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中考化学热点前瞻—神舟十八宇宙飞船

【满分备考演练】

1．2024 年 4 月 25 日，搭载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八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钛合金是常用的航天材料，钛在元素周期表中的部分信息及其原子结构

示意图如图所示，下列有关钛元素的说法正确的是

A．属于非金属元素，位于第四周期

B．二氧化钛的化学式为 O2Ti

C．钛原子易失去电子，形成 Ti2+

D．Ti 的相对原子质量为 47.87g

【答案】C

【解析】A、钛带有“钅”，属于金属元素，在原子中，核外电子层数等于该元素所在的周期

数，故钛元素位于第四周期，说法错误；

B、化合物化学式的书写一般规律：金属在前，非金属在后；氧化物中氧在后，原子个数不

能漏，正负化合价代数和为零，化合价数值约到最简交叉写在元素右下角，则二氧化钛的化

学式为 TiO2，说法错误；

C、在原子中，质子数=核外电子数，则有 22 2 8 10 2x x    ， ，当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

小于 4 时，易失去电子，形成带两个单位正电荷的阳离子，离子符号就是在元素符号的右上

方，标出该离子所带的电荷数及正负，数值在前，正负号在后，故钛离子表示为 Ti2+
，说法

正确；



D、元素名称下面的数字表示相对原子质量，钛元素的相对质量为 47.87，相对分子质量的

单位是“1”不是“g”，通常省略，说法错误。

故选 C。

2．2024 年 4 月 25 日，中国用长征二号 F 遥十八运载火箭成功将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运送

到太空。该运载火箭使用的一种燃料是偏二甲肼  2 8 2C H N ，下列关于偏二甲肼的说法中正

确的是

A．偏二甲肼中含有氮气

B．偏二甲肼中氮元素的质量分数最大

C．偏二甲肼中 C、H、N 三种元素的质量比为1: 4 :1

D．偏二甲肼完全燃烧时只生成二氧化碳和水

【答案】B

【解析】A.偏二甲肼中含有氮元素，偏二甲肼中含有偏二甲肼分子，不含有氮气，故 A 错

误；

B.偏二甲肼  2 8 2C H N 中 C、H、N 三种元素的质量比为（12×2）：（1×8）：（14×2）=6:2:7，

元素的质量比越大，质量分数越大，所以偏二甲肼中氮元素的质量分数最大，故 B 正确；

C.偏二甲肼中 C、H、N 三种元素的质量比为 6:2:7，故 C 错误；

D.偏二甲肼中含有氮元素，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种类不变，偏二甲肼完全

燃烧时还生成含氮元素的物质，故 D 错误。

故选：B。

3．北京时间 2024 年 4 月 25 日 20 时 58 分，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神舟十八号的

成功发射，是神舟飞船电源的重要里程碑。大容量长寿命高可靠锂离子蓄电池将接过神舟飞

船“十七朝元老”大容量镉镍蓄电池的“接力棒”，开启神舟飞船电源的新征程。



材料一：合金是人类应用最早的金属材料．如青铜、黄铜（铜、锌合金，外观与黄金极其相

似）。合金比组成它的纯金属有更多优良性能，如抗腐蚀性好、硬度大等。

材料二：锂是银白色固体、质软、自然界密度最小的金属，跟水反应生成氢气和氢氧化

锂．在电池、航空航天等领域有广泛的用途。

材料三：锂的原子结构示意图及他与钠在周期表中的信息如图所示。

  

（1）用黄铜片在纯铜片上刻画     （填“会”或“不会”）留下痕迹．一块由黄铜冒充的黄金，

检验其真伪可用稀盐酸，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金属锂的物理性质有     ；金属锂与钠有相似的化学性质，其原因是     ．

