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20    坐标图像题 

 

一、单选题 

1．（2021·山东菏泽市·中考真题）下列图像能正确反映对应变化关系的是 

 

A．①向等质量的锌粉和铁粉中分别加入足量等浓度的稀盐酸 

B．②加热氯酸钾和二氧化锰的混合物制取氧气 

C．③在密闭容器中用足量红磷测定空气中氧气的含量 

D．④向一定质量的饱和氢氧化钙溶液中加入氧化钙 

【答案】C 

【详解】 

A、金属锌和铁跟足量的酸反应，因为金属少量，所以按照金属的量来算氢气的质量，根据方

程式：

2
Zn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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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相同质量的金属产生氢气的量，铁粉产生的量要比锌

多，故 A 不符合题意； 

B、二氧化锰在反应中起催化剂作用，所以质量前后不变，故 B 不符合题意； 

C、密闭容器内，开始固体的质量是红磷的质量，随着反应进行，红磷和氧气生成五氧化二磷，

固体质量增加，故 C 符合题意； 

D、饱和氢氧化钙溶液中加入氧化钙，因为氧化钙和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消耗水的质量，使

溶剂的质量减小，同时氧化钙和水反应放热，会使饱和氢氧化钙有晶体析出，溶质质量减小，

所以溶液的质量要减小，故D 不符合题意；故选 C。 

2．（2021·湖南岳阳市·中考真题）下列图像中有关量的变化趋势正确的是 



A．  图①：向 NaOH 和 Ba（NO
3
）

2
的混合溶液中加入稀硫酸 

B．  图②：向相同质量的Mg 、Zn 中分别加入同浓度的稀盐酸 

C． 图③：向稀盐酸中加入 Na
2
CO

3
溶液 

D．  图④：向一定量的水中加入CaO  

【答案】A  

【详解】A、加入稀硫酸后，溶液中钡离子会与硫酸根离子结合生成硫酸钡沉淀（不溶于酸），

沉淀质量增加。当溶液中的钡离子被完全沉淀后沉淀质量不变，正确。 

B、根据 Mg+2HCl=MgCl
2
+H

2
↑和 Zn+2HCl=ZnCl

2
+H

2
↑可知，镁中每加入 73份质量的 HCl 会增

加73+21-2=92份质量的溶质，锌中每加入73份质量的HCl 会增加73+65-2=136份质量的溶质，

所以加入相同质量的稀盐酸，锌中溶液的质量增加的比镁中的快，错误。 

C、碳酸钠溶液呈碱性，当稀盐酸和碳酸钠完全反应后溶液中剩余氯化钠和水，溶液呈中性，

再加入碳酸钠溶液变为碱性，pH>7 ，错误。 

D、氧化钙和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氢氧化钙微溶于水，开始时溶液中氢氧化钙的质量增加但

很快达到饱和，然后随着溶剂水的减少溶于水的氢氧化钙的质量减少，即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减

少，错误。故选 A。 



3．（2021·江苏南京市·中考真题）某兴趣小组利用压强传感器研究氢氧化钠溶液吸收二氧化碳

的情况。用 3个 250mL 的烧瓶收集满纯净的二氧化碳，连接压强传感器，同时采集数据，用

注射器同时等速度分别注入三种不同浓度的氢氧化钠溶液各 15mL ，片刻后，同时振荡烧瓶，

等待反应完成。采集的数据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0~t
1
段曲线呈现这种形态是因为注入氢氧化钠溶液后未进行振荡 

B．t
1
~t

2
段曲线呈现这种形态是因为注入氢氧化钠溶液后进行振荡 

C．a、b、c三种曲线所示的实验中，t
3
时烧瓶内压强由大到小的顺序是 a>b>c 

D．a、b、c三种曲线所示的实验中，t
3
时被吸收的二氧化碳的体积由大到小的顺序是 a>b>c 

【答案】C 

【详解】 

A、0~t1段注入氢氧化钠溶液注入液体压缩了瓶内的气体，所以其实阶段压强都快速增大，故

选项错误； 

B、t1~t2段曲线呈现这种形态是氢氧化钠注入氢氧化钠和二氧化碳缓慢反应，故选项错误； 

C、根据图可知，t
3
时烧瓶内压强由大到小的顺序是 a>b>c，故选项正确； 

D、a、b、c三种曲线所示的实验中，，压强越大，说明吸收的二氧化碳体积越小，t3时被吸收

的二氧化碳的体积由大到小的顺序是c>b>a，故选项错误。故选：C。 

4．（2021·湖南衡阳市·中考真题）构建元素化合价和物质类别的二维图是学习化学的一种重要

方法。下图是碳元素的“价类二维图”。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A 点可能是 CH
4
 

