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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通过对近年中考化学难题、压轴题的深入细致的研究，追寻中考难题、压轴题的突破方法，有效地指
导考生备考复习，培养考生理性的、逻辑的思维方式，掌握中考应试方法和答题技巧。 另外，精选了部分名校
自主招生试题，为优等生冲刺自主招生考试架设桥梁。 本书通过思路点拨指出解题思路，排除考生答题中可
能遇到的思维障碍；通过方法导析，总结解题方法，注意思维方法的拓展；通过相关难题压轴题精练，促使考生
转换陈旧的思维方式，拥有严谨灵活的思维品质，提升综合的发散思维能力。 本书介绍了中考化学各种题型
的突破方法，全面追寻中考命题思路，指明中考应试策略。

本书设置如下板块： 难点分析、难题压轴题全解、难点突破方法总结、难题压轴题精练、解题方法索引等，
满足尖子生攻坚克难、拓宽拔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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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　　　　

前　　言

如今的中考，更多意义上成为考入重点学校的竞争，要想在中考中脱颖而出，考生除具有

扎实的基础知识外，还必须具备解析难题、压轴题的能力。近年自主招生考试，试题拓宽拔中，

为冲刺自主招生，尖子生更须具备攻坚克难、解析难题的能力。每年中考试卷、自主招生试卷

上，都会有几道为拉开考分而设置的难题、压轴题，它的特点是：情景新颖、综合性强、难度较

大、渗透方法探究。为了使广大考生深入了解新中考命题、自主招生考试趋势，培养考生的能

力，本丛书编委会约请了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知名教师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本丛书通过对

近几年中考难题、压轴题和自主招生题的深入细致研究，追寻难题突破方法，有效地指导考生

复习备考，培养考生理性的逻辑思维方式，掌握中考的应试方法和答题技巧，提升考生的综合

发散思维能力。本丛书使广大考生分享名师教学智慧，破解中考命题规律，借鉴状元应试技

巧，领会难题突破方法。

本书有的放矢，注重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切实从学生角度出发，做到题型精选与专项

指导相结合，使同学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各科目核心内容有系统的掌握，而且学会科学的应

试技巧，具有可读性、启迪性和实用性。

本书每一专题设４个小栏目：

难点分析

指点本专题重点、难点、中考命题方向，破解难题组成方式，领会中考命题规律。

难题、压轴题全解

精选近年中考试题中的难题和压轴题，配备了一定量的题意新颖的名校中考模拟题，分类

编排，满足优等生拓宽拔中的需要。另外，精选了近年部分自主招生试题，为尖子生冲刺自主

招生考试架设桥梁。

难点突破方法总结

对中考难题和压轴题进行思路点拨，方法总结，指导考生找到突破难题的切入口。对自主

招生中的试题，进行方法导析，为尖子生冲刺自主招生指点迷津。

难题压轴题精练

精选近年各地中考题、模拟题以及适量的自主招生题，进行详解精析，使学生打开思路，融

会贯通，提升考生的解题能力。

这套丛书有如下特点：

权威性　以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布的《新课程大纲》为依据，由长期参与中考阅卷的知

名教师执笔，由全国著名的教育专家和特级、中级教师审定丛书书稿。

新颖性　丛书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初中课程标准编写，体现了中考改革和新课程改革的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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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突出了新中考的“知识、能力、素质”命题模式，启迪方法，侧重应试技巧的指导。

