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 2024-2025 学年九年级上学期期中化学试卷

一、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每题 2 分，共 30 分）

1. 近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下列科技成果中，主要属于化学研究范畴的是

A. 神舟飞船发射轨道的设定

B. 研究北斗卫星的运动情况

C. 利用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

D. 无人机在各个领域的广泛使用

【答案】C

【解析】

【分析】化学是一门在分子、原子的层次上研究物质的性质、组成、结构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研究对象

是物质，研究内容有组成、结构、性质、变化、用途等。

A、神舟飞船发射轨道的设定，属于物理研究的内容，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B、研究北斗卫星的运动情况，属于物理研究的内容，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C、利用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属于制造物质，属于化学研究的内容，该选项符合题意；

D、无人机在各个领域的广泛使用，属于信息技术研究的内容，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故选 C。

2. 变化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下列过程中不涉及化学变化的是

A. 钢铁生锈 B. 风力发电

C. 植物生长 D. 天然气燃烧

【答案】B

【解析】

【分析】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叫化学变化，没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叫物理变化；化学变化的特征是：有新

物质生成；判断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依据是：是否有新物质生成；

A、钢铁生锈，铁锈是新物质，属于化学变化；故 A 错误；

B、风力发电没有新物质生成，属于物理变化；故 B 正确；

C、植物生长进行光合作用，属于化学变化；故 C 错误；



D、天然气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属于化学变化；故 D 错误。

故选：B。

3. 新独家原创每年的 9 月 16 日为“国际臭氧层保护日”，臭氧层遭到破坏是当前面临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

一、某同学查阅资料后提出“臭氧层遭到破坏可能与人类过多地使用氟氯烃类物质有关”，这属于科学探究

中的

A. 提出问题 B. 猜想与假设 C. 进行实验 D. 交流评价

【答案】B

【解析】

科学探究过程一般要经历的主要环节是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定计划与设计实验、进行实验与收集证

据、分析与论证、评估、交流与合作。“臭氧层遭到破坏可能与人类过多地使用氟氯烃类物质有关”属于科学

探究中的猜想与假设；

故选：B。

4. 做化学实验时你一定留心观察过，在下列仪器中盛放固体药品 仪器是

A. 广口瓶 B. 细口瓶 C. 烧杯 D. 集气瓶

【答案】A

【解析】

A、广口瓶，顾名思义瓶口较大，利于体积相对加大的固体药品的存放，所以广口瓶可用来存放固体药品，

故 A 正确；B、细口瓶常用来存放液体药品，故 B 不正确；C、烧杯一般用来粗略量取液体，也可对液体进

行加热操作，但不用来存放固体药品，故 C 不正确；D、集气瓶顾名思义，是用来收集和存放气体的，故 D

不正确。故本题选 A。

5. “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观察天气总结的经验。快下雨前，空气中水蒸气较多，

