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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气体 试剂
A SO2 饱和Na2SO3溶液＋浓硫酸
B Cl2 MnO2＋浓盐酸
C NH3 固体NH4Cl＋熟石灰
D CO2 石灰石＋稀盐酸

1.(2024·河北卷)图示装置不能完成相应气体的发生和收集实验

的是(加热、除杂和尾气处理装置任选)(　　)

解析：固体NH4Cl与熟石灰加热制NH3需要使用固固加热制气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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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灼烧海带
制海带灰

准确量取
15.00 mL稀盐酸

配制一定浓度
的NaCl溶液

使用电石和饱和
食盐水制备C2H2

2．(2024·甘肃卷)下列实验操作对应的装置不正确的是(　　)

解析：灼烧海带制海带灰应在坩埚中进行，并用玻璃棒搅拌，给坩埚加热时

不需要使用陶土网，A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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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用HCl标准溶液
滴定NaOH溶液

B.稀释浓硫酸
C.从提纯后的NaCl溶
液获得NaCl晶体

D.配制一定物质的
量浓度的KCl溶液

3．(2024·北京卷)下列实验的对应操作中，不合理的是(　　)

解析：玻璃棒下端应靠在刻度线以下的内壁上，D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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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调控滴定速度 B.用pH试纸测定溶液pH C.加热试管中的液体 D.向试管中滴加溶液

4．(2024·山东卷)下列图示实验中，操作规范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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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配制NaOH溶液 铁钉除油污 铁钉除锈 铁钉镀锌

5．(2024·江苏卷)实验室进行铁钉镀锌实验。下列相关原理、装置及操作不正

确的是(　　)

解析：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时，溶质要放在烧杯中溶解，A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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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4·浙江6月选考)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装置①可用于铜与浓硫酸反应并检验气态产物

B．图②标识表示易燃类物质

C．装置③可用于制取并收集氨气

D．装置④可用于从碘水中萃取碘

解析： NH3的密度比空气小，应用向下排空气法

进行收集，C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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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4·浙江1月选考)下列实验装置使用不正确的是(　　)

A．图①装置用于二氧化锰和浓盐酸反应制氯气

B．图②装置用于标准酸溶液滴定未知碱溶液

C．图③装置用于测定中和反应的反应热

D．图④装置用于制备乙酸乙酯

解析：二氧化锰和浓盐酸反应制氯气需要加热，

图①装置中缺少加热装置，A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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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3·广东卷)1827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进行了NH3喷泉实验。在此启发

下，兴趣小组利用以下装置，进行如下实验。其中，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的是(　　)

A．图1：喷泉实验  

B．图2：干燥NH3

C．图3：收集NH3  

D．图4：制备NH3

解析： P2O5为酸性氧化物，NH3为碱性气体，两者可以发生反应，故不可以

用P2O5干燥NH3，B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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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制Cl2 实验室收集C2H4

验证NH3易溶于
水且溶液呈碱性

除去CO2中混有的
少量HCl

A B C D

9．(2023·北京卷)完成下述实验，装置或试剂不正确的是(　　)

解析：除去二氧化碳中的氯化氢应通过饱和碳酸氢钠溶液，饱和碳酸钠溶液

会吸收二氧化碳，D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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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2·重庆高考)下列实验装置(夹持装置略)及操作正确的是(　　)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636204113132011010

https://d.book118.com/63620411313201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