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型一　 教材实验的创新改进

1.
 

某小组用如图装置探究可燃物燃烧的条件。 将白磷和

红磷分别放在破洞试管中的带孔隔板上,一段时间后,
试管中均无明显现象;用气囊鼓入空气至白磷和红磷露

出水面,A 中白磷燃烧,B 中无明显现象。 下列说法错

误的是 (　 　 )
A.

 

该实验中 80
 

℃ 热水的作用只

是提高温度

B.
 

对比鼓入空气前后白磷的现象

可知可燃物燃烧需要空气

C.
 

对比鼓入空气后白磷与红磷的

现象可知可燃物燃烧需要温度

达到其着火点

D.
 

若没有气囊,也可将试管上移至白磷和红磷露出水

面,即可达到相同的实验效果

2.
 

某化学兴趣小组设计了如图所示的装置,并按图示进行

实验,下列观察到的现象或得到的结论错误的是 (　 　 )

A.
 

滴入浓氨水后纱布条从下至上逐渐变红

B.
 

滴入浓盐酸后纱布条从上至下红色褪去

C.
 

该实验可以证明微粒在不断运动

D.
 

瓶内主要的化学反应为 NH3 +
 

HCl
 


 

NH4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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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二　 常见气体的制取

3.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按要求回答相关

问题。

(1)B 装置中仪器 a 的名称为　 　 　 　 。
(2)A、B 装置均可用于实验室制取 CO2 和 O2,相比于 B
装置,A 装置的优点是　 　 　 　 　 　 　 ;实验室制取二

氧化碳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为　 　 　 　 　 　 　 　 ;若用 C
装置收集 CO2,验满的方法是　 　 　 　 　 　 　 　 。
(3)用 D 装置收集一瓶氧气后,敞口放置在空气中,用
氧气传感器测得瓶中的氧气体积分数如 E 图所示,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填序号)。
A.

 

若开始时的值不是 100,可能是因为装置气密性差

B.
 

氧气的体积分数下降是因为有部分氧气逸出

C.
 

m 的值可能为 10
4.

 

下图是实验室中常见装置。 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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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装置 C 中仪器 m 的名称为　 　 　 　 。
(2)装置 A、B 均属于常温型发生装置,与装置 A 相比,装
置 B 的优点是　 　 　 　 　 　 　

 

　 。
(3)若用装置 C 收集氧气,氧气应从导管口 　 　 　 　
(填“a”或“b”)端进入。
(4)将燃着的蜡烛放入盛有 30%过氧化氢溶液和二氧

化锰的烧杯中,如图 D 所示。 装置中产生氧气的化学

方程式为　 　 　 　 　 　 　 　 　 　 ;实验中观察到有大量

水雾产生,燃烧的蜡烛很快熄灭,其原因可能是　 　 　
　 　 　 　 　 　 　 。

题型三　 金属综合题

5.
 

镁是航空工业的重要材料,镁合金常用于制造飞机机

身、发动机零件等,工业上电解氯化镁制取金属镁的化

学方程式为 MgCl2
通电


 

Mg
 

+Cl2↑。
(1)常用的比较镁和镁合金的硬度大小的物理方法是

　 　 　 　 　 　 　 　 　 。
(2)镁铝合金是镁合金的一种。
①已知镁、铝的熔点数据如表所示,则对镁铝合金熔点

数据说法正确的是　 　 (填字母)。

金属 镁 铝

熔点 / ℃ 648. 9 660

A.
 

低于 64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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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于 648. 9
 

℃
C.

 

高于 660
 

℃
②镁铝合金中除含有镁、铝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锌,为比

较镁、铝、锌三种金属的活动性顺序,可选择的药品是

　 　 　 　 　 　 　 　 　 　 (填一组药品即可)。
(3)在金属活动性顺序中位于镁前的金属钠也能用电

解熔融氯化钠的方法制取,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为　 　 　 　 　 　 　 　 　 　 　 　 　 　 　 　 　 　 　 。
6.

  

铁是重要的金属材料,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Ⅰ. 铁的存在形式

(1)人类每年都会从金属矿物中提取数以亿吨计的金属,
提取量最大的是铁,铁在自然界中以　 　 　 　 的形式存在。
Ⅱ.