B．B 点对应的物质充分燃烧可得到 D 点对应的物质 

C．某化合物的化学为 CaCO
3
，它对应的点是 F 

D．C 点对应的物质与水反应可得到 E 点对应的物质 

【答案】D  

【详解】 

A、化合物中正负化合价代数和为零；A 点对应物质为含-4 价碳元素的有机物，有机物为含碳

化合物，CH
4
中氢元素化合价为+1，则碳元素化合价为-4，正确； 

B、氧化物是含有两种元素一种为氧元素的化合物，D 点对应的+4 价碳元素的氧化物为二氧化

碳；B 点对应的物质为碳单质，充分燃烧可得到 D 点对应的物质二氧化碳，正确； 

C、盐是由金属阳离子或铵根离子和酸根离子构成的化合物；CaCO
3
属于盐且其中碳元素化合

价为+4，故它对应的点是 F，正确； 

D、C 点对应的物质为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不能与水反应，错误。故选 D。 

5．（2021·湖南衡阳市·中考真题）下列图像分别表示实验过程中某些物理量的变化，其中正确

的是 

A．用红磷燃烧的方法测量空气中氧气的含量  



B．加热氯酸钾和二氧化锰的混合物制备氧气  

C．向 pH=1 的盐酸中逐滴加入 pH=13 的氢氧化钠溶液  

D．在某温度下，向一定量饱和 KNO
3
溶液中不断加入 KNO

3
固体  

【答案】A  

【详解】 

A、开始燃烧放热气体膨胀导致压强变大，随着反应进行氧气被消耗，瓶内气体体积减少压强

变小。空气中氧气的体积约占总体积的 1/5，所以冷却到室温后压强约减少到原来的 4/5。正确。 

B、氯酸钾在二氧化锰做催化剂的情况下受热分解为氯酸钾和氧气，固体总质量减少。所以随

着反应的进行固体中二氧化锰的质量分数增加，当反应完全后质量分数不变，错误。 

C、因为开始容器中是盐酸溶液，所以起始的 pH 应为 1，错误。 

D、一定温度下，饱和硝酸钾溶液中不能继续溶解硝酸钾，所以加入硝酸钾后原溶液的溶质的

质量、溶剂的质量、溶液的质量都不会发生变化，错误。 

故选 A。 

6．（2021·甘肃定西市·中考真题）如图是甲、乙、丙三种固体物质（均不含结晶水）的溶解度

曲线。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三种物质的溶解度大小关系为甲>乙>丙 

B．t
2
℃时，将 20g 甲加入 50g水中，得到 70g 溶液 

C．t
3
℃时，用等质量的甲、乙、丙固体配成饱和溶液，需要水的质量大小关系是乙>甲>丙 

D．将 t
2
℃的三种物质的饱和溶液分别降温到 t

1
℃，所得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大小关系为乙>丙>

甲 

【答案】D  

【详解】 

A、没有确定温度，不能比较三种物质的溶解度大小，故 A 错误； 

B、根据溶解度曲线可知，t
2
℃时，甲的溶解度为 30g，根据溶解度概念可知，t

2
℃时，100g 水

最多溶解 30g 甲，50g 水最多溶解 15g甲，将 20g甲加入 50g 水中，得到 65g溶液，故 B 错误； 

C、 根据溶解度曲线可知，三种物质的溶解度大小关系为乙> 甲>丙，t
3
℃时，用等质量的固

体配成饱和溶液，需要水的质量大小关系是丙>甲>乙，故 C 错误； 

D、将 t
2
℃时甲、乙、丙三种物质的饱和溶液降温到 t

1
℃时，甲、乙的溶解度减小，丙的溶解度

随温度的降低而增大，甲、乙有晶体析出，质量分数变小，溶液仍为饱和溶液，丙没有晶体析

出，质量分数不变，一定温度下饱和溶液的溶质分数=
s

100%
100g+s

 ，溶解度越大，质量分数

越大，t
1
℃时乙的溶解度大于 t

