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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百合外国语学校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中试卷 

九年级化学试卷 
班级：________  姓名：________ 

（合卷时长：100 分钟  满分：50 分） 

 
一、选择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下列诗句描述的自然现象跟所涉及的物质变化的对应关系不正确的是（    ） 

A．“春风又绿江南岸”——包含了化学变化 

B．“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包含了物理变化 

C．“日照香炉生紫烟”——包含了化学变化 

D．“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前者包含了化学变化，后者包含了物理变化 

 
2．下列物质中，前者属于纯净物，后者属于混合物的是（    ） 

A．净化后的空气、氧化镁     B．水和冰相混合、啤酒 

C．生锈的铁钉、高锰酸钾加热后的混合物 D．氯化钾、液氧 

 
3．化学实验既要操作规范，更要保障安全．下列实验基本操作符合这一要求的是（    ） 

            
A．倾倒液体   B．点燃酒精灯  C．取用固体   D．闻气体 

 
4．下列实验指定容器中的水，其解释没有．．体现水的主要作者的是（    ） 

A B 

 
硫在氧气中燃烧 

集气瓶中的水：吸收放出的热量 

 
测定空气中氧气含量 

量筒中的水：通过水体积的变化得出 O2 体积 

C D 



 2 / 9 
 

 
铁丝在氧气中燃烧 

集气瓶中的水：冷却溅落融熔物，防止集气瓶

炸裂 

 
排气水法收集氧气 

集气瓶中的水：水将集气瓶内的空气排净 

 
 

5．如图是电解水反应的示意图，该图说明了（    ） 

 
A．水分子是由氢分子和氧分子构成的 

B．水分子在化学反应中可以再分 

C．化学变化的本质是分子重新组合的过程 

D．分子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粒子 

 
6．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A．空气质量报告中所列的空气质量级别越小，空气质量越好 

B．氧气的化学性质比较活泼，属于可燃物 

C．空气中按照体积分数计算氧气占 78%，氮气占 21% 

D．排水法可以收集易溶于水的气体 

 
7．建立宏观与微观的联系是化学思维方式．下列对于宏观现象的微观解释正确的是（    ） 

选项 宏观现象 微观解释 

A 水结成冰 分子停止运动 

B 温度计汞柱上升 原子的体积变大 

C 非吸烟者受到被吸烟的危害 因为分子在不断地运动 

D 双氧水（H2O2）分解制取氧气 原子种类发生了改变 

 
 



 3 / 9 
 

8．下面摘录了某些同学实验记录本中有关实验现象描述的一部分，正确的是（    ） 

A．将一块木炭在空气中放在酒精灯火焰上灼烧，产生黄色火焰 

B．铁丝在氧气中燃烧，火星四射，同时生成四氧化三铁 

C．红磷在空气中燃烧时产生大量白雾，同时放出大量的热 

D．硫在空气中燃烧发出淡蓝色火焰，生成一种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9．a 和 b 为质量相等的两份固体，a 为氯酸钾，b 为混有二氧化锰的氯酸钾．分别同时加热 a 和 b 至完

全反应，下列图象能正确表示氧气的质量随时间变化关系的是（    ） 

 
 
10．下列化学用语既能表示一种元素，又能表示一个原子，还能表示一种物质的是（    ） 

A．O    B．S    C．N    D．CO 

 
11．过氧化氢溶液分解反应的催化剂很多．化学兴趣小组的同学设计如下四组实验，比较两种物质的催

化效果，其中观察效果较差的是（    ）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A．第一组同时实验，观察比较反应过程中两个气球体积的变化 

B．第二组同时实验，观察比较反应过程中两者产生气泡的快慢 

C．第三组分两次实验，看木条是否能复燃 

D．第四组分两次实验，比较收集一定体积的气体所需要的时间 

 
12．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氧气应用于焊接或切割金属，体现了氧气的可燃性 

B．鱼、虾能在水中生存是由于氧气易溶于水 

C．由同种元素组成的物质一定是纯净物 

D．实验室加热高锰酸钾以及加热氯酸钾与二氧化锰制取氧气，反应结束后，反应容器中的剩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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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为混合物 

 
13．某同学用如图所示装置测定空气里氧气的含量，实验时连接好装置并检查不漏气后再进行后续操

作，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所用红磷要过量，以保证集气瓶内空气里的氧气能充分反应 

B．在空气里点燃红磷后，应缓慢把燃烧匙伸入瓶内并塞紧橡皮塞 

C．红磷燃烧时，打开止水夹，以免瓶因温度升高，橡皮塞从瓶口脱落 

D．仍用本装置，把红磷换成木炭，能够更精确测定气空里氧气的含量 

 
14．石门山森林公园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有丰富的负离子，空气中氧分子得到电子就能形成负离子

（如 O2-），O2-与 O2 比较，不相同的是（    ） 

A．质子数   B．含氧原子个数  C．电子数   D．相对原子质量之和 

 

15．与  化学性质相似的是（    ） 

 
 
16．下列有关实验操作的“先”与“后”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制取气体时，先装药品，后检查装置的气密性 

B．用托盘天平称量 10g 固体药品时，先放砝码，后放药品 

C．用滴管取细口瓶内的液体时，先将其伸入液体内，后挤压取液 

D．加热 KMnO4 并用排水法收集 O2 的实验结束时，先熄灭酒精灯，后移出导管 

 
17．如图是元素周期表中氯、铁两种元素的相关信息，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氯原子的质子数是 17 