 

铁的冶炼

(2)用如图装置模拟赤铁矿炼铁,样品的主要成分为

Fe2O3,杂质不参与反应。
 

①加热前,先通一段时间 CO 的目的是　 　 　 　 　 　 。
②硬质玻璃管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③该装置的设计有不合理之处,请简述改进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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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铁的化学性质

(3)现用一定量的硝酸铜和硝酸银的混合溶液,进行如

图所示的实验。

①溶液 A 中含有的溶质一定有　 　 　 　 。
②若取少量固体 B 于试管中,滴加稀盐酸,观察到有气

泡产生,固体 B 的成分是　 　 　 　 。
(4)《梦溪笔谈》中记载“熬胆矾铁釜,久之亦化为铜”,
胆矾为 CuSO4 晶体。 某同学模拟上述反应原理进行实

验,若向铁中加入 16
 

g 质量分数为 20%的硫酸铜溶液熬

制,恰好完全反应后过滤,所得铜的质量为　 　 　 　 g。

题型四　 实验探究题

7.
 

空气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同学们以空气为主题开展项目

式探究。
【任务一】了解空气的成分

(1)在冰箱中拿出一个杯子,放在空气中,外壁会潮湿,
说明空气中含有　 　 　 　 。
【任务二】认识空气污染物

(2)下列不属于空气质量评价的主要污染物的是 　 　
　 　 (填序号)。
A.

 

CO2 　 　 　 B.
 

NO2 　 　 　 C.
 

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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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探究空气中氧气的性质

(3)同学们按下列步骤组装并进行“铁丝在氧气中燃

烧”的改进实验。
步骤Ⅰ:在集气瓶中放湿海绵,在螺旋状细铁丝的一端

粘上一小团棉花,另一端绕在 1 个小铁圈上,让它直立

于集气瓶中;

步骤Ⅱ:调整螺旋状铁丝的高度,使棉花团与瓶口相平,
然后在棉花团上滴一小滴无水乙醇并点燃,观察到细铁

丝从瓶口往瓶底依次燃烧,燃烧持续时间较长。
①铁丝在氧气中燃烧的化学方程式是　 　 　 　 　 　 　 ;
实验中湿海绵的作用是　 　 　 　 　 　 　 　 　 。
②教材实验中需待细铁丝下面系着的火柴快燃尽时,插
进充满氧气的集气瓶中,该方法通常观察不到铁丝燃

烧。 对比分析改进实验,你认为教材方法失败的原因可

能是　 　 　 　 　 　 　 　 。
【任务四】再探镁在空气中燃烧

(4)查阅文献:镁条在二氧化碳中反应生成氧化镁和

碳,在氮气中反应生成氮化镁(Mg3N2)。
①通过文献,谈谈对燃烧条件的新认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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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空气中氮气含量远大于氧气含量,而镁条在空气中燃

烧生成的 MgO 却远多于 Mg3N2,原因是 　 　 　 　 　 　
　 　 　 　 。
③理论上,3. 6

 

g 镁在充足的空气中燃烧可得到 a
 

g 产

物,则 a 的取值范围是　 　 　 　 　 　 　 　 。
8.

 

碱式碳酸铜[ Cu2 ( OH) 2CO3 ] 是重要的杀菌剂和防腐

剂,难溶于水。 某化学兴趣小组通过查阅资料得知,向
CuSO4 溶液中加入 Na2CO3 溶液至不再产生沉淀,分离

出固体,依次用蒸馏水、乙醇洗涤后,低温干燥,可得到

Cu2(OH) 2CO3。 对于上述信息,兴趣小组的同学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如下探究:
(1) Cu2 ( OH) 2CO3 属于 　 　 　 　 ( 填 “ 酸” “ 碱” 或

“盐”)。
(2)固体可用乙醇洗涤,可推测 Cu2(OH) 2CO3 　 　 　 　
(填“难”或“易”)溶于乙醇。
【提出质疑】小宏认为 Na2CO3 溶液显碱性,导致最终得

到的固体不纯,可能含有其他物质。 对此他对所得固体

成分进行如下猜想:
【做出猜想】猜想 1:只有 Cu2(OH) 2CO3

 ;
猜想 2:Cu2(OH) 2CO3 和 Cu(OH) 2

 。
【实验探究】为确定上述实验中产品的成分,设计如下

实验。
【查阅资料】①碱石灰可以吸收 H2O 和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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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Cu2 ( OH) 2CO3
△


