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2025 学年浙江省考试院高三下学期第三次联合考试（期末）化学试题（文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码填写清楚，将条形码准确粘贴在条形码区域内。

2．答题时请按要求用笔。

3．请按照题号顺序在答题卡各题目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草稿纸、试卷上答题无效。

4．作图可先使用铅笔画出，确定后必须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描黑。

5．保持卡面清洁，不要折暴、不要弄破、弄皱，不准使用涂改液、修正带、刮纸刀。

一、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

1、已知磷酸分子（ ）中的三个氢原子都可以与重水分子（D2O）中的 D 原子发生氢交换。又知次磷酸（ H3 

PO2）也可与 D2O 进行氢交换，但次磷酸钠（NaH2PO2）却不能与 D2O 发生氢交换。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H3 PO2 属于三元酸 B．NaH2PO2 溶液可能呈酸性

C．NaH2PO2 属于酸式盐 D．H3 PO2 的结构式为

2、如图是工业利用菱镁矿(主要含 MgCO3，还含有 Al2O3、FeCO3杂质)制取氯化镁的工艺流程。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酸浸池中加入的 X 酸是硝酸

B．氧化池中通入氯气的目的是将 Fe2+氧化为 Fe3+

C．沉淀混合物为 Fe(OH)3和 Al(OH)3

D．在工业上常利用电解熔融氯化镁的方法制取金属镁

3、几种化合物的溶解度随温度变化曲线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NaClO3的溶解是放热过程



B．由图中数据可求出 300K 时 MgCl2饱和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

C．可采用复分解反应制备 Mg（ClO3）2：MgCl2+2NaClO3═Mg（ClO3）2+2NaCl

D．若 NaCl 中含有少量 Mg（ClO3）2，可用降温结晶方法提纯

4、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将铜丝在酒精灯的外焰上加热变黑后，置于内焰中铜丝又恢复原来的红色

B．氨气不但可以用向下排空气法收集，还可以用排饱和氯化铵溶液的方法收集

C．向某溶液中加入稀盐酸产生无色气体，该气体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则原溶液中一定含有 CO3
2－

D．为了使过滤加快，可用玻璃棒在过滤器中轻轻搅拌，加速液体流动

5、设 NA 表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1 mol I2与 4 mol H2反应生成的 HI 分子数为 2NA

B．标准状况下，2. 24 L H2O 含有的电子数为 NA

C．1 L 1．1 mol/L 的 NH4NO3溶液中含有的氮原子数为 1.2NA

D．7.8 g 苯中碳碳双键的数目为 1.3NA

6、下列有关电解质溶液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向盐酸中加入氨水至中性，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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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醋酸溶液和氢氧化钠溶液恰好反应，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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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向 0.1mol⋅L-1 CH3COOH 溶液中加入少量水，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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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小

D．将 CH3COONa 溶液从 20℃升温至 30℃，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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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下列条件下，两瓶气体所含原子数一定相等的是

A．同质量、不同密度的 N2和 CO B．同温度、同体积的 H2和 N2

C．同体积、不同密度的 C2H4和 C3H6 D．同压强、同体积的 N2O 和 CO2

8、常温下，向 1 L 0.1 mol·L－1NH4Cl 溶液中，不断加入固体 NaOH 后，NH4
+与 NH3·H2O 的变化趋势如图所示(不考

虑体积变化和氨的挥发)。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M 点溶液中水的电离程度比原溶液小

B．在 M 点时，n(OH－)－n(H＋)＝(a－0.05) mol

C．随着 NaOH 的加入，c(H+)/c(NH4
+)不断增大

D．当 n(NaOH)＝0.1 mol 时，c(Na＋)＝c(NH4
+)＋c(NH3·H2O)

9、室温下，下列各组离子在指定溶液中能大量共存的是

A．新制氯水中：NH4
+、Na＋、SO4

2-、SO3
2-

B．0.1 mol·L－1 CaCl2溶液：Na＋、K＋、AlO2
-、SiO3

2-

C．浓氨水中：Al3＋、Ca2＋、Cl−、I－

D．0.1 mol·L－1 Fe2(SO4)3溶液：H＋、Mg2＋、NO3
-、Br－

10、某学习小组用下列装置完成了探究浓硫酸和 SO2性质的实验（部分夹持装置已省略），下列“ 现象预测” 与“ 解释

或结论” 均正确的是

选项 仪器 现象预测 解释或结论

A 试管 1 有气泡、酸雾，溶液中有白色固体出现 酸雾是 SO2所形成，白色固体是硫酸铜晶体

B 试管 2 紫红色溶液由深变浅，直至褪色 SO2具有还原性

C 试管 3 注入稀硫酸后，没有现象
由于 Ksp（ZnS）太小，SO2与 ZnS 在注入稀

硫酸后仍不反应

D
锥形

瓶
溶液红色变浅

NaOH 溶液完全转化为 NaHSO3溶液，

NaHSO3溶液碱性小于 NaOH

A．A B．B C．C D．D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

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55111300333012001

https://d.book118.com/05511130033301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