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鄂州市2017年中考化学真题试题

1．下列变化中属于化学变化的是

A．酒精挥发　　　 B．铁水铸成锅　　 C．葡萄酿酒         D．胆矾研碎

【答案】C

【解析】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新物质生成，如果有新物质生成，则属于化学变化； 

反之，则是物理变化。酒精挥发、铁水铸成锅、胆矾研碎都没有新的物质生成，是物理变化；葡萄酿酒 

有新的物质生成，是化学变化。选C

2．实验室用高锰酸钾制氧气的实验中，不需要使用的一组仪器是

A．烧杯、玻璃棒　　　　　　　　　　 B．大试管、集气瓶

C．酒精灯、铁架台　　　　　　　　　 D．导管、单孔塞

【答案】A

【解析】用高锰酸钾制氧气的实验中，反应物为固体药品，且需要加热，所以大试管、集气瓶、酒精灯、铁架

台、导管、单孔胶塞都可以用得着，烧杯、玻璃棒用不上。选A

3．与铝元素的化学性质关系最密切的是

A．铝原子的核外电子数　　　　　　　 B．铝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

C．铝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　　　　　　 D．铝元素的核电荷数

【答案】B

4．水是生命之源，下列关于水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地球上的水储量是丰富的，但可利用的淡水资源是有限的

B．实验室用的蒸馏水是净化程度较高的水

C．用肥皂水可区分硬水和软水　　　　

D．硬水经过过滤后就能变为软水

【答案】D

【解析】A．地球上的水储量是丰富的，但可利用的淡水资源是有限的，正确 ；B．在水的净化过程中，自

然沉降，是重力的作用下，水中的较大的、重的不溶物下沉；吸附沉降即化学沉降，是利用明矾在水

中形成絮状物质，使悬浮颗粒聚集而沉降；过滤除掉沉降还不能除掉的小颗粒不溶物；蒸馏是加热到

水的沸点使水从混合物中蒸发出来，然后再被冷凝成液态的水，得到的蒸馏水是纯净物。其中净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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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高的方法是蒸馏。C．用肥皂水可区分硬水和软水，加肥皂水后，泡沫少、浮渣多的为硬水，反之，

为软水；D、过滤只能除掉水中难溶性固体，硬水软化是除掉水中可溶性钙镁化合物。煮沸可以将硬水

中的钙镁化合物转化成沉淀而降低水的硬度。选D

5．下列碳单质的各种用途中，利用了其化学性质的是

A．做钻头　　　　 B．做电极　　　　 C．冶炼金属　　　 D．做冰箱除味剂

【答案】C

6．造成酸雨的主要物质是

A．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B．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

C．甲烷和一氧化碳　　　　　　　　　 D．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

【答案】B

【解析】空气的气体污染物有有害气体和烟尘。有害气体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等，其中二氧

化氮、二氧化硫能和水反应生成酸，下雨时形成酸雨；选B

7．把少量下列物质分别放入到水中，充分搅拌，不能得到溶液的是

A．面粉　　　　　 B．食盐　　　　　 C．白酒　　　　　 D．蔗糖

【答案】A

【解析】溶液中的物质以分子、离子等微观粒子的形式相互混合，溶液是均一的、稳定的。由于溶液中都是微

观粒子，不能阻挡光线，所以溶液都是澄清透明的。面粉是以宏观颗粒的形式与水分子混合，所以形

成的不是均一的稳定的混合物，不是溶液。选A

8．下列关于金属材料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铝制品表面应常用钢刷擦洗

B．可用铁桶盛装农药波尔多液

C．焊锡（锡铅合金）的熔点低，常用来焊接金属

D．钢因为比生铁的含碳量高，所以应用范围更广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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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化肥对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有重要作用。下列有关化肥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提倡农家肥与化肥综合使用

B．草木灰是一种农家肥，其主要成分中含有钾元素

C．磷肥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植物茎、叶生长茂盛，叶色浓绿

D．常用作氮肥的化合物有尿素、碳酸氢铵等

【答案】C

【解析】A．农家肥可改良土壤结构，营养元素种类多但量少，肥效慢但持久，化肥易使土壤板结，营养元

素种类少但含量高，肥效快但不能持久，二者要综合施用，所以正确． B．草木灰是一种农家肥，

其主要成分是碳酸钾。C．氮肥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植物茎、叶生长茂盛，叶色浓绿，磷肥的主要作用是