 

2CuO + H2O + CO2 ↑, Cu ( OH) 2

△


 

CuO+H2O。

检查完装置的气密性,在玻璃管中装入一定量固体,先
通入一段时间 N2,点燃酒精灯加热。 待 A 装置中反应

完全后,再次通入 N2,称量 B、C 装置反应前后的质量。
【实验分析】
(3)第二次通入 N2 的目的是　 　 　 　 　 　 　 　 　 　 　 　 。
(4)C 装置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得出结论】

(5)反应结束后,B 装置增重 m1
 g,C 装置增重 m2

 g,
m1

m2
>

　 　 　 　 ,得出猜想 2 成立。
【反思评价】
(6)上述实验结束后,小明认为为简化实验可以去掉 D
装置,小宏认为不可以,请你进行判断并阐述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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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及解析

1.
  

A　 【解析】该实验中 80
 

℃ 的热水主要作用是提高温

度、隔绝空气,A 错误;将白磷放入图中装置的试管中,
一段时间后,A 试管中无明显现象,用气囊鼓入空气至

白磷露出水面,A 中白磷燃烧,前后对比可以得出可燃

物燃烧需要空气,B 正确;用气囊鼓入空气至白磷和红

磷露出水面,A 中白磷燃烧,B 中无明显现象,可以得出

可燃物燃烧时温度要达到可燃物的着火点,C 正确;若
没有气囊,将试管上移,白磷、红磷也能与空气接触,也
可达到相同的实验效果,D 正确。

 

2.
  

B
3.

  

(1) 长颈漏斗 　 (2) 可控制反应速率 　 CaCO3 +
 

2HCl


 

CaCl2 +H2O+CO2 ↑　 将燃着的木条放在导管口 b
处,若木条熄灭,说明二氧化碳已经集满　 (3)AB
【解析】(1)B 装置中仪器 a 是长颈漏斗。 (2) A 装置使

用了分液漏斗,可通过控制液体药品的滴加速度从而控

制反应速率。 A、B 装置均为固液常温型发生装置,实验

室常用大理石或石灰石(主要成分碳酸钙)与稀盐酸制

取二氧化碳,反应生成氯化钙、水和二氧化碳,据此写出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大,用 C
装置收集二氧化碳时,二氧化碳由 c 端通入,空气沿 b
端排出;验满二氧化碳的方法为将燃着的木条放在导管

口 b 处,若木条熄灭,说明二氧化碳已经集满。 (3)若
9



装置气密性差,氧气逸散,则开始的值不是 100,A 正

确;氧分子在不断运动,导致瓶内氧气减少,氧气的体积

分数下降,B 正确;氧气约占空气体积的 21%,因此 m
的值不可能为 10,C 错误。

4.
 

(1)集气瓶　 (2)可以随时控制反应的发生与停止

(3)b　 (4)2H2O2

MnO2
 

2H2O+O2 ↑　 过氧化氢分解生成

氧气的反应较剧烈,产生的气体中携带大量水蒸气,使蜡

烛熄灭(其他合理答案均可)
5.

 

(1)相互刻画　 (2)①A　 ②镁片、氯化铝溶液、锌片(合

理即可)　 (3)2NaCl
通电


 

2Na+Cl2↑
6.

 

(1)化合物　 (2) ①排尽装置内的空气,防止加热时发

生爆炸　 ②Fe2O3 + 3CO
高温


 

2Fe + 3CO2 　 ③缺少尾气

处理装置,可以在装置右侧增加一个气球将尾气收集

(合理即可)　 (3)①Fe(NO3) 2 　 ②Fe、Cu、Ag
(4)1. 28
【解析】(2)①在模拟赤铁矿炼铁的实验中,加热前需先

通一段时间的 CO,其目的是排尽装置内的空气,防止通

入的 CO 和装置内空气的混合气体在加热时发生爆炸。
②硬质玻璃管中氧化铁和 CO 在高温下发生反应,生成

铁和二氧化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Fe2O3 +3CO
高温


 