2
℃时丙的溶解度，t

2
℃时丙的溶解度大于 t

1
℃时 A 的溶解度。将

t
2
℃的三种物质的饱和溶液分别降温到 t

1
℃，所得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大小关系为乙>丙>甲，

故正确。故选D。 

7．（2021·云南中考真题）下列说法合理的有 

①高炉炼铁炼得的是纯铁 

②打开汽水瓶盖，看到气泡逸出，说明气体的溶解度随压强的减小而减小 

③向充满 CO
2
气体的软塑料瓶中倒入半瓶水，拧紧瓶盖，振荡，塑料瓶变瘪，说明CO

2
能与

水发生反应 



④某同学将一定量的 Na
2
CO

3
和 Ba（OH ）

2
溶液混合，要想检验反应后 Ba（OH ）

2
是否过量，

选用 Na
2
CO

3
溶液、Na

2
SO

4
溶液或 FeCl

3
溶液均可 

⑤向一定量的 NaC1 、MgSO
4
和 HC1 的混合溶液中逐滴加入 NaOH 溶液，右图表示加入 NaOH

溶液的质量与某些物质的质量变化关系。则 m 点对应的溶液中有三种溶质，a可表示 NaC1 或

H
2
O 的质量变化情况 

 

A．1个 B．2个 C．3个 D．4个 

【答案】B 

【详解】 

①、高炉炼铁最后冶炼得到的是生铁，因为冶炼时用到焦炭，会在冶炼过程中带来碳杂质，难

以得到纯铁，错误； 

②、打开汽水瓶盖，使得汽水瓶内压强与大气压相等，这是瓶内气压减小，气泡逸出，说明气

体的溶解度随压强的减小而减小，正确； 

③、塑料瓶变瘪也可能是因为二氧化碳溶解在水中，不能一定说明二氧化碳与水发生反应，错

误； 

④、碳酸钠与氢氧化钡反应生产碳酸钡沉淀和氢氧化钠，如果氢氧化钡过量，选用碳酸钠、硫

酸钠溶液均会产生白色沉淀，可以检验出来，而如果选氯化铁溶液这时棕红色沉淀的生成难以

确定是由于氢氧化钡的过量导致的，错误； 

⑤、首先盐酸与氢氧化钠反应生成氯化钠和水，待盐酸完全耗尽后，氢氧化钠与硫酸镁反应，

生成氢氧化镁沉淀和硫酸钠直至硫酸镁完全耗尽，这时也就是m 点的状态，这时溶液中有氯

化钠、硫酸钠、盐酸三种溶质，对于 a曲线，开始时就有一定量的存在，之后加入盐酸后质量

立即升高，因此其必定表示第一步反应时的产物，即表示 NaC1 或 H
2
O 的质量变化情况，正确； 

综上，共有②⑤两说法正确。故选 B。 

8．（2021·四川达州市·中考真题）下列图像能正确反映对应变化关系的是 



A．  图 A：向稀硫酸和硫酸铜的混合溶液中加入足量的氢氧化钡溶液 

B．  图 B：高温煅烧石灰石 

C．  图 C：向等质量、等质量分数的稀盐酸中分别加入足量的氧化铜和氢

氧化铜 

D．  图 D：向饱和石灰水中加入少量的生石灰 

【答案】C 

【详解】 

A、向稀硫酸和硫酸铜的混合溶液中加入足量的氢氧化钡溶液，立即生成硫酸钡沉淀，图像不

符，A 错误。 

B、高温煅烧石灰石生成氧化钙和二氧化碳，固体质量不会变为零，图像不符，B 错误。 

C、向等质量、等质量分数的稀盐酸中分别加入足量的氧化铜和氢氧化铜，根据酸的质量计算

氯化铜质量，酸的质量相同，生成氯化铜质量相同，，消耗的氢氧化铜质量大于氧化铜，图像

相符，C 正确。 

D、向饱和石灰水中加入少量的生石灰，生石灰和水反应放热，温度先升高后降低，溶解度先

减小后增大，溶质质量先减小，后增加，然后保持消耗不变，图像不符，D 错误。 



故选：C。 

9．（2021·湖北宜昌市·中考真题）如图是甲、乙、丙三种固体物质的溶解度曲线（变温时不考

虑溶剂蒸发），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t
1
℃时，甲、丙的饱和溶液，溶剂质量可能相等 

