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 2 燃料的合理利用与开发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 了解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变化，认识化学反应放出的能量的重要性。
(2) 知道化石燃料是人类重要的自然资源和对人类的作用。
(3) 知道化石燃料的不可再生性和合理开采和节约化石燃料的重要性。
(4) 知道石油炼制的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5) 了解化石燃料燃烧对环境的影响。
(6) 认识使用和开发清洁燃料及各种能源的重要性。
过程与方法
(1) 自己动手做盐酸与镁条反应的实验，体会化学反应的能量变化，增强动手实验能力。
(2) 做好酸雨危害模拟实验，明确燃料的燃烧对环境的危害。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 通过燃料不充分燃烧对空气的影响，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
(2) 通过空气质量的恶化和水土流失等事实，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重点难点
重点
甲烷燃烧及产物的检验：石油分馏的产物及用途；煤和汽车所用燃料的燃烧产物对空气的污染及防治措施；

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难点
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变化。
教学准备
甲烷的制取装置、烧杯、导管、澄清石灰水、镁条、稀盐酸；( 空软塑料瓶、充满 SO2的软塑料瓶、小烧杯、

水、植物的叶子或果皮、镁条和锌粒、大理石或石灰石)×15 组、相关图片、化学反应伴有明显能量变化的视频
资料等。

教学流程

新课导入 — 新旧知识联系，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 ↓

合作探究 — 化石燃料与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变化

↓ ↓

课堂小结 — 总结归纳本节课的收获

教学设计
一、新课导入
[ 学习情境] 展示柴草、煤、塑料片、布料等实物。
[ 设问] 看到这些实物，你想说些什么？
[ 学生回答]1. 它们都是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可燃物。
2．它们在外界条件，如氧气、温度等条件适宜的情况下，都可以燃烧。
3．想告诉大家，平时生活中注意安全。
4．想知道煤、塑料等物质是怎样形成的。
……
[ 教师]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物质都能发生燃烧反应，从最早使用的柴草到煤、石油和天然气，发展至今天，



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型燃料。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燃料和能量。
[ 板书] 课题 2 燃料的合理利用与开发
二、合作探究
( 一) 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变化
[ 教师] 在当今社会，人们利用化学反应，有时主要是为了制取所需要的物质，有时却主要是为了利用化学

反应所释放出的能量。同学们能举出一些利用化学反应的热量和能量的实例吗？
学生讨论，举例
[ 教师] 化石燃料被人们广泛使用，是因为它燃烧能产生大量的热量。那么，是不是只有通过燃料燃烧才能

得到热量呢？下面我们来做两组实验。
[ 实验 7－3] 在一支试管中加入几块生石灰，再加入约 2 mL 水，观察现象，并用手触摸试管外壁。
[ 设问] 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 回答] 化学反应中都伴随有能量的变化，有些化学反应会有热量放出。
[ 讲解] 化学反应在生成新物质的同时，伴有能量的变化，而能量的变化通常表现为热量的变化。类似于可

燃物燃烧，氧化钙和水这样的反应，我们称之为放热反应。
[ 板书] 放热
( 二) 化石燃料的利用
[ 教师] 燃料的燃烧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你能举出一些例子吗？
学生回答、交流
[ 讲解] 生活中的各个角落都在使用燃料，正是因为燃料的燃烧，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火，是原始人类征服

自然的武器。起初，当面对熊熊大火时，祖先不知所措，惊恐万状。但原始人天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战胜了
恐惧和胆怯，慢慢地，他们学会了用火来烧烤食物。熟食增强了人的体质，为身体发育提供了更多的营养，熟
食使咀嚼机能减退，于是牙齿变小，颌部变短，面貌变得愈来愈像现代人。

[ 过渡] 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燃料以煤、石油和天然气最为常见。因为它们都
是由古代生物的遗骸经一系列复杂的变化而形成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化石燃料。下面，我们就以天然气为

例，来对化石燃料进行学习。
[ 板书] 一、化石燃料——天然气
[ 讲解] 天然气主要是由碳和氢组成的气态碳氢化合物，其中最主要的是甲烷。下面，同学们注意按照课本