使植物根系发达，耐寒耐旱；D．常用作氮肥的化合物有尿素、碳酸氢铵等，正确；选C

10．煤油中含有噻吩（用 X表示），噻吩有令人不愉快的气味，其燃烧时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可表示为：

X + 6O2  点燃 

 

4CO2 + SO2 + 2H2O ，则噻吩的化学式为

A．C ４H ６S　　 B．C ４H ４S　 C．C ４H ４S ２ D．C ６H ６S

【答案】B

【解析】据质量守恒定律可知，化学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个数不变，反应前有12个氧原子，反应后有4个

碳原子、 1个硫原子、4个氢原子、12个氧原子，所以一个X的分子中有4个碳原子、 1个硫原子、4个

氢原子；X的化学式为C ４H ４S　；选B

11．除去下列物质中混有的少量杂质，所选试剂或方法不正确的是

序号 混合物 除杂试剂与方法

A 烧碱溶液中混有少量熟石灰 适量碳酸钠溶液

B 硫酸溶液中混有少量硫酸铜 适量氢氧化钠溶液

C 氯化钾中混有少量二氧化锰 用足量水溶解后，过滤，蒸发结晶

D 二氧化碳气体中混有水蒸气 通过浓硫酸干燥

【答案】B

【解析】除杂的原则：只除杂，不引杂。即所加试剂只能与杂质反应，不能与想要的主要成分反应，同时不

能引入新的杂质 A碳酸钠和氢氧化钙反应生成碳酸钙沉淀和氢氧化钠溶液，过滤溶液中只有氢氧化钠；

B、硫酸和氢氧化钠反应生成硫酸钠和水，不符合除杂要求；C、氯化钾易溶于于水，二氧化锰难溶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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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后溶液中只有氯化钾，蒸发结晶得氯化钾固体；D二氧化碳可以用浓硫酸干燥；选B

12．将一定质量的铁粉和氧化铜粉末投入到一定质量的稀硫酸中，充分反应后过滤，得到滤液Ｍ和滤渣Ｎ和滤渣Ｎ，

下列有关说法：

①滤液Ｍ和滤渣Ｎ中一定含有硫酸铁，可能含有硫酸和硫酸铜；

②在滤液Ｍ和滤渣Ｎ中放入一块刚打磨过的锌片，一定有置换反应发生；

③向滤渣Ｎ中滴加稀硫酸，可能有气泡产生；

④当滤液Ｍ和滤渣Ｎ中含有硫酸铜时，滤渣Ｎ中一定没有氧化铜。

其中一定正确的说法是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答案】B

化学部分

六、填空与简答题（本大题共 4小题，其中第 38～40题每空 1分，第 41题 6分，共 18分）

38．在人们担心化石能源将被耗尽时，科学家发现海底埋藏着大量可燃烧的“冰”—“可燃冰”。可燃冰

外观像冰，主要含有甲烷水合物（由甲烷分子和水分子组成），还含少量二氧化碳等气体。可燃冰在

低温和高压条件下形成，1体积可燃冰可储载 100～200倍体积的甲烷气体，具有能量高，燃烧值大等

优点。可燃冰将成为未来新能源。目前，我国在可燃冰的开采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回答下列问题：

（1）可燃冰属于        　　。（填字母序号）

A．纯净物      B．混合物

（2）甲烷在空气中完全燃烧的化学方程式为        　　。

（3）甲烷中氢为＋1价，碳为        价

（4）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下列燃料中最理想的是        　　。（填字母序号）

A．氢气        B．可燃冰       C．酒精       D．汽油

【答案】（1）B  （2）CH4 + 2O2  点燃 

 

CO2 + 2H2O   （3）－4   （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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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甲、乙、丙三种固体物质的溶解度曲线如图所示，回答下列问题：

（1）25℃时，将50g甲固体加入到100g水中，充分溶解

并恢复到原温度后，得到溶液的质量为        　　g。

（2）要使35℃时接近饱和的丙溶液变成该温度下的饱和

溶液，可采用的一种方法是        　　。

（3）现有操作步骤：A．溶解、B．过滤、C．降温结晶、D．加热浓缩。若甲固体中含有少量乙，则提纯甲

的操作步骤是        　　。(填字母序号)

（4）若将 35℃时甲的饱和溶液降温到 25℃，则其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会        　　。（填字母序