然后凝结成水珠。下列对其过程分析正确的是

A. 凝结成的水珠为新物质 B. 水分子间的间隔变小

C. 每个水分子的体积变大 D. 每个水分子的质量变大

【答案】B

【解析】

A、快下雨前，空气中水蒸气较多，然后凝结成水珠，只是水的状态的改变，没有新物质生成，故 A 分析

错误；

的



B、水蒸气凝结过程中，分子之间的间隔变小，故 B 分析正确；

C、水蒸气凝结过程中，分子之间的间隔变小， 水分子的体积不变，故 C 分析错误；

D、水蒸气凝结过程中，分子之间的间隔变小，水分子的质量不变，故 D 分析错误；

故选：B。

6. 下列实验基本操作中，不正确的是

A. 点燃酒精灯 B. 读取液体体积

C. 用橡皮塞塞住试管口 D. 称量 10.05g 固体

【答案】D

【解析】

A、使用酒精灯时要注意“两查、两禁、一不可”，可用火柴点燃酒精灯，故选项实验操作正确；

B、量取液体读数时，视线要与量筒内液体的凹液面的最低处保持水平，故选项实验操作正确；

C、把橡皮塞慢慢转动着塞进试管口，切不可把试管放在桌上再使劲塞进塞子，以免压破试管，手不能放在

导管上，故选项实验操作正确；

D、托盘天平用于粗略称量试剂的质量，能准确到 0.1g，不能精确到 0.01g，不能用托盘天平称取 10.05g 固

体，故选项实验操作错误；

故选：D。

7. 下列物质的性质描述中，属于化学性质的是

A. 氮气难溶于水 B. 酒精具有挥发性

C. 甲烷具有可燃性 D. 铜是紫红色固体

【答案】C

【解析】

【分析】物理性质是物质不需要通过化学变化就能表现出来的性质，如颜色、气味、状态、密度、熔沸点、

导电性等；化学性质是物质在化学变化中表现出来的性质，如可燃性、氧化性、还原性、稳定性等。

A、氮气难溶于水，该性质不需要通过化学变化就能表现出来，不属于化学性质，A 选项错误；

B、酒精具有挥发性，该性质不需要通过化学变化就能表现出来，不属于化学性质，B 选项错误；



C、甲烷具有可燃性，该性质需要在化学变化中表现出来，属于化学性质，C 选项正确；

D、铜是紫红色固体，该性质不需要通过化学变化就能表现出来，不属于化学性质，D 选项错误。

故选：C。

8. 下列对宏观事实的微观解释不正确的是

A. 一滴水中含有 1.67×1021个水分子——分子很小

B. 50mL 酒精与 50mL 水混合后总体积小于 100mL——分子变小了

C. 氧气和液氧都可支持燃烧——同种物质分子，化学性质相同

D. 湿衣服在阳光下晾晒比在阴凉处干得快——温度越高，分子运动越快

【答案】B

【解析】

A、一滴水中含有 1.67×1021个水分子，说明分子很小，故选项解释正确；

B、50mL 酒精与 50mL 水混合后总体积小于 100mL，是因为分子之间有间隔，一部分水分子和酒精分子会

互相占据分子之间的间隔，故选项解释错误；

C、氧气和液氧都可支持燃烧，是因为它们是由氧分子构成的，同种分子的化学性质相同，故选项解释正确；

D、湿衣服在阳光下晾晒比在阴凉处干得快，是因为阳光下温度高，温度越高，分子运动越快，故选项解释

正确。

故选 B。

9. “生命吸管”可以解决野外极限环境中的饮水问题。“生命吸管”中没有用到的净水方法是

A. 过滤 B. 吸附 C. 消毒 D. 蒸馏

【答案】D

【解析】

A、生命吸管中的超滤膜和 PP 棉均可起到过滤的作用，除去难溶性杂质，不符合题意；

B、生命吸管中的活性炭具有吸附性，可以吸附水中的色素和异味，不符合题意；

C、生命吸管中的抗菌球可以起到消毒的作用，可除去细菌和病毒等，不符合题意；

D、生命吸管不能起到蒸馏的作用，符合题意。

故选 D。

10. 实验基本操作练习时，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对下列实验操作解释不合理的是



A. 不能用量筒作为反应容器——某些反应会放热或吸热容易导致量筒测量不准确

B. 熄灭酒精灯时不能用嘴吹灭——防止引发火灾

C. 给试管中液体加热时，试管口不要朝向有人方向——以免液体沸腾喷出伤人

D. 酒精灯用毕及时盖上灯帽——防止酒精挥发，避免灯芯留有水分致使以后不易点燃

【答案】B

【解析】

A、不能用量筒作为反应容器，是因为某些反应会放热或吸热容易导致量筒测量不准确，故选项说法正确；

B、熄灭酒精灯时不能用嘴吹灭，否则可能将火焰沿灯颈压入灯内，引燃灯内的酒精蒸汽及酒精，可能会导

致爆炸的现象发生，故选项说法错误；

C、给试管中液体加热时，试管口不要朝向有人方向，以免液体沸腾喷出伤人，故选项说法正确；

D、酒精灯用毕及时盖上灯帽，是为了防止酒精挥发，避免灯芯留有水分致使以后不易点燃，故选项说法正

确。

故选 B。

11. 实验小组用小刀切取一段蜡烛，用下图装置探究蜡烛燃烧．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 能用小刀切取蜡烛，说明蜡烛硬度较小

B. 注射器中的石灰水变浑浊，说明蜡烛燃烧产生 CO2

C. 玻璃导管口处的白烟能被点燃，说明白烟有可燃性

D. 蜡烛的熔化和燃烧都是化学变化

【答案】D

【解析】

A、用小刀能切下蜡烛，说明蜡烛硬度较小，该选项说法正确；

B、二氧化碳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则说明蜡烛燃烧生成二氧化碳，该选项说法正确；



