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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衡水市武邑中学 2023-2024 学年高三上学期 12 月期中考试

化学试题

说明：

1.本试卷分Ⅰ卷(选择题，共 5 页)和Ⅱ卷(非选择题，共 5 页)两部分。考试时间 5 分钟，总分 100

分。

2.第Ⅰ卷每小题选出答案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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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卷用黑色墨水签字笔在答题卡上书写作答，在试题卷

上作答，答案无效。

3.考试结束，只交答题卡。

可能用到的数据：H-1  C-12  Mg-24  Na-23  O-16  Cl-35.5  Ca-40  S-32  Al-27  Cr-52  

Cu-64  Co-59

第Ⅰ卷   (选择题 42 分)

一、选择题(本题共 14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2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1. 化学与人类生产、生活、科技等密切相关，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A. 北斗导航卫星的芯片与光导纤维的主要成分相同

B. SO2可用于丝织品漂白是由于其能氧化丝织品中的有色成分

C. 我国国产飞机 C919 用到的氮化硅陶瓷是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

D. 新版人民币票面文字处的油墨中所含有的纳米 Fe3O4是一种胶体

【答案】C

【解析】

【详解】A．北斗导航卫星的芯片的主要成分为 Si，光导纤维的主要成分是 SiO2，成分不相同，故 A 错

误；

B．SO2可用于丝织品漂白是由于其能和丝织品中的有色成分结合成无色物质，故 B 错误；

C．氮化硅陶瓷是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故 C 正确；

D．纳米 Fe3O4 是一种纯净物，分散到某种分散剂里才形成胶体，故 D 错误；

故选 C。

2. 物质的结构决定其性质。下列实例与解释不相符的是

选项 实例 解释

A 用He替代 2H 填充探空气球更安全 He的电子构型稳定，不易得失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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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BF 与 3NH 形成配合物 3 3H N BF 3BF 中的 B 有空轨道接受 3NH 中 N 的孤电子对

C 碱金属中Li的熔点最高 碱金属中Li的价电子数最少，金属键最强

D 不存在稳定的 5NF 分子 N 原子价层只有 4 个原子轨道，不能形成 5 个 N-F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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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C

【解析】

【详解】A．氢气具有可燃性，使用氢气填充气球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相比之下,氦气是一种惰性气体,

不易燃烧或爆炸，因此使用电子构型稳定，不易得失电子的氦气填充气球更加安全可靠，故 A 正确；

B．三氟化硼分子中硼原子具有空轨道，能与氨分子中具有孤对电子的氮原子形成配位键，所以三氟化硼

能与氨分子形成配合物 3 3H N BF ，故 B 正确；

C．碱金属元素的价电子数相等，都为 1，锂离子的离子半径在碱金属中最小，形成的金属键最强，所以

碱金属中锂的熔点最高，故 C 错误；

D．氮原子价层只有 4 个原子轨道，3 个不成对电子，由共价键的饱和性可知，氮原子不能形成 5 个氮氟

键， 所以不存在稳定的五氟化氮分子，故 D 正确；

故选 C。

3. 下列离子方程式书写正确的是

A. 向 4CuSO 溶液中滴加氨水：
2

2Cu 2OH Cu(OH)   

B. 向 2NaAlO 溶液中通入过量 2CO ：
2

2 2 2 3 3AlO CO H O Al(OH) CO     

C.    4 42 2
NH Fe SO 溶液与少量 2Ba(OH) 溶液混合：

2 2
4 4SO Ba BaSO   

D. 向 NaClO 溶液中通入少量 2SO ：
2

2 2 43ClO SO H O Cl SO 2HClO      

【答案】D

【解析】

【详解】A．氨水为弱碱不能拆，
2+ +

3 2 2 4Cu +2NH H O Cu(OH) +2NH   ，A 错误； 

B． 2CO 过量时产物为 3HCO
，

-
2 2 2 3 3AlO CO 2H O Al(OH) HCO      ，B 错误；

C．    4 42 2
NH Fe SO 溶液与少量 2Ba(OH) 溶液混合，钡离子完全生成硫酸钡沉淀、氢氧根离子完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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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氢氧化亚铁沉淀，  - 2+
2

