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


















数据

名师伴你行课程探究大考卷．九年级化学．上册／王永乾主编．
－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５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７６４－４２２－４
Ⅰ．①名…　Ⅱ．①王…　Ⅲ．①中学化学课－初中－习题集
Ⅳ．Ｇ６３４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１）第０７５８３０号

名师伴你行课程探究大考卷　　　　人教版九年级化学（上）
　

总 主 编 　王永乾
责任编辑　孙　莹
封面设计　永乾图书
排版制作　赵学省
责任印制　刘　丽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１３９号出版大厦（７５０００１）
网　　址　ｗｗｗ．ｙｒｐｕｂｍ．ｃｏｍ
网上书店　ｗｗｗ．ｈｈ－ｂｏｏｋ．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ｊｉａｏ　ｙｕ　ｓｈｅ＠ｙｒｐｕｂｍ．ｃｏｍ
邮购电话　０９５１－５０１４２８４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东永乾图书有限公司

开　　本　７８７×１０９２（ｍｍ）　１／８
印　　张　３５
字　　数　５６０千字
版　　次　２０１１年５月第１版　第１次印刷
印　　数　１００００册
书　　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７６４－４２２－４／Ｇ·１３５３

总 定 价：９８．００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书书

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
一、选择题（每小题３分，共４５分）

１．我们生活在绚丽多彩的物质世界里，下列色彩是由化学变化呈现出来的是 （　　）

Ａ．雨后的彩虹　　　Ｂ．夜晚的霓虹灯　　　Ｃ．节日的礼花　　　Ｄ．彩色的图画

２．物质发生化学变化的本质特征是 （　　）

Ａ．状态和颜色发生变化 Ｂ．放热、发光

Ｃ．有气体放出 Ｄ．有新物质生成

３．在化学探究过程中，要关注物质的颜色、状态、气味等。下列不属于金属铜的性质的是

（　　）

Ａ．光亮的红色

Ｂ．有特殊气味

Ｃ．常温下是固体

Ｄ．在空气中长久放置表面会有一层绿色物质覆盖

４．下列家庭实验中不涉及
獉獉

化学变化的是 （　　）

Ａ．用少量食醋除去水壶中的水垢 Ｂ．用糯米、酒曲和水酿制甜酒

Ｃ．用７５％的酒精杀菌消毒 Ｄ．用木炭除去冰箱中的异味

５．下列是日常生活中经常能观察到的现象，其中属于物理变化的是 （　　）

Ａ．白酒敞口放置一段时间后质量减少

Ｂ．鸡蛋清受热后变成块状

Ｃ．将苹果切开不久，果肉上就会产生一层咖啡色的物质

Ｄ．面包发霉

６．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是 （　　）

Ａ．空气 Ｂ．氧气 Ｃ．二氧化碳 Ｄ．水蒸气

７．下列实验操作正确的是 （　　）

—１—



８．下列仪器不能用作化学反应容器的是 （　　）

Ａ．烧杯 Ｂ．试管 Ｃ．量筒 Ｄ．集气瓶

９．下列仪器能加热，但加热时需要垫上石棉网的是 （　　）

Ａ．烧杯 Ｂ．量筒 Ｃ．试管 Ｄ．蒸发皿

１０．有关石棉网使用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垫上石棉网的目的是使物体均匀受热 Ｂ．垫上石棉网的目的是减小火力

