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年级化学上册第六单元 碳和碳的氧化物难点解析

 考试时间：90分钟；命题人：化学教研组

考生注意：

1、本卷分第 I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满分 100分，考试时间 90分钟

2、答卷前，考生务必用 0.5毫米黑色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班级填写在试卷规定位置上

3、答案必须写在试卷各个题目指定区域内相应的位置，如需改动，先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

的答案；不准使用涂改液、胶带纸、修正带，不按以上要求作答的答案无效。

第 I 卷（选择题  30 分）

一、单选题（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计 30 分）

1、某小组利用如图装置进行创新实验。实验时，先加热炭粉，一段时间后将酒精喷灯移至 CuO处加

热。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实验过程中，CO2既是反应物，又是生成物

B．气球可以收集尾气，防止污染空气

C．反应过程中，固体由黑色变为红色

D．装置内发生的化学反应： 2C+2CuO 2Cu+CO 
高温

2、下列物质的性质，属于化学性质的是

A．N2不支持燃烧 B．金刚石硬度大 C．H2的密度小 D．O2不易溶于水



3、夏季，在车窗紧闭的汽车内打开空调休息，有气体中毒的风险，该气体可能是

A．氮气 B．氧气 C．一氧化碳 D．二氧化碳

4、某气体中可能含有 CO2、O2、N2中的一种或几种，将该气体依次通过：①炽热的焦炭；②足量灼热

的氧化铜；③足量的碱石灰（氢氧化钠和氧化钙的混合物，可吸收二氧化碳）。每一步均充分反应，

最终得到的气体为纯净物。气体的分子数目随时间的变化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①a点气体可能为 N2和 O2

②b点气体中 CO和 N2的质量比为 2:1

③c点气体中 O、N原子的个数比为 2:1

④该过程中发生了化合反应和置换反应

A．4种 B．3种 C．2种 D．1种

5、下列关于碳和碳的氧化物说法正确的是

A．金刚石和石墨的硬度都很大 B．金刚石和石墨都能燃烧

C．CO2和 CO都有毒 D．CO2和 CO都能溶于水

6、下列实验现象描述正确的是

A．铁丝在氧气中燃烧，火星四射，生成四氧化三铁

B．红磷在空气中燃烧产生大量白雾

C．将二氧化碳气体通入紫色石蕊试液中，试液由紫色变为无色

D．铜绿受热，固体由绿色逐渐变为黑色，试管内壁有水珠



7、下列实验现象描述错误的是

A．将二氧化碳通入紫色石蕊试液中，溶液变红

B．红磷在空气中燃烧，冒出大量白烟

C．铁丝在氧气中剧烈燃烧，火星四射，生成黑色固体

D．石蜡燃烧生成水和二氧化碳

8、CO、CO2和 CaCO3的转化关系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2 3CO CO CaCOˆ ˆ †̂ ˆ ˆ †̂‡ ˆ ˆ̂ ‡ ˆ ˆ̂
① ③

