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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河北区初三二化学试卷答案 

1. 【答案】C 

【解析】 

A、B、D 都是物理变化，燃烧会生成新物质 

故选 C.  

    

2. 【答案】B 

【解析】 

A、C、D 都是混合物，液氮为纯净物 

故选 B.  

    

3. 【答案】C 

【解析】 

C. 稀释浓硫酸是酸入水，不能水入酸 

故选 C.  

    

4. 【答案】D 

【解析】 

D. 青铜是合金，混合物 

故选：D.  

    

5. 【答案】A 

【解析】 

A. 碳酸饮料显酸性，指示剂变红 

故选：A.  

 

6. 【答案】A 

【解析】 

A. 甲烷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和水，不是化合反应 

故选：A.  

 

7. 【答案】D 

【解析】 

A. 生成白烟没有雾 

B. 铁丝在氧气中点燃火星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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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生成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故选：D.  

 

8. 【答案】B 

【解析】 

A. 盐酸不与氯化钡反应 

C. 碳酸钾只与氯化钡反应 

D. 氢氧化钙与三个物质都不反应 

故选：B.  

9. 【答案】D 

【解析】 

A. 氧化物只含有两种元素 

B. 柠檬酸由三种元素组成 

C. 相对分子质量为 192 

D. 
6 12

8g 3g
192


   

故选：D.  

 

10. 【答案】B 

【解析】 

A. 焊接用氮气做保护气 

C. 一氧化碳不溶于水 

D. 甲醛有毒不能浸泡海产品 

故选：B .  

11.【答案】B 

【解析】 

A. 混合物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组成的，但是混合物中不一定含有多种元素，如氧气和臭氧组成的混合物

中只含一种元素，故错误； 

B. 有机物完全燃烧都产生二氧化碳，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可知，有机物中一定含有碳元素。故正确； 

C. 燃烧都伴随发光、放热，但是有发光、放热现象的不一定就是燃烧。例如电灯通电时发光、放热，但是不是

燃烧。故错误； 

D. 测定空气中的氧气含量必须用可燃物燃烧后产物是固体的物质来测定，比如 C、S 燃烧产物是气体，虽然是可

燃物，但是不能用于测定氧气含量，故错误； 

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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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答案】C 

【解析】 

其中镁与硫酸反应生成硫酸镁和氢气，镁与硫酸铜反应生成硫酸镁和铜，氧化镁与硫酸反应生成硫酸镁和水，氢

氧化镁和硫酸反应生成硫酸镁和水，因此共有四种方法得到硫酸镁； 

故选 C 

 

13.【答案】A 

【解析】 

解：设生成的氢气的质量为 x 

Fe+H2SO4=FeSO4+H2↑  溶液的质量差量 

56            2       56-2=54 

x      92.7g-90g=2.7g 

2 x
=

54 2.7g
    x=0.1g 

故选 A 

 

14.【答案】BC 

【解析】 

A.K2SO4 能与适量硝酸钡溶液反应生成硫酸钡沉淀和硝酸钾，能除去杂质但引入了新的杂质硝酸钾，不符合除杂

原则，故选项所采取的方法错误； 

B.CaCl2 能与适量碳酸钠溶液反应生成碳酸钙沉淀和氯化钠，再过滤、蒸发，能除去杂质且没有引入新的杂质，

符合除杂原则，故选项所采取的方法正确； 

C.CuO 能与稀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铜和水，铜不与稀盐酸反应，再过滤、洗涤、干燥，能除去杂质且没有引入新的

杂质，符合除杂原则，故选项所采取的方法正确； 

D.FeSO4 能与过量锌粉反应生成硫酸锌和铁，应再过滤、蒸发、结晶，故选项所采取的方法错误； 

故选 BC 

 

15.【答案】AD 

【解析】 

A. 开始滴加的稀盐酸与氢氧化钠反应不产生气体，至氢氧化钠安全反应后，盐酸开始与碳酸钠反应放出二氧化

碳气体；图示的放出二氧化碳的过程与反应事实相符；故 A 正确； 

B. 氢氧化钠、碳酸钠的溶液都呈碱性，随着与稀盐酸的反应溶液的 pH 逐渐减小，恰好完全反应时溶液为氯化

钠溶液，呈中性，盐酸过量时溶液呈酸性；图所表示的溶液 pH 变化逐渐变大至呈碱性与实验事实相反；故 B 错

误； 

C. 稀加的稀盐酸与氢氧化钠反应时，溶液质量增加与稀加稀盐酸的量相等；而与碳酸钠反应时由于放出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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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增加量小于所滴加的稀盐酸的量；图所示的溶液增加的曲线没有完全反映出这一增加量的不同；故 C 错误； 

D.消耗等质量盐酸时所生成氯化钠的质量，无论与氢氧化钠反应还是与碳酸钠反应时，斜率都应该相同，图示过

程与反应事实相符，故 D 正确； 

故选 AD 

16.  

