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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2020 年中等学校招生考试

化学学科说明

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考试，化学学业水平考试侧重考查考生对

化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活动经验和基本思想的掌握情况，在考查考生初步运用已学

过的化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分析和解决简单问题能力的同时，考查考生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

及认识自然、关心社会的情感；考查考生应具有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实验能力、自学能

力、评价能力和科学探究能力，倡导生动、主动的学习方式，鼓励创新，并能展示实际水平。

制定本说明的依据是《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 版）

一、指导思想

化学学业水平考试要坚持有利于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落实课程计划，推进素质教

育；有利于巩固和提高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成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提高教育质

量；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促进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有利

于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促进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有利于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促进学

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

二、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建议 70 分钟。试卷版面：

16 开 5 面。易、中、难的比例设定约为 5:4:1，全卷难度系数 0.6 左右。

（二）试卷结构

类目 细目 分值比例 备注

试卷题型比例

单项选择题 占 20% 10 道小题

选择填充题 占 15% 5 道小题

填空与说明题 占 30% 5 道小题

实验与探究题 占 25% 3 道小题

计算题 占 10% 1 道小题

试题难度比例

容易题 约占 50%

中等难度题 约占 40%

较难题 约占 10%

试题内容比例

科学探究 约占 20% “科学探

究”的部分

内容融入其

他四项内容

中进行考查

身边的化学物质 约占 30%

物质构成的奥秘 约占 15%

物质的化学变化 约占 25%

化学与社会发展 约占 10%

三、考试内容和要求

根据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的要求，中考化学重点考查的是最基础的化学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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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方法和价值观，以及对化学、社会和技术相互关系的理解，运用化学知识解决简

单实验问题的能力等。挑选对学生后续学习和终身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有用的化学知识”作

为考查重点。所谓“有用的化学知识”主要包括化学学科的主干知识、重点内容（如常见元

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和重要用途，化学用语的书写和基本的化学计算，质量守恒定律，以及

化学实验操作等），与生活和环境密切联系的知识（如环境污染和保护）等。

化学中考将认知性学习目标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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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知道“是什么”。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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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包括认识、看懂、识别、能表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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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解释重要的化学术语、图像和表格；

对同一化学现象会用语句、公式、图像和表格等不同的表达形式进行变换；能够在具体的实

验情景下，规范的练习实验基本操作，明确实验目的，懂得其原理。

理解（包括解释、说明、区分、判断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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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会用常见的化学术语、重要的定律

和身边的主要化学物质综合解决一些简单的生活中的化学问题；能规范地、恰当地列式表达

化学计算问题；能初步学会重要物质的制备、检验和溶液的配制等；初步会用假设、验证和

对比等方法，由实验观测数据或现象用化学知识对其进行处理得到证据，经分析作出合理的

判断。

按照考试要求，对于技能性学习目标中的“初步学习”、“初步学会”分别纳入到 B、C

两个层次。

对科学探究能力的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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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知识水平和各种能

力，避免将科学探究分解为生搬硬套的知识和按部就班的程序进行考查的倾向。实验能力作

为进行科学探究所需的重要能力，在中考试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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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现象的观察与分析、实验数据

的处理、实验结论的形成与判断等方面的能力。

对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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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考试内容要求和目标要求如下：

（一）科学探究

主题 考查内容
目标

层次
考查要求

增进

对科

学探

究的

理解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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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能从日常现象或化学

学习中，经过启发或独立

地发现一些有探究价值

的问题。

2．认识科学探究既需要观察和实验、又需要

进行推理和判断。
B

3．认识到合作与交流在科学探究中的重要作

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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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能比较清楚地表述所

发现的问题。

③能对问题可能的答案

作出猜想或假设。

④具有依据已有的知识

和经验对猜想或假设作

初步论证的意识。

⑤提供信息后，根据所要

探究的具体问题设计简

单的化学实验方案。具有

控制实验条件的意识。

⑥能对观察和测量的结

果进行记录，并运用图表

等形式加以表述。

⑦能对事实与证据进行

简单的加工与整理，初步

判断事实证据与假设之

间的关系。

⑧初步学会通过比较、分

类、归纳、概括等方法认

识它们之间的联系，形成

合理的认知结构。

⑨对学生必需完成的八

个化学实验活动的实验

目的、实验操作、注意事

项有足够的认识。

发展

科学

探究

能力

4.了解发展科学探究能力的要素：提出问题、

猜想与假设、制定计划、进行实验、收集证

据、解释与结论、反思与评价、表达与交流。

B

5.能用书面方式比较明确地表述探究过程和

结果。
C

学会

基本

的实

验技

能

6.会进行药品的取用、简单仪器的使用和连

接、加热等基本的实验操作。
C

7.会根据实验目的选择实验药品和仪器,并

能安全操作。
B

8.初步学会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溶液。 C

9.初步学会用酸碱指示剂、pH 试纸检验溶液

的酸碱性。
C

10. 初步学会根据某些性质检验和区分一些

常见的物质。
C

11. 初步学习使用过滤、蒸发的方法对混合

物进行分离。
B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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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粗盐中难溶性杂质的去除。 C

14.氧气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 C

15.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 C

16.金属的物理性质和某些化学性质。 C

17.燃烧的条件。 C

18.一定质量分数的氯化钠溶液的配制。 C

19.溶液酸碱性的检验。 C

20.酸碱的化学性质。 C

（二）身边的化学物质

主题 考查内容
目标

层次
考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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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周围

