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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学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九年级（上）第一次月考

化学试卷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共 50 分）

1.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涉及到许多变化。下列变化中不包含化学变化的是(    )

A. 用石灰浆涂抹墙壁后，表面有水珠生成 B. 在口中咀嚼米饭或馒头时感到有甜味

C. 用干冰做制冷剂进行人工降雨 D. 使用煤气作燃料烧饭做菜

2.下列物质的用途中，主要应用其化学性质的是(    )

A. 用铁、铝制作炊具 B. 用酒精作燃料

C. 用干冰进行人工降雨 D. 用铜制作导线

3.判断镁条燃烧是化学变化的依据是(    )

A. 镁条迅速变短 B. 发出耀眼的白光

C. 生成了一种白色固体 D. 放出大量的热

4.如图是几位在实验室操作时的图片，其中正确的是(    )

A. B. 

C. D. 

5.下列物质中，不含水的是(    )

A. 人体 B. 冰 C. 铁水 D. 苹果

6.在治理城市空气污染中所采取的措施不正确的是(    )

A. 焚烧落叶 B. 增大绿化面积 C. 减少用煤作燃料 D. 汽车改用清洁燃料

7.下列实验操作符合规则的是(    )

A. 为了便于观察，给试管里的液体加热时，试管口可以对着实验者

B. 为了操作方便，对于没有毒和腐蚀性的药品，可以用手直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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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为了节约药品，剩余药品应倒回原试剂瓶，以免浪费

D. 为了防止试剂污染，滴管应悬空在试管上方滴加液体，不要直接接触试管

8.某同学用量筒准确量取20mL某液体，倒出一部分后，俯视凹液面最低处，读数为11mL，则该同学倒出

的液体体积(    )

A. 大于9 mL B. 小于9 mL C. 等于9 mL D. 不能确定

9.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红磷点燃后伸入氧气中产生大量白雾 B. 铁丝伸入氧气中火星四射

C. 硫粉在氧气中燃烧产生明亮的蓝紫色火焰 D. 木炭在氧气中燃烧时有火焰

10.我国城市及周边地区的环境中，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是(    )

A.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氮气 B.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

C. 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D. 二氧化氮、一氧化氮、水蒸气

11.薯片等易碎食品宜采用充气袋包装，下列气体中最不适宜充入的是(    )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稀有气体

12.下列实验操作错误的是(    )

A. 洗涤玻璃仪器一定要连洗几次，直到干净

B. 加热试管中的冷水，可以不预热直接对准试管底部加热

C. 滴瓶上的滴管是不能用来吸取其他试剂的

D. 熄灭酒精灯，只能用灯帽盖灭

13.生活中应用缓慢氧化的实例很多，下列反应中不属于缓慢氧化的是(    )

A. 酒和醋的酿造 B. 农家肥料的腐熟

C. 酒精灯平稳燃烧 D. 人在长跑时急促呼吸

14.当天空打雷放电时，空气中有极少量的氧气会转变成臭氧，该反应可表示为氧气放电
→ 臭氧，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

A. 该反应是物理变化 B. 该反应是化学变化 C. 该反应是分解反应 D. 该反应是化

合反应

15.做空气中氧气含量测定的实验装置如图。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A. 选用红磷是因为反应可以耗尽氧气，生成液态的五氧化二磷

B. 燃烧匙中的红磷可以换成硫或木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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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燃烧匙中的红磷越多，水位上升越高

D. 钟罩内气体压强的减小会导致水面的上升

16.下列关于空气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工业上利用氧气和氮气的沸点不同，从液态空气中分离出氧气的过程属于物理变化

B. 空气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天然资源

C. 若大量有害物质进入空气中，仅靠大自然的自净能力，大气不能够保持洁净

D. 按质量分数计，空气中约含有氮气78%、氧气21%、其他气体和杂质

17.鉴别空气、氧气和二氧化碳三瓶气体，最常用的方法是(    )

A. 分别测定它们的密度 B. 将气体分别通入澄清石灰水中

C. 观察颜色并闻它们的气味 D. 将燃着的木条分别伸入集气瓶中

18.下列属于化学变化的是(    )

A. 天然气燃烧 B. 干冰升华 C. 切割玻璃 D. 冰激凌融化

19.进行木炭在氧气中燃烧的实验有以下四个步骤，其中一定没有发生化学变化的是(    )

A. 夹取木炭 B. 点燃木炭

C. 木炭燃烧 D. 向集气瓶中加石灰水

20.实验桌上因酒精灯打翻而着火时，最便捷的扑火方法是(    )

