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4 学年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化学学科试题

可能用到的相对原子质量： 1 12 14 16 35.5 52 64      H C N O Cl Cr Cu

I 卷(共 45 分)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只有 1 个选项符合题意，每小题 3 分)

1. 化学与生活密切相关，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活性炭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B. 小苏打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钠

C. 芯片主要成分为高纯度硅 D. 塑料属于天然高分子材料

【答案】C

【解析】

【详解】A．活性炭的吸附能力强，能达到除异味的作用，但不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故 A 错误；

B．小苏打是碳酸氢钠的俗称，主要成分是碳酸氢钠，故 B 错误；

C．芯片主要成分为性能优良的半导体材料高纯度硅，故 C 正确；

D．塑料是性能优良的合成高分子化合物，不属于天然高分子材料，故 D 错误；

故选 C。

2. 下列化学用语表达正确的是

A. 胆矾的化学式为 4 2FeSO 7H O B. Cl 的结构示意图：

C. 2 2H O 的电子式 D. 4CH 的球棍模型：

【答案】B

【解析】

【详解】A．胆矾的化学式为 4 2CuSO 5H O ，A 错误；

B．Cl 的结构示意图： ，B 正确；

C． 2 2H O 是共价化合物，其电子式： ，C 错误；

D． 是甲烷的空间填充模型，D 错误；

答案选 B。

3. 下列物质的应用或鉴别与氧化还原反应无关的是



A. 用食醋除水垢

B. 用KSCN 溶液检验 4FeSO 是否变质

C. 工业上用硅石  2SiO 制取粗硅

D. 加热条件下用银氨溶液检验 2 5C H OH中是否混有 3CH CHO

【答案】A

【解析】

【详解】A．食醋中醋酸与水垢的主要成分碳酸钙、氢氧化镁发生复分解反应，与氧化还原反应无关，A

符合题意；

B．若 4FeSO 变质，溶液中有 2+Fe 被氧化成 3+Fe ， 3+Fe 与KSCN 作用溶液呈红色，与氧化还原反应有

关，B 不符题意；

C．工业上用硅石  2SiO 制取粗硅， 2SiO 被还原为硅单质，涉及氧化还原反应，C 不符题意；

D．乙醇氧化生成乙醛，乙醇不能与银氨溶液反应，乙醛加热条件下能与银氨溶液发生银镜反应，涉及氧

化还原反应，D 不符题意；

答案选 A。

4. 下列“类比”、“推理”合理的是

A. Fe 与 S 反应生成FeS，则Cu 与 S 反应可生成 2Cu S

B. 工业上通过电解熔融的 2MgCl 冶炼Mg ，则可以通过电解熔融的 3AlCl 冶炼Al

C. 2CO 是酸性氧化物，则 2NO 也是酸性氧化物

D. Na 与 2H O 反应生成 NaOH 和 2H ，则Fe 与 2H O 反应生成 3Fe(OH) 和 2H

【答案】A

【解析】

【详解】A．Fe 和 S 反应生成 FeS，S 单质氧化性很弱，则 Cu 和 S 反应生成 2Cu S，A 正确； 

B．氯化铝为共价化合价，熔融状态下不导电，不能电解熔融的 3AlCl 冶炼金属铝，B 错误； 

C． 2NO 和水生成硝酸和 NO，不是酸性氧化物，C 错误；

D．Fe 不如钠活泼，常温下铁不会和水生成氢氧化铁和氢气，D 错误； 

故选 A。



5. 管道工人曾经用浓氨水检验氯气管道是否漏气： 3 2 2 48NH 3Cl N 6NH Cl   ，设 AN 为阿伏加德罗

常数的值，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311.2LNH 中含有 A1.5N 个 键

B. 每生成 228gN ，转移 A6N 个电子

C. 氧化剂与还原剂数目比为3:8

D. 1
41L0.1mol L NH Cl 溶液中含有 4NH

数目为 A0.1N

【答案】B

【解析】

【详解】A．不是标准状况，不能使用气体摩尔体积 Vm=22.4L/mol，无法计算 11.2LNH3中含有 键的数目，

A 错误；

B．28gN2的物质的量为 1mol，根据反应方程式 3 2 2 48NH 3Cl N 6NH Cl   可知，生成 1molN2转移

6mol 电子，因此每生成 28gN2，转移 6NA 个电子，B 正确；    

C．由反应方程式可知，Cl2为氧化剂，NH3为还原剂，8mol 氨气参与反应，其中 2mol 为还原剂，则氧化

剂与还原剂数目比为3: 2，C 错误；

D．NH4Cl 为强酸弱碱盐， 4NH
会水解，因此 1L0.1mol·L-1NH4Cl 溶液中含有 4NH

数目小于 0.1NA，D 错

误；

答案选 B。

6. MTP 是一类重要的药物中间体，可以由 TOME 经环化后合成。其反应式为：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3CH OH 中所有原子均可共面

B. TOME 与足量 2H 加成后，手性碳原子数目增加

C. 甲醇和乙二醇互为同系物，两者的核磁共振氢谱均有 2 组峰

D. 三种物质均可和 NaOH 溶液反应

【答案】B

【解析】



【详解】A．甲醇分子中碳原子为空间构型是四面体形的饱和碳原子，所以分子中所有原子不可能共面，

故 A 错误；

B．由结构简式可知，TOME 分子中含有如图*所示的 1 个手性碳原子：

，一定条件下与足量氢气发生加成反应所得产物中含有如图*所示的 3 个

手性碳原子： ，分子中手性碳原子数目增加，故 B 正确；

C．同系物必须是含有相同数目官能团的同类物质，甲醇和乙二醇含有的羟基数目不同，不可能互为同系

物，故 C 错误；

D．甲醇属于醇类，不能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故 D 错误；

故选 B。

7. 下列关于物质结构或性质及解释存在错误的是

选项 物质结构或性质 解释

A 键角： 2 4CO CH
CO2中 C 原子为 sp 杂化，为直线形分子；CH4中 C 原子为 sp3杂

化，为正四面体形分子

B 稳定性：HF HCl HF分子间可以形成氢键，HCl没有氢键

C
BF3与 NH3形成

[H3N→BF3]
3BF 中的B 有空轨道接受 3NH 中 N的孤电子对

D
冠醚能加快 KMnO4

与环己烯的反应速率

冠醚上不同大小的空穴适配不同大小的碱金属离子，冠醚通过与

K+结合将 4MnO
带入有机相，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A. A B. B C. C D. D