的空

气

21．能说出空气的主要成分。 A ① 能认识身边一些物质

的组成、性质、变化及其

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

应用。

② 能用简单装置制取氧气

和二氧化碳，学会相关仪器

的使用和实验基本操作。

③初步学会配制一定溶

质质量分数的溶液及相关

仪器的使用和实验基本操

作。

④ 初步学习使用过滤、

蒸发的方法对混合物进

行分离。

⑤能根据物质的性质检

验和区分一些常见的物

质。

⑥能通过科学探究积极

主动地获得化学知识，解

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22．认识空气与人类生活的重要作用。 B

23．知道氧气能跟许多物质发生氧化反应。 A

24．能结合实例说明氧气、二氧化碳的主要

性质和用途。
C

25．初步学会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取。 C

26．了解自然界中的氧循环和碳循环。 B

水与

常见

的溶

液

27．认识水的组成。 B

28．知道硬水与软水的区别。 A

29．了解吸附、沉淀、过滤和蒸馏等净化水

的常用方法。
B

30．认识溶解现象。 A

31．知道溶液是由溶质和溶剂组成的。 A

32．知道水是重要的溶剂，酒精、汽油也是

常见的溶剂。
A

33．了解饱和溶液和溶解度的含义。 B

34．认识溶质质量分数的含义。 B

35．能进行溶质质量分数的简单计算。 C

36．能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溶液。 C

37．能举例说明结晶现象。 A

38．说出一些常见的乳化现象。 A

39．了解溶液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A

40．解释（初步学会）溶解度曲线的绘制、

含义及应用。
C

金属

与金

属矿

物

41．了解金属的物理特征。 B

42．认识常见金属的主要化学性质。 B

43．了解防止金属锈蚀的简单方法。 B

44．知道一些常见金属（铁、铝等）矿物。 A

45．了解从铁矿石中将铁还原出来的方法。 B

46．知道在金属中加入其他元素可以改变金

属材料的性能。
A

47．知道生铁和钢等重要的合金。 A



第 5 页 共 8 页

48．认识废弃金属对环境的污染和回收金属

的重要性。
A

49．认识金属材料在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

中的主要作用。
A

生活

中常

见的

化合

物

50．认识常见酸碱的主要性质和用途。 C

51．知道酸碱的腐蚀性。 A

52．初步学会常见的酸碱溶液的稀释方法。 C

53．了解酸碱指示剂(酚酞、石蕊)和 pH 试纸

检验溶液的酸碱度。
B

54．知道酸碱性对人体健康和农作物生长的

影响。
A

55．了解食盐、纯碱、小苏打、碳酸钙等盐

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
B

56．知道一些常用化肥的名称和作用。 A

57．列举生活中一些常见的有机物。 A

58．认识有机物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B

（三）物质构成的奥秘

主题 考查内容
目标

层次
考查要求

化学

物质

的多

样性

59．认识物质的三态及其转化。 B ①能从宏观和微观的角

度认识物质的组成、结

构、性质和变化。

②能从组成上识别氧化

物，能区分纯净物与混合

物、单质与化合物、有机

物与无机物。

③能运用物质构成的初步

知识解释一些简单的化学

现象。

④能根据化合价写出常见

化合物的化学式。

60．区分纯净物和混合物、单质和化合物、

有机物和无机物。
B

61．能从元素的组成上认识氧化物。 B

62．知道无机化合物可以分成氧化物、酸、

碱、盐。
B

63．认识物质的多样性。 B

微粒

构成

物质

64．认识物质的微粒性。 B

65．知道分子、原子、离子等都是构成物质

的微粒。
A

66．能用微粒的观点解释某些常见的现象。 C

67．知道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的。 B

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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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69．初步认识核外电子在化学反应中的作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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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看懂原子结构示意图和离子结构示意图

的关系和含义。
B

认识

化学

元素

71．认识氢、碳、氧、氮等与人类关系密切

的常见元素。
B

72．记住并能正确书写一些常见元素的符号

和名称。
A

73．知道元素的简单分类。 A

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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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形成“化学变化过程中元素不变”的观

念。
C

物质

组成

的

表示

76．能说出几种常见元素的化合价。 A

77．能用化学式表示某些常见物质的组成。 B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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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能看懂某些商品标签上标示的组成元素

及其含量。
B

（四）物质的化学变化

主题 考查内容
目标

层次
考查要求

化学

变化

的基

本特

征

80．认识化学变化的基本特征。 B ①能运用物质是变化的

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中一

些相关的现象。

②认识通过化学反应获

得能量的重要性。

③认识生活和生产中催

化剂的重要作用。

④能说明常见化学反应

中的质量关系，形成“化

学变 化过 程中 元素 不

变”的观念。

⑤能用化学方程式正确

表示化学反应。

81．初步了解化学反应的本质。 B

82．知道物质发生化学变化时伴随有能量变

化。
A

83．认识通过化学反应实现能量转化的重要

性。
B

84．知道催化剂对化学反应的重要作用。 A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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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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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87．能用常见的化学反应基本类型解释日常生

活中的一些现象。
C

88．能用金属活动性顺序表对有关的置换反应

进行判断。
C

89．能用金属活动性顺序解释日常生活的一些

化学现象。
C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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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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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认识定量研究对于化

