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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学年下学期开学摸底考

九年级化学

（考试时间：40 分钟  试卷满分：50 分）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

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第Ⅰ卷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

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回答第Ⅱ卷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4．测试范围：1-7 单元（人教版）。

5．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可能用到的相对原子质量：H-1  C-12  N-14  O-16  S-32  Ca- 40  Cl-35.5

一、选择题：本题共 12 个小题，1-8 题每小题 1.5 分，9-12 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在每

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2022年 2月北京冬奥会上，火炬“飞扬“展示了北京冬奥会理念和我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是北京冬奥会的愿景和精神的集中体现，其燃料为液氢。以下说法不正确的是

A．火炬燃烧时，化学能转化为光能和热能

B．在强风和寒冷的环境下火炬仍可以燃烧，说明火炬燃烧不受燃烧条件的影响

C．“飞扬”火炬采用的燃料液氢属于单质

D．火炬“飞扬”的创新设计和使用，实现了冬奥会历史上火炬的“零碳排放”

2．下列有关化学用语的表达中不正确的是

A．2个氮分子：2N2 B．氟原子：F

3．下列对化学基本观念的归纳与整理全部正确的一组是

A．守恒观 B．能量观

①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的种类和质量都不变

②某物质燃烧后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可以推测

①化石燃料燃烧放出大量的热

②氧化反应都放出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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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该物质中一定含有碳元素、氢元素、氧元素

C．微粒观 D．分类观

①冰和干冰都是由分子构成的

②化合物都是由离子构成的

①质子数相同的微粒一定属于同种元素

②含有氧元素的化合物都是氧化物

A．A B．B C．C D．D

4．下列实验操作不正确的是

A． 滴加液体 B． 添加酒精

C． 检查气密性 D． 放置试管

5．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对镓、锗两种原料进行出口管制。镓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信息如图所

示，下列关于镓的说法正确的是

A．是非金属元素

B．核内中子数为 31

C．符号“2Ga”可表示两个镓原子

D．碳 12原子的质量为 a，则稼原子的质量为 69.72a

6．新冠疫情当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呈失控之势，消毒能有效阻止病毒传播。“84消毒液”

(含有 NaClO)、二氧化氯(ClO2)都是常用的含氯消毒剂，下列有关 NaClO、ClO2的叙述正确

的是

A．两物质中氯元素的化合价相同 B．二氧化氯中含有氧分子

C．氧原子核外最外层电子数为 6 D．相比 ClO2，NaClO 中氯元素含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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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是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之一。下列微观解释正确的是

选项 客观事实 微观解释

A 水银温度计测温度 原子的质量和体积都很小

B Ca、Ca2+化学性质不同 微粒中的质子数不同

C 蜡炬成灰 分子种类发生变化

D
O2和 O3的化学性质有差

异
氧原子的结构不同

A．A B．B C．C D．D

8．下列各组物质不能实现如图所示转化关系的是

选项 甲 乙 转化关系

A 2 2H O 2H O

B CO 2CO

C 2H O 2O

D
3CaCO

2CO

甲  乙

A．A B．B C．C D．D

9．202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成果之一是对一氧化碳催化过程的研究，该研究催生了汽车尾气

净化的装置。下图表示的是汽车尾气中的某些气体在催化剂 P/Al2O3/Ba的表面进行的反应，

有关该反应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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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上图示物质中有三种氧化物

B．反应前后催化剂 Pt/Al2O3/Ba的质量和物理性质均不变

C．反应前后分子个数减少，原子个数不变

D．参加反应的 CO与生成的 N2的质量比为 2：1

10．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研究质的组成、结构、性质以及变化规律。科学

的方案设计是达到实验目的的前提。下列实验方案设计不能达到目的的是

  

A．探究可燃物的燃

烧条件

B．证明人体呼出气体

比吸入空气中的 CO2

含量多

C．证明 MnO2是 H2O2分

解的催化剂

D．证明蜡烛中含有

氢元素

A．A B．B C．C D．D

11．利用如图所示装置探究 CO的化学性质，说法错误的是

A．甲、丙两处澄清石灰水作对比，说明 CO与 CuO反应能生成二氧化碳

B．乙、丙、丁三处的实验现象都能说明 CO能与 CuO发生化学反应

C．丁处燃烧，说明 CO有毒

D．省略甲处澄清石灰水也能达到实验目的

12．碳及其部分化合物的转化关系如图所示，其中 X、Y表示相应转化中的其他反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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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X可以是单质或氧化物

