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末压轴题全攻略




考向一　物质的性质及变化

典例1　（2022·广州）载人航天器中利用如图所示的“氧再生系统”处理航天员排
出的H2O和CO2。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典例1图）

A. 排到舱外的物质是甲烷

B. 反应器2中消耗的“  ”和生成的“ ”的

分子个数比为1∶1

C. 反应器2中生成的“ ”和“ ”的质量比

为9∶8

D. 该系统在产生O2的同时降低了舱内CO2的浓度



解析：本题考查物质反应的微观示意图。由题图可知，排到舱外的物质是甲烷，A

项正确；由题图可知，反应器2中氢气和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甲烷和水，其化学方程

式为CO2＋4H2 CH4＋2H2O，则反应消耗的二氧化碳与生成的甲烷的分子个

数比为1∶1，B项正确；由化学方程式可知，反应器2中生成的水与甲烷的质量比为

（18×2）∶16＝9∶4，C项错误；由题图可知，反应器1中水分解生成氢气和氧气，

反应器2中氢气和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甲烷和水，反应器1中生成氧气，反应器2中消

耗二氧化碳，故该系统在产生氧气的同时降低了舱内二氧化碳的浓度，D项正确。

答案：C




1. （2022·安徽）我国科研人员将二氧化碳高效合成为可供微生物直接利用的物质X

，合成过程中主要物质之间转化的微观示意图如图所示。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B　）

A. 催化剂提高了合成效率

B. X的化学式为CH2O

C. CO2合成X的过程中，伴随着能量变化

D. 一定有含氢元素的物质参与合成反应 （第1题）

B



考向二　物质的组成与结构
典例2　（2021·南通）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是认识物质结构与性质的重要方法。[已知：

由金属离子（或铵根离子）与氢氧根离子构成的化合物称为碱，酸与碱发生的反应
叫做中和反应]

（1） 如表所示为四种元素原子的结构示意图。

元素名称 氢 氧 钠 氯

原子的结构示意图    
① 表中x＝  　　　　 。氯原子在化学反应中易  　　　　 （填“得到”或“失去”）

电子。

② 钠原子失去一个电子所形成的离子的符号为 　　　　 。

③ 由表中三种元素组成的一种化合物能与盐酸发生中和反应，该化合物为  　　　　 

（填化学式）。



（2） 镁及其化合物的“化合价—物质类别”关系如图所示。

（典例2图）

① Mg（NO3）2中硝酸根的化合价为 　　　　。

② 写出Mg与热水反应生成X和H2的化学方程式： 　　　　　　　　。



答案：（1） ① 2　得到　② Na＋　③ NaOH




2. 葡萄糖（C6H12O6）、醋酸（C2H4O2）、乳酸（C3H6O3）都能在氧气中完全燃烧

生成二氧化碳和水。

（1） 比较和归纳是学习化学的重要方法，上述三种物质的共同特点有  　都含碳元

素　（写出一点即可）。

（2） 醋酸中碳、氢、氧元素的质量比为 　6∶1∶8　（填最简整数比）。

（3） 现有两份质量均为100g的混合物：葡萄糖和醋酸的混合物、葡萄糖和乳酸的

混合物。如果将它们完全燃烧，那么生成二氧化碳的质量  　相同　 （填“相同”或

“不相同”），你的判断依据是  　三种物质中碳元素的质量分数相同（或三种物质

的含碳量相同）　。

都含碳元

素　

6∶1∶8　

相同　

三种物质中碳元素的质量分数相同（或三种物质

的含碳量相同）　



考向三　空气的组成及氧气的性质

典例3　如图所示为初中化学中涉及的几个实验，请回答下列问题。

（典例3图）
（1） 实验二：铁丝在氧气中剧烈燃烧，实验时，系火柴的目的是 　　　　　　；

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 实验三：木炭在氧气中燃烧后，验证产物的方法是 　　　　　　　 。

