与健
康

１．了解某些元素 （如钙、铁、锌等）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 Ｂ

２．知道一些对生命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的有机物 （如葡萄糖、淀粉、油脂、蛋白质、
维生素等） Ａ

３．知道某些物质 （如一氧化碳、甲醛、黄曲霉素等）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认识掌
握化学知识能帮助人们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Ｂ

４．初步认识化学科学的发展在帮助人类营养保健与战胜疾病方面的重大贡献 Ｂ

保护好
我们的
环境

１．认识处理 “三废”（废水、废气和废渣）的必要性及一般原则 Ｂ

２．了解典型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物的来源及危害 Ｂ

３．认识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 Ｂ

４．初步形成正确、合理地使用化学品的意识，认识化学在环境监测与环境保护中
的重要作用 Ｂ

５



　　

三、试卷结构

（一）内容结构
全卷知识覆盖面达８０％以上。其中：科学探究约２０％ （渗透到其他四个主题中进行考查）、身边

的化学物质约３０％、物质构成的奥秘约２０％、物质的化学变化约２０％、化学与社会发展约１０％。
（二）题型结构
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实验与探究题、计算题。要求在上述适当题型中设置一定分值的

开放性试题。
（三）难度结构
容易题、稍难题、较难题的比例为７∶１．５∶１．５，整卷难度值为０．７５左右。

四、题型示例

选登这部分内容的目的，是让初中化学教师和学生对初中毕业学业考试化学试题的题型获
得一定的感性认识。以下各题均摘自全国各地近年来初中毕业学业考试的化学试题，每题后面
配有该题的答案。

（一）选择题 （各小题所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符合题意）
１．下列是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现象，其中属于化学变化的是 （　　）
Ａ．石蜡熔化 Ｂ．瓷碗破碎 Ｃ．铁锅生锈 Ｄ．汽油挥发
答案：Ｃ
２．下列实验操作正确的是 （　　）

Ａ．闻气体气味 Ｂ．读液体体积 Ｃ．点燃酒精灯 Ｄ．倾倒液体药品
答案：Ａ
３．分类法是学习化学的一种方法。下列不属于分类方法的是 （　　）
Ａ．物质可分为纯净物和混合物，纯净物又可分为单质和化合物
Ｂ．有机高分子材料可分为天然有机高分子材料和合成有机高分子材料
Ｃ．人体中的元素可分为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Ｄ．空气可分为氮气、氧气、稀有气体、二氧化碳、其他气体和杂质
答案：Ｄ
４．已知某两种物质在一定条件下能发生化学反应，其反应的微观示意图如下 （其中一种小

球代表一种元素的原子），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图中的反应物都是化合物 Ｂ．该反应属于置换反应
Ｃ．该反应属于复分解反应 Ｄ．该反应不符合质量守恒定律
答案：Ｂ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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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下列实验方案中，设计合理的是 （　　）
Ａ．用点燃的方法除去ＣＯ２ 中少量的ＣＯ
Ｂ．加入氧化铜除去硫酸铜溶液中含有的少量硫酸 （氧化铜难溶于水）
Ｃ．用活性炭将硬水软化
Ｄ．用水除去生石灰中混有的碳酸钙
答案：Ｂ
６．下列实验现象描述正确的是 （　　）
Ａ．木炭在空气中燃烧产生蓝紫色火焰 Ｂ．稀硫酸中滴加石蕊溶液，溶液变红
Ｃ．镁条在氧气中燃烧，生成黑色固体 Ｄ．氢氧化钠溶液中滴加硫酸铜，产生白色沉淀
答案：Ｂ
７．我国已经立法规定酒驾入刑。“酒精检测仪”可检查司机是否酒后驾车，其反应原理为