学科学发展的重大作用。

⑦能进行化学方程式的简

单计算。

⑧初步学会复分解反应的判

断及碳酸盐、铵盐的检验和

区别。

质量

守恒

定律

91．认识质量守恒定律。 B

92．能说明化学反应中的质量关系。 C

93．能正确书写简单的化学方程式。 C

94．能根据化学反应方程式进行简单的计算。 C

95．认识定量研究对化学科学发展的重大作

用。
B

（五）化学与社会发展

主题 考查内容
目标

层次
考查要求

化学

与能

源和

资源

的利

用

96．认识燃料完全燃烧的重要性。 B ① 能正确认识化学与社

会发展的关系。认识化学

科学的发展在帮助人类

战胜疾病与营养保健方

面的重大贡献。

② 树立保护环境、与自

然和谐相处以推进社会

可持续性发展的意识。初

步形成正确、合理地使用

化学物质的意识，认识化

学在环境监测与环境保

护中的重要作用。

97．了解使用氢气、天然气（或沼气）、液化

石油气、煤气、酒精、汽油和煤等燃料对环

境的影响。

B

98．懂得选择对环境污染较小的燃料。 B

99．认识燃烧、缓慢氧化和爆炸发生的条件。 B

100．了解防火灭火、防范爆炸的措施。 B

101．知道水对生命活动的重大意义。 A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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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03．知道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是

人类社会重要的自然资源。
A

104．了解海洋中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A

105．知道石油是由多种有机物组成的混合

物。
A

106．了解石油通过炼制可以得到液化石油

气、汽油、煤油等产品。
A

107．了解我国能源与资源短缺的国情。 B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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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知道常见的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

及其应用。
A

110．了解使用合成材料对人和环境的影响。 B



第 8 页 共 8 页

成材

料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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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了解某些元素（如钙、锌、铁、氟、碘

等）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
B

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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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维生素等）。

B

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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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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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保护

好我

们的

环境

116．认识处理“三废”（废水、废气和废渣）

的必要性及一般原则。
B

117．了解典型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物的来

源及危害。
B

118．认识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对保护环境的

重要意义。
B

119．初步形成正确、合理使用化学物质的意

识。
C

120．认识化学在环境监测与环境保护中的重

要作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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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样卷（一）

说明：1．全卷满分100分，考试时间为70分钟。

2．请将答案写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否则不给分。

3．本卷可能用到的相对原子质量：

H：1 C：12 O：16 Na：23 Mg：24 Si：28

Cl：35.5 Al：27 Ca：40 Cu：64 Ba：137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包括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每小题有四个选

项，其中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请将符合题意的选项代号填涂在答题卡的相应

位置上）

1.空气中含量最多的元素是

A. O B.N C.H D.C

2.下列生活用品所用的主要材料属于合成材料的是

A. 木制餐桌 B.玻璃杯 C.塑料桶 D.棉质毛巾

3.下列属于合金的是

A.不锈钢 B.铜片 C.硫磺 D.氧化铁

4.关于水的说法正确的是

A.能溶解所有物质 B.由氢气和氧气组成

C.属于氧化物 D.任何状况下都是液体

5.有关燃烧与灭火说法正确的是

A.可燃物与氧气接触就会燃烧 B.隔绝氧气可以灭火

C.水灭火的原理是降低可燃物着火点 D.温度达可燃物着火点就能燃烧

6.下列物质用途只利用了其物理性质的是

A.一氧化碳用作燃料 B. 氧化钙用作食品干燥剂

C.金刚石用于切割玻璃 D.小苏打用于治疗胃酸过多症

7.下列做法不会污染环境的是

A.pH=5 的工业废水直接排放 B.工厂排放浓浓的黑烟

C.电池厂随意倾倒含铅废渣 D.生活污水处理达标后排放

8.用氯化钠配制 50g 溶质质量分数为 6%的溶液，正确的操作顺序是

A．⑤①④②③⑥ B．①②③④⑤⑥ C．⑥①②④⑤③ D．④⑥①③⑤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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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质子数相同的粒子一定属于同种元素

B.同种元素组成的物质一定不是化合物

C.组成元素相同的物质化学性质一定相似

D.最外层电子数相同的原子化学性质一定相似

10.下列图像能正确反映对应变化关系的是

A.向饱和的石灰水中加入少量氧化钙

B.向等质量、等浓度的稀盐酸中分别加入镁和铝

C.向氯化钠溶液中逐滴加入水

D.一定质量的铁丝在氧气中燃烧

二、选择填充题（本大题包括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先在 A、B、C中选

择一个正确选项，将正确选项的代号填涂在答题卡的相应位置上，然后在 D 处补

充一个符合题意的答案。每小题的选择 2 分，填充 1 分）

11.人体必需微量元素摄入不足会影响身体健康。下列属于人体必需微量元素的是

A.钙 B.氟 C.磷 D.

12.实验小组利用如图所示装置测量空气中氧气体积分数，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红磷燃烧产生大量白雾

B.此实验中可以用蜡烛代替红磷

C.红磷燃烧结束后，待集气瓶冷却至室温再打开止水夹

D.实验测得氧气的体积分数为 12%，其原因可能是

13.最近，关于中美“中兴公司芯片”进口贸易战平息。芯片中硅的制取微观示意

图如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反应前后，各元素的化合价不变

B.该反应是置换反应

C.物质甲的原子种类是 4 种

D.X 的化学式为

14.右图是 a、b、c 三种固体物质的溶解度曲线，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t1℃时 a、c的溶解度相等

B.使 t1℃时 a、b的饱和溶液升温至 t2℃仍为饱和溶

液，需加入的 a 比 b 多

C. t1℃时 a、c的溶液中溶质质量分数一定相等

D.t2℃时，将 a、b、c 的饱和溶液的温度降低至 t1℃，所

得溶液中溶质质量分数大小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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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下列实验方案合理的是

