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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1 益中学校九年级期中学情调研

化学

温馨提示：本试卷包括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共

60 分钟。祝同学们考试顺利！

第Ⅰ卷选择题(共 30 分)

可能用到的相对原子质量：H-1C-12N-14O-16Na-23s-32Cl-35.5Ca-40Fe-56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每道题只有一个最符合题意)

1. 北京时间 2022 年 12 月 4 日,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返回舱在返回过程中,

一定涉及化学变化的是

A. 脱离空间站 B. 自由下落 C. 外壳烧蚀 D. 打开降落伞

【答案】C

【解析】

【分析】化学变化是指有新物质生成 变化，物理变化是指没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

的本质区别为：是否有新物质生成，据此分析判断。

【详解】A、脱离空间站，没有新物质生成，属于物理变化，错误；

B、自由下落，没有新物质生成，属于物理变化，错误；

C、外壳烧蚀，有物质燃烧生成新物质，属于化学变化，正确；

D、打开降落伞，没有新物质生成，属于物理变化，错误，故选：C。

2. 下列实验操作正确的是

A. 滴加液体 B. 点燃酒精灯

C. 加热液体 D. 读取液体体积

【答案】D

【解析】

【详解】A、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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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胶头滴管滴加少量液体时，注意胶头滴管不能伸入到试管内或接触试管内壁，应垂直悬空在试管口上方

滴加液体，防止污染胶头滴管，图示操作错误；

B、使用酒精灯时要注意“两查、两禁、一不可”，禁止用燃着的酒精灯去引燃另一只酒精灯，要用火柴点

燃酒精灯，图示操作错误；

C、加热试管中的液体时，用外焰加热，液体不超过试管容积的三分之一，试管夹夹在中上部，试管口斜

向上，与水平方向大约成 45°夹角，图示操作错误；

D、量筒读数时，视线要与量筒内液体凹液面最低处保持水平，图示操作正确；

故选 D。

3. 根据化学方程式书写规则，分析在 3Cu+8HNO3(稀)=3Cu(NO3)2+2X↑+4H2O 中，X 的化学式是

A. N2O B. NO C. N2O4 D. NO

【答案】B

【解析】

【详解】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反应前后原子种类和数目都不变，反应前中含 Cu、H、N、O 四种原子个数

分别为 3、8、8、24，反应后含 Cu、H、N、O 四种原子个数分别为 3、8、6、22，则 2X 分子中含有 2 个

氮原子和 2 个氧原子，则每个 X 分子由 1 个氮原子和 1 个氧原子构成，则物质 X 的化学式为 NO。

故选：B。

4. 下列实验现象描述错误的是

A. 红磷在空气中燃烧,产生大量的白色烟雾

B. 铁丝伸入盛有氧气的集气瓶中，剧烈燃烧、火星四射、放大量热、生成黑色固体

C. 氢气在空气中燃烧时,放热、产生蓝色火焰

D. 镁在空气中燃烧，发出耀眼白光，放热，生成白色固体

【答案】A

【解析】

【详解】A、红磷在空气中燃烧，由于生成物是五氧化二磷固体小颗粒，因此现象是产生大量的白烟，雾

是小液滴，故 A 错误。

B、铁丝伸入盛有氧气的集气瓶中，火星四射、放大量热、生成黑色固体，故 B 正确；

C、氢气在空气中燃烧时,放热、产生蓝色火焰，故 C 正确；

D、镁在空气中燃烧，发出耀眼白光，放热，生成白色固体，生成物是氧化镁，氧化镁是一种白色固体，

故 D 正确；

故选 A。

5. 化学让生活更美好。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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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发现煤气泄漏时，应打开换气扇及时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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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氦气通电发出粉红色的光,发生的是化学变化

