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学年度玄武区第一学期期末质量监测卷

九年级化学

一、选择题（本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

1.下列变化属于化学变化的是

A.干冰升华 B.滤纸折叠 C.石油分馏 D.红磷燃烧

2.下列与燃烧和爆炸无关的图标是

A. B. C. D.

3.通常状况下，颜色呈黄色的金属单质的是

A.铜 B.硫 C.黄铜 D.金

4.硒元素具有抗衰老、抑制癌细胞生长的功能，其原子结构示意图及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信息

如右图，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硒原子核内有 34个质子

B.硒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是 78.96
C.硒元素位于元素周期表中第六周期

D.硒元素在某些化合物中可显-2价

5.火法炼锌主要发生的化学反应是：  XZCOZC 3nn2 3
高温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X的化学式是 CO B.反应前后固体的质量不变

C.ZnCO3中碳元素的化合价为+4 D.该反应中有元素的化合价发生改变

6.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油锅着火可用锅盖盖灭

B.用汽油除去油污时会发生乳化现象

C.碘酒中碘是溶质，酒精是溶剂

D.高炉炼铁中所需高温和 CO生成都与焦炭有关

7.用右图装置进行实验。升温至 60℃的过程中，仅①燃烧；

继续升温至 260℃的过程中，仅③燃烧。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A.①燃烧，说明白磷是可燃物

B.对比①③，可说明红磷的着火点比白磷的高

C.对比②③，可验证燃烧需可燃物与氧气接触

D.④未燃烧，说明无烟煤不是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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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药品“甲磺酸伊马替尼片”用于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和恶性胃道间质肿痛，甲磺酸伊马替尼

的化学式为 C29H31N7O·CH4SO3，关于甲磺酸伊马替尼的说法正确的是

A.甲磺酸伊马替尼是 8种元素组成的化合物

B.甲磺酸伊马替尼由 77个原子构成

C.甲磺酸伊马替尼的相对分子质量是 589
D.甲磺酸伊马替尼中甲烷和三氧化硫分子个数比为 1:1

9.下列课外实验不能成功的是

A.用鸡蛋壳与醋酸反应制二氧化碳

B.将冷碟子放在蜡烛火焰上方制炭黑

C.用 6B铅笔芯、导线、电池、灯泡做导电实验

D.将缝衣针淬火处理后制钓鱼钩

10.下列实验中，能达到实验目的的是

A.验证质量守恒定律 B.探究合金与纯金属的硬度

C.判断铝、铜、银的金属活动性顺序 D.制取二氧化碳

11.下列关于水净化过程及水资源说法正确的是

A.海水经蒸馏后可以转化为淡水

B.天然水中的所有杂质都可以过滤除去

C.生活污水可以直接排放

D.硬水通过活性炭可以转化为软水

12.我国一些城市使用焦炉煤气作为生活燃料。以下实验流程是对焦炉煤气的成分进行局部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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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焦炉煤气可能含有 CO B.X、Y都是碳酸钙

C.上述流程中可能有化合反应发生 D.焦炉煤气中一定含有 CO2和 CH4

13.海水、河水或湖水中，都溶解了一定量的氧气，但养鱼池中常常由于鱼多而缺氧，因此

要设法增加水中的氧气含量。下列做法不能增加水中氧气含量的是

A.增加日晒 B.把水搅动起来

C.把水喷向空中 D.向养鱼池中通入空气或者氧气

14.分离和提纯是获得物质的重要方法。下列实验操作能达到实验目的的是

实验目的 实验操作

A 除去二氧化碳中的一氧化碳 将气体在氧气中点燃

B 除去碳粉中的氧化铜 在空气中灼烧至质量不再发生变化

C 除去银粉中的锌粉 加入过量的稀盐酸，充分反应后过滤、洗涤、干燥

D 除去 KCl固体中的 KClO3 加入少量的二氧化锰，并加热至质量不再发生变化

15.铁和铜都能与 FeCl3溶液发生反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Fe+2FeCl3=3FeCl2；Cu+2FeCl3=2FeCl2+CuCl2。将铜粉和铁粉的混