B．t
3
℃时，等质量的甲、乙、丙的溶液，溶质的质量可能相等 

C．将 t
3
℃时甲、乙、丙的混合溶液降温至 t

1
℃，析出的固体中可能只有乙 

D．将 t
1
℃时乙、丙的饱和溶液升温至 t

2
℃，两种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可能相等 

【答案】D  

【详解】 

A、t
1
℃时，甲和丙的溶解度相等，饱和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相等，等质量的饱和溶液，溶质质

量相等，溶剂质量相等，故甲、丙的饱和溶液，溶剂质量可能相等，不符合题意；  

B、t
3
℃时，等质量的甲、乙、丙的溶液，没有指明溶液的状态，故溶质质量分数可能出现相等

的情况，溶质的质量也可能相等，不符合题意； 

C、将 t
3
℃时甲、乙、丙的混合溶液降温至 t

1
℃，降温后，甲的溶解度增大，不会析出，如果 t

3
℃

时，只有乙达到了饱和，降温后，析出的固体中可能只有乙，不符合题意； 

D、t
1
℃时，溶解度：乙＞丙，饱和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乙＞丙，将 t

1
℃时乙、丙的饱和溶液

升温至 t
2
℃，升温后，乙、丙的溶解度增加，均变为不饱和溶液，溶质质量分数不变，故两种

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乙＞丙，符合题意。故选 D。 

10．（2021·山东枣庄市·中考真题）实验小组探究盐酸和氢氧化钠反应过程中溶液 pH 的变化规

律，得到如图所示曲线．下列有关该实验事实的说法正确的是（  ） 



 

A．该实验是将氢氧化钠溶液滴入盐酸中 

B． A 点时的溶液能使石蕊试液变红 

C． B 点表示盐酸和氢氧化钠恰好完全反应 

D．C 点时，溶液中的溶质只有氯化钠 

【答案】C 

【详解】 

A、由图可知，反应开始时溶液 pH＜7，溶液呈碱性，反应结束时溶液溶液 pH＞7，溶液呈酸

性，实验应为将盐酸滴入氢氧化钠溶液中，选项错误； 

B、由图可知，A 点溶液的 pH 大于 7，溶液呈碱性，能使石蕊试液变蓝，选项错误； 

C、由图可知，B 点的 pH 为 7，溶液呈中性，则盐酸和氢氧化钠恰好完全反应，选项正确； 

D、C 点时，溶液呈酸性，则溶液中的溶质除氯化钠外，应该还有剩余的盐酸，选项错误。故

选 C。 

11．（2021·湖南郴州市·中考真题）下列各图像中有关量的变化趋势与选项要求相符合的是  

A．一定质量的大理石中加入稀盐酸  

B．将金属铜加入硝酸银溶液中  



C．T℃时，往饱和 NaCl 溶液中加入 NaCl 固体  

D．向 Na
2
CO

3
溶液中加入 CaCl

2
溶液  

【答案】A  

【详解】 

A、一定质量的大理石中加入稀盐酸，碳酸钙与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钙、水和二氧化碳，随着反

应的进行，二氧化碳的质量逐渐增加，碳酸钙反应完全后，二氧化碳的质量不再增加，选项图

像正确； 

B、将金属铜加入硝酸银溶液中，铜与硝酸银反应生成硝酸铜和银，由反应的质量关系

3 3 2
Cu + 2AgNO = Cu(NO ) + 2Ag

64 216
可知，反应后溶液质量减少，但不会减少到 0，选项图像

不正确； 

C、向一定量的 NaCl 饱和溶液中加入 NaCl 固体，氯化钠不能再继续溶解，由于温度不变，溶

解度不变，所以溶液质量分数不变，选项图像不正确； 

D、向 Na
2
CO

3
溶液中加入 CaCl

2
溶液，碳酸钠与氯化钙反应生成碳酸钙沉淀和氯化钠，开始时

碳酸钠溶液呈碱性，pH 大于 7，随着反应的进行，pH 逐渐减小，碳酸钠反应完全后，pH 等于

7，但不会小于 7，选项图像不正确。故选 A。 

【点睛】 

本题是一道图像坐标与化学知识相结合的综合题，解题的关键是结合所涉及的化学知识，正确

分析各变化的过程，注意分析坐标轴表示的意义、曲线的起点、折点及变化趋势，进而确定正

确的图像。 

12．（2021·湖南株洲市·中考真题）甲、乙、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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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甲的溶解度最大 