前瞻性　通过对近几年中考压轴题和自主招生题深入细致的研究，把握了中考改革的方

向，本丛书突出了新中考的能力要求，充分挖掘考生潜能，以提升其发散思维能力。

实用性　本丛书有资深一线教师的精辟分析和指导考生应试技巧，使考生方便有效地进

行自测，参考答案中对难度大的试题均有提示点拨，便于考生核对。

科学性　本丛书的编写，按思维能力培养规律循序渐进，对考生进行科学的指导，有效培

养考生思维的科学性、敏捷性和发散性。

参加本丛书编写的有：姜启时、瞿兵、宋岳春、吴锋、顾鸿雁、刘长安、陈东卫、张继斌、李永

进、金卫、钱耀兵、李彩红、施红卫、顾荣华、张林、李明、谢宏雷、周裕冲、黄卫平、邓振宇、周锋、

陈玉、丁海健、彭利平、周雅俊、黄敏、朱丽霞、陈丽华、顾珏珍、姜昱、李如芬、沈华辉、陈坚、王九

琴、徐博文、贺方、施勇、梁瑞、陶晓霞、樊春燕、邱金林、倪庆华、施建峰、袁杰、马淑娟、成爱华、

王新星、倪红华、吴兴国、周永春、黄燕、瞿德明、黄建辉、曹芬、秦娟、张文军、王淦华、黄俊、陈勇

军、徐雪春等。这套丛书在策划、编写、审核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科协教育专家

委员会有关专家的支持和指导，在此一并致谢。我们真诚地希望本书能成为同学们的良师益

友，在这收获的季节，我们会感到我们的每一滴汗水都没有白流，更希望本书能够伴随着你一

起成长！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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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物质的组成和结构

本专题考查物质的宏观组成和微观构成的知识，属于热点问题。从命题内容上看，试题的

难度不大。在选择题中主要以物质组成和分类的概念为出发点，以反映重大科技成果和人们

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为切入点，将有关物质组成、分类的概念与化学用语及物质结构融合于试

题之中。每年涉及的题型有选择题、填空题等。

【例１】　下列关于分子、原子、离子的说法，正确的是（　　）。

Ａ．原子是微小的实心球体，可以再分

Ｂ．单个ＳＯ２分子有刺激性气味

Ｃ．纯净的氢气在氧气中完全燃烧后，生成的物质是由同一种粒子构成的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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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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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子是原子失去电子后生成的粒子

思路点拨
本题考查分子、原子及离子等相关概念。解答此类试题关键在于科学准确地把握上

述概念与有关知识。质子、中子构成原子核，原子核和核外绕核高速运动的电子构成原

子，故原子可以用物理方法再分，但不是实心球体；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粒

子，但单个分子是不能闻到其气味的；离子是带电的原子或原子团，原子得到或失去电子

后均变成离子；氢气与氧气完全反应后生成的产物只有水，而水是由同一种粒子水分子

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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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殏

殏殏

殏

Ｃ

方法导析
原子可以再分，氮原子不是实心的球体、物质的物理性质是许多的分子集体表现出

来的共性，而不是单个分子的个性。

【例２】　下图形象地表示了氯化钠的形成过程，下列相关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

Ａ．钠原子易失去一个电子，氯原子易得到一个电子

Ｂ．钠跟氯气反应生成氯化钠

Ｃ．氯化钠是离子化合物

Ｄ．钠离子与钠原子有相似的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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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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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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钠原子的结构示意图是 ，容易失去最外层电子，形成钠离子（Ｎａ＋）。而氯

原子的结构示意图为 。最外层为７个电子，容易得到１个电子形成氯离子

（Ｃｌ－）。氯离子和钠离子相互作用形成离子化合物———氯化钠，也就是氯气和钠能够发

生反应生成氯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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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殏

殏殏

殏

Ｄ

方法导析
同种元素化学性质是否一致要看最外层电子数是否相同，钠离子和钠原子的最外层

电子数分别是８个和１个。

【例３】　纳米技术的研究是当前世界科技研究的一个热点，１９９８年中国科学家合成了纳
米氮化镓，已知镓（Ｇａ）和氮的原子结构示意图如右，则氮化镓的化

学式最可能是（　　）。

Ａ．Ｇａ５Ｎ２　　　　　　　Ｂ．Ｇａ３Ｎ２

Ｃ．Ｇａ２Ｎ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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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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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Ｎ

思路点拨
通过镓的原子结构示意图可知，镓元素的原子最外层电子数为３个，处于不稳定状

态，容易失去３个电子使次外层变成最外层达到１８个电子的稳定结构。氮原子最外层

电子数为５个，需要得到３个电子使最外层电子数达到８个电子的稳定结构。镓元素的

原子和氮元素的原子只需按照１∶１的个数比即可使双方达到稳定结构，因此它们构成

物质的化学式为ＧａＮ。

【【答案】】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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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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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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导析
金属元素失去电子的数目即元素为“＋”几价。非金属元素得到电子数目即为“－”

几价。从而可以根据化合价来确定化学式。

【例４】　下列粒子中，属于同种元素的是（　　）。

　Ａ．①　② Ｂ．①　④ Ｃ．②　③ 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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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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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思路点拨
依据元素的概念，同种元素一定是具有相同核电荷数的原子。这里的②和③的核电