Ｃ２Ｈ５ＯＨ＋４ＣｒＯ３＋６Ｈ２ＳＯ ４ ２Ｃｒ２（ＳＯ４）３＋２ＣＯ２↑＋９Ｘ，反应中红色的ＣｒＯ３ 转变为绿色的
Ｃｒ２（ＳＯ４）３，其中Ｘ的化学式为 （　　）

Ａ．Ｈ２Ｏ　 Ｂ．ＳＯ２ Ｃ．Ｏ２ Ｄ．ＣＯ
答案：Ａ
８．有Ａ、Ｂ、Ｃ三种金属，为判断其活动性顺序，某兴趣小组实验如下：①将Ａ、Ｂ、Ｃ分别置于稀

硫酸中，Ａ有气体产生且使溶液变为浅绿色，Ｂ、Ｃ无明显现象；②将Ｂ、Ｃ分别置于ＣｕＳＯ４溶液中，Ｃ
使溶液逐渐褪色，Ｂ无现象。则Ａ、Ｂ、Ｃ的活动性顺序为 （　　）

Ａ．Ａ＞Ｂ＞Ｃ　 Ｂ．Ａ＞Ｃ＞Ｂ　 Ｃ．Ｃ＞Ａ＞Ｂ　 Ｄ．Ｃ＞Ｂ＞Ａ
答案：Ｂ
（二）填空题
１．铁锅、铝锅是生活中常用的炊具，右图是铁锅的示意图。
（１）铁锅中含有的主要金属单质 （写化学式），含有的有机合

成材料是 。
（２）炒菜时铁锅中的油着火可用锅盖盖灭，其原理是 　。
（３）铝锅轻便、耐用，其原因是 、 　。
（４）废旧铁锅、铝锅不要随意丢弃，应回收利用，这样做的意义是 　。
答案：（１）Ｆｅ　塑料　 （２）使油与氧气隔绝　 （３）铝的密度小、常温下铝和空气中的氧气

反应在表面生成致密的氧化铝薄膜，阻止铝的进一步氧化　 （４）减少环境污染，节约金属资源
２．右下图是Ａ、Ｂ两物质 （均不含结晶水）的溶解度曲线，据此回答以下问题。
（１）ｔ１℃时，Ａ物质的溶解度为　　　　ｇ。
（２）ａ点的含义是 　。
（３）溶解度受温度影响小的物质是　　　　。
（４）从Ａ、Ｂ的混合溶液中分离出Ａ物质，一般采用　　　　　　　

　　　　　　　　　　　的方法。
答案：（１）２５　 （２）ｔ２℃时，Ａ、Ｂ两物质的溶解度相等　 （３）Ｂ

（４）冷却热饱和溶液或降温结晶
３．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我国发布新修订的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标准增加了ＰＭ２．５检测

指标。ＰＭ２．５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２．５μｍ的颗粒物，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和扬尘，对
人体健康和空气质量的影响很大。

（１）计入空气污染指数的项目中除了可吸入颗粒物外，还包括　　　　 （填序号）。
①ＣＯ　　　　　②ＣＯ２　　　　　③ＳＯ２　　　　　④ＮＯ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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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以下不属于化石燃料的是　　　　 （填序号）。
①天然气　　　　　②石油　　　　　③酒精　　　　　④煤
（３）某市从４月１日起所有机动车都要进行尾气检测，其中包括ＰＭ２．５的检测。汽油燃烧产

生的颗粒物主要是　　　　　　　　　　，这是汽油不完全燃烧产生的。
（４）下列关于ＰＭ２．５的说法错误的是　　　　　　 （填序号）。

①燃放烟花爆竹会产生ＰＭ２．５；②ＰＭ２．５是造成灰霾天气的 “元凶”之一；③ＰＭ２．５的颗粒大
小与分子大小差不多；④ＰＭ２．５专用口罩使用了活性炭，是利用了活性炭的吸附性。

