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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基础知识 | 基本概念和原理

【知识点精析】

1. 物质的变化及性质

（1）物理变化：没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

① 宏观上没有新物质生成，微观上没有新分子生成。

② 常指物质状态的变化、形状的改变、位置的移动等。

例如：水的三态变化、汽油挥发、干冰的升华、木材做成桌椅、玻璃碎了等等。

（2）化学变化：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也叫化学反应。

① 宏观上有新物质生成，微观上有新分子生成。

② 化学变化常常伴随一些反应现象，例如：发光、发热、产生气体、改变颜色、生成沉淀

等。有时可通过

反应现象来判断是否发生了化学变化或者产物是什么物质。

（3）物理性质：物质不需要发生化学变化就能表现出来的性质。

① 物理性质也并不是只有物质发生物理变化时才表现出来的性质；例如：木材具有密度的

性质，并不要求

其改变形状时才表现出来。

② 由感官感知的物理性质主要有：颜色、状态、气味等。

③ 需要借助仪器测定的物理性质有：熔点、沸点、密度、硬度、溶解性、导电性等。

（4）化学性质：物质只有在化学变化中才能表现出来的性质。

例如：物质的金属性、非金属性、氧化性、还原性、酸碱性、热稳定性等。

2. 物质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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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

元素

组成

微观

分子

原子核

质子

原子

中子

离子

核外电子

原子团：在许多化学反应里，作为一个整体参加反应，好像一个原子一样的原子集团。

离子：带电荷的原子或原子团。

元素：具有相同核电荷数（即质子数）的一类原子的总称。

3. 物质的分类

（1）混合物和纯净物

混合物：组成中有两种或多种物质。常见的混合物有：空气、海水、自来水、土壤、煤、石

油、天然气、爆

鸣气及各种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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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净物：组成中只有一种物质。

① 宏观上看有一种成分，微观上看只有一种分子；

② 纯净物具有固定的组成和特有的化学性质，能用化学式表示；

③ 纯净物可以是一种元素组成的（单质），也可以是多种元素组成的（化合物）。

（2）单质和化合物

单质：只由一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可分为金属单质、非金属单质及稀有气体。

化合物：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元素组成的纯净物。

（3）氧化物、酸、碱和盐

氧化物：由两种元素组成的，其中有一种元素为氧元素的化合物。

氧化物可分为金属氧化物和非金属氧化物；还可分为酸性氧化物、碱性氧化物和两性氧化物；

酸：在溶液中电离出的阳离子全部为氢离子的化合物。酸可分为强酸和弱酸；一元酸与多元

酸；含氧酸与无

氧酸等。

碱：在溶液中电离出的阳离子全部是氢氧根离子的化合物。碱可分为可溶性和难溶性碱。盐：

电离时电离出金属阳离子和酸根阴离子的化合物。盐可分为正盐、酸式盐和碱式盐。

ì元素符号

ï

ï化学式

4. 化学用语 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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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化学方程式ïî反应类型

（1）相对原子质量和相对分子质量、分子—原子运动论、核外电子的排布规律（2）元素

符号的意义

① 某一种元素。

② 这种元素的一个原子。

③ 若物质是由原子直接构成的，则组成该物质的元素也可表示这种单质，例如：Na 、S、

P 等。

（3）化合价：元素的原子相互化合的数目决定这种元素的化合价。

化合价与原子最外层电子数密切相关；在化合物里，元素正负化合价代数和为零；单质中元

素的化合价规定

为零价。

（4）化学式：用元素符号来表示物质组成的式子。

（5）化学方程式：用化学式来表示化学反应的式子。注意书写原则、步骤、配平、反应条

件、箭头的正确

使用。

（6）化学反应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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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反应

按反应基

化合反应

本类型分

置换反应

化学变化

复分解反应

（化学反应）

按氧的

氧化反应

氧化还

得失分

还原反应

原反应

按热量变化分

吸热反应

放热反应

（7）质量守恒定律

5.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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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义：一种或几种物质分散到另一种物质里，形成的均一、稳定的混合物。

（2）溶液的组成：溶质、溶剂。在溶液中，溶液的质量＝溶质的质量＋溶剂的质量

（3）特征：溶液是均一性、稳定性。

（4）饱和溶液与不饱和溶液及其相互转化

升高温度或加入溶剂

一般规律：饱和溶液 不饱和溶液

降低温度或蒸发溶剂或加入溶质

（5） 溶解度、影响固体溶解度大小的因素、溶解度曲线的应用

溶解度：在一定温度下，某固态物质在 100克溶剂里达到饱和状态时所溶解的质量，叫做

这种物质在这种溶

剂里的溶解度。

影响固体溶解度大小的因素：① 溶质、溶剂本身的性质。同一温度下溶质、溶剂不同，溶

解度不同。② 温

度。大多数固态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少数物质（如氯化钠）的溶解度受温度

的影响很小；也有极

少数物质（如熟石灰）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

影响气体溶解度的因素：① 温度：温度越高，气体溶解度越小；② 压强：压强越大，气体

溶解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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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方法指导】

[例 1] 下列化学方程式所表示的反应，符合事实的是（）

A. Na2O+H2O＝2NaOHB. KOH + NaNO3= NaOH + KNO3

C. 2Ag + H2SO4（稀）=Ag2SO4 + H2↑D. 2Fe+6HCl=2FeCl3+3H2↑

解析：A 正确，活泼金属对应的氧化物（如：K2O、CaO、BaO、Na2O 等）能直接跟水化

合生成对应的碱。

B 有错，KOH 属于碱，NaNO3 属于盐，二者之间的反应属复分解反应，该反应的条件是：

① 两种反应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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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② 生成物中应有难电离的物质：如水、气体和沉淀。显然，该反应生成物的条件不