【答案】 

（1）⑥（2）③（3）②（4）⑤（5）④（6）① 

【解析】 

（1）熟石灰显碱性，可用来中和土壤中的酸性，故填：⑥ 

（2）可用作冰箱除味剂的是活性炭，故填：③ 

（3）可用于制造炊具的是不锈钢，故填：② 

（4）盐酸能和金属氧化物反应，可用于金属表面除锈，故填：⑤ 

（5）大米、面粉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故填：④ 

（6）地壳中含量前四位的元素分别是氧、硅、铝、铁，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是铝，故填：① 

 

17.  

【答案】 

（1）＞ 

（2）= 

（3）＜ 

（4）= 

（5）＜ 

（6）＜ 

【解析】 

（1）当仰视时凹液面最低处时，视线与量筒的交点在平视时刻度线的下方，读数会偏小，但实际的液体体积比

此读数要大；即实际量出的液体体积要大于 5mL 的读数 

（2）钠原子失去电子后变成离子，只是最外层电子数减少了，钠原子核钠离子都是钠元素，故核内质子数相等，

钠原子核内质子数等于钠离子核内质子数 

（3）熟石灰为 Ca(OH)2，Ca(OH)2 在水中的溶解度极小，小于 1g，将 5g 熟石灰加入到 95g 水中充分溶解，

溶质的质量小于 5g，故溶质的质量分数小于 5% 

（4）由质量守恒定律可以知道，生成氧气的质量等于氯酸钾中氧元素的质量，故制得氧气的质量等于 mg 

（5）设 3g 碳完全燃烧生成二氧化碳的质量为 x，需要氧气的质量为 y， 

则 C  +  O2  =====点燃   CO2， 

12     3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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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x               y 
12

3𝑔
=
32

𝑥
=
44

𝑦
 

x=8g    y=11g  

3 克碳在 10 克氧气中充分燃烧后氧气有剩余，生成二氧化碳的质量为 11g，小于 13g  

（6）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反应前硫酸铜溶液的质量与铁的质量和等于反应后所得硫酸亚铁溶液质量与置换出的

铜的质量和；根据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Fe+CuSO4=Cu+FeSO4，每 56 份质量的铁可置换出 64 份质量的铜，即

反应前铁的质量小于反应后得到铜的质量 

 

18.  

【答案】 

（1）蒸馏 

（2）肥皂水 

（3）D 

（4）A 

（5）①t2；②乙；③D 

【解析】 

（1）吸附可除去水中色素、有异味杂物、有毒杂质等，所得水仍含有钙、镁离子等矿物质；沉淀可把水中固体

沉降到水底，初步分离；过滤可除去水中不溶性固体杂质，所得水还会含有可溶性杂质等；蒸馏，把水通过蒸发、

冷凝处理，处理后的水中只含水一种物质，所得水称为蒸馏水为纯净物；因此净化程度最高的方法是蒸馏； 

（2）使用肥皂水可区分硬水和软水，倒入肥皂水泡沫少者为硬水，泡沫丰富者为软水； 

（3）生理盐水为含氯化钠 0.9%的无色溶液、碘酒为碘和酒精所形成的棕色溶液、汽水为二氧化碳溶于水所形成

的无色溶液，因此它们共同点都是溶液，但颜色、溶剂却有所不同； 

（4） 

A. 天然降水洁净清澈，提倡直接作为饮用水是错误的，因为天然降水往往缺乏对人体有力的矿物质，且降水时

空气中的一些有害气体会溶于雨水中导致水的污染，故 A 错误； 

B. 水在通电的条件下分解为氢气和氧气，连接电源正极的是试管中产生的是氧气，连接电源负极的试管中产生

的氢气，故 B 正确 

C. 凉开水不宜养鱼，是因为煮沸过的水中几乎不含氧气，故 C 正确 

D. 宏观上水由氢、氧元素组成；微观上每个水分子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故 D 正确 

故选 A 

（5） 

①由图象可知，t2℃时，甲、乙物质的溶解度曲线相交于一点，即两者的溶解度相等； 

②根据溶解度曲线随温度的变化趋势可知，乙的溶解度随温度影响最小，甲最大； 

甲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大，丙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降低，降温时，甲会有晶体析出，丙没有晶体析出； 



