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三　物质的性质与应用

第7讲　空气和氧气

第一部分　知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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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近5年分值情况

考查内容 考查频率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空气污染

和防治措施
3 3 — — —

空气成分中污染物的判

断
★★☆☆☆

◎氧气的化

学性质
— — — 1 1

1．氢气在氧气中燃烧的

化学方程式。2．铁丝在

氧气中燃烧的实验及化
学方程式。3．硫在氧气

中燃烧的现象。4．氧气

的助燃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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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近5年分值情况

考查内容 考查频率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氧气的制

取
3 3 4 5 3

1．用高锰酸钾、过氧化

氢制取氧气的化学方程
式。2．制取氧气实验的

注意事项

★★★★★

◎催化剂 1 — 1 1 3

1．催化剂能改变化学反

应速率。
2．催化剂在反应前后的

质量和化学性质都不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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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索引】 人教教材九上P30～53；粤科教材九上P72～85

一、空气的成分及用途
空气成分的含量是指体积分

数，而不是指质量分数。



自主梳理

上一页 下一页返回导航

1.氧气
(约占①
______)

(1)物理性质：②______色③______臭的气体；密度比空气

　　　　　　④ ________；⑤________溶于水

(2)化学性质：化学性质较活泼，能与许多物质发生反应，有氧

　　　　　　化性、助燃性

空
气
的
成
分
及
用
途

21%　

无　 无　

不易　略大　

氧气具有助燃性，不具有可燃性。

(3)用途

支持燃烧：用于燃料燃烧、炼钢、气焊、气割等

供给呼吸：用于医疗、动植物呼吸等

氧气用于供给呼吸，氮气和稀有气
体用作保护气，都是利用了它们的化学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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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理性质：无色无臭的气体；密度比空气⑦________；

　　　　　　⑧______溶于水

(2)化学性质：不活泼

(3)用途：用作⑨__________；制造硝酸和氮肥；液氮进行冷冻

　　　　麻醉等

2．氮气
(约占

⑥______

)
78%　

略小　

难　

氧气用于供给呼吸，氮气和稀有气
体用作保护气，都是利用了它们的化学
性质。

空
气
的
成
分
及
用
途

保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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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稀
有气体
(约占

0.94%)

(1)物理性质：无色无味的气体；难溶于水

(2)化学性质：很不活泼

(3)用途：用作⑩__________；用于霓虹灯、闪光灯、

航标灯等；液态氦可用于制造低温环境

保护气　

4．二氧化碳(约占0.03%)详见第8讲

空
气
的
成
分
及
用
途

稀有气体在通电时能发出不同颜色的
光，是利用其物理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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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气污染和防治措施

1.空气
质量日
报

有害气体：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等

烟尘：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　

(2)空气质量等级数值越⑫______(填“大”或“小”)，空气质

　量越好

空
气
污
染
和
防
治
措
施

2．空气污染的危害：损害人体健康；影响作物生长；破坏生态平衡；导

　 致臭氧层破坏和⑬________等

3．防治措施：使用清洁能源；加强空气质量监测；积极植树、种草等

(1)空气

污染物
臭氧　

小　

酸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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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氧气的化学性质

1. 与
非金
属单
质反
应

现象：产生大量白烟，放出热量

化学方程式：⑭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项：集气瓶中加少量水的目的是⑮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氧
气
的
化
学
性
质

注意“烟”和“雾”的区
别。烟是固体小颗粒分散在空
气中形成的混合物；雾是小液
滴分散在空气中形成的混合物。

(1)磷

吸收五　

氧化二磷，防止污染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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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产生微弱的⑯_______色火焰

氧气中：产生明亮的⑰_______色火焰

化学方程式：⑲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项：集气瓶中加少量水或氢氧化钠溶液

　　　　　的目的是⑳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1. 与
非金
属单
质反
应

氧
气
的
化
学
性
质

(2)硫

现象：
淡蓝　

蓝紫　

放热，生成⑱________ 

____的气体
有刺激性

气味

吸收二氧化硫，防止污　

染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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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发红，无烟、无火焰

氧气中：发出㉑________，放热，生成

　　　　能使㉒______________变浑浊

　　　　的气体

化学方

程式

1. 与
非金
属单
质反
应

氧
气
的
化
学
性
质

(3)碳

现象：

氧气充足：㉓__________________

氧不充足：㉔____________________

白光　

澄清石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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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发红，不燃烧