P139[ 实验 7－4] 进行活动探究，做一做甲烷的燃烧实验。探究内容如下：
1．观察甲烷颜色、状态。
2．在实验结束后，烧杯上出现了什么现象？
3．迅速把烧杯倒转过来，向烧杯内注入澄清的石灰水后，振荡，又出现了什么现象？
4．在实验开始时，点燃前为什么要先检验甲烷的纯度？
5．在实验中烧杯的条件“冷而干燥”是实验成败的关键吗？为什么？
6．这个实验说明甲烷含有哪些元素？
7．你能写出这个实验中涉及的化学方程式吗？
[ 学生活动，教师巡视]
[ 总结、思考、讨论]
[ 结论]1. 甲烷是无色气体。
[ 思考]1. 甲烷在水中的溶解性怎么样呢？
2．甲烷的密度和空气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 设问] 那么，同学们想一想，这样的特点，给我们收集甲烷气体提供了怎样的信息呢？
[ 回答] 收集时，可以用排水法，也可以用向下排空气法。
[ 评价] 回答得非常好，我们在学习中要注意新、旧知识的联系。
[ 板书]1. 甲烷的物理性质：无色、无味的气体，密度比空气小，极难溶于水。
[ 结论]2. 甲烷燃烧时火焰明亮并呈蓝色，可以看到，烧杯内壁上有水滴生成。
[ 设问] 有水滴生成，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 回答] 说明了甲烷的成分里一定含有氢元素。
[ 结论]3. 向烧杯内注入澄清的石灰水后，发现烧杯内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
[ 设问] 这一现象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 回答] 这说明甲烷燃烧时有二氧化碳生成，也就是说明了甲烷成分里一定含有碳元素。



[ 教师讲解] 甲烷是由碳和氢组成的化合物，化学式是 CH
4
。它燃烧时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同时放出大量的热。

点燃
[ 板书]2. 甲烷燃烧 CH

4
＋2O

2
=====CO

2
＋2H

2
O

[ 结论]4. 点燃甲烷和氧气或甲烷和空气的混合物都有可能会发生爆炸，所以要先验纯。
[ 延伸] 煤矿里的矿坑里经常有甲烷逸出，由此，同学们想到了什么呢？
[ 回答]1. 煤矿里必须采取通风设施。
2．煤矿里一定要严禁明火。
[ 结论]5.“冷而干燥”是这个实验成败的关键。 “冷”有利于水蒸气的凝集，“干燥”可以判断是否有水滴

生成。
6．这个实验说明甲烷中含有碳元素和氢元素。
[ 介绍] 在池沼的底部常常含有甲烷，通常也称池沼中的气体为沼气。在我国农村，利用沼气可以解决生活

燃料问题。
教师组织学生一起了解沼气的制取和利用。
[ 过渡] 人们目前所消耗的能量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然而，化石燃料的形成并非那么简单。
[ 投影]

[ 介绍] 从这两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它要经过数百
万年才能形成。但人类目前掠夺式的开发，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 学生活动，教师巡视]
[ 讲解] 总体来讲，如果我们能提高煤等燃料的燃烧利用率，就相当于延长煤的使用期限。要使燃料燃烧通

常考虑两点：一是要有足够的空气；二是要使燃料与空气有足够大的接触面。
( 三) 使用燃料对环境的影响
[ 导课]
同学们，你们家里做饭时用的是什么燃料？我们烧水时为什么要开窗或开换气扇？
走在路上，一辆汽车从你身边经过，你有什么感觉？
燃料的使用，在给人们的生活提供能量、带来方便的同时，却对环境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 讲解介绍] 煤燃烧时会产生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污染物。这些气体对空气和我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什么影

响呢？我们来做个实验：
[ 组织小组实验]
( 酸雨危害的模拟实验) 。
[ 组织讨论、观察]
原来，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易溶于水，当溶解在雨水中时，就形成了酸雨。
汽油和柴油作为多数汽车的燃料，它们燃烧时产生的尾气中主要含有一氧化碳、未燃烧的碳氢化合物、氮

的氧化物、含铅化合物和烟尘等大气污染物，严重威胁着我们的健康。
我们如何才能减少有害气体对空气的污染呢？
正如同学们所说，解决空气污染的根本方法就是使用和开发新的燃料及能源。
[ 讲解介绍]
乙醇( 俗称酒精)
是由高梁、玉米和薯类经过发酵、蒸馏等过程得到的。