合物 mg放入烧杯中，向烧杯中不断加入 FeCl3溶液，测得烧杯中

剩余固体的质量与加入 FeCl3溶液体积的关系如右图所示。下列

相关说法正确的是

A.M点对应的溶液颜色为蓝色

B.铜粉和铁粉的混合物中，铜粉的质量为（m一 n）g
C.N点对应的溶液中一定含有 Fe2+、Cu2+和 Cl-

D.当加入 V1mLFeCl3溶液时，Cu恰好完全反应

二、（本题包括 2小题，共 13分）

16.（8分）微观探析化学反应的规律是化学科学的核心任务。

（1）金刚石和石墨均是由碳元素组成的单质，但两者物理性

质差异较大，其原因是构成它们的碳原子 不同。

（2）根据右边的微观示意图（图 1）可得出；参与反应的微

粒是 （填微粒的符号）。

（3）近日，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制出一种新型多功

能复合催化剂，通过图 2示意的Ⅰ、Ⅱ、Ⅲ三个环节，将二氧

化碳成功转化为汽油。（图中 a、b分别是两种起始反应物 H2、

CO2的分子结构模型，c、d是最终制得的汽油中所含物质的分

子结构模型）。请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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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一定温度、一定压强和催化剂存在的条件下，环节Ⅰ除生成 CO外，还生成了一种常见

的氧化物，则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该反应中，

二氧化碳发生了 反应（填“氧化”或“还原”）。

②认真观察 c和 d两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c物质的化学式 ，c和 d的
化学式 （填“相同”或“不相同”）。

③“二氧化碳变汽油”的研究成果，使我国成为此领域的世界领跑者。你认为该成果的现实

意义是 。

17.（5分）资源、能源与环境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

（1）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和 ，是不可再生能源。

（2）下列环境问题与燃煤有直接关系的是 （填序号）

A.酸雨 B.温室效应 C.可吸入颗粒物增加

（3）烹调食物时观察到燃气灶的火焰呈现黄色，锅底出现黑色，需要将灶具的进风口调大，

目的是 。

（4）氢气作为新能源有很多优点，铁酸锌（ZnFe2O4）可以用于循环分解水制备氢气，反应

可表示为：

 24342 e4n61200en6 OOFOZOFZ ℃
 242243 en3700e2n3 HOFZOHOFOZ ℃

该循环制氢中不断消耗的物质是 （填化学式），得到两种气体产物的质

量比为 。

三、（本题包括 2小题，共 19分）

18.（7分）溶液在生产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1）0℃时，101Kpa时氮气溶解度为 0.024，其意义

为： 。

（2）甲、乙两种固体物质的溶解度曲线如下图所示，

析出的晶体均不含结晶水，回答下列问题：

①乙物质的溶解性属于 （填“易溶”或

“可溶”或“微溶”或“无法确定”）。

②A是 40℃含有 120g水的甲溶液，经过如下操作，

得到 50g甲固体。

对以上过程的分析，正确的是 （选填编号）

a.A到 B的过程中，溶质质量没有改变 b.B中溶质与溶剂的质量比为 138：100
c.B到 C的过程中，溶质甲已全部析出 d.A溶液的质量等于 255g
③40℃，将甲、乙物质饱和溶液各 200g降温至 20℃，对此过程判断一定正确的是 。

Ⅰ.现象：有析出晶体，甲溶液析出固体质量>乙溶液析出固体质量

Ⅱ.溶解度：溶解度都变小；20℃时：S 甲<S 乙

Ⅲ.溶液状态：都为饱和溶液；40℃：甲溶质的质量<乙溶质的质量

Ⅳ.溶剂变化：溶质质量不变；20℃时：甲溶液中溶剂质量>乙溶液中溶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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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40℃，向 100g水中加入 143g甲物质，搅拌后发现全部溶解，但放置一段时间后又有少量

甲物质的晶体析出（不考虑甲与空气中的物质反应和水的蒸发），“全部溶解”的原因可能

是 。

19.（12分）“铁、锌、铜、铝”是生活中常见的金属。请根据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铁锅、铝锅和铜火锅可以用来炒菜做饭等，

是因为铁、铝、铜都具有良好的 性。

（2）已知铝在空气中会生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

该氧化膜可以与稀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铝和水，实

验小组将未打磨的铝片和稀盐酸放入密闭容器中，

用传感器探究反应过程中温度和压强的变化，结

果如右图。

①0-50s，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

②50s时，溶液中的溶质为 （填化学式）。

③100-140s，压强减小的原因为 。

（3）将一定质量的锌粒投入含有 Cu(NO3)2和 Fe(NO3)2的混合溶液中，充分反应后过滤，若

滤液中只含有一种溶质，则滤渣中一定含有 。

（4）15g某钢样在纯氧中完全燃烧，得到 0.33g二氧化碳。求此钢样中碳的质量分数。（写

出计算过程）。

四、（本题包括 1小题，共 6分）

20.（6分）图中 A-I是初中化学常见的物质，C、D、E、F均有两种元素组成，C可用作干

燥剂，其中 G、H、I均为单质；H在 E、G存在的情况下生成铁锈。图中“﹣”两端的物

质间能发生化学反应；“→”表示物质间存在转化关系；反应条件、部分反应物和生成物已

略去。

（1）写出化学式：C ，H ；

（2）写出 IF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3）写出 A与 D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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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题包括 1小题，共 12分）