B．反应物 Y可能是 Ca(OH)2溶液

C．反应①属于吸热反应

D．打开碳酸饮料瓶盖时可能发生转化②

第 II 卷（非选择题  共 30 分）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4 个小题，共 30 分。

13．（7分）如图是实验室制取气体常用的发生装置和收集装置，请按要求回答下列问题：

（1）写出仪器①的名称：      。

（2）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常选用的发生装置和收集装置是      （填字母），反应的化学方

程式为      ；检验二氧化碳集满的方法是      。

（3）选用装置 A制氧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用 E收集氧气的优点是      。

（4）氧烛是一种简易制氧机。它体积小、重量轻，贮存期长，产氧量大，适用于在缺氧环

境急救。有以下几种制氧剂，根据提供的信息选择一种适合氧烛的制氧剂。

制氧剂 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过氧化氢 液体，有一定腐蚀性或刺激性。易分解，需避光，不易控制

过氧化钙 固体，与水反应缓慢、持续释放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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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酸钠 固体，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加热分解持续快速释放氧气

你选择的制氧剂是      ，理由是      。

14．（8分）某化学兴趣小组同学在做镁在空气中燃烧的实验时，发现生成物中有少许黑色

固体，针对这一现象，小组同学设计实验进行了以下实验探究。

【提出问题】

（1）        。

【猜想与假设】

猜想一：黑色固体是镁与氧气反应生成的；

猜想二：黑色固体是镁与氮气反应生成的；

猜想三：黑色固体是镁与水蒸气反应生成的；

猜想四：黑色固体是镁与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的。

【进行实验】

【实验一】镁与氧气的反应

打磨镁带至光亮，点燃，伸入盛满氧气的集气瓶中，有大量白烟产生，并生成白色固体。

（2）点燃前，用砂纸打磨镁带的目的是       。

实验结论：镁与氧气反应生成白色的氧化镁，猜想一不成立。

【实验二】镁与氮气的反应

（3）获取氮气：获取氮气的常用方法是将空气加压降温液化后再升温汽化。液态空气汽化

时首先分离出氮气，则沸点：N2       O2（选填“高于”、“等于”或“低于”）。

打磨镁带至光亮，点燃，伸入盛有氮气的集气瓶中，瓶内壁附着一层淡黄色的固体。

实验结论：镁与氮气在点燃的条件下反应生成淡黄色的氮化镁（Mg3N2），猜想二不成立。

【实验三】镁与水蒸气的反应

实验装置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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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验开始时，应先点燃 A处酒精灯，等观察到水沸腾一段时间后，再点燃 B处酒精灯。

将生成的气体通入肥皂液中，用燃着的木条靠近肥皂泡，有爆鸣声，稍后有肥皂泡飘到空中，

说明生成的气体是       （填化学符号）。

实验结论：镁粉能和水蒸气反应，但装置 B中并没有产生黑色固体，猜想三不成立。

【实验四】镁与二氧化碳的反应

（5）把燃着的镁条插入盛满二氧化碳的集气瓶中能剧烈燃烧，发现在白烟中夹杂着大量黑

色物质，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探究结论】镁在空气中燃烧的实验时，生成物中少许黑色固体是碳，猜想四成立。

【实验反思】

（6）在【实验三】中先点燃 A处酒精灯，等观察到水沸腾一段时间后，再点燃 B处酒精灯

的目的是       ，其中冰水混合物的作用是       。

（7）通过本次探究，我们知道镁能与氮气反应生成淡黄色的氮化镁（Mg3N2）固体。但在空

气中燃烧镁条时很难观察到生成物中有淡黄色固体，原因是       。

15．（6分）2020年 11月 23日，世界气象组织公布：2019年全球 CO2含量创人类历史新高，

2020年仍在上升。采用物理或化学方法捕集 CO2并将其资源化利用，正成为控制排放的有效

措施。

Ⅰ、CO2的捕集（图 1）

（1）加热 CaC2O4•H2O制备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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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2O4•H2O分解的化学方程式为：CaC2O4•H2O
高温

CaO+CO2↑+X↑+H2O↑，其中 X的化学式

为    。该反应生成的 CaO比石灰石分解制得的 CaO更加疏松多孔，原因是    ；

（2）利用 CaO捕集 CO2

温度对 CO2的转化率影响较大，由图 2可知，捕集器内温度应控制在    （填“650”或

“750”）℃为宜；

（3）煅烧炉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Ⅱ、CO2的资源化利用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制出一种新型多功能复合催化剂，将 CO2成功转化为汽油（图