荷数均为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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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殏

殏殏

殏

Ｃ

方法导析
元素的种类决定于质子数（或核电荷数）。质子数相同，则元素相同。

※【例５】　科技报道，夏威夷联合天文中心的科学家在宇宙深处发现了Ｈ＋３和Ｈ３，以下是
它们的说法，其中不正确的是（　　）。

Ａ．Ｈ＋３和Ｈ３都含有氢元素

Ｂ．Ｈ３是化合物

Ｃ．一个Ｈ＋３中含有２个电子

Ｄ．一个Ｈ３中含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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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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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质子

思路点拨
每个Ｈ＋３和Ｈ３都是由３个氢原子构成的不同粒子，所含有的质子数相同（都是３个

质子），电子数不同。一个Ｈ＋３中含有２个电子，一个Ｈ３中含有３个质子。是单质，不是

化合物。

【【答案】】　Ｂ

（１）理清概念层次，分清宏观和微观，牢记宏观对宏观，微观对微观，个数对个数，微观构

成宏观。

（２）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但不是保持物质物理性质的粒子，物理性

质如“色、态、味、两点、两度”等都由许多分子的共性保持。即“集体的力量”而不是“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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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３）元素的原子得失电子的数目＝元素的化合价一离子的带电荷数目，与最外层电子数

相关联。

（４）元素是种宏观概念，只讲种类，不讲个数，分子、原子、离子等属于微观概念，既讲种类

又讲个数。注意使用时它们的区别。

１．甲醛（ＣＨ２Ｏ）是家庭装修后造成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有害气体。下面关于甲醛组成和

构成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甲醛是由碳和水两种物质组成的

Ｂ．甲醛是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的

Ｃ．一个甲醛分子是由一个碳原子、一个氢分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的

Ｄ．甲醛是由一个碳元素、两个氢元素和一个氧元素组成的

２．新兴大脑营养学发现，大脑生长发育与不饱和脂肪酸有关。从深海鱼油中提取的一种

不饱和脂肪酸被称为“脑黄金”，它的化学式为Ｃ２６Ｈ３０Ｏ２，它由　　种元素组成，其相对分子质

量为　　　　。

３．已知碘元素符号为Ｉ，它的原子结构示意图为：

请结合所学知识，填写下列空白：

（１）Ｉ的值为　　　　；

（２）碘元素的化学性质与下列　　　　元素的化学性质最相似。（填序号）

４．现有三种粒子结构示意图 、 、 下列有关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它们表示同一种元素

Ｂ．它们都是具有相对稳定结构的原子

Ｃ．它们都带有电荷

Ｄ．它们的核外电子数相同

５．试依据核电荷数为１～１８的元素的原子结构示意图，回答下列问题。

（１）下图中硫元素的核电荷数犣＝　　　　；氯元素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狔＝　　　　

（填数值），与氯元素化学性质相似的元素是　　　　。

（２）核电荷数为１２的元素的原子失去两个电子后，形成的粒子的符号是　　　　，它的

核外电子排布与　　　　元素的原子核外电子排布相同。

（３）下图的排列具有一定的规律。如：同一行中，从左到右元素的核电荷数依次增加。

你还能找到哪些规律？试写出其中一个：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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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根据下表可知，元素的化合价与原子结构间存在下列关系：

元素符号 Ｎａ Ｍｇ Ａｌ Ｓｉ Ｐ Ｓ Ｃｌ Ａｒ

原子结构

示意图

最高正价

负　价

＋１

－

＋２

－

＋３

－

＋４

－４

＋５

－３

＋６

－２

＋７

－１

０

　　由上表可总结出非金属的负化合价在数值上等于８减去最外层电子数，还能总结出：

（１）　 　；

（２）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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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　物质的分类、变化和性质

从组成上识别氧化物，区分纯净物和混合物、单质和化合物，有机物和无机物是中考的热点，

能依据典型的事实，对物质的性质和变化进行分析和判断，能区分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熟练记住

四种基本反应类型，能联系社会生产、生活的实例，运用物质变化的有关规律分析、解决有关问题。

【例１】　下列各组物质按照单质、氧化物、混合物的顺序排列的是（　　）。

Ａ．氮气、氧气、空气 Ｂ．石墨、熟石灰、生石灰

Ｃ．水银、水、糖水 Ｄ．冰、干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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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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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醋酸