Ｃ．石棉网用后用冷水洗刷 Ｄ．石棉网可以卷曲

１１．振荡试管里的液体的正确操作是 （　　）

Ａ．手握紧试管用臂晃动 Ｂ．拇指堵住试管口上下晃动

Ｃ．手指拿住试管用手腕摆动 Ｄ．手握紧试管上下晃动

１２．用滴管吸取和滴加少量试剂，下列操作错误的是 （　　）

Ａ．将滴管伸入试剂瓶中，然后用手指头捏紧橡胶乳头，赶走滴管中的空气

Ｂ．取液后的滴管保持橡胶乳头在上，不可平放或倒置

Ｃ．向试管内滴加试剂时，将滴管悬空放在试管上方，将试剂滴下

Ｄ．除滴瓶上的滴管外，用过的滴管应立即用清水冲洗干净

１３．实验时不小心碰倒了酒精灯，酒精在桌上燃烧起来，此时最简便的扑灭方法是

（　　）

Ａ．用书本扑打 Ｂ．用湿抹布盖灭

Ｃ．用水去冲 Ｄ．用泡沫灭火器喷

１４．实验室里有一瓶标签残缺的盐酸。为能立即确定它是否为浓盐酸，你认为下列做法

合理的是 （　　）

Ａ．猜想假设 Ｂ．查阅资料 Ｃ．进行试验 Ｄ．交流讨论

１５．学生具备基本的化学技能是进行科学探究活动的基础和保证。下列实验操作正确

的是 （　　）

Ａ．用嘴吹灭酒精灯 Ｂ．将实验剩下的药品放回原试剂瓶

Ｃ．用药匙取用粉末状药品 Ｄ．将称量物放在托盘天平的右盘上称

量

二、填空题（共３２分）

１６．（２分）没有生成　　　　的变化是物理变化，生成其他物质的变化叫做　　　　变

化。

１７．（４分）物质不需要发生化学变化就表现出来的性质叫　　　性质，如　　　　、　

　　　、　　　　、　　　　、　　　　、　　　　、　　　　等。
—２—



１８．（５分）学习化学的一个重要途径是　　　　，通过　　　　以及对实验现象的　　

　　、　　　　和分析等，可以发现和验证化学　　　　，学习科学探究的方法并获

得化学知识。

１９．（６分）现有如下仪器：①量筒；②玻璃棒；③药匙；④托盘天平；⑤蒸发皿；⑥胶头滴

管。

请回答：（填写序号）

（１）用于称量固体药品的是 。

（２）用于取用固体药品的是 。

（３）用于量取液体体积的是 。

（４）用于搅拌液体的是 。

（５）用于给液体加热的是 。

（６）用于吸取和滴加少量液体的是 。

２０．（１０分）如图１－Ａ－１所示，五个实验操作都是错误的，简要回答它们错在什么地方，指

出可能造成的后果。

图１－Ａ－１

（１）图Ａ的错误之处 　；

造成的后果 　

（２）图Ｂ的错误之处 　；

造成的后果 　

（３）图Ｃ的错误之处 　；

造成的后果 　

（４）图Ｄ的错误之处 　；

造成的后果 　

（５）图Ｅ的错误之处 　；

造成的后果 　

２１．（５分）阅读下面的短文，用“物理变化、化学变化、物理性质、化学性质”４个概念填

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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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是一种淡黄色的固体（属　　　　），把块状的硫研碎（属　　　　），取少量