3）。

（4）反应 1生成 CO和 H2O，该反应中充当还原剂的物质是    。

（5）对该成果的评价正确的是     。

A．该成果有助于缓解全球温室效应

B．该成果可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C．CO2资源化利用过程中，催化剂对转化过程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6．（9分）扬博同学前往当地的石灰石矿区进行调查，他取回了若干块矿石样品，对样品

中碳酸钙质量分数进行检测，采用如下办法：称取 12.5克石灰石矿样品粉末放入锥形瓶中，

将 80克盐酸分四次加入，充分反应后用电子天平称量，测得实验数据如表所示：(已知杂质

不溶于水，不与稀盐酸反应，测得的数据不含仪器质量)

请计算：

（1）该实验中最终产生二氧化碳的总质量为     g，实验过程中不使用稀硫酸的原因

是                                              。

（2）12.5 克这种石灰石中碳酸钙的质量是多少？(写出计算过程)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加入稀盐酸的质量(g) 20 20 20 20

锥形瓶中剩余物的质量(g) 30.5 48.5 68.1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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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列情况可能会导致样品中碳酸钙质量分数测量值偏大的是_____。

A．实验开始时锥形瓶内含有少量空气

B．锥形瓶内部分水蒸气随二氧化碳逸出

C．反应结束后，锥形瓶内的二氧化碳残留

2023-2024 学年下学期开学摸底考

九年级化学

第Ⅰ卷（选择题  共 20 分）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

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第Ⅰ卷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

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回答第Ⅱ卷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4．测试范围：1-7 单元(人教版）。

5．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可能用到的相对原子质量：H-1  C-12  N-14  O-16  S-32  Ca- 40  Cl-35.5

二、选择题：本题共 12 个小题，1-8 题每小题 1.5 分，9-12 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在每

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2022 年 2 月北京冬奥会上，火炬“飞扬“展示了北京冬奥会理念和我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是北京冬奥会的愿景和精神的集中体现，其燃料为液氢。以下说法不正确的是

A．火炬燃烧时，化学能转化为光能和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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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强风和寒冷的环境下火炬仍可以燃烧，说明火炬燃烧不受燃烧条件的影响

C．“飞扬”火炬采用的燃料液氢属于单质

D．火炬“飞扬”的创新设计和使用，实现了冬奥会历史上火炬的“零碳排放”

【答案】B

【详解】A、火炬燃烧时，储存在燃料中的化学能转化为了光能和热能，故 A 说法正确；

B、强风和寒冷的环境下火炬仍可以燃烧，是因为火炬中的燃料与氧气接触，且温度仍能达

到其着火点，是因为满足了燃烧的条件，任何物质燃烧都受燃烧条件的影响，故 B 说法错

误；

C、“飞扬”火炬采用的燃料为液氢，是由一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属于单质，故 C 说法正确；

D、“飞扬”火炬采用的燃料为液氢，氢气燃烧只生成水，对环境无污染，故火炬“飞扬”的创

新设计和使用，实现了冬奥会历史上火炬的“零碳排放”，故 D 说法正确；

故选：B。

2．下列有关化学用语的表达中不正确的是

A．2 个氮分子：2N2 B．氟原子：F

C．高锰酸钾中的阴离子：
-
4MnO D．氯化铁的化学式：FeCl2

【答案】D

【详解】A、由分子构成的物质，化学式前面的计量数表示分子的个数，2 个氮分子：2N2，

说法正确；

B、元素符号表示意义：表示这种元素、表示这种元素的 1 个原子，由原子直接构成的物质，

元素符号表示这种物质，元素符号前面的计量数表示原子的个数，氟原子：F，说法正确；

C、离子的表示方法：在元素符号的右上方标注离子所带的电荷数，数字在前，正负号在后，

数字为“1”省略不写，高锰酸钾是由钾离子、高锰酸根离子构成，高锰酸钾中的阴离子：

-
4MnO ，说法正确；

D、氯化铁化合物中铁元素的化合价为+3 价，氯化铁的化学式：FeCl3，说法错误；

答案：D。

3．下列对化学基本观念的归纳与整理全部正确的一组是

A．守恒观 B．能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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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的种类和质量都不变