选项 实验目的 所用试剂或方法

A 除去 CuSO4溶液中的 FeSO4
加过量的铝粉，过滤

B 鉴别硬水和软水 取等量水样，分别加入等量肥皂水，振荡

C NaNO3溶液中混有 NaCl 蒸发溶剂

D 鉴别 MgCl2和 NH4NO3两种固体

三、填空与说明题（本大题包括5小题，共30分）

16. （5 分）请阅读短文，用化学用语填空：

小强同学在同学毕业纪念册写上：愿我们的心情，如燃放的烟花那样绚丽；愿我

们的日子，如酚酞遇碱那般鲜红；愿我们的学业，如白磷自燃那么顺利……

（1）烟花中含有硝酸钾。硝酸钾中的金属元素 。

（2）烟花中的镁燃烧生成氧化镁。标出氧化镁中镁元素化合价为+2 价 。

（3）碱溶液中的阴离子 。

（4）白磷燃烧的化学方程式 。

17. （7 分）某班同学参加综合实践活动。

（1）手工馆中，同学们剪出漂亮的剪纸，剪纸的过程中发生了 （“物理”

或“化学”）变化。

（2）陶艺馆中，陶艺作品上彩釉中含有锆元素，

如图是锆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信息及其原子结

构示意图，已知锆的相对原子质量为 91.22，

则 y= ，z= 。

（3）野炊准备了苹果、牛肉、鸡蛋、面包、米饭

等，其中富含糖类的是 （填一种）；生火时木材燃烧需要架空，目的是

。

（4）在果园劳动时，发现果树需要补充磷肥，下列属于磷肥的是

（用序号填空）。

A. 硝酸铵 B.尿素[CO(NH2)2] C.氯化钾 D.磷矿粉

18.（5 分）2017 年江西成为全球“网红”，网友总结：“最江西，醉世界！”。

其中“最江西”包括“四色”。

（1）“杜鹃红”。从分子的角度分析，能闻到杜鹃花香的原因： 。

（2）“香樟绿”。香樟是生产樟脑（化学式为 C10H16O）的主要原料，樟脑属于

（填“有机化合物”或“无机化合物”）。

（3）“马蹄金”。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 2000 年前的“马蹄金”依然金光闪闪。

请从物质化学性质的角度解释其原因： 。

（4）“青花蓝”。景德镇青花瓷图案所用颜料的成分有硅酸铜钡(化学式

为 BaCuSi2O6)，则其中铜元素与氧元素的质量比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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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分）高氯酸钾（KClO4）主要用于生产烟花爆竹。以下是工业生产高氯酸钾

的工艺流程图，请回答问题。

（1）冷却后过滤，说明高氯酸钾的溶解度随温度降低而 。

（2）母液进入电解槽中需经蒸发浓缩，实验室进行蒸发浓缩时需不停搅拌，其目

的为 。

（3）反应釜中发生复分解反应，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4）流程中可循环利用的物质（除水外）为 。

20.（8 分）同学们利用游乐园摩天轮玩化学游戏，摩天轮上每一格代表一种物质，

其中 A～G 分别是氧气、一氧化碳、烧碱、硫酸、硫酸铜、氧化铁、铁七种物质中

的一种，相邻两格中的物质可发生反应（所涉及反应均为初中常见化学反应）。

实验室可用 A 的浓溶液干燥 C 和 D。

（1）A的化学式为 。

（2）C与 D反应所属的基本反应类型为 。

（3）写出 F与 G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4）下列物质可以替代 E 进行游戏的是 （填序号）。

A．CuO B．Al C．Ca(OH)2 D．AgNO3

四、实验与探究题（本大题各包括 3 小题，共 25 分）

21.（7 分）实验室部分装置如图所示，请回答下列问题：

（1）图中仪器 a的名称为 。

（2）图中能用装置④收集的气体一定具有的物理性质是 。

（3）图中制取CO2发生装置应选择 （填序号），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4）下列关于实验室制取气体的说法正确的是 （填序号）。

A．加入药品前应该先检查装置的气密性

B．用装置②制取气体时，可随时控制反应的发生与停止

C．用装置③收集气体时，导管只需伸入到集气瓶中部

D．用装置⑤收集气体时，导管口一冒出气泡应立即收集

22.（8分）使用“鱼浮灵”能提高鱼苗及活鱼运输的成活率，通过产品说明得知

“鱼浮灵”主要成分是过碳酸钠（Na2CO4）。

探究一、过碳酸钠溶于水后所得溶液中溶质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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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验】

步骤 操作 现象 结论

① 取适量过碳酸钠于试管中，加入足量

水

有少量气泡产生，得到澄清溶

液

② 往步骤①试管中加入适量二氧化锰，

将 伸入试管中

溶液中含有

过氧化氢

③ 待步骤②试管中无气泡产生时，向试

管中加入氯化钙

溶液中含有

碳酸钠

【结论】过碳酸钠溶于水所得溶液中含过氧化氢和碳酸钠。实验证明过碳酸钠与

水反应只生成两种物质，写出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探究二、碳酸钠对过氧化氢分解的作用