（５）除了对汽车尾气的检测，还有哪些措施对ＰＭ２．５的治理能起到积极作用，请举两例：

　　　　　　　　　　　　　　　　；　　　　　　　　　　　　　　　　。
答案：（１）①③④　 （２）③　 （３）炭　 （４）③　 （５）减少火力发电，提倡使用水能、太

阳能发电　积极植树造林，防治扬尘污染 （从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使用清洁能源、植树造林控
制扬尘、工业废气处理后再排放等方面回答均可）
４．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０日，四川雅安发生７．０级大地震，震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迅速投入抢险

救灾工作中。
（１）为搜救埋在废墟下的幸存者，调用了许多搜救犬。搜救犬能根据人体发出的气味发现幸

存者。从微观角度分析搜救犬能发现幸存者的主要原因是 （填序号）。
Ａ．分子的质量很小 　　Ｂ．分子在不断运动　　　Ｃ．分子间有间隔
（２）地震中许多水源被破坏，灾区安全饮水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灾区人民日常临时性

用水都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净化处理后才能使用，其主要操作步骤如下。
①向水样中加入明矾，经搅拌、静置、 （填操作名称）可除去水中的难溶性杂质。
②加入活性炭，利用活性炭的 性除去水中的异味。
③加入消毒剂消毒处理后，得到生活用水。

④若需测定该净化后的水的ｐＨ可使用 （选填 “ｐＨ试纸” “酚酞溶液”或 “石蕊
溶液”）。

⑤上述方法所得到的通常是硬水。检验其是硬水还是软水的方法是向该净化后的水样中加
入 来判断。

答案：（１）Ｂ　 （２）①过滤　②吸附　④ｐＨ试纸　⑤肥皂水
（三）简答题
１．化学无处不在，请按要求用学过的化学知识解释下列现象或做法。
（１）实验室将固体药品配成溶液进行化学反应，为什么能提高化学反应速率？

　。
（２）实验室稀释浓硫酸应注意什么？ 　。
（３）用微粒的观点解释空气是一种混合物： 　。
（４）服用含有氢氧化铝的药物治疗胃酸过多： 　

（用化学方程式解释）。
答案：（１）实验室将固体药品配成溶液进行化学反应，可以增大物质的接触面积，提高化学

反应速率　 （２）将浓硫酸沿器壁慢慢倒入水中，边倒边搅拌，切不可将水倒入浓硫酸中　
（３）空气中含有多种分子 （其他合理答案也可）　 （４）３ＨＣｌ＋ Ａｌ（ＯＨ）３ ＡｌＣｌ３＋３Ｈ２Ｏ
２．反思、归纳与提升是化学学习的重要方法。对于复分解反应及其规律，通过反思与探索，

同学们有了新的认识。请填写下文中横线上的空白。
【知识回顾】
（１）氯化氢气体、氢氧化钠固体不导电；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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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盐酸、氢氧化钠溶液能导电 （它们溶于水的示意图如下）。

　

【分析归纳】
氯化氢溶于水： →ＨＣｌ　 Ｈ＋＋Ｃｌ－

氢氧化钠 溶 于 水： →ＮａＯＨ　 Ｎａ＋ ＋
ＯＨ－

结论：溶液导电是由于溶液中存在自由
移动的离子。

　
【迁移运用】氯化钠溶液能导电，原因是氯化钠溶于水： →ＮａＣｌ 　　　　　　。
【探索发现】①氢氧化钠溶液与盐酸反应的微观示意图如下。

　

【分析归纳】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反应的实质：Ｈ＋＋ＯＨ →－ Ｈ２Ｏ，反应
能进行的原因是溶液中 Ｈ＋和ＯＨ－的数
目减少，即自由移动的离子数目减少。

　
②硫酸钠溶液跟氯化钡溶液反应的微观示意图如下。

　

【分析归纳】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反应的实质：（略）。
反应能进行的原因是溶液中 　
的数目减少，即自由移动的离子数目减少。