符合②。

C 错，银在金属活动顺序中，排在“氢”的后面，不能跟酸发生置换反应，放出氢气。

D错，单质铁跟酸溶液发生置换反应时，生成的含铁化合物中的铁表现+2价，该反应应生

成 FeCl2，而不是

FeC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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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说明：

1.判断一个化学方程式是否正确，一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如：① 金属活动顺序 ② 复分解反应发生的条件 ③ 有关物质的

化学性质等）。（2）检查反应物、生成物的化学式是否正确。

（3）检查所注反应条件是否正确。

（4）检查所注生成物的状态是否正确。

（5）检查是否遵守质量守恒定律（即是否配平）。

2.书写电离方程式一般可按下列方法：

（1）左边写出电离物质的化学式，观察其原子或原子团的正负化合价。（2）将正价部分

和负价部分的原子或原子团分开写在右边。

（3）将原化学式中各原子或原子团右下角的数字分别改写成其表示符号前的系数，并去掉

原有的括号。（4）将原化学式中的正负化合价改写成对应符号的电荷并标在符号的右上角。

（5）检查电离前后的各元素的原子个数是否相等？检查阴阳离子所带正负电荷的代数和是

否为零？无误后，将左右两边用“ ====”连接。

[例 2] 下列反应中，前者一定包括后者的是（）

A. 复分解反应，分解反应 B. 复分解反应，中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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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氧化反应，化合反应 D. 置换反应，还原反应

解析：解答本题的关键是明确化学反应的分类，理解各反应类型的含义。

四种基本类型（指分解、化合、置换、复分解）是从反应物和生成物的组成形式来划分的；

氧化反应与还原

反应是从氧的得失来划分的；而吸热反应与放热反应是根据反应前后热量的变化来划分的。

同一个反应可能有一

种、两种或三种分类法（如：2H2+O2 点燃 2H2O，是化合反应，又属氧化反应，也属于

放热反应）。显然，选项

A 中的两种反应无包容关系；B 中的中和反应是复分解反应的一种；C 中两种反应是交叉

关系，但有很多化合反

应不属于氧化反应；在 D 中，有许多还原反应不是置换反应。

答案：B

[例 3] 表中 1～5 组的物质分类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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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酸 硝酸 硫酸 盐酸 酸 式 硫氢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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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钠

碱 烧碱 纯碱 苛性钠

碱 式 碳

酸铜 消石灰

盐 大理石 胆矾 纯碱 蓝矾 石灰石

A. ①③④

B. ② ③ ⑤ C.

④⑤ D. ①③⑤

解析：本题是对物质俗称和物质分类知识的综合考查，在搞清各物质主要成份的基础上，根

据酸、碱、盐的

概念和它们的组成特点对上述物质进行分类，选出合适的一组答案。

在本题中，硝酸（HNO3）、硫酸（H2SO4）、盐酸（HCl）、氢硫酸（H2S）都是由若干

个氢原子和酸根组成，

它们属于酸类化合物。

烧碱（NaOH）、苛性钠（NaOH）、消石灰[Ca(OH)2]是由金属原子和若干个氢氧根组成，

它们属于碱类化合

物。

纯碱（Na2CO3）、大理石、石灰石（CaCO3），胆矾、蓝矾（CuSO4•H2O），它们由金

属原子和酸根组成，属

于正盐；酸式硫酸钠（NaHSO4）属于酸式盐；碱式碳酸铜[Cu2(OH)2 CO3]属于碱式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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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属于盐类化合物。

答案：D

【考点突破】

【考点指要】

分析近几年的中考试题，涉及化学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内容约占试题数目的 1/4，约占试卷分

值的 1/5。考查的

题型包括选择、填空等。

复习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重点应放在深刻理解其实质及应用上。例如物质的组成、变化、

性质、结构和分

类，化学反应基本类型、溶液的有关概念、质量守恒定理和化学用语等，可以根据其特点采

取不同的复习方法。

物质的组成、变化、性质、可采取分类法，分子与原子、原子与元素，则可采取类比法，列

表分析它们区别和联

系。对纯净物和混合物、化合反应和分解反应等，则可采取辩证的方法。有些易混淆的概念，

可以运用综合练习

的习题复习法。

【典型例题分析】

[例 1] （05 年福州市中考模拟题）下列关于溶液、溶解度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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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饱和溶液转化为饱和溶液，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可能保持不变

B.温度降低时，原饱和溶液可能不析出晶体

C.温度一定时，硝酸钾的溶解度及硝酸钾的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各有一定值

D.某溶液析出晶体后，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一定减小

解析：真正理解溶液的各种概念和转化过程。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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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06 年天津中考题）为了探究水电解的微观过程，某同学做了一些如下图所示的分子、

原子的模型，

若用“”表示氢原子，用“”表示氧原子，其中能保持氢气化学性质的粒子模型是（）

解析：准确理解分子的含义。

答案：A

[例 3] （北京海淀）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A.质子数相同的粒子，可能分别是同一种元素的原子和离子，也可能分别是同一种元素的

两种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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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只含有一种元素的物质一定不是化合物，可能是混合物

C.由不同元素组成的物质一定是化合物

D.任何离子中所带的质子总数与电子总数一定不相等

解析：对元素中各种粒子的相互关系应准确掌握。

答案：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