【实验数据】过氧化氢溶液分别加氯化钠、碳酸钠、氢氧化钠后溶解氧（一定体

积水中所溶解含有氧气的质量）。

【分析】（1）氯化钠和碳酸钠在水溶液中都能解离出Na
+
，通过比较可知，Na

+
对

过氧化氢的分解速率的影响是 （填“加快”、“减慢”或“无影响”）。

（2）加入氢氧化钠和碳酸钠都能加快过氧化氢分解，由此可知碱性条件下过氧化

氢分解更快。

【拓展】除pH、温度外，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过氧化氢分解速率，请你列举其

中一个，并设计实验验证（写出操作及预期现象）： 。

23.（10 分）长时间放置于空气中的铜，表面会出现绿色，兴趣小组同学初步检测

到绿色物质不溶于水，受热会分解得到黑色固

体，兴趣小组对绿色物质组成进行实验探究。

【提出问题】绿色物质组成是什么？

【查阅资料】①无水硫酸铜遇水变蓝色；

②乙酸铜易溶于水。

组别 1 2 3 4

试剂 100g4%H2O2溶液 100g4%H2O2溶

液中加1g氯

化钠固体

100g4%H2O2溶液

中加1g碳酸钠固

体

100g4%H2O2溶液中加

适量氢氧化钠溶液

溶解氧（mg/L） 6.44 6.44 9.11 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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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探究】

【实验结论】绿色物质由 Cu、O、H、C 元素组成。经询问老师，得知绿色物质为

碱式碳酸铜[Cu2 (OH)2CO3]。写出 Cu2(OH)2CO3受热分解化学方程式 。

【讨论交流】实验中乙、丙装置顺序不能颠倒，原因是 。

【拓展应用】①铜生锈原理是铜与空气中 反应所致；请你提出防

止铜生锈的合理方法 。②用浸泡过醋的纸巾包裹铜器，

一天后铜币表面出现绿色物质（成分是乙酸铜），可以制成仿古铜器。鉴定表面

有绿色物质的铜器是真假古玩铜器的简易方法 。

五、计算题（本大题包括 1 小题，共 10 分）

24.（10 分）实验室有一瓶部分变质的氢氧化钠溶液，为测定该溶液变质后生成碳

酸钠的质量分数，小组同学每次取 50g 溶液，然后分别加入不同质量的氯化钡溶

液（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BaCl2+Na2CO3=BaCO3↓+2NaCl），测定充分反应后产生沉

淀的质量，数据记录如表：

（1）碳酸钠与氯化钡恰好完全反应的实验序号为 。

（2）计算该溶液中碳酸钠的质量分数（写出计算过程）。

（3）将三次实验后的物质倒入同一烧杯中，最终烧杯中上层清液的溶质

为 （填化学式）。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1.兴趣小组同学按照上图所

示进行实验

绿色物质受热生成水

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绿色物质受热生成

2.取上述装置甲中生成的黑

色固体，加入 ，

微热

黑色固体溶解，溶液变

蓝色

绿色物质受热生成氧化

铜

实验序号 1 2 3

部分变质的氢氧化钠的溶液质量/g 50 50 50

氯化钡溶液的质量/g 40 80 120

生成沉淀的质量/g 1.97 3.94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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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样卷（一）参考答案及评分意见

说明：

1．考生写出其他答案若合理，可参考此意见给分．．．．．．．．．．．．．．．．。

2．本卷除计算题外每个化学方程式都是 2 分，化学式错误的不给分；如未配平、未写反应条件或

未标出“↑”、“↓”应扣 1 分，但每个化学方程式最多扣 1 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包括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 C A C B C D D B A

二、选择填充题（本大题包括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每小题的选择 2 分，填充 1 分）

11.B 铁或碘等

12.C 装置气密性不好（或红磷量不足）

13.B HCl

14.A b＞a＞c

15.B 加熟石灰研磨，闻气味（或加水，测温度变化等）

三、填空与说明题（本大题包括 5 小题，共 30 分）

16. （5 分）（1）K （2） （3）OH- （4）4P+5O2 2P2O5（2 分）；

17. （7 分）（1）物理 （2）91.22 10

（3）面包或米饭 增大与氧气接触面积，充分燃烧

（4）D（2分）

18.（5 分）（1）分子不断运动 （2）有机化合物

（3）金的化学性质稳定 （4）2：3或 64:96（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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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分）（1）增大 （2）防止液体受热不均匀而液滴飞溅

（3）KClO3 + NaClO4 =NaClO3 + KClO4↓ （4）NaClO3

20.（8 分）（1）H2SO4 （2）化合反应

（3）2NaOH + CuSO4=Cu(OH)2↓ + Na2SO4 （4）B

四、实验与探究题（本大题各包括 3 小题，共 25 分）

21.（7 分）（1）铁架台 （2）密度比空气小

（3）② CaCO3+2HCl==CaCl2+H2O+CO2↑ （4）A（2分）

22.（8 分）

步骤 操作 现象 结论

1

2 带火星木条 带火星木条复燃

3 有白色沉淀生成或溶液变浑浊

【结论】Na2CO4+ H2O=Na2CO3 + H2O2

【分析】无影响

【拓展】浓度。分别取等质量、同温度不同浓度的过氧化氢溶液，加入等质量的二氧化锰，浓度

大的相同时间收集气体多（或是否使用催化剂。在相同温度下，分别取等质量、等浓度的过氧化

氢溶液，一份加入适量二氧化锰，另一份不加，加入二氧化锰的产生气泡更快等）（2分）

23.（10分）【实验探究】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无水硫酸铜变蓝色

CO2

稀盐酸或稀硫酸

【实验结论】Cu2 (OH)2CO3 2CuO+H2O+CO2↑

【讨论交流】不能检测有水生成

【拓展应用】① ； O2、H2O、CO2 ； 保持干燥或隔绝与空气接触等。

②加水，观察绿色物质是否溶解（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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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计算题（本大题包括 1 小题，共 10 分）