　
（提示：生成硫酸钡白色沉淀）
③有沉淀生成的复分解反应，以ＮａＣｌ＋ＡｇＮＯ ３ ＡｇＣｌ↓＋ＮａＮＯ３ 为例，反应实质：
Ａｇ＋＋Ｃｌ →－ 　　　　　　　　　　　　　　。
【总结规律】上述复分解反应能发生的本质原因： 　

。
答案：【迁移运用】Ｎａ＋＋Ｃｌ－　 【探索发现】① ＮａＯＨ＋ＨＣｌ　 ＮａＣｌ＋Ｈ２Ｏ　②ＢａＣｌ２＋

Ｎａ２ＳＯ ４ ＢａＳＯ４↓＋２ＮａＣｌ　Ｂａ２＋、ＳＯ２－４ 　③ＡｇＣｌ↓　 【总结规律】溶液中自由移动的离子数
目减少
３．近年来，食品添加剂成了国内外食品安全与健康饮食的焦点问题，三聚氰胺、瘦肉精、

染色馒头、毒豆芽……，据 《人民日报》报道，目前我国有近９０％的食品中含有合法或违法的
食品添加剂。那么，如何科学地看待食品添加剂？

下表中给出了４种食品添加剂，试回答有关问题。

９



　　

物质组成与性能 被用于食品添加剂

物质名称 物质组成
主要化学性质
及在体内变化

类别或作用 法律规定

碳酸氢钠 ＮａＨＣＯ３
无毒、弱碱性、
易与胃酸反应

膨松剂 可用

硫酸铜 ＣｕＳＯ４ 增色 国家严禁使用

铁
（还原性铁粉） Ｆｅ

比较活泼的金属，
能与胃酸反应

抗氧化剂
依据国家标准，

可用

甲醛 ＣＨ２Ｏ 防腐 国家严禁使用

（１）从性质上看，国家严格禁止甲醛和硫酸铜作为食品添加剂，原因是什么？

（２）还原性铁粉用于食品添加剂，除能够防止食品因氧化而变质外，还是一种营养强化剂，
这是因为 　。

（３）碳酸氢钠是面食类食品经常使用的添加剂，如蒸馒头时人们常常加适量的碳酸氢钠。
即使有少量碳酸氢钠被食入体内，也不会危害人体健康。请你从碳酸氢钠的化学性质、在胃液
中的变化以及人体所必需的营养元素三个方面，解释为什么它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答案：（１）都有毒，能使人体中蛋白质失去生理活性。
（２）铁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 （或补铁；或铁是血红蛋白的组成成分）
（３）碳酸氢钠本身无毒；在体内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的水、二氧化碳和钠盐也无毒；钠、碳、

氢、氧都是组成人体的常量元素。
（四）实验与探究题
１．以下是实验室常用的装置，请根据装置回答下列问题。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１）实验室若要制取干燥的氧气，应选择装置的连接顺序为 （填字母）　　　　　　，有关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２）若将制得的二氧化碳通入Ｅ，实验现象是 　，

说明 　。
（３）小明将气体通入Ｆ中，他可能探究的问题是 　。

答案：（１）ＡＤＢ　２Ｈ２Ｏ２
催化剂

２Ｈ２Ｏ＋Ｏ２↑　 （２）紫色石蕊变红　二氧化碳与水反应生
成了碳酸 （或二氧化碳与水反应生成了酸性物质）　 （３）该气体是否为二氧化碳 （或该气体能
否与澄清石灰水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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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某化学兴趣小组的同学做粗盐 （含有难溶性杂质）提纯实验，并用所得精盐配制５０ｇ　５％
的氯化钠溶液。

实验一：粗盐提纯
下图是同学们做粗盐提纯实验的操作示意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请回答下列问题。
（１）操作③中用玻璃棒搅拌的作用是 　。
（２）操作⑥中的错误是 　。
（３）粗盐提纯实验的操作顺序为 　 （填操作序号）。
（４）操作④中，当观察到 　时，停止加热。
实验二：溶液配制
用提纯得到的精盐配制了５０ｇ　５％的氯化钠溶液，对配制的溶液进行检测发现溶质质量分数