（3） 实验四的目的是 　　　　　　　　　　　　 。正确选择药品是实验成功的关

键，实验中对药品的选择合理的是 　　　　（多选，填字母）。

A. 可以用铁丝代替红磷进行实验

B. 要准备足量的红磷

C. 产物不能为气体



（4） 实验一、二、四中都要在集气瓶底部放少量的水，实验一中放水的作用是吸

收二氧化硫，防止污染空气，由此推测，二氧化硫具有的物理性质之一是 　　　　　　

。在实验一、二、四中，可以把水换成细沙的实验是 　　　　 。



（5） 从反应角度分析，以上四个反应的相同点是 　　　　 （多选，填字母）。

A. 都是分解反应

B. 都放出热量

C. 产物在常温下均为固体

D. 都是化合反应



解析：（1） 铁丝在氧气中剧烈燃烧，生成了四氧化三铁，实验时，系火柴的目的
是引燃铁丝。（2） 木炭在氧气中燃烧生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能使澄清石灰水变
浑浊，所以木炭在氧气中燃烧后，验证产物的方法是在瓶中加入少量的澄清石灰水，
振荡，若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则产物为二氧化碳。（3） 由实验四的装置图可知，
实验四的目的是测定空气中氧气的含量。铁丝在空气中不能燃烧，不能代替红磷进
行实验；要准备足量的红磷，目的是将容器内的氧气耗尽；产物不能为气体，否则
集气瓶内的压强变化不明显，无法测定空气中氧气的含量。（4） 水能吸收二氧化
硫，说明二氧化硫具有的物理性质之一是能溶于水。实验二中水的作用是防止反应
生成的高温熔融物溅落到瓶底，使瓶底炸裂，故可以把水换成细沙，而实验一和实
验四中的水均有吸收生成物的作用，不能换成细沙。（5） 从反应角度分析，题述
四个反应的相同点是都放出热量、都是化合反应。

（2） 在瓶中加入少量的澄清石灰水，振荡，若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则产物为二氧化碳　
（3） 测定空气中氧气的含量　BC　（4） 能溶于水　实验二　（5） BD




3. （2022·聊城阳谷期中）某校化学研究性学习小组的同学在学习了“空气中氧气
含量测定”的基础上，改进了本校课本中的实验（如图所示），设计出了如图①、

图②所示的实验装置，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第3题）



已知：课本实验中，红磷燃烧的最低温度达240℃，在点燃时需要把燃烧匙放在集

气瓶外酒精灯火焰上点燃，然后迅速伸入集气瓶内。

[探究1] 甲同学用图①装置进行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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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白磷（白磷在40℃时即可燃烧）平装入试管中，

将注射器活塞前沿置于20mL刻度线处，并按图①所示

的连接方式固定好，再用弹簧夹夹紧胶皮管。

④ 读取注射器活塞的数据。

⑤ 连接仪器并检查装置的气密性。



（1） 该实验正确的实验操作顺序是 　⑤③①②④　（填序号）。

（3） 已知试管的容积为50mL，注射器活塞前沿停在20mL刻度线处，关闭弹簧夹，

对白磷进行加热，充分反应后，冷却至室温，打开弹簧夹，注射器活塞前沿将停在 　

10　mL刻度线处。

⑤③①②④　

10　



②　



（5） 某同学按照图②所示装置进行“空气中氧气含量测定”的实验，下列实验操

作会导致实验最后得到的实际值大于理论值的是 　④　（填序号）。

① 用碳代替白磷

② 用红磷代替白磷

③ 集气瓶没有冷却到室温就打开弹簧夹

④ 实验前弹簧夹未关闭

④　

（6） 以上两个改进实验相比于课本实验，明显的优点在于 　实验精确度高，更环

保（合理答案均可）　。

实验精确度高，更环

保（合理答案均可）　



考向四　水的组成与净化

典例4　水是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物质。请回答下列问题。

Ⅰ. 探究水的组成实验。

电解水实验的简易装置如图甲所示，b中收集到的气体是 　　　　（填化学式）；通

过该实验得到的关于水的组成的结论是 　　　　　　　　　　　　　；从能量转化

角度看，该过程是将 　　　　能转化为化学能。

（典例4图甲）



Ⅱ. 水的净化。

某化学兴趣小组的同学收集了一瓶浑浊的河水，模拟自来水厂净化水的过程，其实

验过程如图乙所示。

（典例4图乙）

（1） 自来水厂常用明矾作絮凝剂，是因为明矾溶于水后生成具有吸附作用的胶状

物氢氧化铝，氢氧化铝的化学式为 　　　　　。

（2） 操作2是吸附，其主要目的是除去液体C中的一些异味和色素，可选用的物质

是 　　　　 。



（3） 操作3是消毒杀菌，该过程一般利用液氯汽化后的氯气（双原子分子）与水反

应生成盐酸和次氯酸（HClO），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4） 将净化后的水加热煮沸，发现水壶内有水垢（主要成分为碳酸钙）产生，则