（3）将一定量的铜和锌同时投入硝酸银溶液，充分反应后过滤，得到固体和蓝色滤液．由

此，能否判断金属活动性：Zn＞Cu＞Ag，说明理由          

【答案】 会     Zn+2HCl=ZnCl2+H2↑     银白色、固体、质软、密度小     原子最外层

电子数相同     由于溶液呈蓝色，则固体一定无锌．若固体只有金属银，无法判断锌和铜

的活动性，则无法判断三种金属的活动性；若固体为银白色的银和红色的铜，溶液中一定有

Zn2+、Cu2+，说明锌可以置换银，铜不能置换锌，银不能置换铜，则说明金属活动性：Zn＞

Cu＞Ag

【详解】（1）合金的硬度比组成的纯金属的硬度大，所以用黄铜片在纯铜片上刻画会留下痕

迹，黄铜中的锌和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锌和氢气，化学方程式为：Zn+2HCl=ZnCl2+H2↑；故填：

会；Zn+2HCl=ZnCl2+H2↑；



（2）物理性质是不需要发生化学变化就表现出来的性质，所以金属锂的物理性质有：银白

色、固体、质软、密度小，元素的化学性质与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有关，所以金属锂与钠有

相似的化学性质，其原因是：原子最外层电子数相同；故填：银白色、固体、质软、密度小；

原子最外层电子数相同；

（3）排在前面的金属可以将排在后面的金属从其盐溶液中置换出来，所以将一定量的铜和

锌同时投入硝酸银溶液，充分反应后过滤，得到固体和蓝色滤液，能判断金属活动性：Zn＞

Cu＞Ag，理由是：由于溶液呈蓝色，则固体一定无锌．若固体只有金属银，无法判断锌和

铜的活动性，则无法判断三种金属的活动性；若固体为银白色的银和红色的铜，溶液中一定

有 Zn2+、Cu2+，说明锌可以置换银，铜不能置换锌，银不能置换铜，则说明金属活动性：Zn

＞Cu＞Ag。

故填：由于溶液呈蓝色，则固体一定无锌．若固体只有金属银，无法判断锌和铜的活动性，

则无法判断三种金属的活动性；若固体为银白色的银和红色的铜，溶液中一定有 Zn2+、

Cu2+，说明锌可以置换银，铜不能置换锌，银不能置换铜，则说明金属活动性：Zn＞Cu＞

Ag。

4．阅读下列科技短文并回答问题。

近年来，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太空中，如何补充宇航员吸入的氧气

和处理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呢？在空间站中，利用太阳能电池板提供的电能，通过电解水制

备氧气，利用分子吸附技术，吸收航天员呼出的二氧化碳，同时利用舱内外压强差实现二氧

化碳的脱附，将其排入太空。

北京时间 2024 年 4 月 25 日 20 时 58 分，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我国神舟十八载人

飞船座舱通过专用风机将座舱空气引入净化罐，利用过氧化钠吸收二氧化碳，生成碳酸钠和

氧气，然后净化后的空气再重新流回舱内。



(1)空间站中通过电解水制备氧气的反应方程式为                   。



(2)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采用液氧加航天煤油作为推进剂，保持液氧化学性质的微粒是      

(填微粒符号)。航天煤油是从石油分离出来的，石油属于      (填“可再生”或“不可再生”)能

源。

(3)过氧化钠的化学式为 Na2O2，若钠元素的化合价为+1，则氧元素化合价为      。

(4)神舟十七号处理二氧化碳的反应方程式为              。这种二氧化碳的处理方式比起空

间站的处理方式，优点是              (写一点，合理即可)。

【答案】(1) 2 2 22H O 2H +O 
通电

；(2) O2  ；不可再生；(3)-1；(4) 

2Na2O2+2CO2=2Na2CO3+O2 ；吸收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同时生成氧气

【解析】（1）电解水制备氧气是水在通电条件下，生成氢气和氧气，化学方程式为：

2 2 22H O 2H +O 
通电

，故填写： 2 2 22H O 2H +O 
通电

。（2）液氧是由氧分子构成的，

根据“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微粒”可知，保持液氧化学性质的微粒是氧分子，微粒

符号为 O2，故填写：O2；从能源可否再生的角度看，航天煤油来源于石油，石油是经过几

百万年的演变形成的，航天煤油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属于不可再生能源，故填写：不可

