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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福建黑白卷·重难题

题型一 实验分析题

1. 某小组利用如下装置进行创新实验。将等质量水和 NaCl溶液同时滴入相同的硬质玻璃管中，一段时间

后观察到图 2装置中铁粉锈蚀更严重，打开弹簧夹后，注射器活塞均向左移动。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图 1 图 2

A. 铁粉锈蚀属于缓慢氧化

B. 氯化钠溶液能加快铁粉锈蚀

C. 该实验能推出铁粉锈蚀需要水的参与

D. 该实验中硬质玻璃管内氧气的含量均减小

2. 兴趣小组同学取等质量相同形状的铁、镁、铝、锌四种金属分别和等浓度等体积的足量稀盐酸用图 1所
示装置进行实验，反应过程装置内的气压变化如图 2所示。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曲线②对应的物质为锌

B. 由图像可知曲线①对应的金属反应速率适中，可用于实验室制氢气

C. 根据铝对应的曲线判断，可能实验前没有完全除去铝表面致密的氧化铝

D. 镁对应的气压变化曲线中出现压强变小的原因是反应结束，温度降低

3. 向一个塑料袋中充入空气，一段时间后挤压塑料袋，再向挤瘪的塑料袋中吹入一定量的呼出气体，利用

氧气浓度传感器和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测定该过程中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变化如图。下列说法正确的

是( )

A. 35 s时开始向塑料袋中吹入一定量的呼出气体

B. 该实验可说明呼出气体中氧气浓度低于二氧化碳浓度

C. 40～50 s时，呼出气体中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开始趋于稳定

D. 可用带火星的木条鉴别空气和呼出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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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二 流程图题

1. 电解水制取 H2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利用太阳能分解水得到氢气是人类开发氢能源的主要研究课题。

如图是一种利用太阳能制备燃料的工艺流程：

(1)反应Ⅰ中化合价升高的元素是________________；分离过程利用的是物质的熔沸点不同，其属于

________(填“物理”或“化学”)性质。

(2)反应Ⅲ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氢气作燃料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理论上电解水每生成 2 g氢气，同时生成____________________g氧气。

(5)用该方法制取氢气的优点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SO2和 I2可循环使用，符合低碳环保理念。

2. 为了尽快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各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氨能的发展。利用绿氢生产合成氨的工艺流程如图：

(1)绿氢是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制造的氢气，写出一种可再生能源________________。
(2)合成塔中制备氨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物质 H2 N2 NH3

沸点/℃ －253 －196 －33.5
(3)根据表中数据分析，在标准大气压下，欲将氨气从氨分离器中分离，应控制的最佳温度范围为________。
该反应中及时分离已生成的氨后，还需循环未反应完的气体，目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氨燃烧可能的产物，简单阐述氨能作为一种可替代化石燃料的能源，其优势和可能

存在的问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各写出一点)。

题型三 物质的转化与推断

1. 同学们小组讨论时发现，初中常见的几种物质有如下转化关系。已知 A常用于除铁锈。“——”表示两

种物质能反应。与 A能反应的物质属于不同类别。

(1)A的化学式是____________。
(2)A与 B 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基本反应类型为________。



中考好题3

(3)E与 F 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2023年玉兔迎春到，红梅祝福来。某化学兴趣小组用代表化学物质的七巧板拼成卯兔的形状，其中相互

接触的物质之间能发生化学反应(部分反应物、生成物和反应条件已省略)。A～G分别是硫酸、铁、氢氧

化钠、氢氧化钙、碳酸钠、氧化铜、硫酸铜七种物质中的一种，其中 A 属于单质，C与 D反应会生成

蓝色沉淀，据此回答下列问题。

(1)B的物质类别为________，C的化学式为___________。
(2)物质 A还可以替换为____________(填物质名称)。
(3)F与 G反应的现象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其中 F常用于________________(写一种)。
(4)D与 E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题型四 实验探究题

1. 生产生活中的污水成为现在我国“水文明”变迁又一被关注的话题。

【查阅资料】污水经处理后回用的水被称为回用水，回用水的 pH为 6.5～9.0。
老师带领同学们来到当地的污水处理厂参观，如图为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简图。

(1)污水处理过程中格栅的作用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处理污水时常加入氯化钙调节 pH，下列水处理剂中具有相同作用的是________ (填标号)。

A. 活性炭 B. 明矾 C. 氧化钙

(3)回用水可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请你写出其中一种用途________________。
Ⅰ.检测净化后的水样

(4)经过净化处理后的回用水外观上已呈无色透明，同学们取样回实验室检测其酸碱度，测得水样的 pH＝
8，说明该水样的酸碱度________(填“满足”或“不满足”)回用水的标准。