② ④

A．①表现出 CO的氧化性 B．②可通过与氧化铜反应实现

C．③可通过分解反应实现 D．④可通过与盐酸反应实现

9、含碳燃料燃烧不充分时，会生成一种能与血液中血红蛋白结合的有毒气体是

A．一氧化碳 B．氢气 C．二氧化碳 D．氧气

10、下列实验目的所对应的实验操作中，不正确的是

选项 实验目的 实验操作

A 鉴别硬水和软水 加入肥皂水

B 区分 O2和 CO2 伸入燃着的木条

C 除去 CO2中的少量 CO 通入澄清石灰水中

D 证明分子间有间隔
50 mL水和 50 mL酒精在 100 mL量筒内混

合

A．A B．B C．C D．D

第Ⅱ卷（非选择题  70 分）



二、填空题（5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计 20 分）

1、化学符号就是我们的化学语言，掌握化学语言对我们学好化学有很大的帮助。请按要求用化学符

号填空：

（1）2个乙醇分子______________；

（2）2个铵根离子______________；

（3）二氧化碳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化学方程式_________。

2、气体的制取及其性质实验是初中化学的基础实验，回忆有关知识，根据下图回答：

（1）检查装置 A的气密性的方法是__________，说明气密性良好。

（2）实验室可以利用装置 A和 F制备并收集 CO2，石灰石应放在__________；装置的连接顺序

a→___________；实验过程中若需要暂时停止反应，最便捷的操作是__________。

（3）实验室里，可使用 B装置加热氯化铵和氢氧化钙固体混合物制备氨气，收集氨气不选择装置 D

和装置 E，由此推测氨气的物理性质是__________。（写一条）

3、选择下列适当的物质填空（选填序号）：

A．干冰  B．活性炭  C．酒精  D．武德合金  E.氮气  F.石灰石  G.生铁  H.碳酸氢铵

（1）用于食品保护气的是_________；

（2）用于制作保险丝的合金是_________；

（3）农业上用作化肥的是_________；

（4）用作冰箱除味剂的是_________；



（5）高炉炼铁中用到的是_________。

4、水由______构成，铁由______构成，氯化钠由______构成，其中构成氯化钠的微粒符号是

_________和_________。明矾在净水过程中的作用是_________悬浮杂质，使杂质沉降下去；利用活

性炭净水时，能除去色素和异味，是因为它的结构__________，具有吸附性；K2FeO4是一种高效消毒

剂，其中铁元素的化合价为_________。

5、实验室制取并收集二氧化碳，选用______（填数字符号）组合，化学方程式为______，收集装置

不能采用另外两个装置的原因是______。

三、计算题（5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计 40 分）

1、某化学兴趣小组为测定某补钙剂中碳酸钙的质量分数，取 10片补钙剂样品（每片质量 1.25g）置

于烧杯中，然后向其中逐渐加入 53.5g稀盐酸（杂质不与盐酸反应），恰好完全反应。反应后烧杯中

的物质的总质量为 61.6g。请计算：

（1）产生 CO2的质量为_________g。

（2）样品中碳酸钙的质量分数________。

2、实验室用 10g含碳酸钙 50%的石灰石样品与足量的稀盐酸反应制取二氧化碳。求：

（1）10g石灰石样品中含碳酸钙_____________g。

（2）充分反应后，理论上可制得二氧化碳的质量。

3、有一种石灰石样品的成分是 CaCO3和 SiO2.课外小组同学将 100g盐酸分 5次加入到 35g石灰石样品

中(已知 SiO2不与盐酸反应)，得到如下部分数据和图象。



次数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加入盐酸的质量/g 20 20 20

剩余固体的质量/g 30 a 20

请计算：

（1）碳酸钙中钙元素、碳元素和氧元素的质量比为______。(结果用最简整数比表示)

（2）第 2次加入盐酸后，a为______g。

（3）用该反应制得的 CaCl2配制成 10%的 CaCl2溶液可作路面保湿剂。欲将所得液体过滤蒸发所得

CaCl2最多能制得保湿剂溶液______克？(假设实验过程中溶液损失忽略不计)