( 板书乙醇的化学式和燃烧的化学方程式)
[ 组织讨论]
乙醇汽油作为燃料有哪些优势？
( 放热量大，无污染，可再生)
[ 组织讨论、归纳]
( 四) 能源的利用和开发
[ 组织讨论]
你所知道的清洁燃料有哪些？
1．氢气
你对氢气作为一种清洁燃料的认识有哪些？
( 板书氢气的化学式和燃烧的化学方程式)
( 氢气本身是无毒、极易燃烧、放热量大、燃烧产物是水)
[ 讲解介绍]
氢气虽然是最清洁的燃料，但是由于氢气的制取成本高、贮存困难，作为燃料暂时还不
能广泛使用。目前，对氢能源的开发已取得了很大进展，随着科技的发展，氢气终将会成为主要能源之一。
[ 组织讨论]
( 课本第 141 页讨论内容)
[ 组织阅读]
其实，我国在许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努力寻找新的办法同时开发新的能源来改善大气环境，提高人民生活

质量了。比如著名的“西气东输”。
[ 组织讨论]
2．现代社会对能量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化学反应提供的能量已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我国各地区及世界各

国也都在利用和开发新的能源。你知道哪些能源是可被人类利用的吗？
( 太阳能、核能、风能、地热能、水能、潮汐能等)
这些能源的利用，不但可以部分解决化石燃料面临耗尽的问题，还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希望同学们将

来长大了，能将自己所学知识应用到开发和利用更理想、更实用的清洁能源方面，为人类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
高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课堂小结
谈谈这节课你的收获有哪些？
板书设计



教师随笔

备课资料
思想方法

常见气体的鉴别
解答物质鉴别的依据是物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的差异，鉴别的方法是按共性分组，按个性区别。而气

体的鉴别顺序一般是：一看颜色闻气味，二用火点看现象，再用试纸和试剂。氧气、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
碳、甲烷、氮气和空气七种无色无味气体的鉴别方法如下所示：



2020 年中考化学模拟试卷

一、选择题

1．汉黄岑素（C
16

H
12

O
5
）是传统中草药黄芩的有效成分之一，对肿瘤细胞的杀伤有独特作用。下列有关汉黄芩素

的叙述错误的是(      )．．

A．汉黄芩素中碳元素和氧元素的质量比为 12：5

B．汉黄芩素中含有 16 个碳原子、12 个氢原子和 5 个氧原子

C．汉黄芩素在氧气中完全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和水

D．汉黄芩素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

2．A、B、C三种物质的溶解度曲线如图所示。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A．t
1
℃时，A、C两种物质的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相等

B．将 A，B、C三种物质的饱和溶液变为不饱和溶液，可采用升温的方法

C．将 t
2
℃时 A、B、C三种物质的饱和溶液降温至 t

1
℃，所得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的大小关系是 B＞C＝A

D．t
2
℃时，把 A、B、C三种物质各 25g 分别入 50g 水中均得到饱和溶液，但溶质和溶剂的质量比不相等

3．下列反应属于复分解反应的是（ ）

A．

B．

C．

D．HCl＋NaHCO
3
===NaCl＋CO

2
↑＋H

2
O

4．分类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简单易行的科学方法，下列选项分类不正确的是

A．食盐、火碱、生石灰都是盐 B．汽油、酒精、白磷都是易燃物

C．甲烷、乙醇、葡萄糖都是有机物 D．浓硫酸、氢氧化钠都是腐蚀性物质

5．区分下列各组物质的两种方法都正确的是

A．硬水和蒸馏水 ①观察颜色 ②加肥皂水

B．黄铜片和铜片 ①观察颜色 ② 加稀盐酸

C．涤纶布和棉布 ①灼烧，闻气味 ②用手摸



D．硝酸铵和氢氧化钠①加水看是否溶解 ②加熟石灰研磨、闻气味

6．下列装置不能达到对应实验目的的是

A． 证明 CO
2
与 NaOH反应

B． 比较铁、铜、银的金属活动性顺序

C． 探究铁钉生锈的条件

D． 探究燃烧的条件

7．氯化钠和硝酸钾两种固体的溶解度曲线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硝酸钾的溶解度大于氯化钠的溶解度

B．常用降温结晶的方法从氯化钠溶液中获得其晶体

C．40℃时，将 35 g 硝酸钾晶体放入 50 g 水中，充分搅拌后，所得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为 42.0%

D．将 20℃的硝酸钾饱和溶液升温至 60℃，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不变（忽略水分蒸发）