加热煮沸除了杀菌消毒之外，还可以起到 　　　　　　　　　　　 的作用。若欲

使净化后的水转化为纯水，则可采取的方法是 　　　　。






4. （2022·东营改编）水是生命之源。
（1） 黄河水经沉降、 　过滤　、吸附、杀菌消毒等净化过程可得到自来水，自来

水属于 　混合物　（填“混合物”或“纯净物”）。　 
（2） 饮用硬度过大的水不利于人体健康，生活中常用 　肥皂水　检验水是硬水还

是软水。

过滤　

混合物　
肥皂水　

（3） 如图甲所示为电解水的实验装置图，连接正、负两极的玻璃管内产生气体的

体积比为 　1∶2　，检验a管中产生的气体的方法是 　将带火星的木条放在a管的活

塞上方，打开活塞，若木条复燃，则说明该气体是氧气　 。

（第4题甲）

1∶2　 将带火星的木条放在a管的活

塞上方，打开活塞，若木条复燃，则说明该气体是氧气　



（4） 2022年北京冬奥会“飞扬”火炬使用氢气作为燃料，体现了绿色奥运的理念。

氢气作为绿色燃料的优点是 　燃烧只生成水，无污染（或热值高；或制取氢气的原

料来源广等）　（写一条即可）。

燃烧只生成水，无污染（或热值高；或制取氢气

的原料来源广等）　

（5） 如图乙所示为两种变化的微观图示：

（第4题乙）

①②两种变化中，属于物理变化的是 　②　（填“①”或“②”），从微观角度看，

物质发生化学变化的实质是 　分子分裂成原子，原子重新组合成新的分子　。

②　

分子分裂成原子，原子重新组合成新的分子　



考向五　碳及其化合物

典例5　（2022·苏州改编）二氧化碳的捕集和资源化利用是“碳中和”领域的研究
热点。

Ⅰ. 碳捕集：捕捉烟气中的CO2，再将其释放出可实现资源化利用，相关物质转化如

图甲所示：

（典例5图甲）



查阅资料：

① 氢氧化钠与氢氧化钙的化学性质相似。

（1） “捕捉室”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 上述流程中可循环使用的物质有 　　　　　　（填化学式）。



Ⅱ. 碳的资源化利用：中国科学家已实现由CO2到淀粉的全人工合成，主要过程如图

乙所示：

（典例5图乙）

（3） 绿色植物实现CO2到葡萄糖的转化过程称为 　　　　　　。

（4） 阶段Ⅰ反应的微观过程如图丙所示。写出甲醇的化学式： 　　　　　　。

（典例5图丙）



（5） 阶段Ⅱ的物质转化如图丁所示。反应a中四种物质的化学计量数均为1。

（典例5图丁）

① 推测分子中氢原子数目：甲醇 　　　　（填“＞”“＜”或“＝”）甲醛。

② 为了使甲醇能够持续转化为甲醛，反应b需要补充H2O2，则理论上需要补充的

H2O2与反应a中生成的H2O2的分子个数比







Ⅱ. （3） 光合作用　（4） CH4O（或CH3OH）

（5） ① ＞② 1




5. （2021·南通）碳及其化合物的综合利用使世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Ⅰ. 碳的多样性。

（1） 金刚石和C60的化学性质相似，但物理性质却存在很大差异，原因是 　碳原子

的排列方式不同　 。

（2） 从石墨中分离出的单层石墨片（石墨烯）是目前人工制得的最薄材料，单层

石墨片属于 　单质　（填“单质”或“化合物”）。　 

碳原子

的排列方式不同　

单质　



Ⅱ. “碳中和”的实现。

“碳中和”是指一定时间内CO2的排放量与吸收量基本相当。CO2的捕集、利用是实

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我国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体现了中国在解

决气候问题上的大国担当。

（1） CO2的过度排放会造成 　温室效应　的加剧。结合生活实际，列举可为实现“

碳中和”作出直接贡献的一种措施： 　随手关灯（合理答案均可）　。

（2） 工业生产中产生的CO2经吸收剂处理可实现CO2的捕集。

② 用CaO吸收。CaC2O4在高温下分解制得疏松多孔的CaO，同时产生CO、CO2。该

反应所得CO、CO2的分子个数比为 　1∶1　。

温室效应　

随手关灯（合理答案均可）　

CO
2
＋

1∶1　



（3） CO2与H2在一定条件下能转化为CH4（反应过程如图所示，虚线处部分中间产

物已略去），可实现CO2的再利用。

（第5题）

① 该反应中，除CH4外，另一种生成物为 　H2O　（填化学式），MgO的作用是 　

作催化剂（或催化作用）　。

② 天然气（主要成分为CH4）已成为居民的生活用气，是因为CH4在空气中燃烧时 　

放出　 （填“吸收”或“放出”）热量。

H
2
O　

作催化剂（或催化作用）　

放出　



考向六　燃料及其利用

典例6　某化学小组同学围绕“燃烧与灭火”的主题开展了相关活动，据图回答下

列问题。

（典例6图）



（2） 图乙的改进装置与图甲相比，其优点是 　　　　 ；欲使图乙中的红磷燃烧，

可将试管从水中取出并 　　　　　　　　　　　，然后才能对试管加热。

（1） 图甲中，红磷不燃烧的原因是 　　　　　　　　　　，该实验能说明燃烧需

要与氧气接触的现象是 　　　　　　　。










6. 我国在海域可燃冰开采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可燃冰外观像冰，主要含有甲烷

水合物，还含有少量二氧化碳等物质。

（1） 可燃冰属于 　混合物　（填“纯净物”或“混合物”）。

（2） 可燃冰属于 　不可　（填“可”或“不可”）再生能源。为缓解能源危机，

人们正积极开发、利用新能源，下列属于新能源的是 　acd　（多选，填字母）。

a. 太阳能       b. 石油       c. 氢能       d. 地热能

混合物　

不可　

acd　

＋2H
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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