放入燃烧匙内，将燃烧匙加热，硫熔化成淡黄色液体（属　　　　），继续加热，硫在

空气中燃烧（属　　　　），说明硫具有可燃性（属　　　　）。

三、实验与探究题（共２３分）

２２．（６分）填写实验报告：

实验现象 结论

把一只干燥的冷烧杯罩在酒精灯上，观察到烧杯

内壁出现水雾
说明酒精燃烧时生成了　　　　

用手触摸上一步骤中的烧杯底部，感觉　　　　 说明酒精燃烧时有热量放出

用塑料软管向一杯盛有澄清石灰水的烧杯内吹

气，发现石灰水变浑浊
说明呼出的气体中含有　　　

　　２３．（１７分）请你参与某学习小组的探究活动，并回答下列问题：

［发现问题］小明将一只燃烧正旺的蜡烛轻轻地吹灭后，发现烛芯处产生了一缕白

烟。

［提出问题］小明想，这缕白烟的成分是什么呢？

［猜想与假设］大家展开了热烈讨论，小亮猜测白烟是蜡烛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小

光猜测白烟是燃烧产生的水蒸气。小明猜测白烟是石蜡蒸气凝成的石蜡固体颗粒。

［搜集证据］

（１）回忆已有知识：二氧化碳是　　　　色　　　　体，能使澄清的石灰水　　　

　，不可　　　　；水蒸气是　　　　色　　　　体；石蜡是　　　　色　　　　

体，可　　　　。

（２）查阅有关资料：烟是固体颗粒形成的，雾是小液滴形成的。石蜡的熔点、沸点都

很低，很易汽化和液化。

（３）实验探究：①吹灭蜡烛，立即用一个内壁涂有澄清石灰水的烧杯罩住白烟，澄清

的石灰水　　　　。小亮得出结论，白烟是二氧化碳。②吹灭蜡烛，立即用一块干

而冷的玻璃片放在白烟上，玻璃片上没有出现雾。小光得出结论，白烟不是　　　

　。③吹灭蜡烛，立即用燃着的木条点燃白烟，发现蜡烛重新被点燃，说明白烟具有

可燃性，这为　　　　的假设提供了证据，同时可以排除　　　　的假设。

［结论与解释］

（４）由以上探究可知　　　　的猜想是正确的。

（５）小亮在实验时确实看到了石灰水变浑浊了，但他的结论不正确。原因是 　

　。

—４—



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
一、选择题（每小题３分，共４５分）

１．下列各项内容中，不属于化学科学研究内容的是 （　　）

Ａ．研制易吸收的化肥，使农作物增产 Ｂ．利用石油生产人造纤维

Ｃ．研究基因提高人类素质 Ｄ．利用指南针航行

２．厨房里发生的下列变化，属于物理变化的是 （　　）

Ａ．面包发霉 Ｂ．煤气燃烧 Ｃ．榨取果汁 Ｄ．用食醋除水垢

３．“民以食为天”。下列过程中发生了化学变化的是 （　　）

Ａ．淘米 Ｂ．洗菜 Ｃ．苹果榨汁 Ｄ．葡萄酿酒

４．下列工艺制作过程中包含了化学变化的是 （　　）

Ａ．红纸剪成窗花 Ｂ．泥土烧成瓷器

Ｃ．冰块制成冰雕 Ｄ．木板制成模型飞机

５．下列变化中，前者属于物理变化，后者属于化学变化的是 （　　）

Ａ．干冰升华、钢铁生锈 Ｂ．牛奶变酸、塑料降解

Ｃ．酒精挥发、矿石粉碎 Ｄ．光合作用、蜡烛熔化

６．化学的学习不能满足于单纯和机械的书本知识。这是因为 （　　）

①化学与社会生活实际有着广泛和深刻的联系，生活无处无化学　②化学需要观察

和实验，需要掌握技能和方法，而不仅是记住书本知识　③化学需要感受、体验和运

用，从而达到热爱化学、热爱生活　④化学学习需要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善于质疑

和探究。

Ａ．①②③ Ｂ．②③④ Ｃ．①②③④ Ｄ．①②④

７．某些金属工艺品的外观有银白色的金属光泽，同学们认为它可能和铁一样，有磁性。

在讨论时，有同学提出“我们可以先拿磁铁来吸一下。”就“拿磁铁来吸一下”这一过程

而言，属于科学探究中的 （　　）

Ａ．假设 Ｂ．实验 Ｃ．观察 Ｄ．做出结论

８．在下列气体中滴入数滴澄清石灰水，不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是 （　　）

①空气　②人体呼出的气体　③蜡烛燃烧后生成的气体　④氧气

Ａ．①④ Ｂ．②③ Ｃ．③④ Ｄ．①②

—５—



　　９．下列实验操作不正确的是 （　　）

１０．下列实验操作中正确的是 （　　）

Ａ．实验室用剩的药品放回原瓶

Ｂ．手持试管给试管中的液体加热

Ｃ．取用粉末状固体药品时，一般用药匙或纸槽

Ｄ．给试管中的液体加热，液体体积不超过试管容积的１／２

１１．准备量取４５ｍＬ液体，下列量程的量筒中最适宜的是 （　　）

Ａ．１０ｍＬ　 Ｂ．２５ｍＬ　 Ｃ．５０ｍＬ　 Ｄ．１００ｍＬ

１２．下列实验操作中，错误的是 （　　）

Ａ．向试管里倾倒液体时，试剂瓶口要紧挨试管口

Ｂ．用滴管加液体时，滴管不触及容器的内壁

Ｃ．为节约火柴，可用燃着的酒精灯引燃其他酒精灯

Ｄ．用量筒量取液体时，视线要与量筒内液体的凹液面的最低处保持水平