【答案】B

【解析】

【详解】A．CO2中 C 原子为 sp 杂化，为直线形分子，键角为 180°，CH4中 C 原子为 sp3杂化，为正四

面体形分子，键角为 109°28’，因此键角： CO2>CH4，A 正确；

B．非金属性越强，气态氢化物越稳定，非金属性:F>Cl，因此稳定性：HF>HCl，气态氢化物的稳定性与

氢键无关，B 错误；



C．BF3中的 B 有空轨道，NH3中 N 有孤电子对，因此 BF3 中的 B 与 NH3 中 N 可形成配位键，BF3与

NH3形成[H3N → BF3]，C 正确；

D．冠醚上不同大小的空穴适配不同大小的碱金属离子，冠醚通过与 K 结合将
-
4MnO 带入有机相，起到催

化剂的作用，因此冠醚能加快 KMnO4与环己烯的反应速率，D 正确； 

故选 B。

8. 我国学者开发了一种新型高效的催化剂，大幅度降低了电解所需的电压，同时可将 2H S气体变废为

宝，其工作原理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Y 电极与电源负极相连

B. 吸收 2H S的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2 3 2S 2Fe 2Fe S     

C. 交换膜M 为质子交换膜，电解时H 由 a 流向 b

D. 标况下，若X 电极上生成 24.48LH ，理论上 c中可处理 20.2molH S分子

【答案】D

【解析】

【分析】由图可知，与直流电源负极相连的 X 电极为电解池的阴极，氢离子在阴极得到电子发生还原反应

生成氢气，Y 电极为阳极，亚铁离子在阳极失去电子发生氧化反应生成铁离子，放电生成的铁离子在 c 室

溶液中与硫化氢反应生成亚铁离子、硫沉淀和氢离子，电解时氢离子通过质子交换膜由阳极室 b 流向阴极

室 a。



【详解】A．由分析可知，与直流电源正极相连的 Y 电极为阳极，故 A 错误；

B．由分析可知，c 室发生的反应为溶液中铁离子与硫化氢反应生成亚铁离子、硫沉淀和氢离子，离子方程

式为
3 2

2
+H S 2Fe 2F S+2He    ，故 B 错误；

C．由分析可知，电解时氢离子通过质子交换膜由阳极室 b 流向阴极室 a，故 C 错误；

D．由得失电子数目守恒可知，标准状况下 X 电极上生成 4.48L 氢气时，理论上 c 中可处理硫化氢的物质

的量为
4.48L

22.4L/mol
=0.2mol，故 D 正确；

故选 D。

9. 一种工业洗涤剂中间体结构式如图所示，其中短周期元素X Q Z Y W、 、 、 、 原子序数依次增大，X

和W 同主族但不相邻，Q Z Y、 、 为相邻元素，Y 和Q最外层电子数之和是Z原子L层电子数的二倍，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2X Y 和 2 2X Y 均为极性分子 B. 第一电离能：Y Z Q 

C. 原子半径：Y Z Q  D. W 与Y 形成的化合物中只含离子键

【答案】A

【解析】

【分析】一种工业洗涤剂中间体结构式如图所示，其中短周期元素 X、Q、Z、Y、W 原子序数依次增大，

X 和 W 同主族但不相邻，W 形成+1 价阳离子，X 形成 1 个共价键，则 X 为 H，W 为 Na；Y 形成 2 个共