(5)小组同学为验证调节 pH时加入的氯化钙在污水净化后依旧存在，于是进行如下操作：__________(写
出具体操作和现象)；写出该操作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Ⅱ.计算污水处理后的回用水硬度

(6)回用水在使用过程中会连续析出水垢，某工厂向其中添加生石灰，使生成的熟石灰与水中的碳酸氢盐

反应生成碳酸钙沉淀和水，通过排污将沉淀清除，从而降低水的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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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硬度为 1度的水是指每升水含 10 mg CaO或含 7.1 mg MgO(当二者都存在时，则为二者的总和)。经检

测得知该工厂使用的回用水中钙元素的浓度为 0.06 g/L，镁元素的浓度为 0.015 g/L，则该回用水的硬度

约为___________(结果保留整数)度。

②工厂调试在生石灰纯度维持在 49%时，投加生石灰的频率对水的硬度的降低效果见表，结合表格分析

为什么不是投加生石灰的频率越大，水的硬度下降越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加生石灰的频率/Hz 15 20 25 30 40 45
处理后水的硬度/度 9.3 8.9 8.2 7.9 8.3 8.6

2. 自救器是入井作业的必备安全防护装置。某校兴趣小组同学以“化学氧自救器”为主题展开项目式探

究。

(1)化学氧自救器常用生氧剂——片状超氧化钾(KO2)制氧，原理为 4KO2＋2H2O=== 4KOH ＋3O2↑、

4KO2＋2CO2=== 2K2CO3 ＋ 3O2，反应物水来源于________，生成的氢氧化钾还会和呼出的二氧化碳进

一步反应，写出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图 1为化学氧自救器的往复式气路结构图。呼出气体通过呼吸软管进入生氧罐，与生氧剂反应后产生

的富氧气流进入气囊，吸气时再从气囊经过生氧罐进入呼吸软管，在 1次呼吸循环中气流 2次经过生氧

剂层，体现了往复式气路的主要优点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该自救器中放氧量与时间的关系曲线如图 2所示，图中 L 线以上部分为排气时间段，表明气囊内气体

压力超过排气阀的临界值。L～M线之间表示自救器的正常工作阶段。M 线以下表示氧气不足，难以维

持人体正常呼吸。

①在________(填标号)时间段内，气囊上的排气阀第一次开启。

A. 0～5 min B. 5～15 min C. 15～30 min
②分析曲线图可以得到的结论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写出 1条即可)。
(4)①在设计自救器时，为确定生氧剂的用量，除了查阅人体每分钟呼吸次数外，还需了解与人体呼吸相

关的数据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至少写出 2个)。
②为了最大程度上提高生氧剂的利用率，需要对生氧罐结构进行优化设计。目前常用的生氧罐形状有长

方体和圆柱体两种，设计简易实验方案验证圆柱体生氧罐的 CO2 吸收性能更好，使用效率更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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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及解析

题型一 实验分析题

1. C 【解析】铁粉锈蚀是铁与水、氧气等共同作用，发生缓慢氧化的结果，A正确；铁粉与水、氧气同时

接触时发生锈蚀，将等质量水和 NaCl溶液同时滴入相同的硬质玻璃管中，加入氯化钠溶液的装置中铁

粉锈蚀更严重，说明氯化钠溶液能加快铁粉锈蚀，B正确；该实验没有设置未加入水的对照实验，无法

得出铁粉锈蚀需要水的参与的结论，C错误；铁粉锈蚀消耗了硬质玻璃管内的氧气，因此，硬质玻璃管

内氧气的含量均减小，D正确。

2.A 【解析】根据反应过程中气体压强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可知，曲线②比曲线①反应速率慢，再结合铁、

锌的金属活动性强弱为锌＞铁，故曲线②对应的物质为铁，A错误；曲线①对应的金属是锌，其气体压

强随时间变化较平稳，反应速率适中，可用于实验室制取氢气，B正确；由铝对应的压强变化曲线可知，

反应刚开始一段时间压强无明显变化，可能是由于实验前没有完全除去铝表面致密的氧化铝薄膜，稀盐

酸会先与氧化铝反应，该反应无气体产生，因此反应刚开始一段时间内压强无明显变化，C正确；由于

镁的金属活动性最强且镁与盐酸反应放热，因此镁对应的压强变化曲线中出现压强变小的原因是反应结

束，温度降低，D正确。

3.A 【解析】0～35 s内，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均未发生变化，35 s后氧气浓度减小，二氧化碳浓度增