１３．用量筒量取溶液，视线与量筒内液体的凹液面最低处保持水平，读数为１５毫升；倒

出部分液体后，俯视凹液面的最低处，读数为９毫升。则该学生实际倒出的溶液体

积 （　　）

Ａ．小于６毫升 Ｂ．大于６毫升 Ｃ．等于６毫升 Ｄ．无法确定范围

１４．判断玻璃仪器已经洗净的标准是器壁上 （　　）

Ａ．附着的水能聚成水滴 Ｂ．附着的水能成股流下

Ｃ．一点水都没有附着 Ｄ．附着的水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股流

下

１５．进行化学实验时，下列应急措施正确的是 （　　）

Ａ．若洒出的酒精在桌上燃烧起来，应立即用湿抹布扑盖

Ｂ．万一药液溅到眼睛里，应立即揉揉眼睛缓解一下

Ｃ．酒精灯内的酒精不足时，可以向燃着的酒精灯内添加酒精

Ｄ．找不到灯帽时，可以用嘴吹灭酒精灯火焰

二、填空题（共３７分）

１６．（８分）在生活中常常发生下列现象：如生成气体、产生沉淀、爆炸和放热等。你能举

例说明产生这些现象的过程中，哪些是物理变化，哪些是化学变化吗？
—６—



（１）生成气体：物理变化　　　　　　，化学变化　　　　　　。

（２）产生沉淀：物理变化　　　　　　，化学变化　　　　　　。

（３）爆炸：物理变化　　　　　　，化学变化　　　　　　。

（４）放热：物理变化　　　　　　，化学变化　　　　　　。

１７．（５分）下列是生活中常见的物质，请你用它们的不同性质加以区分，并将区分的性

质填在横线上。

铁和铜　　　　　　，空气和水　　　　　　，白醋和白酒　　　　　　，钻石和玻

璃　　　　　　，糖和盐　　　　　　。

１８．（２分）将细口瓶中的液体倾倒入试管中时，应注意的事项是：

（１）细口瓶的塞子应　　　　在桌上；

（２）倾倒液体时，标签应　　　　　　，瓶口要挨着试管口，缓慢地倒。

１９．（８分）将下列各仪器名称前的字母序号与其用途相对应的选项填在相应位置。

图１－Ｂ－１

（１）用来夹试管的工具是　　　　；

（２）贮存固体药品的仪器是　　　　；

（３）常作为反应用的玻璃容器是　　　　；

（４）用于洗涤仪器内壁的工具是　　　　；

（５）用于夹持燃烧镁条的工具是　　　　；

（６）检验物质可燃性，进行固体燃烧实验的仪器是　　　　；

（７）用于加热浓缩溶液、析出晶体的仪器是　　　　；

（８）加热时常垫在玻璃容器与热源之间的用品是　　　　。

２０．（１０分）在横线上写明下列实验操作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

（１）用滴管取试剂后平放或倒置　　　　　。

（２）倾倒细口瓶中的药液时，标签没有向着手心　　　　　　　　。

（３）用嘴吹灭酒精灯　　　　　　　　。
—７—



（４）给烧杯里的液体加热时没有垫石棉网　　　　　。

（５）实验剩余药品放回原瓶　　　　　　　　　。

２１．（４分）请将体现下列实验操作目的的正确选项，填在对应的横线上。

Ａ．防止药品污染　Ｂ．防止试管破裂　Ｃ．防止实验误差　Ｄ．防止液体溅出

（１）加热试管时，先均匀加热，后集中加热。　　　　

（２）滴管使用后，及时清洗并放在试管架上。　　　　

（３）过滤时，混合液沿玻璃棒慢慢倒入漏斗中。　　　　

（４）量取液体时，视线与凹液面最低处保持平视。　　　　

三、实验与探究题（共１８分）

２２．（１８分）某校学生对吸入的气体和呼出的气体中某些成分的相对含量做研究。请你

参与探究并完成实验报告（如图１－Ｂ－２）。

图１－Ｂ－２

（１）写出以下仪器的名称。

ａ．　　　　　，ｂ．　　　　　，ｃ．　　　　　，ｄ．　　　　　，ｅ．　　　　　。

（２）填写实验报告：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结论

①采样空气两瓶，按图

采样呼出的气体两瓶
四瓶气体都呈　　　色 外观、性质都　　　同

②分别在空气和呼出

的气体中插入燃着的

木条

火焰　　　　的是空气，火焰

　　　的是呼出的气体

说明呼出的气体中　　　

　　减少，　　　　　增多

③分别在试样中滴入

澄清石灰水并振荡

滴入空气中现象　　　，滴入

呼出气体中的现象　　　　

说明呼出的气体中含有较

多的　　　　，它具有　　

　　的性质

④对着干燥的玻璃片

呼气

看到玻璃片上有　　　　　

出现

说明呼出的气体中　　　

　　增多

（３）完成报告后，你对空气和呼出的气体有何不同已有初步了解，请归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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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每小题３分，共４５分）