价键，其原子序数小于 Na,则 Y 为 O；Q 形成 4 个共价键，其最外层电子数为 4，原子序数小于 O，则 Q

为 C；Q、Z、Y 为相邻元素，Y 和 Q 最外层电子数之和是 Z 原子 L 层电子数的二倍，Z 原子 L 层电子数

为
6 4

2


=5，则 Z 为 N，以此分析解答。

【详解】A．H2O 和 H2O2的正负电荷的重心不重合，均为极性分子，故 A 正确；

B．同一周期从左到右元素的第一电离能呈增大趋势，ⅡA 和ⅤA 族元素的第一电离能大于相邻元素，因

此第一电离能：N＞O＞C，即 Z＞Y＞Q，故 B 错误；

C．同一周期从左到右原子半径逐渐减小，因此原子半径：C＞N＞O，即 Q＞Z＞Y，故 C 错误；

D．W 与 Y 形成的化合物可能为 Na2O 或 Na2O2，Na2O 只含离子键，但 Na2O2



中既含离子键又含共价键，故 D 错误。

答案选 A。

10. 下列实验装置可以达到实验目的的是

A B C D

蒸干 CuCl2

溶液可制得

CuCl2固体

量取 20.00mL 未

知浓度的草酸
实验室制 NH3 比较非金属性：Cl>C>Si

A. A B. B C. C D. D

【答案】B

【解析】

【详解】A．加热促进 CuCl2溶液的水解，且生成 HCl 易挥发，应在 HCl 气流中进行蒸发，故 A 错误；

B．酸式滴定管量取 20.00mL 草酸，故 B 正确；

C．加热固体，试管口向下倾斜，防止水蒸气冷凝回流，炸裂试管，故 C 错误；

D．盐酸与碳酸钠溶液反应生成碳酸，碳酸氢钠溶液吸收挥发的 HCl 气体，二氧化碳与硅酸钠溶液反应生

成硅酸，则酸性：HCl>H2CO3>H2SiO3，由元素的非金属性越强其最高价氧化物对应的水化物的酸性越

强，HCl 为非含氧酸，无法证明 Cl 的氧化性强弱，故 D 错误；

故答案为：B。

11. 羟醛缩合反应是一种常用的增长碳链的方法。一种合成目标产物 (图中⑦)的反应机理如图

所示，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 ①与酸或碱均能发生反应

B. ③是该反应的中间产物

C. ⑥到⑦的过程中有非极性键的断裂和生成

D. 总反应的原子利用率为100%

【答案】C

【解析】

【分析】由图可知， 为反应的催化剂，乙醛和丙酮为反应物， 为生成物，

总反应为催化剂作用下乙醛和丙酮发生加成反应生成 。

【详解】A．含有亚氨基和羧基的 分子具有两性，能与酸反应，也能与碱反应，故 A 正

确；

B．由图可知， 是反应的中间产物，故 B 正确；

C．由图可知，⑥到⑦的过程发生的反应为 +H2O  +



+H+，反应中没有非极性键得断裂和生成，故 C 错误；

D．由分析可知，总反应为催化剂作用下乙醛和丙酮发生加成反应生成 ，反应的原子利用

率为 100%，故 D 正确；

故选 C。

12. 某化学兴趣小组在实验室中模拟并改进侯氏制碱法制备 3NaHCO ，进一步处理得到产品 2 3Na CO 和

4NH Cl，实验流程如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步骤①离子方程式为： 3 2 2 4 3NH CO H O NH HCO    