8．某化学小组参观制碱厂后，绘制了该厂生产纯碱的工艺流程图如图。

据图判断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流程图 I 是依次向粗盐水中加入 Ca(OH)
2
和 Na

2
CO

3
，二者加入的顺序可以颠倒

B．过滤 I 得到的沉淀成分有 Mg(OH)
2
和 CaCO

3



C．通入 NH
3
的主要作用是形成碱性溶液，有利于 CO

2
的吸收

D．碳酸氢钠首先从溶液中结晶析出的原因是其溶解度较小

9．学会推理和归纳是学习化学的重要思维方法。下列推理或归纳正确的是（ ）

A．向碳酸钠溶液中滴加无色酚酞溶液溶液变成红色，说明碳酸钠属于碱类

B．碳酸钾、碳酸钙都可以与盐酸反应生成

C．MgO、 、 、

，那么碳酸钡也可与盐酸反应生成

都含有氧元素，都是氧化物，因此含氧元素的物质都是氧化物

和水，因此燃烧时有 和水生成的可燃物中一定含有碳元素、氢元素和氧元D．甲烷、酒精燃烧都生成

素

10．“三效催化转换器”可将汽车尾气中的有害气体转化成无毒气体，如图所示为其中的某个反应的微观示意图。

则从该示意图中获取的信息不正确的是（ ）

A．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种类不变

B．参加反应的甲中氧元素质量等于生成的丙中氧元素的质量

C．甲和丁中同种元素的化合价不同

D．参加反应的乙和生成的丙分子个数比为 1：1

11．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Fe、Fe
2
O

3
都能与稀盐酸反应，制取氯化铁

B．BaCl
2
、CaCl

2
溶液都能与碳酸钠溶液反应，生成白色沉淀

C．CO、C都能将氧化铜还原成铜

D．NH
4
Cl 、NH

4
NO

3
都含有 NH

4
+，都能与熟石灰反应生成 NH

3

12．下列关于反应 C+2H
2
SO

4
( 浓)

A．X的化学式为 SO
3

B．X的水溶液能使酚酞溶液变红

C．CO
2
和 X的质量比为 11：16

D．碳元素的化合价在反应前后由 0 价变为+4价

13．用量筒量取液体时，某同学操作如下：俯视液体凹液面最低处读数为 30mL，倒出部分液体后，又仰视凹液

面最低处读数为 20mL．则取出液体的实际体积为(  )

A．10mL B．大于 10mLC．小于 10mLD．无法判断

14．如图为 KNO
3
、NaNO

2
（亚硝酸钠）、NaCl 的溶解度曲线，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CO
2
↑+2X↑+2H

2
O的分析，正确的是



A．KNO
3
和 NaNO

2
的溶解度相等

B．60℃时，NaCl 的饱和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为 37%

C．将接近饱和的 NaNO
2
溶液变为饱和溶液，可采用降温的方法

D．除去 NaCl 中少量 KNO
3
，可在较高温度下制得浓溶液再冷却结晶、过滤、干燥

15．下图表示某化学反应的微观过程，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甲的化学式为 CH
4
O

B．该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数目和质量都不变

C．该反应过程中各物质的质量比依次是 8:12:11:9

D．用 4g 甲与 10g 乙在一定条件下充分反应，生成的丙、丁两种物质的质量总和为 14g

二、填空题

16．化学就在我们身边。请从下列物质中选择适当的物质填空( 填序号):

①稀盐酸 ②碳酸钠 ③武德合金 ④液态空气 ⑤氢氧化钙

（1）常用于工业去除铁锈的是_____（2）常用于工业制取氧气的是_____

（3）常用于改良酸性土壤的是_____（4）用作家庭电路保险丝的是_____

17．从 H、O、Na、Cl 、Ca 五种元素中选择适当元素用化学式回答下列问题：

（1）生活中最常用的溶剂是_____。

（2）常用作食品干燥剂的氧化物是_____。

（3）生理盐水中的溶质为_____。

（4）最清洁的能源是_____。

18．小红家是农场种粮大户，小红经常利用所学知识帮父母解决实际问题．

(1) 今春垦区普遍低温，小红建议适当增加下列化肥中_____( 填字母序号) 的施用量，以增强作物的抗寒能力．

A．NH
4
Cl    B ．K

2
SO

4
    C ．Ca(H

2
PO

4
)