１．下列关于空气的有关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

Ａ．空气是一种重要资源，可以用来制取氧气

Ｂ．拉瓦锡当时所研究的空气成分和现在的空气成分基本相同

Ｃ．空气可以起调节气候的作用

Ｄ．空气中的所有成分对人们身体健康都很有益

２．下列关于空气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清新、洁净的空气是纯净物

Ｂ．空气的主要成分是氧气，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空气

Ｃ．把空气中的其他成分都分离出去，只留下氧气，会更有益于生命活动

Ｄ．空气是人类生产活动的重要资源，防止空气污染极其重要

３．下列常见物质中，属于纯净物的是 （　　）

Ａ．蒸馏水 Ｂ．食醋 Ｃ．酱油 Ｄ．豆浆

４．下列对应关系错误的是 （　　）

Ａ．氧气———供人呼吸 Ｂ．二氧化碳———造成酸雨

Ｃ．氮气———作保护气 Ｄ．稀有气体———作电光源

５．下列现象的产生，与空气中的水蒸气无关
獉獉

的是 （　　）

Ａ．酥脆的饼干放置在空气中变软

Ｂ．夏天从冰箱取出的冰糕冒“白气”

Ｃ．冬季的早晨看到窗户的玻璃上有“冰花”

Ｄ．进入久未开启的菜窖或干涸深井使人感到气闷、头昏

６．实验室能用排水法收集氧气，是因为氧气 （　　）

Ａ．难溶于水 Ｂ．不易溶于水，不与水反应

Ｃ．有助燃性 Ｄ．有氧化性

７．实验室用高锰酸钾制取氧气且用排水法收集完毕后，若先撤离酒精灯，后将导管从水

槽中取出，所造成的后果可能是 （　　）

Ａ．硬质试管破裂 Ｂ．硬质试管爆炸 Ｃ．试管完好无损 Ｄ．集气瓶爆炸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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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Ａ－１

８．用如图２－Ａ－１装置来制取气体，应满足下列条件中

（　　）

①反应物是固体　②反应需要加热　③制得的气体不易

溶于水

④制得的气体密度比空气大

Ａ．①②③ Ｂ．①②

Ｃ．②④ Ｄ．①②③④

９．氧气跟世间万物有密切关系。下列关于氧气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

Ａ．氧气由淡蓝色液体变成无色气体发生了物理变化

Ｂ．硫在氧气中燃烧产生淡蓝色火焰，并有无色刺激性气味气体产生

Ｃ．氧气可用于动植物呼吸、医疗急救、作燃料切割金属等

Ｄ．用带火星的木条可以检验氧气

１０．用高锰酸钾加热制氧气时，应在试管口塞一团棉花，其作用是 （　　）

Ａ．防止试管破裂 Ｂ．防止水被吸入试管

Ｃ．防止氧气产生太快无法收集 Ｄ．防止高锰酸钾粉末进入导管

１１．下列有关实验现象的描述，正确的是 （　　）

Ａ．铁丝在氧气中燃烧时，火星四射，生成黑色固体

Ｂ．红磷在空气中燃烧时，产生大量的白雾

Ｃ．木炭在空气中燃烧时，发出白色火焰，生成无色无味气体，该气体能使澄清石灰水

变浑浊

Ｄ．硫粉在空气中燃烧时，发出明亮的蓝紫色火焰，生成有刺激性气味的无色气体

图２－Ａ－２

１２．氧气是一种化学性质比较活泼的气体，它可以

和许多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如图２－Ａ－２所示，关

于三个反应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　　）

Ａ．都是化合反应 Ｂ．生成物都是固体

Ｃ．都需要点燃 Ｄ．都是和氧气反应

１３．实验室用一定质量的过氧化氢和二氧化锰混合物加热制氧气，反应前后二氧化锰的

质量 （　　）

Ａ．变小 Ｂ．变大 Ｃ．不变 Ｄ．不能确定

１４．臭氧（Ｏ３）可抵抗阳光中紫外线对人体损害，作为冰箱和空调制冷剂的“氟利昂”能破

坏臭氧层，将臭氧转变为氧气，而“氟利昂”在这个化学反应前后，质量化学性质不

变，则“氟利昂”在该反应中是 （　　）

Ａ．反应物 Ｂ．生成物 Ｃ．催化剂 Ｄ．以上都不对

１５．减少污染，净化空气，“还我一片蓝天”，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下列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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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造成空气污染的是 （　　）