偏小，其原因可能有 （填序号）。
①提纯得到的精盐仍然不纯 ②称量时砝码端忘垫质量相同的纸片
③量取水时，仰视读数 ④装瓶时，有少量溶液洒出
答案：实验一　 （１）加速溶解　 （２）未用玻璃棒引流　 （３）①⑤②③⑥④　 （４）出现较

多固体
实验二　 ①②③
３．几位同学在实验室做木炭还原氧化铜的实验，实验完毕后，他们发现试管内仍有黑色固

体物质存在。该试管中的黑色固体物质是什么？
【提出猜想】
小玉同学：木炭。
小兰同学：氧化铜。
小华同学：木炭和氧化铜。
【查阅资料】
木炭、铜都不与稀硫酸反应；Ｎａ２Ｏ、ＭｇＯ、ＣｕＯ、Ｆｅ２Ｏ３ 等金属氧化物能与稀硫酸反应生

成盐和水。
【实验设计】
方案一：向盛有黑色固体的试管中加入足量的稀硫酸，充分振荡，静置后观察现象。
方案二：取少量该黑色固体在空气中灼烧，观察现象。
他们对 “方案一”进行了分析讨论，达成了共识：若试管中溶液无色、还有黑色固体存在，

证明　　　　　同学的猜想正确。若试管中溶液呈蓝色、无黑色固体，证明　　　　　同学的猜
想正确。若出现的现象是　　　　　　　　　　　　　　　　　　　　　　　　，证明小华同
学的猜想是正确的，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他们按照 “方案二”进行了实验操作，记录如下：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黑色固体红热并逐渐减少，最后消失
该黑色固体是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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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小玉　小兰　试管中溶液呈蓝色、有黑色固体　ＣｕＯ＋Ｈ２ＳＯ ４ ＣｕＳＯ４＋Ｈ２Ｏ　木

炭　Ｃ＋Ｏ２
点燃
ＣＯ２

（五）计算题
１．无土栽培是一种农业高新技术，它可以显著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某品种茄子的无

土栽培营养液中含有６％的ＫＮＯ３。
（１）ＫＮＯ３ 属于　　　　　　　　 （填 “钾肥”“氮肥”或 “复合肥料”）。
（２）ＫＮＯ３ 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
（３）ＫＮＯ３ 中钾、氮、氧元素的质量比为　　　　　　。
（４）要配制１５０ｋｇ该营养液，需要ＫＮＯ３ 的质量为　　　　　　ｋｇ。
答案：（１）复合肥料　 （２）１０１　 （３）３９∶１４∶４８　 （４）９
２．为了探究石灰石与稀盐酸反应制备二氧化碳后的废液中的

溶质成分，将废液过滤，取滤液２０ｇ于烧杯中，在不断振荡的条
件下，向其中滴加质量分数为１０．６％的碳酸钠溶液直至过量，有
关的变化如右图所示。

根据题中有关信息和图像分析回答下列问题。
（１）原废液中的溶质成分有 （用化学式回答）。
（２）Ａ点处溶液中溶质的质量是多少？（通过计算回答）
答案：（１）ＨＣｌ、ＣａＣｌ２
（２）解：设碳酸钠与盐酸反应生成的氯化钠质量为ｘ，碳酸钠与氯化钙反应生成的氯化钠质