思路点拨
Ａ项，氮气、氧气属于单质，空气属于混合物；Ｂ项，石墨属于单质，熟石灰属于化合

物，生石灰属于氧化物；Ｄ项，冰、干冰属于氧化物，冰醋酸属于化合物；Ｃ项，水银为单

质，水为氧化物，糖水为混合物，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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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殏

殏殏

殏

Ｃ

方法导析
本题易混淆纯净物和混合物、单质和化合物以及氧化物的概念。如冰醋酸是纯净

物，而不是混合物；冰是固态的水，是化合物，而不是单质；熟石灰是Ｃａ（ＯＨ）２，属于化合

物中的碱，不属于氧化物。

【例２】　下列化学反应基本类型中，能生成水的有（　　）。

① 化合反应　② 分解反应　③ 置换反应　④ 复分解反应

Ａ．仅① Ｂ．仅①② Ｃ．仅①③④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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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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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④

思路点拨
化合反应的特点是“多变一”。分解反应的特点是“一变多”。置换反应的特点是“替

换”。复分解反应的特点是“交换”。对四大基本反应类型，只要抓住了它们的特点，就能

顺利解决问题。解答本题时，除了要弄清四大基本反应类型的特点外，还要结合具体的

一些化学反应才能正确作出选择。例如：氢气在氧气中燃烧生成水；碳酸分解生成水和

二氧化碳；氢气还厚氧化铜生成铜和水，酸与碱中和生成盐和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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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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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殏

殏殏

殏
Ｄ

方法导析
易错选答案Ｃ。认为分解反应不会产生水，而化合、置换、复分解反应都可以生

成水。

【例３】　在一定条件下，下列转化不能由一步反应实现的是（　　）。
Ａ．ＣＯ→ＣａＣＯ３ Ｂ．ＨＣｌ→ＮａＣｌ

Ｃ．Ｆｅ→ＦｅＳＯ４ Ｄ．Ｃａ（Ｏ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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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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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ａＯＨ

思路点拨
根据题意找出相应的化学反应：盐酸转化为氯化钠可以通过盐酸与氢氧化钠的反

应一步实现（ＮａＯＨ＋ ＨＣｌ ＮａＣｌ＋Ｈ２Ｏ）。铁转化为硫酸亚铁可以通过铁与稀硫酸

的反应一步实现（Ｆｅ＋Ｈ２ＳＯ ４ ＦｅＳＯ４＋Ｈ２↑）。氢氧化钙转化为氢氧化钠可以通过

氢氧化钙与碳酸钠的反应一步实现Ｃａ（ＯＨ）２＋Ｎａ２ＣＯ ３ ＣａＣＯ３↓＋２ＮａＯＨ。而由

ＣＯ转化为ＣａＣＯ３至少需两步反应才能实现２ＣＯ＋Ｏ ２ ２ＣＯ２，ＣＯ２＋Ｃａ（ＯＨ）２

ＣａＣＯ３↓＋Ｈ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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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殏

殏殏

殏

Ａ

方法导析
物质之间的转化关系是初中化学的重要内容，请同学们注意把学到的酸、碱、盐的知

识加以灵活应用。

※【例４】　密闭容器内有Ａ，Ｂ，Ｃ，Ｄ四种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充分反应，测得反应前后各
物质的质量见下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物　质 Ａ Ｂ Ｃ Ｄ

反应前质量／ｇ １９．７ ８．７ ３１．６ ０．４

反应后质量／ｇ 待测 １７．４ ０ ３．６

　　Ａ．物质Ｃ一定是化合物，物质Ｄ可能是单质

Ｂ．反应后密闭容器中Ａ的质量为１９．７ｇ

Ｃ．反应过程中，物质Ｂ与物质Ｄ变化的质量比为８７∶３６

Ｄ．若物质Ａ与物质Ｃ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为１９７∶１５８，则反应中Ａ与Ｃ的化学计量数

之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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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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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思路点拨
反应前Ｃ的质量和反应后Ｃ的质量相比减轻了，说明Ｃ物质一定为反应物。Ｂ和