2- 2+
4 4S e S+2O+ H +FO Ba =Ba O +Fe OH ，C 错误； 

D．NaClO 溶液中通入少量 2SO 发生 氧化还原反应生成硫酸根离子和氯离子，同时次氯酸根过量和氢离子

生成弱酸次氯酸，D 正确；

故选 D。

4. 如图所示，将气体 X、Y 通入溶液 Z 中，一定不能产生浑浊的是

气体 X 气体 Y 溶液 Z

A 2SO 2CO 2BaCl 溶液

B 3NH 2CO 饱和 NaCl 溶液

C 2H S 2SO 2MgCl 溶液

D 2CO HCl 2NaAlO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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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A

【解析】

【详解】A． 2CO 、 2SO 、 2BaCl 三者在溶液中不反应，一定不能产生浑浊，A 符合题意；

B．氨气和二氧化碳通入饱和食盐水可生成碳酸氢钠，溶液中有碳酸氢钠固体析出，B 不符合题意；

C．二氧化硫和硫化氢能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生成硫单质，溶液出现黄色浑浊，C 不符合题意；

D．二氧化碳与偏铝酸钠溶液反应可生成  3
Al OH 沉淀，少量的氯化氢气体和与偏铝酸钠溶液反应也可生

成  3
Al OH 沉淀，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A。

5. 已知 NA 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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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1 mol CH
中所含电子数为 10NA

B. 1 mol  中含 σ 键的数目为 5NA

C. 1.2 g Mg 在空气中完全燃烧转移电子数为 0.1NA

D. 常温下 1 LpH=12 的某溶液中水电离的 OH-的数目一定为 0.01NA

【答案】C

【解析】

【详解】A． 3CH
中含有 8 个电子，则 1 mol 3CH

中含有电子数目是 8NA，A 错误；

B．1 个 中含有 10 个 σ 键，则在 1 mol 该化合物中含 σ 键的数目为 10NA，B 错误；

C．1.2 g Mg 的物质的量是 0.05 mol，由于 Mg 是+2 价金属，因此 0.05 mol Mg 在与 O2反应产生 MgO 时转

移电子的物质的量是 0.1 mol，因此转移电子数为 0.1NA，C 正确；

D．常温下水的离子积是 10-14，pH=12 的溶液 c(H+)=10-12 mol/L，该溶液可能是碱溶液，也可能是强碱弱

酸盐溶液中水电离产生，溶液中水 c(OH-)可能是 10-2 mol/L，也可能是 10-12 mol/L，则溶液中水电离的 OH-

的数目可能为 0.01NA，也可能是 10-12NA，D 错误；

故合理选项是 C。

6. 用硫酸渣(主要成分为 2 3Fe O 、 2SiO )制备铁基颜料铁黄( FeOOH )的一种工艺流程如图。已知：“还原”

时，发生反应
3 2 2

2 2 4FeS 14Fe 8H O 2SO 15Fe 16H        ； 2FeS 、 2SiO 均与 2 4H SO 不反应。下列

有关说法不正确的是

A. “酸溶”时加速搅拌可加快反应速率

B. “过滤Ⅰ”所得滤液中存在的阳离子主要有 2Fe  和H

C. “还原”时还原产物与氧化产物的物质的量之比为15 : 2

D. “氧化”时离子方程式：
2

3 2 2 4 24Fe 8NH H O O 8NH 4FeOOH 2H O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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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硫酸渣(主要成分为 Fe2O3、SiO2)加硫酸溶解，金属氧化物转化为金属阳离子，二氧化硅不溶，再