C. 用干冰营造舞台意境时,看到的白雾是二氧化碳气体

D  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氢能等新能源，有利于保护环境

【答案】D

【解析】

【详解】A、发现煤气泄漏时，不能打开换气扇，因为会产生电火花，引起爆炸，应该轻轻打开门窗及时

通风，错误；

B、氦气通电发出粉红色的光，没有产生新物质，发生的是物理变化，错误；

C、用干冰（二氧化碳）营造舞台意境时，干冰升华吸收周围水蒸气的热量，水蒸气液化，形成看到的白

雾，错误；

D、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氢能等新能源，有利于保护环境，正确；

故选 D。

6. 下列物质按照单质、化合物、混合物的顺序排列的是

A. 汞、乙醇、石油 B. 干冰、氧化铜、矿泉水

C. 铁、五氧化二磷、冰水混合物 D. C60、天然气、煤

【答案】A

【解析】

【详解】A、汞是一种元素组成的单质，乙醇是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的化合物，石油是多种物质组成的混

合物，正确；

B、干冰（二氧化碳）是碳氧两种元素组成的化合物，氧化铜是铜氧两种元素组成的化合物，矿泉水是多

种物质组成的混合物，错误；

C、铁是一种元素组成的单质，五氧化二磷是磷氧两种元素组成的化合物，冰水混合物是氢氧两种元素组

成的化合物，错误；

D、C60是一种元素组成的单质，天然气是多种物质组成的混合物，煤是多种物质组成的混合物，错误；

故选 A。

7. 下列对化学基本观念的认识，错误的是

A. 能量观:所有的燃烧都会放出热量

B. 分类观:自来水、矿泉水属于混合物

C. 转化观:在一定条件下，CO2和 CO 可以相互转化

D. 微粒观:金刚石、石墨、C60是由原子构成的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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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

【详解】A、所有的燃烧反应都是放热反应，反应过程放出热量，故 A 正确；

B、自来水、矿泉水都是由多种物质组成，都属于混合物，故 B 正确；

C、CO 和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碳，CO2和碳在高温条件下反应生成一氧化碳，因此二者可以一定条件下可

以相互转化，故 C 正确；

D、金刚石、石墨是由碳原子构成，C60是由分子构成，故 D 错误。

故选 D。

8. 实验是化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下列实验不能达到实验目的的是

A. 证明呼出气体比空气中氧气含量低

B. 验证氢气密度小于空气

C. 证明蜡烛中含有碳元素

D. 探究分子运动

【答案】C

【解析】

【详解】A、图中实验，伸入呼出气体中的木条熄灭，伸入空气中的木条正常燃烧，证明呼出气体比吸入

空气中 O2含量低，实验能达到实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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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实验过程中，肥皂泡上升，说明氢气密度比空气小，实验能达到实验目的；

C、在火焰上方罩一个干冷的烧杯，烧杯内壁出现水雾，说明生成了水，证明蜡烛中含有氢元素，实验不

能达到实验目的；

D、一段时间后，烧杯中的酚酞溶液变红色，而两者没有直接接触，说明氨分子运动到了酚酞溶液中，实

验能达到实验目的；

答案：C。

9. 下列实验操作“先”、“后”顺序中，不正确的是

A. 点燃可燃性气体时，先验纯，后点燃

B. 给试管中的固体加热时，先均匀加热试管，后固定加热

C. 制备气体时，先向装置中加药品，后检查装置的气密性

D. CO 还原 CuO 实验结束时，先熄灭酒精灯，后停止通 CO

【答案】C

【解析】

【详解】A、点燃可燃性气体时，先验纯，后点燃，防止发生爆炸，故选项说法正确。

B、给试管中的药品加热时，为防止底部试管受热不均匀造成试管炸裂，先均匀加热，后集中加热，故选

项说法正确。

C、实验室制取气体时，组装好装置后，应在向容器中装入药品前检查装置气密性，然后再装入药品，以

避免装入药品后发现装置气密性不好，更换部分仪器而浪费药品，故选项说法错误。

D、CO 还原 CuO 实验结束时，先熄灭酒精灯，冷却后再停止通 CO，防止红热的铜被氧化，故选项说法正

确。

故选：C。

10. 密闭容器中有 M、N、P、Q 四种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化学反应,测得反应前后有关数据如下,关于此