2

(2) 她用 pH试纸测得自家土壤浸出液的 pH为 5，应施用_____来改良土壤．她告诉父母该物质不能与硝酸铵等铵

态氮肥共同施用，否则会_____．

(3) 她还要帮助父母配制 100kg 16% 的氯化钠溶液用于选种，需称量_____kg 氯化钠．

三、简答题

19．多角度认识硫化氢气体

硫化氢(H
2
S) 在化学研究和化工生产中有着广泛应用。道尔顿等科学家对它进行过深入研究。请认真阅读下列资

料，并结合你学过的知识，回答问题（1）～（4）：



资料一：硫化氢是一种无色、有臭鸡蛋气味的剧毒气体，密度比空气大，能溶于水，其水溶液称为氢硫酸，具

有酸的通性。实验室中用硫化亚铁(FeS) 与稀硫酸反应制取硫化氢气体。

资料二：道尔顿在其著作《新系统》中对硫化氢的研究有以下记载（大意）：

A．硫化氢在密闭容器中受热，生成硫和与硫化氢等体积的氢气；

B．常温常压下，硫化氢与氧气按 2:1 体积比混合，点燃，生成硫和水，无气体剩余；

C．常温常压下，硫化氢与氧气按 2:3 体积比混合，点燃，恰好完全反应生成二氧化硫气体和水。

资料三：在相同温度和压强下，气体的体积之比等于分子个数之比。

（1）从宏观上看，硫化氢由_____________组成。

（2）氢硫酸有酸性的本质原因是______________，资料一和二中描述的硫化氢的化学性质还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写出一条即可）。

（3）资料二的 B 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_______________，C中反应前后气体的体积比为_________。

（4）实验室用如图所示的装置制取并探究硫化氢气体的性质。

①甲装置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实验中收集该气体的方法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丁装置的作用是_______________，反应的实质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高铁助力人类出行，制造高铁用到了多种材料：如铝合金，碳纤维、合成橡胶等。

（1）以上材料中属于有机合成材料的是什么？

（2）铝的化学性质很活泼，为什么铝制品却具有很好的耐腐蚀性（用化学方程式表示）？

四、实验题

21．请根据下列所示实验装置图回答问题：

（1）写出装置图中标号仪器的名称：a_____；b_____。

（2）若 A、F 组成制取某气体 M的装置，制取此气体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用 B 装置也可制取 M气体，其发生

装置中的化学反应方程式是_____。

（3）C装置与 B 装置相比，其优点是（写一点即可）_____。

（4）将浓盐酸和大理石在Ｂ装置中混合后发生剧烈反应，此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_____，但把生成的气体直接



通入澄清石灰水时，石灰水没有变浑浊。你认为石灰水没有变浑浊的原因是_____。

五、流程题

22．对废旧手机回收利用可节约金属资源。某手机电路板中含有以下金属：Ni（镍）、Pb（铅）、Ag、Au、Fe、

Cu、Sn（锡）、Pd（钯）。如图是某工厂设计的回收金属流程图（假设流程图中各反应均恰好完全反应。已知

2Cu+O
2
+2H

2
SO

4
2CuSO

4
+2H

2
O）。

（1）步骤②中反应的基本类型是_____反应。

（2）滤渣 2 中含有的金属是_____（填化学式）。

（3）步骤⑤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

（4）金属 Ni、Fe、Pd 的活动性由强到弱依次是_____。

（5）除了回收利用废旧金属，节约和保护金属资源的措施还有_____（写一条）。

六、计算题

23．(1) 钠摄入过量或钾摄入不足都是导致高血压的风险因素．日常生活中选择食用低钠盐能实现减钠补钾．如

图为某品牌低钠盐的标签，请你根据标签回答以下问题：

①氯化钾的相对分子质量为多少？

②人体每天摄入钠元素的质量不宜超过 2 .3g ，如果人体所需的钠元素全部来自该品牌食盐，那么一个人每天摄

入该品牌低钠盐的质量不宜超过多少 g? ( 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2) 配制 200g 质量分数为 0.9%的生理盐水，需要 20%食盐水多少 g?

24．将 25.6 g NaCl 和 MgCl
2
固体混合物完全溶于 126 g 水中配成溶液，再将 200 g 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 NaOH

溶液不断加入该溶液中。充分反应后，测得的实验数据如下表。求：

实验次数

加入 NaOH

溶液质量/g

共生成沉

1 2 3 4 5

40 40 40 40 40

2.9 5.8 m 11.6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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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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