 

 6 / 9 

A. 降温后，甲析出晶体后仍是饱和溶液，丙变成不饱和溶液，故 A 错误； 

B. 降温过程中，溶剂质量不变，由于 t3℃时，甲的溶解度＞乙的溶解度，100g 溶液中，甲的溶剂质量＜乙的溶

剂质量，所以 t1℃时，所含溶剂质量：甲＜丙，故 B 错误； 

C. 降温时，甲析出溶质，溶液质量小于 100g，丙的质量不变，所以溶液的质量：甲＜丙，故 C 错误； 

D. t1℃时，甲和丙的溶解度相同，此时甲是饱和溶液，乙是不饱和溶液，所以甲的溶质质量分数＞乙的溶质质量

分数，故 D 正确； 

故选 D。 

 

 

19.【答案】 

（1）S+O2=====点燃 SO2； 

（2）NaOH+HCl=NaCl+H2O； 

（3）Cu+Hg（NO3）2=Cu（NO3）2+Hg.  

【解析】 

（1）硫在氧气中燃烧生成二氧化硫，故答案为：S+O2=====点燃 SO2； 

（2）氢氧化钠溶液与稀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钠和水，故答案为：NaOH+HCl=NaCl+H2O； 

（3）铜和硝酸汞溶液反应生成汞和硝酸铜，故答案为：Cu+Hg（NO3）2=Cu（NO3）2+Hg.  

 

20.【答案】 

（1）Ca（OH）2 ，Fe； 

（2）Ca（OH）2+Na2CO3=CaCO3↓+2NaOH 

（3）Fe+CuSO4=FeSO4+Cu.  

【解析】 

（1）A～I 为初中化学所学的物质，A 为常用食品干燥剂，A 和水反应会生成 B，所以 A 是氧化钙，B 是氢氧化

钙，C 为大理石的主要成分，G、I 均为只含有一种溶质的溶液，所以 C 是碳酸钠，I 和氢氧化钙反应生成碳酸钙

和氢氧化钠，所以 I 是碳酸钠，D 为蓝色沉淀，G 和氢氧化钠反应生成 D，所以 D 是氢氧化铜沉淀，E 为浅绿色

溶液，所以 E 是硫酸亚铁，H 是铁，F 是铜，经过验证，推导正确，所以 B 是 Ca（OH）2，H 是 Fe； 

（2）反应②是氢氧化钙和碳酸钠反应生成碳酸钙和氢氧化钠，化学方程式为： 

Ca（OH）2+Na2CO3=CaCO3↓+2NaOH； 

（3）反应④是硫酸铜和铁反应生成硫酸亚铁和铜，化学方程式为：Fe+CuSO4=FeSO4+Cu.  

 

21.【答案】 

（1）Ca；（2）90；小于；（3）AC；（4）Ag，Zn(NO3)2；（5）Fe3O4。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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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体中含量最高的元素是 Ca 元素，故答案为 Ca； 

（2）目前已制得的纯金属只有 90 余种，其中钢的含碳量为 0.03~2%，生铁的含碳量为 2~4.3%，故答案为 90；

小于； 

（3）A. Zn 与 FeSO4 反应，可证明 Zn>Fe，Cu 与 FeSO4 溶液不反应，可证明 Fe>Cu，故 A 正确； 

B. Fe 与 Cu 均不与 ZnSO4 溶液反应，无法判断，故 B 错误； 

C. Fe 与 ZnSO4 溶液不反应，可证明 Zn>Fe，Fe 与 CuSO4 溶液反应，可证明 Fe>Cu，故 C 正确； 

D. Cu 与 ZnSO4 溶液和 FeSO4 溶液均不反应，无法判断，故 D 错误。 

所以，本题选 AC； 

（4）将 Zn 粉加入到硝酸银与硝酸铜的混合溶液中，Zn 先与 AgNO3 反应置换出 Ag 单质，当 AgNO3 全部被

反应完若仍有 Zn 粉剩余，将会与 Cu(NO3)2 反应置换出 Cu，当 Cu(NO3)2 

全部反应完继续加 Zn，不再反应，此时若向滤渣中加 HCl 会有气泡产生，故若向滤渣中低价稀盐酸没有气泡，

一定有 Ag，可能含有 Cu，而滤液中一定含有的溶质是 Zn(NO3)2，可能含有的是 AgNO3 和 Cu(NO3)2，故答案

为：Ag，Zn(NO3)2； 

（5）CO~CO2~∆(O) 

         44    16 

       5.28g    x 

.
=  , x=1.92g 

即铁的氧化物中 O 元素的质量为 1.92g，Fe 元素的质量=6.96g-1.92g=5.04g，根据 O 与 Fe 的质量比可以求

出个数比为 Fe:O= .
:
.