反应说法正确的是

物质 M N P Q

反应前质量/g 18 1 2 32

反应后质量/g 待测 26 2 12

A. 此反应中化学计量数之比为 1:3:2 B. 待测数值是 5

C. 该反应是分解反应 D. 在此反应中 N 与 Q 的质量比 5∶4



第 6 页/共 11 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答案】D

【解析】

【详解】A、题目中没有相对分子质量或相对原子质量的信息，则不能计算出反应中化学计量数之比，错

误；

B、密闭容器，反应前后物质总质量不变，待测=18g+1g+2g+32g-26g-2g-12g=13g，则待测的数值是 13，错

误；

C、该根据 B 项分析，M 反应后减少 5g，是反应物，N 反应后增加 25g，是生成物，Q 反应后减少 20g，

是反应物，则反应是化合反应，错误；

D、根据 C 项分析，在此反应中 N 与 Q 的质量比 25g：20g=5∶4，正确；

故选 D。

二、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分，共 10 分。每道题有 1～2 个符合题意)

11. 类推是学习中常用的思维方法，现有以下类推结果，其中错误的是：

①化学变化往往伴随着能量的变化，有能量变化的一定属于化学变化

②氧化物都含有氧元素，所以含氧元素的化合物不一定是氧化物

③同种元素的粒子质子数一定相同，质子数相同的粒子一定属于同种元素

④燃烧一般都伴随发光、发热现象，所以有发光、发热现象的变化就是燃烧

⑤单质是由同种元素组成的，则由同种元素组成的物质一定是单质

⑥原子、分子不带电，但不带电的微观粒子不一定都是分子和原子

A. ①③④⑤ B. ②④⑤⑥ C. ①②③⑥ D. ①②③④

【答案】A

【解析】

【详解】①化学变化往往伴随着能量的变化，有能量变化的不一定属于化学变化，如电灯发光放热，错

误；

②氧化物都含有氧元素，所以含氧元素的化合物不一定是氧化物，如 NaOH 不是氧化物，正确；

③同种元素的粒子质子数一定相同，但是质子数相同的粒子不一定属于同种元素，如氖原子和 H2O 都含有

10 个质子，但是不是同一种元素，错误；

④燃烧一般都伴随发光、发热现象，但是有发光、发热现象的变化不一定是燃烧，如电灯发光放热，错

误；

⑤单质是由同种元素组成的，但是由同种元素组成的物质不一定是单质，如氧气和臭氧都只有氧元素，但

是是混合物，错误；

⑥原子、分子不带电，但不带电的微观粒子不一定都是分子和原子，还有中子，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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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A。

12. 下列实验方案正确的是

A. 用燃着的木条区分氧气、氮气、二氧化碳

B. 用在空气中灼烧的方法除去氧化铜中的碳粉

C. 用二氧化锰区分水和过氧化氢溶液

D. 用点燃的方法除去二氧化碳中混有的少量一氧化碳

【答案】BC

【解析】

【详解】A、燃着的木条伸入氧气中木条燃烧更剧烈，氮气、二氧化碳都不燃烧不支持燃烧，则不能用燃

着的木条区分，错误；

B、在空气中灼烧的方法除去氧化铜中的碳粉，碳和氧气反应产生二氧化碳，氧化铜不与氧气反应，正

确；

C、二氧化锰催化过氧化氢分解产生氧气，会产生气泡，二氧化锰不能催化水分解，正确；

D、二氧化碳中混有的少量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不燃烧不支持燃烧，用点燃的方法不能除去，错误；