大，说明 35 s时开始向塑料袋中吹入一定量的呼出气体，A正确；图中二氧化碳浓度逐渐增大，最终趋

于稳定时二氧化碳的浓度为 25000 ppm，即 2.5%，小于氧气浓度，说明呼出气体中二氧化碳浓度低于氧

气浓度，B错误；据图可知，40～50 s时呼出气体中氧气浓度开始趋于稳定，60～70 s时呼出气体中二

氧化碳的浓度开始趋于稳定，C错误；空气和呼出气体中氧气含量均不高，均不能使带火星的木条复燃，

无法用带火星的木条鉴别空气和呼出气体，D错误。

题型二 流程图题

1. (1)硫(或 S) 物理

(2)2HI =====
一定温度

H2＋I2

(3)2H2＋O2=====
点燃

2H2O

(4)16
(5)该流程可将氢气与碘反应生成的碘化氢储存，能解决氢能不便储存和运输的问题(或其他合理答案)
【解析】(1)根据流程中进入的箭头表示反应物，出去的箭头表示生成物，分析反应Ⅰ中参与反应的各物

质，进入的物质有 SO2、I2和 H2O，出去的物质有 H2SO4、HI和 I2，根据化合物中各元素正负化合价的

代数和为 0可知，SO2中硫为＋4价，H2SO4中硫为＋6价，故元素化合价升高的元素为硫元素；该分离

过程中是利用物质的熔沸点不同，没有生成新物质，属于物质的物理性质。(2)反应Ⅲ为碘化氢在一定温

度下分解生成氢气和碘，据此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式。(3)氢气作燃料是氢气和氧气在点燃条件下反应生

成水，据此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式。(4)根据电解水反应中氢气与氧气的关系为 2H2～O2，可知每生成 2 g
氢气，同时能生成 16 g 氧气。(5)该流程可将氢气与碘反应生成的碘化氢储存，能解决氢能不便储存和

运输的问题等。

2. (1)太阳能(或“风能”“水能”等其他合理答案)

(2)N2＋3H2 =====
高温高压

催化剂
2N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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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6℃～－33.5℃ 降低成本，提高原料利用率(或其他合理答案)
(4)氨能代替化石能源，可节约化石能源；但氨气不完全燃烧会产生氮氧化物，对环境造成污染(或其他合

理答案)
【解析】(1)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等在使用后还可再生，均属于可再生能源。(2)由流程图可知，

合成塔中 N2和 H2在催化剂、高温、高压的条件下反应生成 NH3，据此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式。(3)沸点

指液体变为气体时的温度，由表中 H2、N2、NH3三种物质的沸点数据可知，当温度低于－33.5℃、高于

－196℃时，NH3呈液态，N2和 H2呈气态，故温度在－196℃～－33.5℃时，可完全分离氨气和氢气、

氮气；该反应中及时分离已生成的氨后，还要循环未反应完的 N2和 H2，这样做能节约资源、降低生产

成本，提高原料利用率。(4)NH3由 N、H两种元素组成，在氧气中完全燃烧后生成氮气和水。用氨能代

替化石能源，具有节约化石能源、减少使用化石能源造成的环境污染且氨气完全燃烧的产物对环境无污

染等优点；但氨气具有毒性、腐蚀性，不完全燃烧时会产生氮氧化物，如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等，对环

境造成污染。

题型三 物质的转化与推断

1. (1)HCl(或 H2SO4)
(2)2HCl＋Na2CO3=== 2NaCl＋H2O＋CO2↑(或其他合理答案) 复分解反应

(3)Fe2O3＋3CO=====
高温

2Fe＋3CO2(或其他合理答案)

【解析】A常用于除铁锈，可知 A是稀盐酸或稀硫酸；与 A能反应的物质属于不同类别，结合酸的化学

性质分析，可知 B、C、F 分别为盐、金属、金属氧化物中的某一种；B可分别与氢氧化钙和 A反应，

可知 B为盐，如碳酸钠；A可与 C反应，C可与氧气反应，即 C为氢前金属，如 Fe；A可与 F反应，E
可分别与氧气、F反应，可推测 E为还原剂，如氢气、一氧化碳、碳等，F 为金属氧化物，如氧化铁、

氧化铜等，D可与 B、C反应，可推测 D为另一种酸。据此回答相关问题。

2. (1)碱 CuSO4

(2)锌(或其他合理答案)
(3)黑色固体逐渐溶解，溶液由无色变为蓝色 生产化肥(或其他合理答案)
(4)Ca(OH)2＋Na2CO3=== CaCO3↓＋2NaOH
【解析】根据题干信息，可推断各物质：