氧气中：剧烈燃烧，㉕____________，

生成㉖______色固体，放出大量的热2. 与
金属
单质
反应

氧
气
的
化
学
性
质

(1)铁
现象

化学方程式：㉗______________________

火星四射　

黑　

注意“实验现象”和“实验结论”的区别。如：
“铁丝燃烧生成黑色固体”是现象，“铁丝燃烧生
成黑色的四氧化三铁”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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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气瓶中加少量水的目的是㉘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将铁丝绕成螺旋状的目的是㉙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砂纸打磨铁丝表面，除去表面的氧化膜(或铁锈)

铁丝点燃后要㉚________(填“缓慢”或 “快

　速”) 地从瓶口伸入瓶底

2. 与
金属
单质
反应

氧
气
的
化
学
性
质

(1)铁

注
意
事
项

防止高温熔融物　

溅落，炸裂集气瓶底　
增大铁丝与氧气　

的接触面积，尽快提高铁丝局部的温度　

缓慢　

做氧气的性质验证实验
时，物质点燃后要缓慢地从
瓶口伸入瓶底，避免氧气受
热膨胀逸出，影响实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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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燃烧时发出㉛______________，生成

　　　㉜______色固体，放出大量的热

化学方程式：㉝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项：用砂纸打磨镁条表面，除去氧化膜

2. 与
金属
单质
反应

氧
气
的
化
学
性
质

(2)镁

耀眼的白光　

现象：固体由㉞______色变成㉟______色

化学方程式：㊱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铜

白　

红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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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产生㊲________色火焰，放出热量

化学方程式：㊳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与
H2、
CO、
甲烷
反应

氧
气
的
化
学
性
质

(1)H2

淡蓝　

现象：产生㊴______色火焰，放出热量

化学方程式：㊵____________________
(2)CO

现象：产生㊶______色火焰，放出热量

化学方程式：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甲烷

蓝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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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制取氧气是物理变化。

2.实验
室原理

(1)高锰酸钾：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2)过氧化氢溶液、二氧化锰：㊹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氧
气
的
制
取
原
理

四、氧气的制取原理

液氧、氮气

＋O2↑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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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催化剂

催
化
剂

1．概念：在化学反应中能改变其他物质的化学反应速率，而

　　　　本身的㊺_______和㊻____________在反应前后都没

　　　　有发生变化的物质

2．催化作用：催化剂在化学反应中所起的作用叫催化作用

改变包括“加快”和“减慢”两
种含义；催化剂在反应前后的质量和
化学性质不变，其物理性质可能改变。

质量　 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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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上利用分离液态空气法制取氧气。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利用氧气和氮气的密度不同

B．利用液氧和液氮的沸点不同

C．工业制得的氧气是纯净物

D．该变化属于化学变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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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列关于氧气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氧气能支持燃烧，所以氧气可用作燃料

B．氧气能使带火星的木条复燃

C．红磷在氧气中燃烧，产生浓厚的白烟

D．实验室加热高锰酸钾制取氧气时，试管内靠近导管处放一

团蓬松的棉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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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列有关催化剂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反应前后本身的质量不变

B．反应前后的性质不变

C．一定能加快化学反应速率

D．使用催化剂可以得到更多的生成物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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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城市及周围地区的环境中，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

是(　　)

A．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二氧化碳

B．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

C．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氧气

D．二氧化氮、一氧化碳、水蒸气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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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空气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下列有关空气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氮气的化学性质活泼，可用于食品防腐

B．空气中氧气的质量分数约为21%

C．稀有气体在通电时能发出不同颜色的光

D．目前计入空气污染指数的有害气体有二氧化硫、二氧化碳

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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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定

1．实验原理：红磷燃烧消耗密闭装置中的氧气(生成物中没有

气体)，使装置内的压强减小，在大气压的作用下，进入容器内

水的体积即为减少的氧气的体积。

2．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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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装置(如图所示)。

4．实验步骤：①连接仪器，检查装置的气密性；②在集气瓶内

加入少量水后，将水面上方空间分为5等份，用弹簧夹紧乳胶管；

③点燃红磷后立即伸入集气瓶中，并塞紧橡胶塞；④燃烧结束

等冷却至室温后，再打开弹簧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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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①氧气体积约占空气总体积的_____；②剩余气体难

溶于水，不燃烧也不支持燃烧；③空气是一种混合物。

大量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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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验误差分析

(1)若测定结果偏小，可能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装置气密性不好。

(2)若实验结果偏大，可能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燃烧匙

伸入集气瓶过慢；实验前没有夹紧乳胶管。

未冷却至室温就打开

弹簧夹；红磷量不足　

点燃红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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