加 FeS2把铁离子还原为亚铁离子，同时生成
2-
4SO ，过滤，滤渣含有 SiO2和 FeS2，滤液中含有 Fe2+和

H+，滤液中通入空气氧化，同时加入氨水调节 pH 生成 FeOOH 沉淀，过滤、洗涤、烘干，得到纯净的

FeOOH。

【详解】A．加速搅拌可增大反应速率，A 正确；

B．滤液中含有硫酸亚铁和过量的硫酸，且生成氢离子，则“过滤 I”所得滤液中存在的阳离子主要有 Fe2+和

H+，B 正确；

C．还原时有关的离子方程式为：FeS2+14Fe3++8H2O=2 2-
4SO +15Fe2++16H+，反应中 FeS2的 Fe 元素化合价

不变，S 元素化合价升高，则
2-
4SO 为氧化产物，Fe3+转化为 Fe2+，化合价降低，Fe2+为还原产物，则“还

原”时氧化产物与还原产物的物质的量之比为：2：14=1：7，C 错误；

D．滤液中通入空气氧化，同时加入氨水调节 pH 生成 FeOOH 沉淀，发生 离子方程式为

2+ +
3 2 2 4 24Fe +8NH H O+O =8NH +4FeOOH +2H O  ，D 正确；

故选 C。

7. 下列事实能用勒夏特列原理解释的是

A. 工业上 2SO 催化氧化为 3SO ，采用常压而不是高压

B. 由 2NO 和 2 4N O 组成的平衡体系：    2 2 42NO g N O g ，恒温缩小容积，气体颜色变深

C.        gNa KCl 2Nl aCl Kl l  ，工业上将钾蒸气从反应混合体系中分离出来，以制备金属钾

D. 500℃高温比室温更有利于合成氨的反应

【答案】C

【解析】

【详解】A．工业上 2SO 催化氧化为 3SO 时气体分子总数减小，高压更有利于 3SO 的生成，采用常压而不

是高压不能用平衡移动原理解释，A 项错误；

B．存在平衡    2 2 42NO g N O g ，恒温缩小容积，体系压强增大，平衡正向移动，NO2物质的量减

少，但气体颜色变深，是由于缩小容积后 2NO 的浓度增大，颜色变深，故不能用平衡移动原理解释，B

项错误；

C．        gNa KCl 2Nl aCl Kl l  中，将钾蒸气从反应混合体系中分离出来，减小了生成物浓

度，有利于反应正向移动，可以用平衡移动原理解释，C 项正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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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合成氨反应放热，升高温度，平衡逆向移动，室温比 500℃高温更有利于合成氨的反应，不能用勒夏

特列原理解释工业上采用高温条件合成氨， D 项错误；

答案选 C。

8. 短周期主族元素 X、Y、Z、M、N 的原子序数依次增大，其中基态 Y 原子 s 能级电子数是 p 能级电子

数的两倍，Z 和 M 位于同一主族，由上述五种元素形成的化合物可作离子导体，其结构如图所示，下列说

法错误的是

A. 原子半径：M＞Y＞Z

B. 非金属性：N＞M＞Y

C. 氢化物沸点：Z＞N＞Y

D. 同周期中第一电离能小于 Z 的元素有五种

【答案】C

【解析】

【分析】短周期主族元素 X、Y、Z、M、N 的原子序数依次增大，基态 Y 原子 s 能级电子数是 p 能级电子

数的两倍，则 Y 为 C 元素；由阴阳离子的结构可知，X、Y、Z、M、N 形成的共价键数目分别为 1、4、

4、6、1，Z 和 M 位于同一主族，则阴阳离子中均存在配位键，X 为 H 元素、Z 为 N 元素、M 为 P 元素、

N 为 Cl 元素。

【详解】A．原子的电子层数越多，原子的原子半径越大，同周期元素，从左到右原子半径依次减小，则

原子半径的大小顺序为 P＞C＞N，故 A 正确；

B．元素的非金属性越强，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酸性越强，酸性的强弱顺序为 HClO4＞H3PO4＞

H2CO3，则非金属性强弱顺序为 Cl＞P＞C，故 B 正确；

C．碳元素形成的氢化物可以是气态烃、液态烃、固态烃，液态烃、固态烃的沸点高于能形成分子间氢键

的氨气，故 C 错误；

D．同周期元素，从左到右第一电离能呈增大趋势，氮原子的 2p 轨道为稳定的半充满结构，元素的第一电

离能大于相邻元素，则同周期中第一电离能小于氮元素的有锂元素、铍元素、硼元素、碳元素、氧元素，

共 5 种元素，故 D 正确；

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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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恒温恒容密闭容器中充入一定量  W g ，发生如下反应：

反应②和③的速率方程分别为
2

2 2v =k c (X) 和 3 3v =k c(Z)，其中 2 3k k、 分别为反应②和③的速率常数，反

应③的活化能大于反应②。测得  W g 的浓度随时间的变化如下表。

t / min 0 1 2 3 4 5

 1c(W) / mol L 0.160 0.113 0.080 0.056 0.040 0.028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0 ~ 2min 内，X 的平均反应速率为 1 10.080mol L min  

