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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化学试卷（带解析）

第 1 卷

一.参考题库(共 25 题)

1.下列关于热化学反应的描述中正确的是

A．HCl 和 NaOH 反应的中和热 ΔH＝－57.3 kJ·mol－1，则 H2SO4和 Ba(OH)2反应

的中和热 ΔH＝2×(－57.3)kJ·mol－1

B．CO(g)的燃烧热是 283.0 kJ·mol－1，则 2CO2(g) ＝2CO(g)＋O2(g)反应的 ΔH＝

2×283.0 kJ·mol－1

C．需要加热才能发生的反应一定是吸热反应

D．1 mol 甲烷燃烧生成气态水和二氧化碳气体所放出的热量就是甲烷的燃烧热

2.可用于电动汽车的铝—空气燃料电池，通常以 NaCl 溶液或 NaOH 溶液为电解

液，铝合金为负极，空气电极为正极。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以 NaCl 溶液或 NaOH 溶液为电解液时，正极反应式都为：O2＋2H2O＋4e－

===4OH－

B．以 NaOH 溶液为电解液时，负极反应式为 Al＋3OH－－3e－===Al(OH)3↓

C．以 NaOH 溶液为电解液时，电池在工作过程中电解液的 pH 保持不变

D．电池工作时，电子通过外电路从正极流向负极



3.一定条件下，可逆反应 X(g)+3Y(g) 2Z(g)，若 X、Y、Z 起始浓度分别为 C1

、C2、C3（均不为 0）；平衡时，X、Y、Z 的浓度分别为 0.1mol·L-1，0.3 mol·L-1

，0.08 mol·L-1，则下列判断不合理的是

A．C1∶C2=1∶3

B．平衡时，Y 和 Z 的生成速率之比为 3∶2

C．X、Y 的转化率不相等

D．C1的取值范围为 0＜C1＜0.14 mol·L-1

4.已知 H2(g)、C2H4(g)和 C2H5OH(1)的燃烧热分别是—285.8 kJ·mol-1、—1411.0 

kJ·mol-1和—1366.8 kJ mol-1，则由 C2H4(g)和 H2O(l)反应生成 C2H5OH(l)的△H 为

A．—44.2 kJ·mol-1

B．+44.2 kJ·mol-1

C．—330 kJ·mol-1

D．+330 kJ·mol-1

5.（10 分）已知某溶液中只存在 OH－、H+、NH4
+、Cl－四种离子，某同学推测该

溶液中各离子浓度大小顺序可能有如下四种关系：

A．c(Cl－)＞c(NH4
+)＞c(H+)＞c(OH－)

B．c(Cl－)＞c(NH4
+)＞c(OH－)＞c(H+)

C．c(Cl－)＞c(H+)＞c(NH4
+)＞c(OH－)

D．c(NH4
+)＞c(Cl－)＞c(OH－)＞c(H+)

（1）若溶液中只溶解了一种溶质，该溶质的名称是             ，上述离子浓度大小

顺序关系中正确的是（选填序号）               。

（2）若上述关系中 C 是正确的，则溶液中溶质的化学式是                     。

（3）若该溶液是由体积相等的稀盐酸和氨水混合而成，且恰好呈中性，则混合

前 c（HCl）（填“>”、“<”或“=”，下同）       c(NH3·H2O)，混合后溶液中 c(NH4
+)

与 c(Cl－)的 关系 c(NH4
+)_________c(Cl－)。



6.阿波罗宇宙飞船上使用的是氢氧燃料电池，其电池总反应式为：2H2+O2＝2H2O

，电解液为 KOH 溶液，反应保持在较高温度使水蒸发，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A．工作时，电解质溶液的 PH 逐渐增大

B．工作时，能见到浅蓝色火焰

C．工作时，H2 为正极，O2 为负极

D．电极反应式为：负极：2H2+4OH――4e－＝4H2O

正极：O2+2H2O＋4e－＝4OH－

7.水的电离过程为 H2O H+ + OH－，在不同温度下其离子积为：Kw(25℃)＝1×10

－14， Kw(35℃)＝2.1 ×10－14。则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c(H+)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B．在 35℃时，纯水中 c(H+) ＞c(OH－)

C．水的电离常数 K(25℃)＞K(35℃)

D．水的电离是一个吸热过程

8.用惰性电极实现电解，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电解稀硫酸溶液，实质上是电解水，故溶液的 pH 不变

B．电解稀 NaOH 溶液，要消耗 OH－，故溶液的 pH 减小

C．电解 Na2SO4溶液，在阴极和阳极上析出产物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1∶2