A. 用水冲熄 B. 用湿抹布盖灭 C. 用沙扑灭 D. 用嘴吹熄

21.下列实验操作正确的是(    )

A. 用向上排空气法收集氧气时，应将带火星的木条伸入集气瓶内，检验氧气是否集满

B. 导管口有气泡冒出时，应立即收集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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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从水槽中取出集气瓶，拿出水面，盖上玻璃片后正放在桌上

D. 用排水法收集氧气，水槽中导管口气泡快速均匀冒出时就开始收集氧气

22.实验室制取并用排水法收集氧气的主要步骤有：

①装入药品；②检查装置气密性；③给固体药品加热；④将装置固定在铁架台上；⑤熄灭酒精灯；⑥收

集气体；⑦将导管移出水槽．正确的操作顺序为(    )

A. ①②③④⑤⑥⑦ B. ②①④③⑥⑤⑦ C. ①②④③⑥⑤⑦ D. 

②①④③⑥⑦⑤

23.100mL酒精和100mL水混合后总体积小于200mL，说明了(    )

A. 物质是由分子构成 B. 分子很小 C. 分子在不停地运动 D. 分子间有一定间隔

24.锂电池可用作心脏起搏器的电源．已知一种锂原子核内有3个质子和4个中子，则该锂原子的相对原子质

量为(    )

A. 1 B. 3 C. 4 D. 7

25.下列符号中，既能表示氢元素，又能表示氢原子的是 (    )

A. 2H B. 2H+ C. 2H
2

D. H

二、非选择题（共 50 分）

26.用元素符号填空： 

(1)氩元素 ______ ； 

(2)3个镁离子 ______ ； 

(3)氮气 ______ 。

27.我们曾做过①红磷；②硫；③铁；④木炭在氧气中燃烧的实验，其中燃烧时火星四射的是(用序号填空，

下同) ______ ；产生白烟的是 ______ ；有刺激性气味气体生成的是 ______ ；发出白光的是 ______ 。上

述现象都有助于我们判断是否发生了化学变化，判断化学变化发生的根本依据是  ______ 。

28.实验中要进行下列实验操作，分别填写需要使用到的仪器名称  

(1)取用块状药品一般使用 ______ ； 

(2)吸取或滴加少量液体时用 ______ ； 

(3)用于加热或点燃药品时用 ______ ； 

(4)准确量取液体药品的是 ______ 。

29.根据下列现象说明空气中含有哪些成分

(1)爆米花放在空气中变软，说明空气中含有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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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澄清的石灰水长期放置在空气中，瓶壁和石灰水底部出现白色固体，说明空气中含有______

(3)空气是制造氮肥的原料，说明空气中含有______．

30.氧气是一种化学性质比较活泼的气体，他可以和许多物质发生化学反应。 

 

(1)在反应条件方面，三个实验都是 ______ ；在能量变化方面，三个实验都 ______ (填“放热”或“吸热”

)；在反应基本类型方面，都是 ______ ； 

(2)根据实验过程填写相应的生成物或实验现象  

丙中生成物的名称是 ______ ，甲中的实验现象是 ______ ； 

(3)乙实验在进行前应该先对使用的铁丝进行  ______ ，将铁丝盘成螺旋状，目的是 ______ ；并在铁丝下端

系一节火柴梗用于 ______ ，当火柴梗快燃尽时将铁丝伸入集气瓶中，这样做的目的是 ______ ；观察到铁

丝在氧气中燃烧的现象是 ______ ； 

(4)三个实验的集气瓶中都放有少量的水，其中甲实验集气瓶底部放少量水的目的是  ______ ；乙实验集气

瓶底部放少量水的目的是 ______ 。

31.红磷在空气中燃烧______．

32.铁丝在氧气中燃烧 ______ ( ______ )(填基本反应类型)

33.实验室用氯酸钾制取氧气(化学方程式)。

34.实验室用过氧化氢溶液制氧气．

35.试用分子的观点解释下列几种现象。 

(1)用铝壶烧水时，水开了会将壶盖顶开。 

(2)用水银温度计测体温时，水银柱示数上升。 

(3)汽车在加油站里加汽油时要“严禁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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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写出图中所标仪器的名称① ______ ；② ______ ； 