Ａ．一氧化碳 Ｂ．二氧化碳 Ｃ．氧气 Ｄ．氮气

二、填空题（共１８分）

１６．（６分）将Ａ、Ｂ两种气体组成的混合气体通入澄清石灰水中，澄清石灰水无变化；已

知Ａ占空气体积的４／５，将碳放在Ａ、Ｂ组成的混合气体中，碳可以燃烧，把Ｂ耗尽，

同时生成一种气体Ｃ，Ｃ可使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则 Ａ为　　　　，Ｂ为　　　

　，Ｃ为　　　　。

１７．（６分）下列４个反应在一定条件下都能发生，其中属于氧化反应，不属于化合反应的

是　　　　　；既属于化合反应，又属于氧化反应的是　　　　　。

①木炭＋氧气 →
点燃
二氧化碳　②酒精＋氧气 →

点燃
二氧化碳＋水　③铝箔＋氧气 →

点燃

氧化铝　④氯酸钾 →
加热
氯化钾＋氧气

１８．（６分）在“氧气的性质”实验中，某同学任意找到一段弯曲的细铁丝，在氧气中做“铁

丝燃烧”的实验。结果没有观察到“剧烈燃烧、火星四射”等现象，请分析此实验失败

的可能的原因（１）　　　　　　　　　　；（２）　　　　　　　　　　；（３）　　　　

　　　　　　。

三、实验与探究题（共３７分）

图２－Ａ－３　　　　图２－Ａ－４

１９．（１２分）某化学兴趣小组对教材中“测定

空气里氧气含量”的实验（见图２－Ａ－３）

进行了大胆改进，设计图２－Ａ－４（选用容

积为４５ｍＬ的１８×１８０ｍｍ的试管作反

应容器）实验方案进行，收到了良好的效

果。请你对比分析图２－Ａ－３、图２－Ａ－４实验，回答下列有关问题。

（１）指出实验中Ａ仪器名称　　　　　。

（２）图２－Ａ－３实验中发生反应的文字表达式为　　　　　　　　　　　　　　　

　。

（３）图２－Ａ－４实验的操作步骤如下。

①点燃酒精灯；②撤去酒精灯，待试管冷却后松开弹簧夹；③将少量红磷平装入试管

中，将２０ｍＬ的注射器活塞置于１０ｍＬ刻度处，并按图２－Ａ－４中所示的连接方式固定

好，再将弹簧夹夹紧橡皮管；④读取注射器活塞的数据。

你认为正确的实验操作顺序是　　　　　（填序号）。

（４）图２－Ａ－４实验中，注射器活塞将从１０ｍＬ刻度处慢慢前移到约为　　　　　ｍＬ

刻度处才停止。

（５）对照图２－Ａ－４实验，你认为图２－Ａ－３实验有何不足之处？（回答一点即可）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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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分）科学探究是奇妙的过程，请你一起参与实验探究，并填写下列空白：

【提出问题】小松同学用“双氧水”（过氧化氢溶液）清洗伤口时，不小心将过氧化氢溶

液滴到水泥地板上，发现有大量气泡产生。小松联想到自己曾经用二氧化锰作过氧

化氢分解的催化剂，他想，水泥块是否也可以作过氧化氢分解的催化剂呢？于是他

到附近建筑工地取回一些小水泥块，并用蒸馏水浸泡、冲洗、干燥，并进行以下探究。

【猜想】水泥块能作过氧化氢分解的催化剂。

【实验验证】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实验一 　　　　　　　　　　　　　 木条不复燃
常温下过氧化