D．电解 CuCl2溶液，在阴极和阳极上析出产物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1∶1

9.某溶液中含有两种溶质 NaCl 和 H2SO4，它们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3：1，用石墨

作电极电解该混合溶液时，根据电极产物，可明显分为三个阶段。下列叙述不正

确的是

A．阴极自始自终只析出 H2

B．阳极先析出 Cl2，后析出 O2



C．电解最后阶段为电解水

D．溶液 PH 值不断增大，最后为 7

10.叠氮酸（HN3）与醋酸酸性相似，下列叙述中错误的是

A．HN3水溶液中微粒浓度大小顺序为：c(HN3) >c(N3¯)>c(H+)>c(OH¯)

B．HN3与 NH3作用生成的叠氮酸铵是离子化合物

C．NaN3水溶液中离子浓度大小顺序为：c(Na+)>c(N3¯) >c(OH¯)>c(H+)

D．N3¯与 CO2含相等电子数

11.已知某温度下 0.1 moL/L 的 NaHB 溶液中 c(H+)>c(OH－)，则下列关系式一定

正确的是

A．c(H+)+c(Na+)=c(HB－)+c(B2－)+c(OH－)
B．c(Na+)="0.1" moL/L≥c(B2－)
C．c(H+)×c(OH－)=1×10-14

D．溶液的 pH = 1

12.在一密闭容器中，用等物质的量的 A 和 B 发生如下反应：A(g)＋2B(g) 

2C(g)，反应达平衡时，若混合气体中 A 和 B 的物质的量之和与 C 的物质的量相

等，则这时 A 的转化率为

A．40%
B．50%
C．60%
D．70%

13.（10 分）称取三份锌，分别放入三支试管中，在试管甲里加入 PH=3 的盐酸

50ml，在试管乙里加入 PH=3 的醋酸 50ml，在试管丙里加入 PH=3 的醋酸 50ml

及少量铜粉，塞上导管塞子，定时测定生成 H2的体积。若反应终了时，生成的

H2一样多，且锌没有剩余。

（1）用“＞”、“＝”或“＜”回答以下问题：



①参加反应的锌的质量由多到少的顺序为：                    。

②反应完毕时，所需反应时间由多到少的顺序为：                     。

（2）简答：

①反应所需时间最长的一种酸的原因是：                                    。

②乙、丙反应所需时间是否相等?答：            。其原因是：                      。

14.一定条件下，当一个可逆反应进行到正反应速率与逆反应速率相等的时候，

就达到了“化学平衡”。对于化学平衡的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①化学反应达到化学平衡时，反应物与生成物的浓度（或含量）保持不变；

②化学反应达到化学平衡时，整个反应处于停滞状态；

③当影响化学平衡的外界条件发生改变时，化学平衡状态一定会被破坏。

A．只有①
B．只有①②
C．只有①③
D．①②③

15.如图所示，a、b 是石墨电极，通电一段时间后，b 极附近溶液显红色。下列

说法正确的是

A．X 极是电源的负极，Y 极是电源的正极

B．Cu 电极上增重 6.4 g 时，b 极产生 4.48 L(标准状况)气体

C．电解过程中 CuSO4溶液的 pH 逐渐增大

D．a 极的电极反应式为 2Cl－－2e－=== Cl2↑



16.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某醋酸溶液的 PH=a，将此溶液稀释 1 倍后，溶液的 PH=b，则 a＞b

B．在滴有酚酞溶液的氨水里，加入 NH4Cl 至溶液恰好无色，则此时溶液的 PH＜

7

C．1.0×10—3mol/L 盐酸的 PH=3.0，1.0×10—8mol/L 盐酸的 PH=8

D．若 1mLPH=1 的盐酸与 100mLNaOH 溶液混合后，溶液的 PH=7，则 NaOH

溶液的 PH=11

17.强酸与强碱的稀溶液发生中和反应的热效应：H＋(aq)＋OH－(aq)＝H2O(l)；△H

＝—57.3kJ/mol。现向 1L0.5mol·L－1的 NaOH 溶液中分别加入下列物质：①稀醋

酸；②浓 H2SO4；③稀硝酸，至恰好完全反应，则三个反应的热效应△H1、△H2

、△H3的关系正确的是

A．△H1＞△H2＞△H3　　

B．△H1＜△H3＜△H2

C．△H1＝△H3＞△H2　　

D．△H1＞△H3＞△H2

18.据人民网报道，有一集团拟在太空建立巨大的激光装置，把太阳光变成激光

用于分解海水制氢气，其反应式可表示为：2H2O 2H2↑+O2↑。有下列几种

说法：①水的分解反应是放热反应；②氢气是一级能源；③使用氢气作燃料有

助于控制温室效应；④若用生成的氢气与空气中多余的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甲醇

储存起来，可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以上叙述中正确的是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②③④