故选 BC。

13. 工业用盐中含有的亚硝酸钠（NaNO2）是一种有毒物质，利用氯化铵溶液可使亚硝酸钠转化为无毒物

质。该反应分两步进行：①NaNO2 + NH4Cl ═NaCl + NH4NO2；②NH4NO2 ═ N2↑ + 2H2O，下列叙述正确的

是

A. 上述反应所涉及的物质中，氮元素的化合价有二种

B. 反应②为分解反应

C. 若转化 69g 亚硝酸钠可产生 14g 氮气

D. 利用氯化铵溶液处理亚硝酸钠最终转化为氯化钠、氮气和水

【答案】BD

【解析】

【分析】

【详解】A、亚硝酸钠中氮元素为+3 价，氯化铵中氮元素为-3 价，氮气中氮元素为 0 价，而亚硝酸铵中氮

元素化合价分别为-3 价和+3 价，所以氮元素化合价一共有 3 种化合价，A 错误；

B、反应②中一种物质反应生成两种物质，符合“一变多”的特征，属于分解反应，B 正确；

C、根据这两个方程式可知，设 69g 亚硝酸钠可产生氮气的质量为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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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69g 亚硝酸钠可产生 28g 氮气，C 错误；

D、亚硝酸钠含有钠元素、氮元素和氧元素，钠元素最终生成了氯化钠，氮元素则生成了氮气，氧元素生

成了水，所以亚硝酸钠转化为氯化钠、氮气和水，D 正确；

故选 BD。

14. 下列示意图与对应的叙述正确的是

A.向一定量锌粉中滴加稀盐酸 B.向一定量碳酸钙中加入稀盐酸

C.加热一定量高锰酸钾固体，锰元素的质量分

数变化

D.向盛有二氧化锰 烧杯中加过氧化氢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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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D

【解析】

【详解】A、向一定量锌粉中滴加稀盐酸，锌与稀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锌和氢气，随着反应的进行，氢气质

量逐渐增加，且从零开始增加，待锌完全反应后，不再变化，不符合题意；

B、向一定量碳酸钙中加入稀盐酸，碳酸钙与稀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钙、二氧化碳和水，随着反应的进行，

碳酸钙的质量逐渐减小，至碳酸钙反应完全，质量减少至零，不符合题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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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加热一定量高锰酸钾固体，高锰酸钾受热分解为锰酸钾、二氧化锰和氧气，固体中锰元素的质量不

变，但是由于有氧气生成，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反应后固体质量减少，所以锰元素的质量分数增大，至完

全反应不再发生变化，不符合题意；

D、向盛有二氧化锰的烧杯中加过氧化氢溶液，过氧化氢在二氧化锰的催化下分解为水和氧气，二氧化锰

是催化剂，化学反应前后，质量不变，故固体中锰元素的质量不变，符合题意；

故选 D。

15.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由 CO 和 SO2组成的混合气体，测得其中碳元素的质量分数是 24%，则该混合气体中硫元素的质量分

数为 22%

B. 由 Na2S、Na2SO3、Na2SO4组成的混合物中，已知钠元素的质量分数为 23%，则混合物中氧元素的质量

分数为 64%

C. 等质量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中，所含分子数目比为 7：11

D. 质量相等的氧化铁和四氧化三铁，其中氧元素的质量比为 87:80

【答案】AD

【解析】

【详解】A、假设 CO 和 SO2组成的混合气体质量为 100g，碳元素的质量分数为100g 24% 24g  ，一氧

化碳的质量为
1224g 100% 56g

12 16
     

，二氧化硫的质量为 100g-56=44g，硫元素的质量为

3244g 100% 22g
32 16 2

      
,则该混合气体中硫元素的质量分数为

22g 100% 22%
100g

  ，故 A 正

确；

B、在这三种物质中，钠原子和硫原子个数比为 2:1，所以钠和硫的质量比为定值 46:32，已知钠元素的质

量分数为 23%，设硫元素的质量分数为 x ,则
46 23%
32 x

  解的 x=16%  ，所以硫元素的质量分数为 16%，

氧元素质量分数为 1-16%-23%=61%，故 B 错误；

C、假设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质量都为 1，等质量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中含分子数目比为

1 1 11 7
28 44

： ：，故 C 错误；

D、假设氧化铁和四氧化三铁质量都为 100g，Fe2O3中氧元素的质量：Fe3O4中氧元素的质量=

16 3 16 4100g 100% 100g 100% 87 80
56 2 16 3 56 3 16 4

 
    

     
（ ）： （ ） ： ,故 D 正确。故选 AD。

第Ⅱ卷选择题(共 7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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