(2)实验室使用高锰酸钾制取氧气的文字表达式为 ______ ；应该选用的气体发生装置是 ______ ；气体收集

装置应该选用 ______ ；在加药品前应该先进行的操作是 ______ ； 

(3)加热高锰酸钾制取氧气并用排水集气法收集，当有气泡产生时能不能立即收集(填“能”或“不能”) 

______ ，原因 ______ ； 

(4)实验中收集完气体，要结束时应该先 ______ 再 ______ ； 

(5)实验结束在整理仪器时发现大试管破裂，请你分析下可能存在的原因： 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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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和解析

1.【答案】C 

【解析】【分析】

本题考查了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区别，基础性比较强，只要抓住关键点：是否有新物质生成，难度不大。

【解答】

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叫化学变化，没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叫物理变化。化学变化的特征是：有新物质生成。

判断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依据是：是否有新物质生成。

A、用石灰浆涂抹墙壁后，表面有水珠生成，属于化学变化；故选项错误；

B、在口中咀嚼米饭或馒头时感到有甜味是淀粉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分解引起的，属于化学变化；故选项

错误；

C、用干冰做制冷剂进行人工降雨，没有新物质生成，属于物理变化；故选项正确；

D、使用煤气作燃料烧饭做菜，煤气燃烧属于化学变化；故选项错误；

故选：C。

2.【答案】B 

【解析】解：A、用铁、铝制作炊具只是形状发生了改变，利用了它们的延展性，属于物理性质，故 A 错；

B、用酒精作燃料是利用酒精具有可燃性，酒精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属于化学变化，所以利用了其化学

性质，故 B 正确；

C、用干冰进行人工降雨是利用干冰易升华，由固态二氧化碳直接变为气态，吸收热量，使周围温度降低水

蒸气冷凝成水滴，所以利用了物理性质，故 C 错；

D、用铜制作导线是利用铜的导电性，没有新的物质生成，属于其物理性质，故 D 错。

故选：B。

物理性质是指物质不需要发生化学变化就表现出来的性质．化学性质是指物质在化学变化中表现出来的性

质．而化学变化的本质特征是变化中有新物质生成，因此，判断物理性质还是化学性质的关键就是看表现

物质的性质时是否有新物质产生．

物理性质、化学性质是一对与物理变化、化学变化有密切关系的概念，联系物理变化、化学变化来理解物

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则掌握起来并不困难．

3.【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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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解：判断镁条在空气中燃烧是化学变化需抓住其本质特征产生新物质，镁条迅速变短、发出耀眼

的白光、放出大量的热，都不能说明产生了新物质；生成白色固体说明有新物质生成，是判断发生化学变

化的依据。

故选：C。

在化学变化中还伴随发生一些现象，如放热、发光、变色、放出气体、生成沉淀等等，这些变化常常可以

帮助我们判断有没有化学变化发生，但要注意有这些现象时并不一定发生了化学变化。化学变化的本质特

征在于是有新物质生成，分析过程要注意不要被变化过程中的现象所迷惑，要找到本质。

本题难度不大，是对化学变化特征的考查，有新物质生成是化学变化的本质特征。

4.【答案】A 

【解析】解：A、向试管中倾倒液体药品时，瓶塞要倒放，标签要对准手心，瓶口紧挨，图中所示操作正确。

B、使用酒精灯时要注意“两查、两禁、一不可”，不可用嘴吹灭酒精灯，应用灯帽盖灭，图中所示操作错

误。

C、给试管中的液体加热时，用酒精灯的外焰加热试管里的液体，且液体体积不能超过试管容积的1

3
，图中

液体超过试管容积的1

3
，大拇指不能放在短柄上，图中所示操作错误。

D、使用胶头滴管滴加少量液体的操作，注意胶头滴管的位置是否伸入到试管内或接触试管内壁。应垂直悬

空在试管口上方滴加液体，防止污染胶头滴管，图中所示操作错误。

故选：A。

A、根据向试管中倾倒液体药品的方法进行分析判断。

B、根据酒精灯的使用方法进行分析判断。

C、根据给试管中的液体加热的方法进行分析判断。

D、根据使用胶头滴管滴加少量液体的方法进行分析判断。

本题难度不大，熟悉各种仪器的用途及使用注意事项、掌握常见化学实验基本操作的注意事项是解答此类

试题的关键。

5.【答案】C 

【解析】解：A、人体中的主要成分是水，故 A 不选；

B、冰在化学上和水是同一种物质，就是水的固态，故 B 不选；

C、铁水是熔化了的铁，是液态的铁，不含水；

D、苹果中含有大量的水分，故 D 不选；

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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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生活常识和其它学科的知识进行综合判断，铁水是对液态铁的俗称。