B．铁原子的核外电子数是 26 

C．铁的相对原子质量是 55.85 

D．这两种元素只能形成一种化合物 

 
18．下列物质中含有氧分子的是（    ） 

①过氧化氢   ②空气   ③高锰酸钾   ④二氧化碳   ⑤液氧 

A．②④⑤   B．②⑤    C．①②⑤   D．①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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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某同学误将少量 KMnO4当成 MnO2 加入 KClO3中进行加热制取氧气，部分物质质量随时间变化如

右图所示，下列关于该过程的说法正确的是（    ） 

A．起催化作用物质的质量一直保持不变 

B．t2时刻，O2 开始产生 

C．t1时刻，KClO3 开始分解 

D．c 代表氯化钾 

 
20．下图能正确表示对应变化关系的是（    ） 

         
A．足量红磷在密闭容器内燃烧    B．探究催化剂对 H2O2 溶液分解的影响 

        
C．加热一定量的高锰酸钾     D．在一定量的双氧水中加入少量二氧化锰 

 
 
二、非选择题（每空 1 分，化学方程式每个 1.5 分，共 20 分） 

21．请结合下图回答问题 

 
（1）实验室用高锰酸钾制取氧气，发生装置可选择________（填字母），但需略作改进，改进方法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为了

收集一瓶较纯净的氧气可选择的收集装置为_________；为了回收二氧化锰，正确的操作先

后顺序是________（填序号） 

①干燥     ②溶解    ③过滤    ④洗涤 

（2）如图 G 装置又称为“多功能瓶”，可用于收集气体，若用来收集氧气，氧气应该从________

进（填“长”或“短”） 

（3）硫化氢是一种无色且有臭鸡蛋气味，能溶于水，密度比空气大的气体，实验室用硫化亚铁（固

体）跟稀硫酸（液体）反应制取硫化氢气体，试回答： 



 6 / 9 
 

①实验室制取 H2S 气体时，应选用装置________________（填字母）． 

②实验室用 F 装置制取气体的优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为了测定空气中氧气的纯度，老师利用传感器技术测定了实验装置（如图 1）内的压强、温

度和氧气浓度，三条曲线变化趋势如图 2 所示．X 曲线表示压强变化趋势，Y 曲线表示

________（填“温度”或“氧气浓度”）的变化趋势．结合 Y、Z 两条曲线，解释图 2 中 X 曲

线 AB 段压强变化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下表为元素周期表中部分元素的相关信息，请利用下表回答相关问题． 

 
（1）13 号元素铝在化学反应中该原子容易________（填“得到”或“失去”）电子，画出铝离子

的核外电子结构示意图________________； 

（2）第 12号元素与第 17号元组成的化合物是________（填化学式），构成该物质的微粒是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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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分子”、“原子”或“离子”）． 

（3）下图是碘的核外电子结构示意图，碘位于第________周期． 

 
…………………………………………………………23．下列物质的转换是我们已学过的常见物质反应，E 能使带火星

的木条复燃，H 是一黑色固体，在反应②中，B 的质量和化学性质均不改变． 

 
（1）写出下列物质的名称：B________________、 C________________． 

（ 2 ）写出下列反应的化学方程式：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该反应是

________________（填化学反应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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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难度分析、知识范围、难度情况分析表 
题号 考点 难度 分值 

1 化学变化与物理变化 ★ 1.5 

2 物质分类 ★ 1.5 

3 实验基本操作 ★ 1.5 

4 实验综合 ★ 1.5 

5 物质分类 ★ 1.5 

6 化学变化微观示意图 ★ 1.5 

7 概念综合 ★ 1.5 

8 物质的燃烧反应 ★ 1.5 

9 图象分析 ★★ 1.5 

10 化学用语 ★ 1.5 

11 探究实验 ★★ 1.5 

12 概念综合 ★ 1.5 

13 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定 ★ 1.5 

14 微观粒子 ★★ 1.5 

15 微观粒子示意图 ★★ 1.5 

16 实验综合 ★ 1.5 

17 元素 ★ 1.5 

18 微观粒子 ★ 1.5 

19 图象分析 ★★ 1.5 

20 图象分析 ★★ 1.5 

21 氧气的制取及拓展 ★★ 10.5 

22 宏观与微观 ★ 5 

23 物质推断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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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寄语： 

张健飞老师、朱建玲老师：本套试卷题量适中,难度不大。比较注重对学生基础的考察，同时，某

些知识点的综合应用，也增加了部分题目的难度。 

选择题方面除了基本题型外,特别注重图象问题的分析，是本套试卷能够拉开分距的地方；大题方

面，侧重考查对于氧气的制取以及拓展实验。 

 
 
 
 

深圳市百合外国语学校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期中试卷 
九年级化学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B D A B A C D A B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C D A C A B D B D D 

 
二、非选择题 

21.（1）A；在试管口塞一团棉花；2KMnO4
△K2MnO4+MnO2+O2↑；C；②③④① 

（2）短   
 （3）①BE  ②控制反应的发生和停止 
 （4）温度  燃烧放热使温度升高、压强变大 
 

22.（1）失去；     （2）MgCl2；离子    （3）五 

 

23.（1）二氧化锰；锰酸钾    （2）3Fe+2O2
点燃 Fe3O4    （3）化合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