氢溶液不分解

实验二
在装有过氧化氢溶液的试管中加入水泥

块，然后将带火星的木条伸入试管中
木条复燃 　　　　　　　　

【结论】水泥块能加快过氧化氢的分解速率，故水泥块能作过氧化氢分解的催化剂。

【讨论与反思】小芳认为：仅凭上述两个实验还不能证明水泥块为过氧化氢分解的催

化剂，她觉得需要增加一个探究实验：探究　　　　　　　　　。

【实验步骤】①准确称量水泥块的质量；②完成实验二；③待反应结束，将实验二试管

里的物质进行过滤、洗涤、　　　　　、　　　　　；④对比反应前后水泥块质量。

【分析】如果水泥块反应前后质量不变，则说明水泥块可以作过氧化氢分解的催化

剂。但小华认为，要证明小松的猜想，小芳的补充实验还是不足够，还需要再补充一

个探究实验：探究　　　　　　　　　　　　　　。

２１．（１３分）实验室通常用加热高锰酸钾或分解过氧化氢（Ｈ２Ｏ２）溶液（二氧化锰作催化

剂）两种方法制取氧气。根据图２－Ａ－５所示回答问题：

图２－Ａ－５

（１）Ａ、Ｂ两装置中收集气体的方法叫 　。

（２）若用Ａ装置制取氧气，有关反应的文字表达式为 　。

（３）若用Ｂ装置制取氧气，有关反应的文字表达式为 　；

Ｂ装置中采用注射器代替长颈漏斗的优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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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每小题３分，共４５分）

１．下列关于空气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

Ａ．工业上利用氧气和氮气的沸点不同，从液态空气中分离出氧气的过程属于物理变

化

Ｂ．空气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天然资源

Ｃ．若大量有害物质进入空气中，仅靠大自然的自净能力，大气还能保持洁净

Ｄ．按体积分数计，空气中约含有氮气７８％、氧气２１％、其他气体和杂质１％

２．薯片等易碎食品宜采用充气袋包装，下列气体中最不适宜充入的是 （　　）

Ａ．Ｏ２ Ｂ．Ｎ２ Ｃ．ＣＯ２ Ｄ．稀有气体

３．下列物质中前者属于纯净物，后者属于混合物的是 （　　）

Ａ．雪碧、氧气 Ｂ．二氧化碳、干净的河水

Ｃ．氮气、红磷 Ｄ．矿泉水、白酒

４．下列有关空气各成分的说法正确的是 （　　）

Ａ．氧气的化学性质比较活泼，属于可燃物

Ｂ．氮气的化学性质不活泼，可用于食品防腐

Ｃ．空气质量报告中所列的空气质量级别越大，空气质量越好

Ｄ．二氧化碳在空气中含量增多会引起温室效应，属于空气污染物

５．在连续干旱的日子里，一场大雨过后，我们会觉得空气清新，碧空如洗。这主要是因

为 （　　）

Ａ．气温大幅下降 Ｂ．空气中颗粒物大量减少

Ｃ．空气中氧气含量增加 Ｄ．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

６．下表是某城市空气质量某日公布的内容：

项目 空气污染指数 空气质量级别 空气质量

总悬浮颗粒 ５２

二氧化硫 ７

二氧化氮 ２４

Ⅱ 良

下列情况对表中３个空气质量指标不会产生影响的是 （　　）

Ａ．用柴油作燃料 Ｂ．焚烧垃圾

Ｃ．汽车排放的尾气 Ｄ．用天然气作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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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下列关于氧气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

Ａ．氧气用于炼钢，目的是除去生铁中多余的碳和其他杂质

Ｂ．氧气可以支持燃烧，说明氧气具有可燃性

Ｃ．氧气可以供给呼吸，是因为和体内物质反应而释放能量，维持生命活动

Ｄ．夏天鱼池内放增氧泵，是因为温度升高，氧气在水中溶解量减少

８．图２－Ｂ－１分别是地球和火星的大气组成（体积分数）示意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图２－Ｂ－１

Ａ．地球和火星的大气中Ｏ２ 的体积分数相同

Ｂ．地球和火星的大气中都含有Ｎ２
Ｃ．地球和火星的大气中ＣＯ２ 的体积分数相同

Ｄ．地球和火星的大气组成完全相同

９．铁丝在氧气中燃烧的主要现象是 （　　）

Ａ．产生大量白烟 Ｂ．火星四射，有黑色固体生成

Ｃ．燃烧的火焰为蓝色 Ｄ．产生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１０．一氧化氮是汽车尾气中的一种大气污染物，它是一种无色气体，难溶于水，密度比空