21.（12分）兴趣小组的同学对铜及其化合物进行了相关探究。

【实验回顾】用如图 1所示装置，利用铁生锈的原理可以比较准确地测出空气中氧气的含量。

【提出问题】若将此装置中的细铁丝换成足量的细铜丝进行实验，能否比较准确地测出空气

中氧气的含量？

【查阅资料】铜能与空气中氧气、水、二氧化碳反应生成铜绿，化学方程式：

2Cu+O2+H2O+CO2=Cu2(OH)2CO3

【交流与讨论】若将图 1装置中的细铁丝换成足量的细铜丝进行实验， （填“能”

或“不能”）比较准确地测出空气中氧气的含量，理由是 。

【拓展探究】工业上可用废铜屑、空气与稀硫酸在 80℃条件下制备硫酸铜。

①如图 2是实验室拟工业制备硫酸铜的装置，采用水浴加热的优点是 ，

多孔球泡的作用为 。

图 1 图 2 图 3
②工业生产时可用纯氧代替空气。这一措施能加快反应速率外，还具有的优点是 。

③用如图 3所示装置制备氧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收集一瓶氧气的方法是：当气泡连续均匀冒出时，把导管伸入盛满水的集气瓶中，氧气充满

集气瓶后， ，把集气瓶拿出水槽，正放于实验桌。

【定量分析】称取 14.4g仅含 Cu、O两种元素的固体样品，采用如图 4所示装置实验（夹

持装置省略）。完全反应后，测得实验前后装置 B增重 4.4g。

图 4
①实验开始前应先关闭 ，打开 。

②装置 B的作用是 。

③铜元素有多种氧化物，如 CuO、Cu2O。根据实验数据进行计算，该固体样品成分可能是

（填序号）。

A.Cu2O B.Cu、CuO C.CuO、Cu2O D.Cu、CuO、Cu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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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质量监测卷

九年级化学参考答案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选项 D A D C B B D C D B A D A C C

16.（1）排列方式

16.（2）Zn，Cu2+

16.（3）① ；还原
催化剂

一定温度和压强
OHCOHCO 222 

16.（3）②C8H10；相同

16.（3）③有效降低 CO2造成的温室效应（或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

17.（1）天然气

16.（2）ABC
16.（3）提供充足的氧气，使其充分燃烧

16.（4）H2O；m（H2）：m（O2）=1：8

18.（1）氮气在压强为 101Kpa，温度为 0℃时，1体积水中最多能溶解 0.024体积的氮气

16.（2）①易溶

16.（3）②d
16.（3）③Ⅰ、Ⅱ

16.（3）④甲溶于水放热，温度升高使甲的溶解度增大，后冷却到室温溶解度变小，又析出

19.（1）导热性

16.（2）① OHCAHCOA 2332 3ll2l6l 

16.（3）②AlCl3、HCl
16.（3）③反应结束，温度恢复到室温，压强减小

16.（3）Cu和 Fe
16.（4）解：设碳元素的质量为 x

22O+C CO
点燃

12 44
x 0.44g

0.44g
x

44
12



x=0.12g

0.8%100%
15g
0.12g


答：此钢样中碳的质量分数为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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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CaCl2；Fe；

16.（2） l2l22 HCCH
点燃



16.（3）Ca(OH)2+CO2=CaCO3↓+H2O

21.【交流与讨论】不能；铜锈的产生同时需要二氧化碳、氧气和水，空气中二氧化碳的体

积分数为 0.03%
16.【拓展探究】①温度易控，受热均匀；增加气体与溶液的接触面积，使反应充分进行。

16.【拓展探究】②排除其他气体的干扰

16.【拓展探究】③  22
2

22 2
n

2 OOH
OM

OH ；在水下用毛玻璃片盖住瓶口

16.【定量分析】①K2；K1

16.【定量分析】②吸收反应生成的二氧化碳气体

16.【定量分析】③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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