再生。（3）过氧化钠的化学式为 Na2O2，若钠元素的化合价为+1，根据化合物中，正负化合

价代数和为零的原则可知，假设氧元素化合价为 x，则
 +1 2 2 0

=-1
x

x
  

，故填写：-1。

（4）由题干可知，过氧化钠吸收二氧化碳，生成碳酸钠和氧气，化学方程式为：

2Na2O2+2CO2=2Na2CO3+O2，故填写：2Na2O2+2CO2=2Na2CO3+O2；这种二氧化碳的处理方

式比起空间站的处理方式，优点是吸收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同时生成氧气，故填写：吸收

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同时生成氧气。

5．2024 年 4 月 25 日，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发射任务的成功

不仅意味着中国航天事业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且也是中国科技实力的又一次展现。



(1)天和核心舱内气体组成和空气基本一致，其中含量最多的物质是           (填名称)。

(2)舱外宇航服用铝、橡胶、聚酯材料等制作而成，请写出铝的元素符号           。

(3)神舟十八发射采用液氢和液氧作为助推剂，有利于环境的保护的原因是           (用化学

方程式表示)。在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硫中，属于空气污染物的是           (填化

学式)。

【答案】(1)氮气；(2)Al；(3) 2 2 22H O 2H O
点燃

  ； CO、SO2

【解析】（1）天和核心舱内气体组成和空气基本一致，空气中含量最多的物质是氮气，约占

空气体积的 78%，故填：氮气；（2）由两个字母表示的元素符号，第一个字母大写，第二

个字母必须小写，故铝的元素符号为：Al；（3）液氢和液氧在点燃的条件下反应生成水，故

比较环保，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2 2 22H +O 2H O
点燃

；二氧化碳是空气的组成成分之一，

不属于空气污染物，一氧化碳有毒，属于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硫能与水反应生成酸性物质，

导致酸雨的发生，属于空气污染物，故填：CO、SO2。

 【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航母成功出海试航】



【满分备考演练】

1．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已成功试航，航空母舰的建造涉及金属冶

炼、材料性能等诸多领域。下列有关金属的说法正确的是

A．常温下金属都是固体 B．生铁和钢属于纯净物

C．生活中使用合金较多 D．铝合金的熔点比铝高

【答案】C

【解析】A、常温下大多数金属是固体，但金属汞在常温下是液体，故 A 错误；B、生铁和

钢是含碳量不同的铁合金，属于混合物，故 B 错误；C、合金与纯金属比较，性能更优越，

因此生活中合金的使用比纯金属广，故 C 正确；D、合金的熔点比组成它的纯金属要低，因

此铝合金的熔点比铝低，故 D 错误。故选：C。

2．2024 年 5 月 1 日 8 时许，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从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解缆启航，

赴相关海域开展首次航行试验。福建舰航母飞行甲板的钢板表面镀镍，可以防腐和增加硬度，

图为镍元素在元素周期表的信息及原子结构示意图，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镍属于金属元素 B．图中 n 的值为 16

C．镍原子在化学变化中易失电子 D．镍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为 58.6g

【答案】D

【详解】A、根据元素周期表中的一格可知，中间的汉字表示元素名称，该元素的名称是铬，

带“钅”字旁，属于金属元素，故选项说法正确；B、原子中，质子数=核外电子数，

28=2+8+n+2，n=16，故选项说法正确；C、镍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为 2＜4，在化学反应中

易失去电子，故选项说法正确；D、根据元素周期表中的一格可知，汉字下面的数字表示相

对原子质量，镍的相对原子质量是 58.6，相对原子质量单位是“1”，不是“克”，故选项说法

错误。故选 D。

3．2024 年 5 月 1 日 8 时许，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从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解缆启航，