气略大，在空气中能与氧气迅速反应生成红棕色的二氧化氮气体。在实验室中，收

集一氧化氮时可选用的集气方法是 （　　）

Ａ．排水集气法 Ｂ．向上排空气集气法

Ｃ．向下排空气集气法 Ｄ．排水法或向上排空气集气法

１１．下列反应中，既不是化合反应，又不是分解反应的是 （　　）

Ａ．碳酸钙 →
高温
氧化钙＋二氧化碳

Ｂ．氨气＋二氧化碳＋ →水 碳酸氢铵

Ｃ．氢气＋氯气 →
点燃
氯化氢

Ｄ．乙烯＋氧气 →
点燃
水＋二氧化碳

图２－Ｂ－２

１２．如图２－Ｂ－２所示装置，有洗气、贮存气体、收集气体、除杂等用途，急

救病人输氧时也利用了该装置类似的装置，以下说法不正确的是
（　　）

Ａ．Ｂ导管连接供氧钢瓶

Ｂ．Ｂ导管连接病人吸入氧气管

Ｃ．该装置可以用来观察是否有氧气输出

Ｄ．该装置可以用来观察氧气输出速度
—４１—



图２－Ｂ－３

１３．将等容积、等质量（含瓶塞、导管、燃烧匙及瓶内少量的细

沙）的两个集气瓶置于天平的左右两盘，并调至平衡，然

后同时迅速放入点燃的等质量的白磷和木炭（如图２－Ｂ－３
所示）使两者充分燃烧后冷却至室温，打开止水夹后，此

时的天平 （　　）

Ａ．指针偏向右 　　Ｂ．指针偏向左

Ｃ．仍处于平衡状态 　　Ｄ．指针先向左后向右偏

１４．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

Ａ．通常情况下，氧气具有氧化性，常作氧化剂

Ｂ．在空气中不能燃烧的物质在氧气中一定也不能燃烧

Ｃ．氧化反应不一定是化合反应

Ｄ．物质与氧气的反应一定是氧化反应

１５．下列变化过程中，无氧气产生的是 （　　）

Ａ．在过氧化氢中加入二氧化锰 Ｂ．植物的光合作用

Ｃ．木炭燃烧 Ｄ．加热氧化汞

二、填空题（共２０分）

１６．（１０分）请从①氢气　②氮气　③氧气　④二氧化碳　⑤二氧化硫　⑥氦气等五种

气体中，按要求将相应物质的序号填写在题中的空白处。

（１）属于空气污染物的气体是　　　　　　　　　　；

（２）能支持燃烧的气体是　　　　　　　　　　　　；

（３）焊接金属时常用作保护气的是　　　　　　　　；

（４）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吸收的气体是　　　　　　　；

（５）可用于制造霓虹灯的是　　　　　　　　　　　。

１７．（６分）课堂上老师做了一个实验：将液态空气倒入一只烧杯中，发现立即冒出大量

气泡，把一根燃着的小木条置于烧杯口，小木条火焰熄灭；过一会儿再把燃着的小木

条置于烧杯口，此时小木条不但没有熄灭，反而燃烧更旺。据此实验现象回答下列

问题。

（１）由于液氮的沸点比液氧的沸点　　　　　（填“高”或“低”），导致　　　　　首

先从液态空气中蒸发出来。

（２）“过一会儿，小木条不但没有熄灭，反而燃烧更旺。”其原因是 　。

１８．（４分）现有①氧化铜　②空气　③铁粉　④液态氧　⑤水　⑥氯化钾　⑦海水等

物质。其中属于混合物的是　　　　　；属于纯净物的是　　　　　　　　　　　

　　　　　。

三、实验与探究题（共３５分）

１９．（１７分）某校化学兴趣小组就空气中氧气的含量进行实验探究。

【集体讨论】

（１）讨论后同学们认为，选择的药品既要能消耗氧气，又不会跟空气中的其他成分反

应，而且生成物为固体。他们应该选择（填编号）　　　　。

Ａ．蜡烛　　　　Ｂ．红磷　　　　Ｃ．硫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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