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生活常识的理解和其它学科的掌握情况，完成此题，可以依据已有的知识进行。

6.【答案】A 

【解析】解：A、焚烧落叶，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烟尘等物质，故 A 正确，

B、绿化面积大了，吸收的二氧化碳和烟尘就多了，减少了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故 B 错误，

C、减少使用煤作燃料，减少了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的排放，减少了固体废弃物的排放，故 C 错误，

D、改用清洁能源，减少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故D 错误，

故选：A。

A、根据焚烧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进行分析，

B、根据植物的光合作用进行分析，

C、根据煤属于化石燃料进行分析，

D、根据使用石油会排放有害物质进行分析．

在解此类题时，首先弄清一些可燃物燃烧或反应后的产物，然后根据这些产物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判断．

7.【答案】D 

【解析】解：A、为了安全，给试管里的液体加热时，试管口不可以对着有人的方向，操作错误。

B、对于没有毒和腐蚀性的药品，也不可以用手直接去拿，会污染药品，操作错误。

C、实验剩余的药品不能放回原瓶，否则会污染药品，操作错误。

D、为了防止试剂污染，滴管应悬空在试管上方滴加液体，不要直接接触试管，操作正确。

故选：D。

了解药品的取用方法及注意事项；掌握给试管里的液体加热和滴管的使用的方法，知道错误操作会引发的

后果．

8.【答案】A 

【解析】解：用量筒量取液体时，量筒要放平，读数时视线应与凹液面最低处相平；如果仰视液面，读数

比实际偏低，若俯视液面，读数比实际偏大。

某同学用量筒量取液体，量筒放平稳，且面对刻度线，视线与液体凹液面的最低处平齐，读数为20mL，实

际体积等于20mL；倾倒部分液体后俯视液面读数，其读数会比实际偏大，那么实际体积应小于 11mL.则该

学生实际倾倒的液体体积大于 9mL。

故选：A。

用量筒量取液体时，量筒要放平，读数时视线应与凹液面最低处相平；如果仰视液面，读数比实际偏小，

若俯视液面，读数比实际偏大．根据量筒的读数与实际值的关系来判断该学生实际倒出液体的体积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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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难度不大，熟悉各种仪器的用途及使用注意事项、掌握常见化学实验基本操作的注意事项是解答此类

试题的关键．

9.【答案】C 

【解析】解：A、红磷在氧气中燃烧，产生大量的白烟，而不是白雾，故选项说法错误。

B、铁丝伸入氧气中，若不点燃，不会燃烧、火星四射，故选项说法错误。

C、硫在氧气中燃烧，发出明亮的蓝紫色火焰，故选项说法正确。

D、木炭在氧气中燃烧，发出白光，而不是火焰体，故选项说法错误。

故选：C。

A、根据红磷在氧气中燃烧的现象进行分析判断．

B、根据铁丝燃烧的条件进行分析判断．

C、根据硫粉在氧气中燃烧的现象进行分析判断．

D、根据木炭在氧气中燃烧的现象进行分析判断．

本题难度不大，掌握常见物质燃烧的现象即可正确解答；在描述物质燃烧的现象时，需要注意光和火焰、

烟和雾的区别．

10.【答案】B 

【解析】解：A、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会造成空气污染，空气中含有氮气，无毒，不会造成空气污染，故 A

错误。

B、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是会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故 B 正确；

C、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会造成空气污染，二氧化碳未列入空气污染物，故 C 错误；

D、二氧化氮、一氧化碳会造成空气污染，水蒸气不会造成空气污染，故 C 错误。

故选：B。

本题考查空气污染及其危害的知识，要求学生了解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迅猛发

展，对空气污染重、影响广的物质叫主要污染物，空气的主要污染物有颗粒物质、一氧化碳、二氧化硫、

氮的氧化物、碳氢化合物等，防治空气污染的措施有控制污染源，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使用清洁能源等。

本题是直接考查空气污染原因和污染物的种类，比较简单，利用所学的课本知识即可解答，但需要对污染

物的类型加以区分。

11.【答案】A 

【解析】解：A、氧气化学性质活泼，能与多种物质反应，很容易使食品变质，故对；

B、氮气化学性质稳定，可有效隔离空气，可用作食品的保护气；故错；

C、在常温下二氧化碳性质较稳定，可用作食品的保护气；故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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