C、白烟能被点燃，说明白烟有可燃性，该选项说法正确；

D、蜡烛熔化过程中没有新物质生成，只是物质的状态发生改变，属于物理变化，蜡烛燃烧属于化学变化，

该选项说法不正确。

故选 D。

12. 一定条件下在密闭容器里加热冰，温度和时间的关系如图所示，①②③表示水在不同时刻的存在状态。

下列有关判断正确的是

A. 水分子间的间隔：②>③

B. 水分子的运动速率：①>③

C. 水分子的质量：①=②=③

D. ②→③的过程中水发生了分解

【答案】C

【解析】

A、③是水蒸气状态，②是液体状态，故水分子间的间隔：③＞②，说法错误；

B、③状态温度比①状态温度高，水分子的运动速率：①＜③，说法错误；

C、分子质量不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故水分子的质量：①=②=③，说法正确；

D、②→③的过程中水从液态变为气态，属于物理变化，水未发生分解，说法错误。

故选：C。

13. 下列设计的实验方案，不能达到相应实验目的的是

选

项
A B C D

方

案



目

的

检验蜡烛燃烧生成

水
验证分子在不断运动

探究温度对分子运动速率的影

响

探究分子间有间

隔

A. A B. B C. C D. D

【答案】C

【解析】

A、烧杯内壁出现水珠，说明蜡烛燃烧生成了水蒸气，水蒸气遇冷变成水，选项正确；

B、酚酞溶液变红色，是因为氨分子是不断运动的，运动到酚酞试液中时，与水结合生成氨水，氨水显碱性，

能使酚酞变红色，选项正确；

C、温度和溶剂种类不同，不能探究温度对分子运动速率的影响，选项错误；

D、空气能够被压缩，说明分子之间有间隔，选项正确。

故选 C。

14. 某密闭容器中，物质变化过程 微观示意图如图所示，图中“●”代表碳原子，“〇”代表氧原子。下

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A. 过程Ⅰ反应类型为化合反应

B. 过程Ⅱ发生了化学变化

C. 过程Ⅰ中原子种类不变

D. 排列再紧密的分子之间也有间隔

【答案】B

【解析】

A、由变化Ⅰ的微观示意图可知，该反应是一氧化碳与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碳，是由两种物质反应生成一种

物质，属于化合反应，说法正确；

B、由变化Ⅱ中微粒的变化可知，该反应没有新物质生成，属于物理变化，说法不正确；

C、由示意图中物质的构成可知，过程Ⅰ中原子种类不变，说法正确；

D、由变化Ⅱ中微粒的变化可知，排列再紧密的分子之间也有间隔，说法正确；

故选 B。

15. 研究和学习化学有许多方法，下列方法中所举示例正确的是

的



选项 方法 示例

A 分类法 根据所含物质种类，可将物质分为纯净物和混合物

B 观察法 物质变化中观察到有发光、放热现象即可说明发生了化学变化

C 类比法 试管可以直接加热，推测烧杯也可以直接加热

D 归纳法 水和二氧化碳都是由分子构成的，因此物质都是由分子构成

A. A B. B C. C D. D

【答案】A

【解析】

A、物质可以根据所含物质种类分为纯净物和混合物，选项正确；

B、电灯通电会发光、发热，但没有新物质生成，不属于化学变化，选项错误；

C、烧杯可以用于加热，其底面积过大，受热可能不均匀，不能直接用于加热，加热时需垫上陶土网，选项

错误；

D、物质并不都是由分子构成的，如铁是由铁原子构成的，氯化钠是由钠离子与氯离子构成的，选项错误。

故选 A。

二、填空与简答（共 36 分）

16. 化学是一门中心的、实用的、创造性的科学，它指导着我们更科学地认识、改造和应用物质。

（1）微观认识物质：

①氢气是由大量________构成，化学符号为_______；一个氧分子是由________构成。

②金刚石和石墨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但它们的性质却差异巨大，原因是________。

（2）改造物质：如今科学家门不仅能够通过扫描隧道显微镜观测到原子和分子，而且实现了对原子和分子

的移动、_______和复制。



（3）应用物质：性质决定用途，用途体现性质。烟花、照明弹中用到镁粉作燃料，利用的是镁燃烧时

________，写出镁在空气中燃烧的文字表达式________。

【答案】（1）    ①. 氢分子    ②. H2    ③. 两个氧原子    ④. 碳原子的排列方式不同

（2）排列（3）    ①. 发出耀眼的白光    ②. 镁+氧气 点燃
氧化镁

【解析】

【小问 1】

①氢气是由大量氢分子构成，化学符号为 H2；一个氧分子是由两个氧原子构成；

②金刚石和石墨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但它们的性质却差异巨大，原因是碳原子的排列方式不同；

【小问 2】

如今科学家门不仅能够通过扫描隧道显微镜观测到原子和分子，而且实现了对原子和分子的移动、排列和

复制；

【小问 3】

烟花、照明弹中用到镁粉作燃料，利用的是镁燃烧时发出耀眼的白光，镁在空气中燃烧的文字表达式为：

点燃镁+氧气 氧化镁uuuuur 。

17. 生活离不开化学，化学与生活息息相关。请回答下列问题：

（1）生活中用漏勺捞饺子，该操作的原理类似化学实验中的_______操作。

（2）小红的妈妈喜欢用葡萄酿酒，葡萄酿酒是_______（填“物理”或“化学”）变化。

（3）切洋葱时可闻到刺激性气味，说明分子具有的性质是________。

（4）用水壶烧水，水烧开时壶盖被顶起，用分子的观点解释________。

【答案】（1）过滤（2）化学

（3）分子在不断运动（4）分子间存在着间隔，温度升高，分子间的间隔变大

【解析】

【小问 1】

生活中用漏勺捞饺子，该操作的原理类似化学实验中的过滤操作；

【小问 2】

葡萄酿酒的过程中有新物质生成，发生的属于化学变化；

【小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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