赴相关海域开展首次航行试验。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航母螺旋桨用到的铜合金是混合物

B．舰体材料中使用的低磁合金钢属于合成材料

C．航母甲板上涂有的涂层要耐高温、耐磨

D．航母甲板材料具有抗腐蚀，强度大的性质

【答案】B

【解析】A、航母螺旋桨用到的铜合金属于合金，属于混合物，故 A 说法正确，不符合题意；

B、舰体材料中使用的低磁合金钢属于合金，属于金属材料，故 B 说法错误，符合题意；C、

航母甲板上涂有的涂层要求耐高温、耐磨，故 C 说法正确，不符合题意；D、航母甲板材料

应该具有抗腐蚀，强度大的性质，故 D 说法正确，不符合题意；故选：B。



4．2024 年 5 月 1 日 8 时许，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从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解缆启航，

赴相关海域开展首次航行试验。在其建造时用到了大量钛合金，钛原子的质子数为 22，相

对原子质量为 48，则钛原子的核外电子数、中子数分别为

A．26、22 B．22、26

C．48、22 D．26、48

【答案】B

【解析】在原子中，质子数=核外电子数=22，中子数≈相对原子质量-质子数=48-22=26。故

选 B。

5．我国自主研发产品中，采用的材料属于合成材料的是

A．“福建舰”舰体——合金钢 B．“极目一号”浮空艇艇体——复合材料

C．舱外航天服——合成橡胶 D．“祝融号”火星车热控器——二氧化硅

【答案】C

【解析】A、金属材料包括纯金属以及它们的合金，因此“福建舰”舰体使用的合金钢，属于

金属材料，故选项不符合题意；B、“极目一号”浮空艇艇体，是由多种材料复合而成，属于

复合材料，故选项不符合题意；C、合成材料包括塑料、合成纤维和合成橡胶，因此舱外航

天服中的合成橡胶，属于合成材料，故选项符合题意；D、“祝融号”火星车热控器使用的二

氧化硅，属于无机非金属材料，故选项不符合题意。故选 C。

6．2024 年 5 月 1 日 8 时许，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从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解缆启航，

赴相关海域开展首次航行试验。。为防止航母中钢铁制品锈蚀，你认为下列措施可行的

是          。

A．用抗锈蚀性能优异的合金制造航母零部件          B．刷防锈漆

C．船体表面镀一层黄金                                D．给某些部位涂油



【答案】 ABD

【解析】A、某些合金的抗腐蚀性能优异，可以用于制造航母零部件，可行，正确；B、刷

防锈漆，起到隔绝空气和水蒸气的作用，起到防止生锈的作用，可行，正确；C、船体表面

镀一层黄金，虽然可以防生锈，但是造价昂贵，不可行，错误；D、给某些部位涂油，起到

隔绝空气和水蒸气的作用，起到防止生锈的作用，可行，正确。故选 ABD。

7．2024 年 5 月 1 日 8 时许，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从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解缆启航，

赴相关海域开展首次航行试验。

(1)①已知建造航空母舰的主要材料是高强度合金钢，高强度合金钢属于       (选填“非金属

材料”、“合成材料”“金属材料”或“复合材料”之一)。

②西汉后期出现了以生铁炼钢的新工艺—“炒钢”，即借助空气中的氧把生铁中的部分碳氧

化掉，该过程用化学反应方程式表示为       。

③世界卫生组织推广使用中国铁锅。铁锅炒菜利用了铁良好的       性能；炒菜时放点食醋，

可为人体补充       (填“铁原子”、“铁元素”或“铁离子”)。

(2)小刚经查阅资料，了解到铜锈主要成分是碱式碳酸铜【Cu2(OH)2CO3】，依照钢铁锈蚀的

探究方法进行如下实验：

A．将打磨光亮的铜片密封在干燥的空气中；

B．将打磨光亮的铜片完全浸没在煮沸过的蒸馏水中；

C．将打磨光亮的铜片部分浸没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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