24.（10 分）（1）2（2分）

（2）解：设 50g 部分变质氢氧化钠溶液中碳酸钠质量为 x。

BaCl2+Na2CO3=2NaCl+BaCO3↓…………………………………（1 分）

106 197
x 3.94g …………………………………（1分）

………………………………………………（1分）

x＝2.12g ………………………………………………（1 分）

该部分变质氢氧化钠溶液中碳酸钠的质量分数
g
g

50
12.2

×100%=4.24%（1 分）

答：该部分变质氢氧化钠溶液中碳酸钠的质量分数 4.24%。（设、答全对得 1分）

（3）NaCl 和 NaOH（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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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样卷（二）

说明：1.全卷满分100分，考试时间为70分钟。

2.请将答案写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否则不给分。

3.本卷可能用到的相对原子质量：H：1 C：12 N：14 O：16

Na：23 S：32 Cu：64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包括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每小题有四个选项，其中只有

一个选项符合题意，请将符合题意的选项代号填涂在答题卡的相应位置上）

1．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已公布。下列获奖科技成果不属于化学研究范畴的是

A．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 B．高性能铝合金架空导线材料与应用

C．金属纳米材料的表面配位 D．基于硫磷混酸协同浸出的钨冶炼新技术

2．我省正逐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如图，则含汞废电池属于

3．公共场所严禁吸烟，从微粒的有关知识分析，造成非吸烟者在公共场所吸食“二手烟”

的主要原因是

A．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 B．分子在不停运动着

C．分子间有间隙 D．分子的质量和体积很小

4．我省所有县已完成建立居民阶梯水价制度。下列关于水的说法正确的是

A．生活中常用肥皂水降低水的硬度 B．经活性炭过滤可除去水中所有杂质

C．水是由氢原子和氧原子构成的 D．实施阶梯水价有利于增加居民的节水意识

5．食品加工、存储中出现下列情况，会影响人体健康的是

A．用霉变的花生压榨食用油 B．用干冰冷藏食物

C．用加碘盐腌制食物 D．焙制糕点时添加适量的小苏打

6．下列错误操作中，一定不会损坏仪器的是

7．含能材料专家王泽山院士获201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CL—20（化学式为C6H6N12O12）是一种

新型含能材料，下列有关CL—20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属于有机高分子化合物 B．由碳、氢、氮、氧四种原子构成

C．碳、氧元素的质量比为1：2 D．相对分子质量为438



第 2 页 共 6 页

8．如图是某反应的微观示意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反应前后分子的数目不变 B．反应前后元素的种类和质量不变

C．反应中甲和乙的分子数目比为1：1 D．反应前后分子和原子都不可再分

9．下表中对相关事实的解释合理的是

事实 解释

A 石墨质软，金刚石很硬 碳原子的结构不同

B 过氧化氢常温下能分解，水常温下不分解 物质的组成元素不同

C 水和二氧化碳反应产物可能是碳酸，也可能是葡萄糖和氧气 反应条件不同

D 铝制品较铁制品更不易锈蚀 铁的活动性较铝强

10．向氢氧化钠溶液中逐滴加稀盐酸，下列图象能正确表示相关量之间关系的是

二、选择填充题（本大题包括5小题，每小题3分，共15分。先在A、B、C中选择一个正确选

项，将正确选项的代号填涂在答题卡的相应位置上，然后在D处补充一个符合题意的答

案。每小题的选择2分，填充1分）

11.下列变化属于化学变化的是

A．脐橙榨汁 B．干冰升华 C．动物呼吸 D．

12.饺子是我国的传统特色食品，制作原料有面粉、盐、瘦肉、虾仁、鸡蛋、韭菜等，上述

原料中富含蛋白质的有

A．瘦肉 B．盐 C．面粉 D．

13.如图所示装置气密性良好，将胶头滴管中液体挤入瓶内与固体接触后，观察到U形管a侧

液面下降，b侧液面升高，一段时间后两侧液面又保持相平，则固体、液体可能是

A.生石灰、水 B．镁、稀盐酸

C.硝酸铵、水 D．

14.下列实验方案可达实验目的的是

选项 实验目的 实验方案

A 鉴别氮气和二氧化碳气体 将燃着的木条分别伸入气体中

B 除去氧化铜中混有的炭粉 在氧气流中充分灼烧

C 除去氯化铁溶液中的硫酸铁 加入适量的硝酸钡溶液，过滤

D 鉴别氯化铵和硫酸钾两种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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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已知a、b、c三种固体物质的溶解度曲线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t1℃时a、c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相等

B．将t2℃时b的不饱和溶液降温到t1℃，所得溶液一定是饱

和溶液

C．t2℃时100克水和50克a混合后恰好得到a的饱和溶液

D．将t1℃时a、b、c的饱和溶液分别升温到t2℃，所得溶液

溶质质量分数由大到小的顺序为

三、填空与说明题（本大题包括5小题，共30分）

16．（3 分）用化学用语表示加点的字或词：

玻璃在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制作玻璃的主要原料有石英砂（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 ）、