19.下列变化不能用勒夏特列原理解释的是

A．红棕色的 NO2气体加压后颜色先变深再变浅



B．H2、I2、HI 混合气体加压后颜色变深

C．二氧化硫转化为三氧化硫时增加空气的量以提高二氧化硫的转化率

D．打开汽水瓶，看到有大量的气泡逸出

20.下列叙述中，可以说明金属甲比乙活泼性强的是

A．甲和乙用导线连接插入稀盐酸溶液中，乙溶解，甲上有 H2气放出

B．在氧化还原反应中，甲比乙失去的电子多

C．将甲乙作电极组成原电池时甲做负极

D．将甲乙作电极组成电解池时甲做正极

21.（6 分）常见的纽扣式电池为银锌电池。它用不锈钢制成一个由正极壳和负极

盖组成的小圆盒，盒内靠正极壳一端填充由 Ag2O 和少量石墨组成的正极活性材

料，负极盖一端填充锌汞合金作负极活性材料，电解质溶液为浓 KOH，溶液两

边用羧甲基纤维素作隔膜。锌银电池的负极是 Zn，正极是 Ag2O，电解质是 KOH

，其总的反应式为：

Zn＋Ag2O＝2Ag＋ZnO。

（1）写出正、负极的电极反应式：负极：                                         。

正极：                                         。

（2）电池工作过程中，电池负极溶液的 PH          （填“增大”、“减小”或“不变”）

22.（6 分）用相应的离子方程式说明原因：

（1）配制氯化铁溶液时，往往需要加入少量的稀盐酸：                           。

（2）热的纯碱溶液可以用来除油污：                                      。

（3）泡沫灭火器中装的是 NaHCO3和 Al2(SO4)3两种浓溶液，可用来灭火：

                 。

23.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等量的硫蒸气和硫固体分别完全燃烧，后者放出热量多

B．由 C(石墨)→C(金刚石)ΔH =" +119" kJ·mol—1可知，石墨比金刚石稳定

C．生成物中全部化学键形成时所释放的能量大于破坏反应物中全部化学键所吸

收的能量时，反应为吸热反应

D．在 101 kPa 时，2g H2完全燃烧生成液态水，放出 285.8 kJ 热量，则表示氢气

燃烧热的热化学方程式为 2H2（g）+ O2（g）= 2H2O（l） ΔH = —285.8 kJ· 

mol—1

24.在室温下等体积的酸和碱的溶液混合后，pH 一定小于 7 的是

A．pH＝3 的硝酸跟 pH＝11 的氢氧化钾溶液

B．pH＝3 的盐酸跟 pH＝11 的氨水

C．0.1mol/LCH3COOH 与 0.1mol/LNaOH 溶液

D．pH＝3 的醋酸跟 pH＝11 的氢氧化钡溶液

25.（8 分）已知难溶电解质在水溶液中存在溶解平衡：

MmAn(s) mMn＋(aq)＋nAm－(aq)

Ksp＝[c(Mn＋)]m×[c(Am－)]n 称为溶度积。

某学习小组欲探究 CaSO4沉淀转化为 CaCO3沉淀的可能性，查得如下资料：

(25℃)

难溶电解质

CaCO3

CaSO4

MgCO3

Mg(OH)2

Ksp

2.8×10－9

9.1×10－6

6.8×10－6

1.8×10－12



实验步骤如下：

①往 100 mL 0.1 mol·L－1的 CaCl2溶液中加入 100 mL 0.1 mol·L－1的 Na2SO4溶液

，立即有白色沉淀生成。

②向上述悬浊液中加入固体 Na2CO3 3 g，搅拌，静置，沉淀后弃去上层清液。

③再加入蒸馏水搅拌，静置，沉淀后再弃去上层清液。

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1）由题中信息知 Ksp 越大，表示电解质的溶解度越      (填“大”或“小”)。

（2）写出第②步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设计第③步的目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请补充第④步操作及发生的现象：                                        _____。

第 1 卷参考答案

一.参考题库

1.参考答案：B 试题分析：A 不对，中和热必须是酸碱反应产生 1mol 水时放出

的热量，你算的可以说是反应放出的热量，但不能说是中和热，中和热就是

57.3kj/mol。还原性气体（如 CO）还原金属氧化物（如氧化铁），需要加热，但

这个反应是放热反应，故 C 错；D 中应为 燃烧生成 1 mol 水所放出的热量才是

燃烧热，故 D 错。

考点：考查中和热和燃烧热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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