Ｄ这两种物质质量增加，说明Ｂ和Ｄ一定是反应的生成物。从质量上看，参加反应的Ｃ

的质量犿（Ｃ）＝３１．６ｇ，生成Ｂ的质量犿（Ｂ）＝１７．４ｇ－８．７ｇ＝８．７ｇ，生成Ｄ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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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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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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犿（Ｄ）＝３．６ｇ－０．４ｇ＝３．２ｇ。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可知Ａ一定是生成物，生成Ａ的质量

犿（Ａ）＝３１．６ｇ－８．７ｇ－３．２ｇ＝１９．７ｇ。通过以上分析，该反应一定是分解反应，可表

示为Ｃ＝Ａ＋Ｂ＋Ｄ。发生分解反应，Ｃ一定是化合物，Ｄ可能为单质，也可能为化合物，

选项Ａ一定正确；反应后密闭容器中Ａ的质量应该为１９．７ｇ＋１９．７ｇ＝３９．４ｇ，选项Ｂ

不正确；反应过程中，物质Ｂ与物质Ｄ变化的质量比为８．７ｇ∶３．２ｇ＝８７∶３２，选项Ｃ不

正确；设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ＸＣ＝ＹＡ＋ＭＢ＋ＮＤ则有１５８Ｘ∶１９７Ｙ＝３１．６ｇ∶

１９．７ｇ得Ｙ∶Ｘ＝１∶２选项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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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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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导析
质量守恒定律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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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学们注意对“参加”、“质量总和”、“等于”这些关键词语的理解。对此类

题应先正确写出化学方程式，列出对应的数据，再列比例式求解。

（１）将物质分类时，首先可根据物质种类将物质分为纯净物和混合物，再根据元素种类是

“一种”还是“多种”将纯净物分为单质和化合物。

（２）判断是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变化要看是否产生新物质。例如，红磷燃烧后产生的“白

烟”，硫烧后闻到的刺激性的气味，铁丝燃烧后产生的黑色固体都是化学变化的特征，是判断何

种变化的依据。

（３）区分是性质还是变化时，在性质的描述中通常有“能”、“易”、“会”、“可以”等关键词。

（４）质量守恒定律应理解成“总质量”不变，即包括参加反应的固体、液体、气体“三态”的

质量。生成物的质量同样包括固体的质量、液体的质量和气体的质量。

１．下列各图中“ ”和“ ”分别表示两种质子数不同的原子，其中能表示由两种化合物组

成的混合物的图是（　　）。

２．在一个密闭的容器内有四种物质，于高温下发生反应，经一段时间后测得反应前后各

物质的质量如下表所示。

Ａ Ｂ Ｃ Ｄ

反应前质量／ｇ ８ １０ １ ２５

反应后质量／ｇ 未测 ２４ ２ １６



专题二　物质的分类、变化和性质

９　　　　

若Ａ的相对分子质量为２狀，Ｄ的相对分子质量为３狀，则该反应化学方程式中Ａ与Ｄ的化学计

量数之比（　　）。

Ａ．１∶１ Ｂ．１∶２ Ｃ．１∶３ Ｄ．２∶３

３．绍兴是中国著名的“酒乡”。绍兴黄酒，为世界三大白酒之一，多次获得国际金奖。绍

兴黄酒的酿造是一门综合性的发酵工程学，涉及多种学科知识。它的酿造过程可以概括为选

料→发酵→压榨→勾兑→澄清→煎酒等步骤。（题中部分数据为方便计算略做处理）

发酵即淀粉→葡萄糖→酒精的过程，请你在下列化学方程式中的方框内填写化学式：

（Ｃ６Ｈ１０Ｏ５）狀＋狀Ｈ２ →Ｏ 狀Ｃ６Ｈ１２Ｏ６　　Ｃ６Ｈ１２Ｏ →６ ２　 ＋２ＣＯ２↑

　　　　　　淀粉　　　　　　葡萄糖　　　 葡萄糖

４．瑞典化学家诺贝尔是安全使用硝化甘油炸药的第一人。硝化甘油（Ｃ３Ｈ５Ｎ３Ｏ９）是意大

利化学家索布赖罗利用甘油和某物质ｘ在一定条件下合成的，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Ｃ３Ｈ８Ｏ３＋ ３ｘ Ｃ３Ｈ５Ｏ９＋３Ｈ２Ｏ则ｘ的化学式为　　　　。