量为ｙ。
Ｎａ２ＣＯ３ ＋２ＨＣｌ　 ２ＮａＣｌ＋ＣＯ２↑＋Ｈ２Ｏ　 Ｎａ２ＣＯ３＋ＣａＣｌ ２ ＣａＣＯ３↓＋２ＮａＣｌ
　１０６　　　　　　　１１７ 　１０６　　 　　　　　　　　　　１１７
１０．６％×５ｇ　 　　　ｘ 　１０．６％×１５ｇ　　　　　　　　ｙ
１０６∶１１７＝１０．６％×５ｇ∶ｘ　 １０６∶１１７＝１０．６％×１５ｇ∶ｙ
ｘ＝０．５８５ｇ ｙ＝１．７５５ｇ
故Ａ点处废液中溶质氯化钠的质量为０．５８５ｇ＋１．７５５ｇ＝２．３４ｇ。
答：Ａ点处废液中溶质氯化钠的质量为２．３４ｇ。
⒊某同学为了测定ＮａＣｌ和 ＭｇＣｌ２ 固体混合物中 ＭｇＣｌ２ 的质量分数，进行如下实验：将８０ｇ

固体混合物溶于水配成溶液，平均分成四份，分别加入相同质量分数的 ＮａＯＨ溶液。获得如下
实验数据：

实验次数 一 二 三 四

固体混合物的质量／ｇ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加入ＮａＯＨ溶液的质量／ｇ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生成沉淀的质量／ｇ　 ２．９　 ｍ　 ８．７　 ８．７

问：（１）表中ｍ的值为　　　　；
（２）原固体混合物中 ＭｇＣｌ２ 的质量分数是多少？
答案：（１）５．８
（２）解：设原固体混合物中 ＭｇＣｌ２ 的质量为ｘ。
ＭｇＣｌ２ ＋２ＮａＯＨ　 Ｍｇ（ＯＨ）２↓＋２ＮａＣｌ
　９５ 　５８
　ｘ 　８．７ｇ
９５∶５８＝ｘ∶８．７ｇ　　ｘ＝１４．２５ｇ

原固体混合物中 ＭｇＣｌ２ 的质量分数为
１４．２５ｇ
２０ｇ ×１００％＝７１．２５％

答：原固体混合物中 ＭｇＣｌ２ 的质量分数为７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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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补充说明

第二部分
怀化市关于《湖南省初中毕业学业
考试标准·化学》的补充说明

一、考试性质和命题指导思想

１．考试性质
２０１５年怀化市初中毕业学业化学学科考试是 “二考合一”的考试 （即初中毕业学业考试和

高中招生考试合为一体），目的是全面准确地反映初中毕业生在化学学习中所达到的水平。考试
的结果既要能衡量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又要能为高一级学校招生提供依据。
２．命题的指导思想
（１）应有利于全面和准确地反映初中毕业生在化学学习目标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２）应有利于引导教师改变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率。
（３）应有利于普通高中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择优录取学生。

二、考试方式与试卷结构

１．考试方式
闭卷笔答，考试时量９０分钟，满分１００分。
２．试卷结构
（１）难度结构
难度是指考试题目的难易程度。难度通常用通过率Ｐ表示，计算公式为：Ｐ＝Ｘ／Ｗ，式中Ｘ

表示该题目全部被试者得分的平均分数；Ｗ 表示该题满分分数。Ｐ值越大，难度越低；Ｐ值越
小，难度越高。预估本届初中化学毕业学业考试试题难度在０．６８～０．７５之间。

（２）内容结构
全卷知识覆盖面达８０％以上。其中，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约占３０分，元素及其化合物知识

约占３５分，科学探究与化学实验约占２０分，化学计算约占１５分。
（３）基本题型
选择题 （均为单选题）共４０分。填空题共２０分，简答题 （含分析、推断）共１５分，实验

与探究题共１５分，计算题共１０分。
（４）认知结构
“知道”约占２０分，“了解”约占５０分，“理解”约占３０分。

三、考试范围

以全日制义务教育 《化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的课程目标和内容标准为依据，以义务教
育教科书九年级 《化学 （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为蓝本，重点考查最基础的化学知识和
技能、基本的方法和价值观以及对化学与社会、生活、科技相互关系的理解，运用化学知识解决
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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