号）

A．变大       B．变小      C．不变   

【答案】（1）130 （2）加入丙物质（或蒸发溶剂） （3）ADCB  （4）B

【解析】（1）25℃时，甲的溶解度为30g，溶解度是一定温度下，100g溶剂里达到饱和时，所溶解的溶质

的质量。将50g甲固体加入到100g水中，充分溶解并恢复到原温度后，得到溶液的质量为130g （2）

饱和溶液是在一定温度下、一定量的溶剂里不能再溶解某物质的溶液叫该物质的饱和溶液，反之为不

饱和溶液。要使35℃时接近饱和的丙溶液变成该温度下的饱和溶液，可采用的方法是加入丙物质（或

蒸发溶剂） （3）甲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较大，且随温度降低溶解度迅速减小，降温时因溶解度的减

小而析出，乙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很小，且量少，降低温度时几乎不析出，若甲固体中含有少量乙，

则提纯甲的操作步骤是溶解、加热浓缩、降温结晶、过滤。  （4）若将35℃时甲的饱和溶液降温到

25℃，溶解度变小，溶质因析出而减少，溶剂的质量不变，则其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会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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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某户外活动兴趣小组的同学利用假日去郊外野炊，回答下列问题：

（1）野炊所带的下列物品中，由天然纤维制成的是        　　。（填字母序号）

A．纯棉毛巾  　　 B．玻璃杯   　 　　C．塑料袋    　　D．铁锅

（2）野炊食谱如下：馒头、米饭、红烧排骨、清蒸鱼、牛奶，为保证各种营养素的均衡摄入，你建议食谱

中补充        　　。（填字母序号）

A．红烧牛肉   　　B．清炒白菜  　　  C．煎鸡蛋   　　 D．水煮豆腐

（3）在做饭过程中，小林把捡来的树枝架空，使其燃烧更旺，原理是        　　。

（4）回家后，同学们用水冲洗野炊骑过的自行车，请你给他们推荐一种防锈的方法：        　　。

【答案】（1）A   （2）B   （3）树枝与氧气充分接触  

（4）立即擦干（其他合理答案均可）

41．某同学要用含 CaCO380%的大理石与足量的稀盐酸反应制备 1000 mL标准状况下的二氧化碳气体。已知

标准状况下的二氧化碳气体的密度为1.98 g/L。假设大理石中的杂质不与稀盐酸反应，计算该同学最

少需要准备多少克大理石。 

【答案】5.625g

【解析】解：1000 mL标准状况下的二氧化碳气体的质量为：

1000 mL×10-3  L/mL × 1.98 g/L = 1.9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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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需要准备大理石的最少质量为5.625g

七、实验与探究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空 1分，共8分）

42．为加深对一氧化碳还原性的理解，减少一氧化碳对环境的污染，某同学设计了如图所示的实验：

A           B                     C

回答下列问题：

（1）图 B中，薄铜片受热时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趁热将图 B所示的薄铜片插入到图 A所示的装置中（如图 C所示），观察薄铜片的颜色变化，现

象是        　　；振荡集气瓶，观察到的现象是        　　。

（3）实验结束后用燃着的木条点燃瓶中的剩余气体，有明显的蓝色火焰出现，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答案】（1）2Cu+O2

 △    

  2CuO   

    （2）薄铜片表面由黑变红    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3）2CO + O2  点燃 

 

2CO2 

【解析】（1）铜和氧气在加热条件下生成生成黑色固体氧化铜，反应方程式为2Cu+O2  2CuO （2）氧化

铜和一氧化碳在加热条件生成二氧化碳和铜，铜是红色固体，所以薄铜片表面由黑变红；二氧化碳和

氢氧化钙反应生成碳酸钙沉淀和水，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3）一氧化碳在点燃条件下和氧气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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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有淡蓝色火焰，反应方程式为2CO + O2 点燃   2CO2 

43．某实验小组的同学用氢氧化钠溶液和盐酸做中和反应的实验，当他们向盛有氢氧化钠溶液的烧杯中滴

加一定量的稀盐酸后，发现忘记了滴加指示剂。他们停止滴加稀盐酸，对烧杯内溶液中的溶质成分进

行探究。

（1）写出该中和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2）探究烧杯内溶液中溶质的成分。

【猜想】猜想一：可能是 NaCl和 NaOH；猜想二：可能只有 NaCl；

猜想三：        　　。

【进行实验】

实验步骤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 结论

①
取少量烧杯内的溶液于试管中，滴入

几滴酚酞溶液，振荡
猜想一不成立

②
取少量烧杯内的溶液于另一支试管

中，滴加碳酸钠溶液
猜想三成立

【答案】（1）NaOH + HCl═NaCl + H2O

（2）【猜想】可能是 NaCl和 HCl   

     【进行实验】①溶液不变色   ②有气泡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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