= 0.09: 0.12 = 3: 4，故该物质为 Fe3O4。 

 

22.【答案】 

（1）O2，2KMnO4 ≜ K2MnO4 + MnO2 + O2↑； 

（2）Zn + 2HCl = ZnCl2 + H2↑； 

（3）BD，CaCO3 +2HCl = CaCl2 + H2O + CO2↑. 

【解析】 

（1）A 与 C 可以用来制取氧气，方程式为 2KMnO4 ≜ K2MnO4 + MnO2 + O2↑； 

（2）Zn + 2HCl = ZnCl2 + H2↑； 

（3）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气体选择图中 BD 装置，方程式为 CaCO3 +2HCl = CaCl2 + H2O + CO2↑. 

 

23.【答案】 

（1）BACD；（2）3；47；（3）25。 

【解析】 

（1）配制溶液的正确顺序时计算、称量、量取、溶解、装瓶贴标签，故正确顺序为 BACD，故答案为 BACD； 

（2）溶质质量=溶液质量×溶质质量分数，故氯化钠的质量=50g×6%=3g，则溶剂水的质量=50g-3g=47g，

水的体积=47g×1g/cm3=47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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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将配制好的溶液浓缩，则溶质的质量不变，此时溶液的质量=
溶质质量

溶质质量分数
=

%
= 25𝑔，需要蒸发掉水的

质量=50g-25g=25g。 

24. 【答案】 

（1）NaCl；Ca（OH）2； 

（2）2HCl+Na2CO3═2NaCl+H2O+CO2↑； 

（3）ABCD。 

【解析】 

（1）已知 E 为生理盐水，溶质为 NaCl； 

根据实验Ⅰ可知 A 可能为水或氢氧化钠，B 与 C 混合产生气泡，则 B 与 C 的反应为碳酸钠与盐酸的反应，且 B

与其他物质混合无现象，则 B 为盐酸，C 为碳酸钠，根据Ⅲ，则 D 可能为水或氢氧化钠，F 为氢氧化钙，化学式

为 Ca（OH）2； 

（2）根据Ⅱ，B 与 C 混合产生气泡，则 B 与 C 的反应为碳酸钠与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钠、水和二氧化碳，化学方

程式为：Na2CO3+2HCl═2NaCl+H2O+CO2↑； 

（3）要确定水和氢氧化钠，可以根据其性质的差异进行，氢氧化钠显碱性，能使石蕊变蓝，使酚酞变红，也可

与硫酸铜反应生成蓝色沉淀，与氯化铁反应生成红褐色沉淀，故选：ABCD。 

 

 

25.【答案】 

（1）6:1:8； 

（2）150； 

（3）40% 

【解析】 

（1）核糖中碳、氢、氧三种元素的质量比为12 × 5：1 × 10：16 × 5 = 6: 1: 8； 

（2）核糖的相对分子质量为12 × 5 + 1 × 10 + 16 × 5 = 150； 

（3）核糖中碳元素的质量分数为 ×
× 100% = 40%。 

 

26. 【答案】 

解：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可知二氧化碳的质量为：33.8+125-150=8.8g， 

设生成 8.8 克的二氧化碳需要碳酸钠为 x，纯净的盐酸为 y，生成氯化钠为 z， 

Na2CO3+2HCl=2NaCl+H2O+CO2↑ 

 106       73   117            44 

  x          y      z            8.8g 
106

𝑥
=
73

𝑦
=
117

𝑧
=

44

8.8𝑔
 

解得 x=21.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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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4.6g 

z=23.4g 

盐酸质量分数为： .
× 100% = 11.68% ≈ 11.7% 

混合物中的氯化钠 33.8-21.2=12.6g 

最终溶液的溶质为：12.6+23.4=36g 

反应后所得溶液中溶质质量分数为： × 100% = 24% 

答：原混合物中碳酸钠的质量是 21.2g，反应前盐酸中溶质的质量分数是 11.7%，反应后所得溶液中溶质质量分

数为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