纯碱（纯碱中的阴离子．．． ）、石灰石等，制造玻璃时加入二氧化锰（二氧化锰中．．．．．

锰元素显．．．．+4．．价． ）可烧成紫色玻璃。

17．（6分）化学是21世纪的中心科学。

（1）农业化学——化肥、农药和农膜是我国当前用量最大的农用化学品，硫酸铵属于

（填“氮”、“磷”、“钾”或“复合”）肥。

（2）生态与环境科学——中国中东部重度雾霾形成机制是近年该领域研究前沿课题，请你

就减少雾霾发生提出一条合理建议 。

（3）材料化学——阻燃化学为制服火灾提供利器，氢氧化镁是一种添加型阻燃剂，氢氧化

镁吸收热量分解生成耐高温的氧化镁和水，从灭火原理分析，氢氧化镁作阻燃剂的原因是

、 （写出两点）。

（4）医学化学——医学上可用
68
Ga作放射性示踪剂对某些肿瘤进行诊疗，如图为Ga在周期表

中的信息及其某种微粒结构示意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镓原子的中子数为31 B．图中x=3

C．镓原子在化学反应中易得到电子 D．镓的相对原子质量为69.72g

18．（7分）高铁是采用电力运输方式，可减少对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和消耗，已经

成为世界铁路发展的重要趋势。

（1）高铁应用的材料有：①不锈钢、②铝合金、③橡胶等，上述材料中属于有机合成材

料的是 （用序号填空），高铁车体常进行喷漆处理，一是美观，二是防止生

锈，其防锈的原理是________。

（2）制造高铁车体时常用铝合金，而不用纯铝，其原因是 。

（3）铝在高铁车体中有广泛应用，工业上冶炼铝时发生反应之一为：

NaAlO2+CO2+2X=Al(OH)3↓+NaHCO3，X的化学式为 。

（4）高铁轨道施工过程中用乙炔（C2H2）燃烧的火焰来焊接金属，乙炔在空气中完全燃烧

生成二氧化碳和水，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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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分）高纯度的氧化铜可用作颜料、有机合成催化剂等，以下是用粗铜粉氧化法获取

高纯度氧化铜的流程图。

（1）流程中操作1的名称为 。

（2）1：1的硫酸是将浓硫酸和蒸馏水按体积比为1：1混合而成，实验室配制该硫酸时，应

该 ，并不断搅拌。

（3）溶液A中的溶质为 。

（4）对固体C进行洗涤时，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0．（8分）A～G均为初中化学常见的物质，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 ”表示两端的

物质能反应，“→”表示转化关系，所涉及反应均为初中常见的化学反应)，其中C能与血

红蛋白质结合，使人中毒，D是胃液的成分，可帮助消化，E常用于改良酸性土壤，E、G

所含金属元素相同，F是目前产量最高的金属。请回答：

（1）E的化学式为 。

（2）A的一种用途为 。

（3）用化学方程式表示D、G间的反应： 。

（4）图中反应与转化中没有涉及的基本反应类型是 。

四、实验与探究题 (本大题包括3小题，共25分)

21.（8 分）实验桌上摆放有如下图所示的装置，请回答下列问题：

（1）编号为①仪器的名称为 。

（2）不经改进 B 装置不能用作气体发生装置，其原因是 ，若用 D 装置收集二氧

化碳，检验 CO2是否收集满的方法是 。

（3）实验室用高锰酸钾制氧气的反应原理用化学方程式表示为 ，用 E装置收

集氧气时，应该等 开始收集。



第 5 页 共 6 页

（4）实验室常用加热无水醋酸钠和碱石灰的固体混合物制取甲烷（反应化学方程式为

2CH3COONa+Ca(OH)2 2CH4↑+Na2CO3+CaCO3），若要制取并收集一瓶较纯净的甲烷，下列说

法中不正确．．．的是 。

A.应该选择 A、E 装置进行组合

B.加入药品前应该检查装置气密性，气密性良好才能加入药品

C.集气瓶瓶口有气泡冒出时，先将导管移出水面，再熄灭酒精灯

D.实验后试管内附着的物质不易洗去，可加入适量的洗衣粉

22．（8 分）为研究锌和铜的金属活动性，某研究小组进行了如下探究。

操作 现象 结论

小明的

方案

将锌粒、铜片分别

放入稀盐酸中

，

铜片上无明显现象

锌的活动性较铜强，反应的

化学方程式为

小芳的

方案

将锌粉加入浓氯化

铜溶液中，振荡

有紫红色物质生成；有气泡产

生；溶液中出现白色浑浊

锌的活动性较铜强

【提出问题】小芳实验中产生气体是什么？产生的白色固体中含有什么？

【查阅资料】①ZnCl2为白色固体，易溶于水和乙醇。

②CuCl 为白色固体不溶于水、乙醇；溶于浓盐酸且溶液变褐色；溶于浓氨水且溶液变蓝色。

【猜想】猜想 a：该气体可能是氢气；

猜想 b：该白色固体可能含有 Zn；

猜想 c：该白色固体可能含有 ZnCl2；

猜想 d：该白色固体可能含有 CuCl。

【设计与实验】

序号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爆鸣声 猜想 a 正确

②
取该白色固体，加入适量的浓盐酸 无气泡产生，固体全部溶

解，得到褐色溶液

猜想 b 不正确

③ 取该白色固体，加入适量无水乙醇 无明显现象 _____________

④ 取该白色固体，加入适量浓氨水 猜想 d 正确

【反思】小明认为实验①的结论不严谨，该气体还可能是一氧化碳或甲烷，但小芳认为实验

①的结论严谨，小芳的理由是 。

23.（9 分）有一袋密封保存的淡黄色粉末，该粉末可用于消毒杀菌，兴趣小组对其成分进

行了探究。

【提出问题】淡黄色固体是什么？

【查阅资料】（1）硫粉是一种淡黄色固体，难溶于水。

（2）过氧化钠（Na2O2）是一种淡黄色固体，能与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钠和氧气，也能与二氧