B. 若增大容器容积，平衡时 Y 的产率增大

C. 若 2 3k =k ，平衡时 c(Z) c(X)

D. 若升高温度，平衡时  c Z 减小

【答案】D

【解析】

【详解】A．由表知0 ~ 2min 内∆c(W)=0.16-0.08=0.08mol/L，生成∆c(X)=2∆c(W)=0.16mol/L，但一部分 X

转化为 Z，造成∆c(X)<0.16mol/L，则 v(X)< 1 10.160mol/L =0.080mol L min
2min

   ，故 A 错误；

B．过程①是完全反应，过程②是可逆反应，若增大容器容积相当于减小压强，对反应 (g) (g)4X 2Z 平衡

向气体体积增大的方向移动，即逆向移动，X 的浓度增大，平衡时 Y 的产率减小，故 B 错误；

C．由速率之比等于系数比，平衡时 v 逆(X)=2v 正(Z)，即 3 2v =2v ， 3k c(Z) = 2
22k c (X)，若 2 3k =k ，平衡

时 2c(Z) 2c (X) ，故 C 错误；

D．反应③的活化能大于反应②，∆H=正反应活化能-逆反应活化能<0，则 (g) (g)4X 2Z 0H  ，该反应

是放热反应，升高温度，平衡逆向移动，则平衡时  c Z 减小，故 D 正确；

故选 D。

10. 3CH OH 、 2CO 和 2H 合成 3 2CH CH OH 的反应历程如图所示。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第 8 页/共 23 页

  

A. 该历程一共有 4 种中间产物

B. 该历程中只有反应②是氧化还原反应

C. 该历程涉及极性键和非极性键的断裂

D. 总反应方程式可表示为：
L

3 2 2 3 2 2
iICH OH 3H CO CH CH OH 2H O  

【答案】B

【解析】

【详解】A．由图可知，该历程的中间产物有 3CH I 、LiOH、CO、HI 为中间产物，一共 4 种，A 正确；

B．该反应②③都是氧化还原反应，B 错误；

C．由图可知，该历程中存在 C—O 键，H—H 键的断裂，C 正确；

D．由图可知，总反应方程式可表示为：
L

3 2 2 3 2 2
iICH OH 3H CO CH CH OH 2H O   ，D 正确；

故选 B。

11. 根据以下实验操作及现象能得出正确结论 是

选

项
实验操作 现象 结论

A

向盛有 2mL 1
30.1mol L AgNO 溶液的试管中滴

加 1mL 10.1mol L NaCl 溶液，再向其中滴加 4~5

滴 10.1mol L KI 溶液

先有白色沉淀

生成，后又产

生黄色沉淀

   sp spAgCl AgIK K

B
向等浓度等体积的 2 2H O 中分别加入等浓度等体

积的 4KMnO 溶液和 4CuSO 溶液

前者产生气泡

速率快

4KMnO 的 催 化 效 果 比

4CuSO 好

C 将银粉加到 HI 溶液中
产生无色气体

和黄色沉淀

I 和Ag 形成沉淀，促进 Ag

和H反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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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用铂电极电解等物质的量浓度的  3 3

Fe NO 和

 3 2
Cu NO 混合溶液

开始时阴极无

红色物质析出
氧化性： 2 2Cu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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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C

【解析】

【详解】A．AgNO3溶液过量，分别与 NaCl、KI 反应生成沉淀，由此实验操作和现象不能比较出

Ksp(AgCl)、Ksp(AgI)的大小，A 不符合题意；

B． 2 2H O 和 4KMnO 溶液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生成氧气， 4KMnO 是反应的氧化剂，不是催化剂，B 不符

合题意；

C．将银粉加到 HI 溶液中，产生无色气体和黄色沉淀，说明 Ag 失去了电子变成Ag ，H得到了电子变

成氢气逸出，反应生成的Ag 和 I 结合成AgI沉淀，使溶液中的Ag 浓度降低，从而促进 Ag 和H反

应，C 符合题意；

D．开始时阴极无红色固体物质即铜析出，是因为 Fe3+的氧化性比 Cu2+强，Fe3+先在阴极得到电子转化为

Fe2+，Cu2+并没有得到电子变成 Cu 单质，则实验结论错误，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C。

12. 室温下，向 Na2CO3和 NaHCO3的混合溶液中逐滴加入少量 BaCl2溶液，溶液中 lgc(Ba2+)与 lg 3
2
3

c(HCO )
c(CO )