B．图中 p点表示 10℃时丙的饱和溶液 

C．20℃时，向 130g乙的饱和溶液中加入 20g水，乙的质量分数变为 20%  

D．50℃时，同质量的甲、乙、丙饱和溶液降温至 10℃，丙溶液中析出固体最多 

【答案】C 

【详解】 

A、由图可知，10℃时，甲的溶解度最小，不符合题意； 

B、图中 p点在丙的溶解度曲线的下方，表示 10℃时丙的不饱和溶液，不符合题意； 

C、20℃时，乙的溶解度为 30g，130g 乙的饱和溶液中溶质质量为：
30g

130g 100% 30g
30g 100g

  


，

加入 20g 水，乙的质量分数变为： 
30g

100% 20%
130g 20g

 


，符合题意； 

D、50℃时，同质量的甲、乙、丙饱和溶液降温至 10℃，降温后，甲、乙的溶解度减小，有溶

质析出，且甲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大，甲析出的晶体多，乙析出的晶体少，降温后，丙的溶解

度增加，无晶体析出，不符合题意。故选 C。 

13．（2021·湖北荆州市·中考真题）元素化合价和物质类别是认识物质的两个重要维度。如图

表示硫元素的化合价与含硫物质类别之间的关系，已知 A 点表示 SO
3
，则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B 点表示的物质在空气中燃烧产生淡蓝色火焰 



B．C 点表示的物质是大气污染物之一 

C．D 点表示的物质和硝酸钡在溶液中不能大量共存 

D．E 点表示的物质的化学式为 Na
2
SO

3
 

【答案】D  

【详解】 

A、B 点表示物质属于单质，故 B 点表示的物质为硫，硫在空气中燃烧，发出淡蓝色火焰，不

符合题意； 

B、C 点表示物质属于氧化物，且硫元素的化合价为+4 价，故 C 点表示二氧化硫，二氧化硫会

导致酸雨，属于空气污染物，不符合题意； 

C、D 点表示物质属于酸，且硫元素的化合价为+6 价，故 D 点表示硫酸，硫酸能与硝酸钡反

应生成硫酸钡沉淀和硝酸，不能大量共存，不符合题意； 

D、E 点表示物质属于盐，且硫元素的化合价为+6 价，表示硫酸钠，化学式为：Na
2
SO

4
，符合

题意。 

故选 D。 

14．（2021·湖北黄石市·中考真题）将足量 X、Y、Z、M 四种金属分别投入等质量、等质量分

数的稀盐酸中(反应关系如图甲)，把金属 Y、Z 分别投入硝酸银溶液中(反应关系如图乙)，据此

判断 X、Y、Z、M 的金属活动性顺序是 

 