５．在实验室易燃品橱柜里有一瓶失去标签的试剂，某同学为探究其成分，进行如下实验

分析：取２．１６ｇ该物质，使其充分燃烧，测知只生成２．１６ｇ水和５．２８ｇ二氧化碳。请你通过

计算填空：

（１）该物质中含氢元素　　　　ｇ，含碳元素　　　　ｇ。

（２）该物质中　　　　（填“含”或“不含”）有氧元素；若含有氧元素，其质量为　　　　ｇ

（若不含氧元素，此空不填）。

６．为了验证质量守恒定律，甲、乙、丙三位同学各做了一个实验。

（１）甲同学用实验测定的数据有：木炭和坩埚的总质量犿ｇ；其燃烧后灰烬和坩埚的总质

量为狀ｇ。犿和狀的关系为：犿　　　　狀（填“＜”、“＞”或“＝”）。

（２）乙同学用实验测定的数据有：光亮的铁钉的质量为狓ｇ，其生锈后的质量为狔ｇ，狓和

狔的关系为：狓　　　　狔（填“＜”、“＞”或“＝”）。

（３）丙同学实验测定的数据有：锌、硫酸铜溶液和烧杯的总质量为犪ｇ；其反应后的混合

物和烧杯的总质量为犫ｇ。犪与犫的关系为：犪　　　　犫（填“＜”或“＞”或“＝”）。

（４）通过对三个实验的分析，你认为用有气体参加或生成的化学反应来验证质量守恒定

律时，应　　　　，才能判定参加化学反应的反应物总质量和生成物总质量是否相等。

７．Ａ、Ｂ、Ｃ是三种不同类别的含有氧元素的化合物，物质间相互反

应的关系如右图所示（图中“—”表示相连的两种物质能在溶液中发生反

应）。若Ｂ为纯碱，Ａ为酸，Ａ、Ｃ间的反应为复分解反应，回答下列问题：

（１）物质Ａ、Ｂ、Ｃ的化学式是Ａ　　　　，Ｂ　　　　，Ｃ　　　　；

（２）物质Ａ和Ｃ在溶液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

（３）纯碱的一种用途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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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　化 学 用 语

元素符号、化学式、化学方程式等化学用语是中考中的又一热点，各种题型里都有。用数

字和符号表示原子、分子、离子以及元素的化合价往往是中等及以上同学容易出错的地方，是

失分点。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掌握化学式的含义，化学方程式的意义、书写更容易出现在“新

情景题”中，都是考试难点、热点。

【例１】　化学用语是高度浓缩的符号体系，可准确、简洁地记录、表达、交流化学信息。请
用化学用语表示：

（１）磷元素　　　　；（２）３个银原子　　　　；（３）３个氮分子　　　　；（４）２个碱中的

阴离子　　　　；（５）氧化亚铁中铁元素的化合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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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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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化学用语中，元素符号前面的数字表示原子的个数；而元素符号右下角的小数字

则表示一个分子中该元素原子的个数。要单独表示几个原子或几个分子就在元素符号

或化学式的前面写上数字。离子符号的书写应在元素符号右上角先写电荷数，再写电性

符号，而元素化合价的表示则在元素符号正上方，先写正负价符号，再写化合价数字。同

时，离子的电荷数字与元素或原子团化合价的数字相等，符号相同，只是数字与符号书写

的先后顺序不同。若要单独表示几个离子，只在离子符号的前面写上数字，如２个镁离

子可表示为２Ｍｇ２＋。

【【答案】】　Ｐ，３Ａｇ，３Ｎ２，２０Ｈ－，Ｆ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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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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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导析
一是几个分子或几个原子表示方法不正确。例如：３个银原子写成Ａｇ３，３个氮分

子写成Ｎ３。二是离子的数字、符号与化合价的数字、符号书写混淆。三是单独表示几个

原子团书写时，把原子团加括号，在括号前面写数字。如２个硫酸根离子写成

２（ＳＯ２－４ ）等。

【例２】　我国“神舟”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实现中国人的飞天梦想。运送飞船的长征二号捆
绑式大推力运载火箭的燃料是偏二甲肼（化学式为Ｃ２Ｈ８Ｎ２）。有关偏二甲肼的叙述中，不正

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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