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钠和氧气。

【方案设计】

方案一：取少量该固体粉末于试管中，加 5mL 水，振荡并观察现象。

方案二：在燃烧匙里放少量该固体，在酒精灯上加热，观察现象。

经过讨论，兴趣小组决定采用方案一，方案一与方案二相比，其优点之一是 。

【实验验证】用如图装置实验，将淡黄色粉末加入试管中：

（1）若淡黄色粉末为硫粉，则可观察到 ，

（2）若淡黄色粉末为过氧化钠，可观察到试管中的现象是 。

【实验结论】该淡黄色粉末为过氧化钠。

【拓展】这袋淡黄色固体敞口放置一段时间后的成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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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①只有 NaOH；②只有 Na2CO3；③NaOH 和 Na2CO3。

猜想的依据是 。

【设计与实验】

步骤 操作 现象 结论

① 取敞口放置后的固体于试管中，加入水，振荡 固体全部溶解，试管外壁发

热，无气泡产生

猜想③

成立

② 取①中溶液于试管中，加入过量的氯化钡溶液 有白色沉淀生成

③

五、计算题（本大题包括1小题，共10分）

24.（10分）将表面被氧化的铜片投入稀硫酸中浸泡，过滤得到蓝色溶液，为测定蓝色溶液

的组成，取100.0g样品，分别加入溶质质量分数为20%的氢氧化钠溶液，数据记录如图，请

计算：

（1）配制90g20%的氢氧化钠溶液需水的体积为 mL（水的密度为1g/mL）。

（2）样品中硫酸铜的质量分数（写出计算过程）。

（3）加入90g氢氧化钠溶液，充分反应后溶液中硫元素的质量为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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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样卷（二）参考答案及评分意见

说明：1.考生若写出其他答案合理，可参照此意见给分。

2.本卷除计算题外每个化学方程式都是2分，化学式错误的不给分；未配平、未写反应条件、

或未标出“↑”、“↓”应扣1分，但每个化学方程式最多扣1分。

3.本卷分为试题卷和答题卡，答案要求写在答题卡上，不得在试题卷上作答，否则不给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包括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1．A 2．C 3．B 4．D 5．A 6．C 7．D 8．B 9．C 10．B

二、选择填充题（本大题包括5小题，每小题3分，共15分。每小题的选择2分，填充1分）

11．C 食物腐烂（或木材燃烧等）

12．A 虾仁（或鸡蛋）

13．A 氢氧化钠、水（或氢氧化钠、稀盐酸等）

14．B 取样，分别与熟石灰混合研磨闻气味（或取样，分别加水溶解，滴加氯化钡溶液等）

15．C b＞a＞c

三、填空与说明题（本大题包括5小题，共30分）

16．（3 分） SiO2 CO3

2－
+4

MnO2

17．（6分）（1）氮 （2）推广新能源汽车（或推广使用清洁能源等）

（3）氢氧化镁分解时吸热，可阻止可燃物温度达到其着火点 ； 氢氧化镁分解生成的氧化

镁附着在可燃物表面，隔绝氧气 ； 生成的水可降低可燃物周围氧气浓度（任写两点）

（4）B（2分）

18．（7分） （1）③ 隔绝空气和水 （2）铝合金的硬度较纯铝大

（3）H2O（2分） （4）2C2H2+5O2 4CO2+2H2O

19．（6分） （1）过滤 （2）将浓硫酸沿烧杯内壁缓慢注入水中

（3）硫酸和硫酸铜（2分） （4） Fe + H2SO4 === FeSO4 + H2↑

20.（8分）（1）Ca(OH)2 （2）灭火（或冷藏食物，人工降雨等）

（3）CaCO3 + 2HCl === CaCl2 + H2O + CO2↑ （4）分解反应

四、实验与探究题 (本大题包括3小题，共25分)

21．（8分） （1）分液漏斗

（2）长颈漏斗下端难形成液封，气体会从长颈漏斗中逸出；

将燃着的木条置于b端导管口，观察木条是否立即熄灭

（3）2KMnO4 K2MnO4 + MnO2 + O2↑ 气泡连续、均匀时

（4）D（2分）

22.（8分）锌粒表面有气泡产生，锌粒逐渐变少 Zn + 2HCl === ZnCl2 + H2↑

【设计与实验】收集一小试管该气体，移近酒精灯火焰；

猜想c不正确 ；

固体溶解，得到蓝色溶液

【反思】参加反应的物质中不含碳元素，不可能生成含碳元素的物质(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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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分）

【方案设计】操作简单（或节约能源，可减少污染）(2分)

【实验验证】（1）无明显现象（或固体不溶解，无气体产生）

（2）有气泡产生，固体溶解

【猜想】空气中有二氧化碳和水蒸气，过氧化钠与水反应能生成氢氧化钠，与二氧化碳反应

能生成碳酸钠(2分)

【设计与实验】取②中上层清液于试管中，滴入酚酞溶液（或硫酸铜溶液等）(2分)

溶液变红色（或有蓝色沉淀等）

五、计算题（本大题包括1小题，共10分）

24．（10分）（1）72 （2分）

（2）解：设样品中硫酸铜的质量为x。 （设、答全对得1分）

CuSO4 + 2NaOH== Cu(OH)2↓+ Na2SO4 （1 分）

160 98

x 4.9g （1分）

160：98=x：4.9g （1分）

解得：x=8g （1分）

所以样品中硫酸铜的质量分数为8g/100g×100％=8％ （1分）

答：样品中硫酸铜的质量分数为8％。

（3）6.4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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