的变化关系如图所示。已知：H2CO3的 Ka1、Ka2分别为 4.2×10-7、5.6×10-11；Ksp(BaCO3)=2.6×10-9。下列说

法错误的是

  

A. a 对应溶液的 c(H+)小于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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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对应溶液的 c( 3HCO )=2.6×10-6mol•L-1

C. 向 a 点溶液中通入 CO2可使 a 点溶液向 b 点溶液转化

D. a 对应的溶液中存在：2c(Ba2+)+c(Na+)＞3c( 2
3CO  )+c(Cl-)

【答案】B

【解析】

【详解】A．a 点时，lg 3
2
3

c(HCO )
c(CO )



 =0， 3
2
3

c(HCO )
c(CO )



 =1，
2
3

3

c(CO ) c(H )
c(HCO )

 




=5.6×10-11，则 c(H+)=5.6×10-11，b 点时，

lg 3
2
3

c(HCO )
c(CO )



 =2， 3
2
3

c(HCO )
c(CO )



 =100，
2
3

3

c(CO ) c(H )
c(HCO )

 




=5.6×10-11，则 c(H+)=5.6×10-9，所以 a 点对应溶液的 c(H+)小

于 b，A 正确；

B．b 对应溶液中，c( 2
3CO  )=

9

5

2.6 10
10





 mol•L-1=2.6×10-4mol•L-1，
3

2
3

c(HCO )
c(CO )



 =100，c( 3HCO )=2.6×10-2mol•L-

1，B 错误；

C．向 a 点溶液中通入 CO2，发生反应
2
3CO  +CO2+H2O  2 3HCO

，从而使
3

2
3

c(HCO )
c(CO )



 增大，可使 a 点溶液向

b 点溶液转化，C 正确；

D．a 对应的溶液中，
3

2
3

c(HCO )
c(CO )



 =1，c( 2
3CO  )=c( 3HCO )，此时溶液呈碱性，c(H+)＜c(OH-)，依据电荷守恒可

得 2c(Ba2+)+c(Na+)+c(H+)=c(OH-)+2c( 2
3CO  )+c( 3HCO )+c(Cl-)，则存在：2c(Ba2+)+c(Na+)＞3c( 2

3CO  )+c(Cl-)，D

正确；

故选 B。

13. 为探究 2SO 在盐酸中与Cu 、 2Cu  的反应，某实验小组设计如图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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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
2
3CuCl CuCl 2Cl   ，实验Ⅰ中得到的黑色固体为 2Cu S。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实验Ⅰ、Ⅱ中生成CuCl白色沉淀的原理不相同

B. 2SO 在实验Ⅰ、Ⅱ中呈现的化学性质一致

C. 实验Ⅰ通入 2SO 时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2

2 3 2 26Cu SO 4H 12Cl 4CuCl Cu S H O       

D. 实验Ⅱ若消耗 264g SO ，则生成 A4N 个H

【答案】D

【解析】

【详解】A．实验Ⅰ、Ⅱ中生成CuCl白色沉淀的原理相同，均为
2
3CuCl CuCl 2Cl   ，A 错误；

B． 2SO 在实验Ⅰ、Ⅱ中分别体现了氧化性和还原性，B 错误；

C．实验Ⅰ通入 2SO 时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2

2 3 2 26Cu SO 4H 12Cl 4CuCl Cu S 2H O        ，C 错

误；

D．实验Ⅱ通入 2SO 时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2+ - 2- 2- +

2 2 3 42Cu +SO +2H O+6Cl =2CuCl +SO +4H ，若消耗

264g SO ，则生成 A4N 个H，D 正确； 

故选 D。

14. 工业上用双阴极微生物燃料电池处理含 4NH
和 CH3COO-的废水。废水在电池中的运行模式如图 1 所

示，电池的工作原理如图 2 所示。已知Ⅲ室中 O2除了在电极上发生反应，还在溶液中参与了一个氧化还

原反应。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 离子交换膜为阳离子交换膜

B. 电子从Ⅱ室电极经导线流向Ⅰ室电极和Ⅲ室电极

C. Ⅰ室的电极反应式为： 3 2 22NO 10e 12H N 6H O      

D. 若双阴极通过的电流相等，当Ⅰ室产生 22 mol N 时Ⅲ室消耗 25 mo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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