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学年上学期九年级第二次月考

化学试卷
可能用到的相对原子质量：O-16，C-12，H-1

选择题

1．下列制作传统工艺品过程中，原料发生化学变化的是

A . 黏土烧制青花瓷 B . 布料缝制香荷包

C. 丝线编制中国结 D. 玉石雕刻玉如意

2．若用小球表示原子，则分子模型 可用于表示

A. Fe B. H2 C. H2O D. NH3

3. 空气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其中含量最多的气体是

A . 氮气 B . 氧气 C . 稀有气体 D ．二氧化碳

4. 下列图示实验操作中，正确的是

A．滴加液体药品 B．点燃酒精灯 C．取用液体药品 D．读取液体的体积

5．硅单质参与制作的太阳能电池为空间站提供能源。硅的结构与金刚石相似，则构成硅单质的微粒是

A．原子 B．分子 C．离子 D．元素

6． 在全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中，广泛使用了过氧乙酸(化学式 CH3COOOH)对公共场所、家用

物品、医疗器械及传染病房进行杀菌消毒。下列关于过氧乙酸的叙述正确的是

A．过氧乙酸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76
B．过氧乙酸中 C、H、O三种元素的质量比 2:4:3
C．过氧乙酸是由 2个碳原子、3个氧原子和 4个氢原子组成的

D．过氧乙酸属于氧化物，具有强氧化性，因而能够用来杀菌消毒

7．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是我们共同的追求。下列有关环境

问题说法正确的是

A．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有利于保护环境

B．为节约水资源，用工业废水直接灌溉农田

C．为了改善水质，可向其中加入过量的净水剂和消毒剂

D．空气质量日报可以及时准确反映空气质量状况，空气质量级别越高则空气质量越好

8.下列实验操作先后顺序错误的是

A．点燃氢气，先检验氢气纯度，再点燃

B．将玻璃导管插入橡胶塞中，先将玻璃管用水润湿

C．高锰酸钾制取氧气结束时，先停止加热，后把导管从水槽中取出

D．检查装置的气密性时，先将导管插入水中，后用双手紧握试管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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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归纳推理”是化学学习过程中常用的思维方法，以下类推结果正确的是

A．Na+、 Cl-的最外层电子数均为 8，则最外层电子数为 8的粒子都是离子

B．化合物是不同种元素组成的物质，则由不同种元素组成的物质一定是化合物

C．化合反应的生成物是化合物，所以分解反应的生成物一定是化合物

D．化学变化中分子种类发生改变，则分子种类发生改变的变化一定是化学变化

10. 某同学设计或实施的下列方案中，你认为合理的是

A. 用带火星的木条检验氢气中是否含有氧气

B. 通过颜色区分高锰酸钾和氯酸钾两种物质

C. 除去氯化钾中的少量氯酸钾：加入二氧化锰后加热

D. 粗略的测定空气中氧气含量：用铁丝代替红磷在空气中燃烧

非选择题

11．用化学用语回答下列问题：

（1）氧元素的符号 ； （2）2个氢原子 ； （3）氧化铜的化学式 。

12． 硫及其化合物在工业生产中有较广泛的应用。

（1）硫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信息及原子结构示意图，如右图所示：

①硫原子的质子数为 ；

②x= ，硫原子在化学变化中容易 （填“得到”或“失去”）

电子，形成 （用离子符号表示）；

（2）下图是在密闭系统中发生化学反应的微观示意图：

①参加化学反应的两种物质的分子个数比为 ；

②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反应的基本类型是 。

13．右图是某牙膏成分表的一部分。回答下列问题：

（1）牙膏属于 （填“混合物”或“纯净物”）；

（2）含氟牙膏能预防龋齿，这里的“氟”指的是

（填“分子”“原子”或“元素”)；

（3）二氧化硅（SiO2）中硅元素的化合价为 ；

14． 每年的 3月 22日是“世界水日”，水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1）我国规定生活饮用水的水质必须达到以下指标：

a．不得呈现异色 b．不得有异味 c．水应澄清透明

其中“b”指标可以通过加入 （填物质名称）而达到，“c”指标可以通过 操作达到；

（2）在电解水中，通电一段时间后，正负两极玻璃管中收集到的气体体积比为 ；

（3）下列方法中，能降低水硬度有 。

A．加肥皂水 B．煮沸 C．蒸馏 D．加明矾

（4）农业和园林浇灌时，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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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牙膏

成分：二氧化硅、水、纤维素胶、

碳酸钠、香精、单氟磷酸钠、碳

酸氢钠. . . . . .