2Fe+3CO2。 ③由于 CO 有毒,直接排放到空气中易造成

污染,因此该装置的不合理之处是缺少尾气处理装置,
可以在装置右侧设计气球将尾气收集等。 (3) ①根据

01



题意金属活动性由强到弱的顺序为:铁>铜>银,因此在

硝酸银和硝酸铜的混合溶液中加入铁粉时,铁粉优先置

换硝酸银溶液中的银并生成硝酸亚铁;当硝酸银完全反

应后铁才与硝酸铜发生反应生成铜和硝酸亚铁。 根据

所加铁粉量的不同,完全反应后所得溶液 A 的成分有

下列几种情况:ⅰ. 当加入的铁粉足量时,硝酸银、硝酸

铜完全反应,最终所得溶液 A 中只含 Fe( NO3 ) 2;ⅱ. 当
加入的铁粉不足量时,恰好完全反应溶液中的硝酸银,
则最 终 溶 液 A 中 含 Fe ( NO3 ) 2 和 未 参 加 反 应 的

Cu(NO3) 2;ⅲ. 若加入的铁粉量很少,只能反应部分硝

酸银,则最终所得溶液 A 中含 Fe(NO3 ) 2 和未参加反应

的 Cu(NO3) 2 及未完全反应的 AgNO3。 综上所述,溶液

A 中一定含有 Fe( NO3 ) 2。 ②由于铜、银均不能与稀盐

酸发生反应生成氢气,因此在固体 B 中滴加稀盐酸时有

气泡产生,说明铁粉过量,此时固体 B 中一定含银、铜、
铁三种金属。
(4)解:设滤渣中含铜的质量为 x
CuSO4 +Fe 

 

FeSO4 +Cu
160 64
16

 

g×20% x
64
100

= x
16

 

g×20%
x= 1. 28

 

g
答:所得铜的质量为 1. 28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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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水蒸气　 (2)A　 (3)①3Fe+2O2
点燃


 

Fe3O4 　 防止

细铁丝燃烧时产生的高温熔融物炸裂瓶底　 ②细铁丝

插入氧气中的时机把握不好(其他合理答案均可) 　
(4)①物质燃烧不一定需要氧气　 ②氧气的化学性质

比氮气活泼　 ③5<a<6
 

【解析】(1)从冰箱拿出放置于空气中一段时间后的杯

子外壁会变潮湿,这是由于空气中水蒸气冷凝造成的,
说明空气中含有水蒸气。 (2)计入空气质量评价的主

要污染物有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

物、细颗粒物和臭氧等,故选 A。 (3)①铁丝在氧气中燃

烧生成四氧化三铁,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3Fe+2O2
点燃


 

Fe3O4;图示改进实验中湿海绵的作用是防止铁丝燃烧

时产生的高温熔融物炸裂瓶底。 ②教材实验不易成功,
主要的原因有细铁丝插入氧气的时机不好把握:插入太

早会因火柴梗燃烧消耗大量氧气导致氧气浓度不足,铁
丝不能燃烧;插入太晚会使铁丝温度降低,达不到其着

火点也不能燃烧。 (4) ①镁条在二氧化碳或氮气中均

能燃烧,说明物质燃烧不一定需要氧气。 ②氮气化学性

质不活泼,氧气化学性质活泼,镁在空气中更易与氧气

反应,因此生成氧化镁的质量远多于氮化镁。 ③镁在空

气中不仅能与氧气发生反应生成氧化镁,也能与氮气反

应生成氮化镁。 设 3. 6
 

g 镁完全转化为氧化镁的质量

为 x,完全转化为氮化镁的质量为 y,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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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g
 

+
 

O2
点燃


 

2MgO
48 80
3. 6

 

g x
80
48

= x
3. 6

 

g
x= 6

 

g

3 Mg+2N2
点燃


 

Mg3N2

72 100
3. 6

 

g y
100
72

= y
3. 6

 

g
y= 5

 

g
因镁在空气中燃烧时既有氧化镁生成,又有氮化镁生

成,因此 3. 6
 

g 镁在空气中完全燃烧后,最终生成固体

产物的质量 a 的取值范围为 5<a<6。
8.

 

(1)盐　 (2)难　 【实验分析】 (3)将产生的气体全部排

入装置 B、C 中(或使产生的气体全部被装置 B、C 吸收)
(4)CO2 +Ba(OH) 2

  BaCO3↓+H2O

【得出结论】(5) 9
22

　 【反思评价】 (6)不可以,因为装置

D 的作用是防止空气中的水蒸气和二氧化碳进入装置

B、C 中,从而影响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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