B. 步骤①获得 3NaHCO 的操作为蒸发、结晶、过滤、洗涤、干燥

C. 煅烧 3NaHCO 制 2 3Na CO 是ΔH 0 的非氧化还原反应

D. 流程中只有 NaCl 能循环使用

【答案】C

【解析】

【分析】由题给流程可知，氯化钠粉末溶于浓氨水中得到饱和氨盐水，向饱和氨盐水中通入二氧化碳，二

氧化碳与溶液中氨气、氯化钠反应生成碳酸氢钠沉淀和氯化铵，过滤得到碳酸氢钠和含有氯化铵的母液；

碳酸氢钠受热分解生成碳酸钠、二氧化碳和水，向母液中加入氯化钠粉末，增大溶液中的氯离子浓度，降

低氯化铵的溶解度，使氯化铵转化为固体析出，过滤得到氯化铵和食盐水，流程中二氧化碳和氯化钠可以

循环使用。

【详解】A．由分析可知，步骤①发生的反应为二氧化碳与溶液中氨气、氯化钠反应生成碳酸氢钠沉淀和

氯化铵，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 +

3 2 2 4 3Na +NH +CO +H O=NH +NaHCO  ，故 A 错误；

B．由分析可知，步骤①获得碳酸氢钠的操作为过滤、洗涤、干燥，故 B 错误；



C．碳酸氢钠受热分解生成碳酸钠、二氧化碳和水的反应为反应物总能量小于生成物总能量的吸热反应，

反应的焓变大于 0，反应中没有元素发生化合价变化，属于非氧化还原反应，故 C 正确；

D．由分析可知，流程中二氧化碳和氯化钠可以循环使用，故 D 错误；

故选 C

13. 钠离子电池比锂离子电池更稳定，造价更低。一种钠离子电池构造示意图如下，已知电池反应：

1 x 2 x n 2Na MnO Na C NaMnO nC  ˆ ˆ ˆ †̂‡ ˆ ˆ ˆ̂
放电

充电
放电，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 钠离子电池比锂离子电池内阻大，短路时不易发热，具备更高安全性

B. 充电时，阳极的电极反应式为 2 1 x 2NaMnO xe Na MnO xNa 
 =

C. 放电时，正极钠的化合价未发生改变

D. 废旧钠离子电池进行“放电处理”让 Na 进入硬碳中而有利于回收

【答案】D

【解析】

【分析】由图可知，放电时，硬碳电极为原电池的负极，NaxCn在负极失去电子发生氧化反应生成钠离子

和碳，Na1-xMnO2电极为正极，钠离子作用下 Na1-xMnO2在正极得到电子发生还原反应生成 NaMnO2；充

电时，与直流电源负极相连的硬碳电极为阴极，Na1-xMnO2电极为阳极。

【详解】A．由钠离子电池比锂离子电池更稳定，造价更低可知，与锂离子电池相比，钠离子电池比锂离

子电池内阻大，短路时瞬间发热量小于锂离子电池，具有不易发热，具备更高安全性的优点，故 A 正确；

B．由分析可知，充电时，Na1-xMnO2电极为阳极，NaMnO2在阳极失去电子发生氧化反应生成 Na1-xMnO2

和钠离子，电极反应式为 2 1 x 2NaMnO xe Na MnO xNa 
 = ，故 B 正确；

C．由电池反应可知，放电时 Na1-xMnO2电极为正极，钠离子作用下 Na1-xMnO2在正极得到电子发生还原

反应生成 NaMnO2，放电过程中钠元素的化合价未发生改变，故 C 正确；

D．废旧钠离子电池里面有残余电量，为了防止拆卸电池中发生意外，废旧钠离子电池进行“放电处理”

时，应将硬碳中的钠转化为钠离子，故 D 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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