A．M>X>Y>Z  B．M>X>Z>Y  C．X>M>Z>Y  D．X>M>Y>Z  

【答案】A  

【分析】 

金属活动性顺序中，排在氢前面的金属，能和稀盐酸或稀硫酸反应生成盐和氢气，排在前面的

金属，能把排在后面的金属从它的盐溶液中置换出来。 



【详解】 

M 、X 能和稀盐酸反应，并且 M 和稀盐酸反应时间短，说明 M 比 X 活泼，Y、Z 不能和稀盐

酸反应，说明 Y、Z 不如 M 、X 活泼，Y 能和硝酸银反应，说明Y 比 Z 活泼，因此四种金属

的活动性顺序为 M>X>Y>Z 。 

故选：A。 

【点睛】 

要会利用金属活动顺序表分析实验，氢前边的金属会与稀硫酸、盐酸反应，但氢后边的金属不

会与稀硫酸、盐酸反应，前边的金属会把后边的金属从其盐溶液中置换出来。  

15．（2021·湖北武汉市·中考真题）某气体中可能含有 CO
2
、O

2
、N

2
中的一种或几种，将该气

体依次通过：①炽热的焦炭；②足量灼热的氧化铜；③足量的碱石灰(氢氧化钠和氧化钙的混

合物)。每一步均充分反应，最终得到的气体为纯净物。气体的分子数目随时间的变化如下图

所示。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a点气体中一定含有 N
2
和 CO

2
，可能含有 O

2
 B．b点气体中 CO 和 N

2
的分子数目比为

2：1 

C．b点气体可能由三种分子构成 D．该过程中发生了化合反应、置换反应和复分解反应 

【答案】B 

【分析】 

①通过炽热的焦炭，没有说明焦炭量的多少，故可能发生以下反应： 

二氧化碳和碳高温下生成一氧化碳，
2

CO +C 2CO
高温

，反应后气体分子数增加； 

碳和氧气不完全反应生成一氧化碳：
2

2C+O 2CO
高温

，反应后气体分子数增加；  



碳和氧气完全反应生成二氧化碳：
2 2

C+O CO
高温

，反应后气体分子数不变；  

②通过足量灼热的氧化铜：  

一氧化碳和氧化铜在加热下生成铜和二氧化碳，
2

Δ
CO+CuO Cu+CO ，反应后气体分子数不变； 

③通过足量的碱石灰(氢氧化钠和氧化钙的混合物)： 

氢氧化钠和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钠和水：
2 2 3 2

2NaOH+CO Na CO +H= O ，反应后气体分子数

减小； 

氮气化学性质稳定，不参与反应；每一步均充分反应，最终得到的气体为纯净物，则剩余气体

为氮气，分子数为 n；ab段分子数增加 n，说明 ab反应后气体中存在一氧化碳气体，则混合气

中含有氧气或二氧化碳或两者都有；bc段分子数不变，说明 ab反应后气体中不存氧气（氧气

会和生成的铜反应，导致气体分子数减小）；cd段分子数减小，说明 bc反应后气体中存在一氧

化碳生成的二氧化碳气体； 

【详解】由分析得： 

A. a点气体中一定含有N
2
，可能含有氧气或二氧化碳或两者都有，错误； 

B. cd段分子数减小 2n，为二氧化碳分子数；根据化学方程式
2

Δ
CO+CuO Cu+CO ，可知，生成

二氧化碳分子数 2n，需要一氧化碳分子数为 2n，则 b点气体中 CO 和 N
2
的分子数目比为 

2n：n=2：1，正确； 

C. b点气体一定含有氮气、一氧化碳，且两者分子数分别为 n、2n；不含有氧气；如果含有二

氧化碳气体，那么原混合气体中除氮气之外的分子数为 n的气体就得不到 2n分子数的一氧化

碳气体，故 b点气体不可能由三种分子构成，错误； 

D. 两种化合物交换成分生成另外两种化合物的反应，属于复分解反应；由分析可知，该过程

中没有发生复分解反应，错误。 

故选 B。 

16．（2021·河北中考真题）KNO
3
和 NaCl 的溶解度曲线如图所示。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0℃时，100g水中最多能溶解 40gNaCl 

B．0℃时，KNO
3
和 NaCl 两种饱和溶液中，所含溶质的质量：NaCl 大于 KNO

3
 

C．将 30℃的 KNO
3
溶液降温到 20℃时一定有晶体析出 

D．30℃时，将等质量的 KNO
3
和 NaCl 分别配成饱和溶液，所得溶液的质量：NaCl 大于 KNO

3
 

【答案】D  

【详解】 

A.由图可知， 0℃时，氯化钠溶解度小于 40g，故 100g水中不能溶解 40g NaCl，错误； 

B.没有确定的溶液质量，不能判断 0℃时，KNO
3
和 NaCl 两种饱和溶液中，所含溶质的质量多

少，错误； 

C. 没有说明溶液是否饱和，故将 30℃的 KNO
3
溶液降温到 20℃时不一定有晶体析出，错误； 

D. 30℃时，硝酸钾溶解度大于氯化钠溶解度，故将等质量的 KNO
3
和 NaCl 分别配成饱和溶液，

所需水的质量氯化钠大于硝酸钾，则所得溶液的质量：NaCl 大于 KNO
3
，正确。 

故选 D。 

17．（2021·江苏苏州市·中考真题）NaCl 和 KNO
3
的溶解度曲线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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