15．对比是化学学科中的重要研究方法，下图为教材中的三个实验，回答下列问题。

（1）实验一，向两瓶中分别伸入燃着的木条，证明呼出的气体比空气中 含量少；

（2）实验二，向等量的井水和纯净水中分别滴入等量的 X试剂，观察到井水中产生大量浮渣，则 X试

剂为________________；
（3）实验三，观察到品红在热水中比在冷水中扩散的快，请从微观角度解释其原因_____________。
16.如图是金刚石、石墨、C60的结构示意图，图中的小圆 圈均代表碳原子．

（1）天然最硬的物质是 ；

（2）石墨质软，可作 ；

（3）金刚石、石墨物理性质不同，其原因是 ；

（4）一个 C60分子由 构成。

17．氧气是一种化学性质比较活泼的气体，它可以和许多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回答问题。

（1）采用图 A装置，利用高锰酸钾制氧气，回答下列问题。

①写出仪器 a的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
②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
③实验后发现有部分药品进入导管，则需要进行的改进是___________________；

（2）如图 E为木炭在氧气中燃烧，要将木炭由瓶口向下 （填“快速”或“缓慢”）伸入；

（3）写出 F中硫和氧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
（4）如图 G为铁丝在氧气中燃烧，则所用的氧气最好选用__________（选填“B”、“C”或“D”）

的方法进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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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质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对化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科学家和同学们进行如下探究：

【提出问题】化学反应中，参加反应的物质质量总和与生成物的质量总和是否相等？

【进行实验】

实验一：1756年，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把锡放在密闭容器里锻烧，生

成白色的氧化锡，但容器和容器里物质的总质量，在锻烧前后并没有发生

变化。

实验二：1774年，拉瓦锡将 45.0份质量的氧化汞加热分解，恰好得到了

41.5份质量的汞和 3.5份质量的氧气。

实验三：同学们利用红磷燃烧进行实验，装置如右图所示，结果反应前后

质量相等。

【实验分析】

（1）实验一中若放入锡的质量为 m克，密闭容器内氧气的质量为 n克，则生成的氧化锡的质量

可能______________克；

A．等于 m+n B．大于 m+n C．小于 m+n
（2）实验二中发生反应的微观图示如图，该反应中没有发生变化的微粒名称是_________________；

（3）实验三中点燃红磷后气球的变化情况为_________________；若锥形瓶底部不铺细沙，

会导致的结果是_________________；
【交流讨论】

（4）下列关于上述三个实验的共同点描述中，正确的是_________________；
A．三个实验中涉及的反应均属于分解反应

B．三个实验变化前后原子的种类、数目、质量都不变

C．三个实验中所用的药品均需稍过量，否则影响实验结果

【拓展迁移】

（5）已知氢气在氯气中燃烧，可用化学方程式表示为 H2+Cl2 2X，则 X的化学式为

_________________；
（6） 将蔗糖在氧气中点燃。分别用干冷的玻璃片和沾有澄清石灰水的玻璃片置于火焰上方，观察

现象。通过检验燃烧产物中的水和二氧化碳，能证明蔗糖中一定含有的元素是 ；

19．实验室可用氯酸钾和二氧化锰混合物制取氧气。所用氯酸钾的质量为 24．5g，请计算理论上

生成氧气的质量是多少？（填写下列步骤中缺少的部分）

解：设生成氧气的质量为 x

写出比例式：________________
计算出结果：x=_________g

答：生成氧气的质量为……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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