据此回答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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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四 实验探究题

1. (1)过滤，除去污水中大块不溶性固体杂质

(2)C
(3)用于农业灌溉(或“清洗路面”等其他合理答案)
(4)满足

(5)取样，滴加适量碳酸钠(或“碳酸钾”)溶液，观察到有白色沉淀产生

CaCl2＋Na2CO3=== CaCO3↓＋2NaCl(或“CaCl2＋K2CO3=== CaCO3↓＋2KCl”，与上一空对应)
(6)①12
②当生石灰投加至一定程度时，水中的钙镁化合物基本完全反应，过量投加生石灰又进一步增加了水中

钙元素的含量(或其他合理答案)
【解析】(1)格栅的作用是过滤，除去污水中大块不溶性固体杂质。(2)活性炭具有吸附性，可除去色素和

异味，但不能与水中的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以调节酸碱度，A错误；明矾溶于水后可吸附杂质，使杂质沉

降来达到净水的目的，但不能与水中的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以调节酸碱度，B错误；氧化钙与水反应生成

氢氧化钙， 氢氧化钙显碱性，可与水中的酸性物质反应，调节污水的酸碱度，C 正确。(3)经过处理达

标后的回用水可用于农业灌溉、清洗路面、工厂工业用水等。(4)回用水的 pH为 6.5～9.0，检测得到水

样的 pH＝8，说明其酸碱度满足回用水的标准。(5)欲验证水样中含有氯化钙，可向其中加入与其反应有

明显现象的试剂，因此应进行的实验操作为：取样，滴加适量碳酸钠或碳酸钾溶液；氯化钙与碳酸钠或

碳酸钾反应生成碳酸钙沉淀和氯化钠或氯化钾，据此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式。(6)①1 L水中钙元素的质

量为 0.06 g，则氧化钙的质量为 0.06 g×1000 ÷(40
56

×100%)＝84 mg，1 L水中镁元素的质量为 0.015 g，

则氧化镁的质量为 0.015 g×1000÷(24
40

×100%)＝25 mg，所以水的硬度为
84 mg
10 mg

＋
25 mg
7.1 mg

≈12，即该回用

水的硬度约为 12度。②当生石灰投加至一定程度时，水中的钙镁化合物已基本完全反应，过量投加生

石灰又进一步增加了水中钙元素的含量，因此并不是投加生石灰的频率越大，水的硬度下降越多。

2. (1) 呼出的气体 CO2＋2KOH=== K2CO3＋H2O
(2) 便于生氧剂充分反应

(3)① B
②该生氧剂能维持 35分钟左右正常呼吸(或“每隔 35分钟左右需要更换一次生氧剂”等其他合理答案)
(4)①每次呼吸消耗氧气的质量、呼出气体中水蒸气的质量(或其他合理答案)
②分别在体积相同的长方体以及圆柱体生氧罐中放入等量生氧剂，测定相同时间内排气量(或“在体积相

同的长方体及圆柱体生氧罐中放入等量生氧剂，测量相同排气量需要的时间”)，测定出圆柱体生氧罐产

生氧气的量更多(或“相同排气量下，圆柱体生氧罐所需的时间更短”)
【解析】(1)反应物水来源于呼出的气体；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钾反应生成碳酸钾和水，据此写出反应的化

学方程式。(2)根据呼出气体循环进入生氧罐，1次呼吸循环中气流 2次经过生氧剂层，说明往复式气路

能使生氧剂与气体充分反应。(3)①结合题干信息 L 线以上部分为排气时间段，表明气囊内气体压力超

过排气阀的临界值，据此分析题干问题，排气阀开启即开始排气，结合图像可知，大约在 10分钟时，

放氧量第一次位于 L线以上，表明气囊内的排气阀第一次打开，因此选 B；②分析图像信息，0分钟时

开始放氧，在约 35分钟时，放氧量位于M线以下，即氧气不足，难以维持人体呼吸，因此该生氧剂大

约能维持 35分钟人体正常呼吸，超过 35分钟应立即更换生氧剂。(4)①为确定生氧剂的质量，还需测定

每次呼吸消耗氧气的质量以及呼出气体中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的质量。②要验证圆柱体生氧罐的二氧化碳

吸收性能更好，需利用控制变量法，除生氧罐形状不同外，其余变量均相同，因此可分别在体积相同的

长方体以及圆柱体生氧罐中放入等量生氧剂，测定相同时间内排气量或测量相同排气量需要的时间，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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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体生氧罐产生氧气的量更多，因此二氧化碳的吸收性能更好或相同排气量下，圆柱体生氧罐所需时间

更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