②某物质燃烧后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可以推测

出该物质中一定含有碳元素、氢元素、氧元素

①化石燃料燃烧放出大量的热

②氧化反应都放出热量

C．微粒观 D．分类观

①冰和干冰都是由分子构成的

②化合物都是由离子构成的

①质子数相同的微粒一定属于同种元

素

②含有氧元素的化合物都是氧化物

A．A B．B C．C D．D

【答案】B

【详解】A、①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的种类和质量都不变，说法正确；②某物质燃烧后生

成二氧化碳和水，可以推测出该物质中一定含有碳元素、氢元素，可能含有氧元素，说法错

误，不合题意；

B、①化石燃料燃烧放出大量的热；②氧化反应放出热量，说法正确，符合题意；

C、①冰和干冰都是由分子构成的，说法正确；②化合物不一定是由离子构成的，如二氧

化碳是由二氧化碳分子构成的，说法错误，不合题意；

D、①元素是含有相同质子数的一类原子的总称。质子数相同的微粒不一定属于同种元素，

如 Ne 和 H2O 中均含有 10 个质子，但不能说二者属于同种元素，说法错误；②氧化物是由

两种元素组成的，且其中一种元素是氧元素的化合物，含有氧元素的化合物不一定都是氧化

物，如 NaOH，说法错误，不合题意。

故选 B。

4．下列实验操作不正确的是

A． 滴加液体 B． 添加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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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检查气密性 D． 放置试管

【答案】B

【详解】A、使用胶头滴管滴加少量液体时，注意胶头滴管不能伸入到试管内或接触试管内

壁，应垂直悬空在试管口上方滴加液体，防止污染胶头滴管，图中所示操作正确；

B、使用酒精灯时要注意禁止向燃着的酒精灯中添加酒精，图中所示操作错误；

C、检查装置气密性的方法：把导管的一端浸没在水里，双手紧贴容器外壁，若导管口有气

泡冒出，装置不漏气，图中所示操作正确；

D、试管洗净后应倒置在试管架上，图中所示操作正确。

故选：B。

5．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对镓、锗两种原料进行出口管制。镓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信息如图所

示，下列关于镓的说法正确的是

A．是非金属元素

B．核内中子数为 31

C．符号“2Ga”可表示两个镓原子

D．碳 12 原子的质量为 a，则稼原子的质量为 69.72a

【答案】C

【详解】A、镓带“钅”字旁，属于金属元素；故选项说法错误；

B、原子的核内中子数=相对原子质量-质子数，故镓原子的核内中子数为：70-31=39；故选

项说法错误；

C、元素符号前面的数字表示该元素的几个原子，所以符号“2Ga”可表示两个镓原子，故选

项说法正确；

D、碳 12 原子的质量为 a，设稼原子的质量为 x ，则稼原子的质量为
69.72 1

12

x

a


，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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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2 a
12

x  ，故选项说法错误；

故选：C。

6．新冠疫情当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呈失控之势，消毒能有效阻止病毒传播。“84 消毒液”(含

有 NaClO)、二氧化氯(ClO2)都是常用的含氯消毒剂，下列有关 NaClO、ClO2的叙述正确的

是

A．两物质中氯元素的化合价相同 B．二氧化氯中含有氧分子

C．氧原子核外最外层电子数为 6 D．相比 ClO2，NaClO 中氯元素含量更高

【答案】C

【详解】A、NaClO 中钠元素化合价为+1 价，氧元素化合价为-2 价，设氯元素化合价为 x，

根据化合物中正负化合价代数为 0，则有(+1)+ x+(-2)=0，得 x=+1 价；ClO2中氧元素化合价

为-2 价，则氯元素化合价为+4 价，所以两物质中 Cl 的化合价不相同，选项叙述不正确；

B、物质由元素组成，ClO2是由氯元素和氧元素组成的，不含 O2，选项叙述不正确；

C、O 的质子数为 8，原子中质子数=核外电子数=8，原子核外电子排布为 2、6，所以氧原

子核外最外层电子数为 6，选项叙述正确；

D、NaClO 中氯元素的质量分数为
35.5

23 35.5 16 
×100%≈47.7%；ClO2中氯元素的质量分数为

35.5
35.5 16 2 

×100%≈52.6%，所以 ClO2含氯率更高，选项叙述不正确。

故选 C。

7．“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是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之一。下列微观解释正确的是

选项 客观事实 微观解释

A 水银温度计测温度 原子的质量和体积都很小

B Ca、Ca2+化学性质不同 微粒中的质子数不同

C 蜡炬成灰 分子种类发生变化

D
O2和 O3的化学性质有差

异
氧原子的结构不同

A．A B．B C．C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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