4、为检查某石灰石样品中碳酸钙的纯度，取该样品 16g放入烧杯中，再向烧杯中加入 35g稀盐酸，

恰好完全反应（杂质不参加反应），反应后烧杯中剩余固体物质共 46.6g。

（1）反应生成 CO2的质量为______g；

（2）石灰石样品中碳酸钙的质量分数；

（3）16g石灰石样品中钙元素的质量为______g．

5、化学兴趣小组为了测定石灰石样品中碳酸钙的质量分数，取 25g石灰石样品放在烧杯中，然后向

其中逐滴加入一定量某质量分数的稀盐酸，使之与样品充分反应（杂质不参加反应）．随着反应进

行，加入稀盐酸的质量与反应得到气体的质量变化关系如图所示。



请计算样品中碳酸钙的质量分数是多少？（写出计算过程）

四、实验探究（1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计 10 分）

1、2021年 3月 20日，三星堆遗址发布最新考古成果，青铜神树、青铜面具等破土而出！“拉瓦

锡”小组从生活中的铜制品上提取绿色的铜锈，开启“课外考古”探究。

（査阅资料）①铜锈俗称铜绿，化学式为 Cu2（OH）2CO3，受热易分解；②无水 CuSO4为白色粉末，遇

水变蓝；③碱石灰是 CaO和 NaOH的固体混合物，能吸收二氧化碳和水蒸气；④碳粉不与稀盐酸反

应，不溶于稀盐酸；⑤氧化铜能与稀盐酸反应，溶液变蓝色。

（发现问题）小组同学将少量铜锈放入试管中加热，发现固体由绿色变成黑色。

探究一：生成的黑色固体成分。

（猜想与假设）猜想一：黑色固体是 C粉；

猜想二：黑色固体是 CuO；

猜想三：黑色固体是______。

（设计方案）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取少量样品于试管中，加入

足量稀盐酸
______ 猜想二正确

探究二：铜锈受热分解还会生成哪些物质。

（进行实验）选择如图所示装置进行验证。



步骤一：连接 A和 B，打开弹簧夹，通入一段时间的空气；

步骤二：关闭弹簧夹，依次连接装置 A→B→______（选填“C→D”或“D→C”）；

步骤三：点燃酒精灯，观察到明显现象后，停止加热。

当观察到______，说明铜锈受热分解生成了水；观察到装置 D中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则进一步说明铜

锈中一定含有______元素。

（反思与评价）（1）装置 A的作用是______。

（2）装置 D中发生反应的化学式表达式为______。

（3）若取一定量的碱式碳酸铜固体进行加热，某变量 y随加热时间的变化趋势如图所示。则 y表示

的是（____）

A．剩余固体的质量 B．固体中 Cu元素的质量

C．生成气体的质量 D．固体中 Cu元素的质量分数

-参考答案-

一、单选题

1、D



【详解】

A、实验过程中，碳和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碳，然后二氧化碳又和碳粉反应生成一氧化碳，所以 CO2

既是反应物，又是生成物，故选项正确；

B、由于在高温条件下碳和二氧化碳反应生成了一氧化碳，气球可以收集尾气一氧化碳，防止污染空

气，故选项正确；

C、反应过程中，在高温条件下，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铜生成了铜和二氧化碳，黑色氧化铜变为红色固

体，故选项正确；

D、由于碳和氧化铜不接触，不能发生反应，发生的反应是在高温条件下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铜生成了

铜和二氧化碳，方程式是 2CO+CuO Cu+CO
高温

，故选项错误。

故选：D。

2、A

【分析】

化学性质：需要发生化学变化才能体现出来的性质。

【详解】

A.N2不支持燃烧，需要发生化学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属于化学性质。    

B.金刚石硬度大，硬度属于物理性质。    

C.H2的密度小，密度属于物理性质。    

D.O2不易溶于水，水溶性属于物理性质。

故选：A

3、C

【详解】

燃油不完全燃烧生成有毒气体一氧化碳，容易使人中毒；氮气、氧气、二氧化碳均无毒；



故选 C。



4、B

【分析】

①通过炽热的焦炭，没有说明焦炭量的多少，故可能发生以下反应：

二氧化碳和碳高温下生成一氧化碳，C+CO2

高温
2CO，反应后气体分子数增加；

碳和氧气不完全反应生成一氧化碳，2C+O2

点燃
2CO，反应后气体分子数增加；

碳和氧气完全反应生成二氧化碳，C+O2

点燃
CO2，反应后气体分子数不变；

②通过足量灼热的氧化铜

一氧化碳和氧化铜在加热下生成铜和二氧化碳，CO+CuO

Cu+CO2，反应后气体分子数不变；

③通过足量的碱石灰(氢氧化钠和氧化钙的混合物)；

氢氧化钠和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钠和水，2NaOH+CO2=Na2CO3+H2O，反应后气体分子数减小；

氮气化学性质稳定，不参与反应；每一步均充分反应，最终得到的气体为纯净物，则剩余气体为氮

气，分子数为 n；ab段分子数增加 n，说明 ab反应后气体中存在一氧化碳气体，则混合气中含有氧

气或二氧化碳或两者都有；bc段分子数不变，说明 ab反应后气体中不存氧气（氧气会和生成的铜反

应，导致气体分子数减小）；cd段分子数减小，说明 bc反应后气体中存在一氧化碳生成的二氧化碳

气体；

【详解】

A、a点气体中一定含有 N2，可能含有氧气或二氧化碳或两者都有，故选项正确；

B、cd段分子数减小 2n，为二氧化碳分子数；根据化学方程式 CO+CuO

Cu+CO2可知，生成二氧化碳分

子数 2n，需要一氧化碳分子数为 2n，则 b点气体中 CO和 N2的分子数目比为 2n:n=2:1，质量比为

(2×28):(1×28) =2:1，故选项正确；

C、一氧化碳与足量的氧化铜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和铜，bc段分子数不变，说明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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