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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22 北京中考真题化学汇编

燃料的条件
一、单选题

1．（2019 北京中考真题）用下图装置进行实验。升温至 60℃的过程中，仅①燃烧；继续升温至 260℃的过

程中，仅③燃烧。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

A．①燃烧，说明白磷是可燃物

B．对比①③，可说明红磷的着火点比白磷的高

C．对比②③，可验证燃烧需可燃物与氧气接触

D．④未燃烧，说明无烟煤不是可燃物

2．（2011 北京中考真题）根据下图所示实验分析得出的结论中，不正确的是（ ）

A．甲烷燃烧生成二氧

化碳和水

B．铁能在氧气中

燃烧

C．白磷的着火点比红磷的

低

D．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大，

不燃烧也不支持燃烧

A．A B．B C．C D．D
二、填空题

3．（2022 北京中考真题）用下图所示实验验证可燃物燃烧的条件。

已知：白磷和红磷的着火，点分别为 40℃、240℃。

(1)铜片上的白磷燃烧而红磷不燃烧，说明可燃物燃烧的条件之一是 。

(2)能验证可燃物燃烧需要与 O2 接触的现象是 。

(3)热水的作用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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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1 北京中考真题）用下图实验验证可燃物燃烧的条件，已知：白磷的着火点为 40℃。

（1）实验 1，能验证可燃物燃烧需要 O2的现象是 。

（2）实验 2，①中纸片燃烧，②中纸片未燃烧，②中纸片未燃烧的原因是 。

5．（2015 北京中考真题）依据下图进行实验（夹持仪器略去）。实验过程：

①通入 ，点燃酒精灯，一段时间后，a、b 中均无明显现象；

②熄灭酒精灯，立即改通 ，a 中无明显现象，b 中红磷燃烧。

（1）实验过程②中，红磷燃烧的化学方程式为 。

（2）实验过程②中，对比 a、b 中的实验现象，可知可燃物燃烧的条件之一是 。

（3）实验过程中，能说明可燃物燃烧需要氧气的实验是 。

三、实验题

6．（2020 北京中考真题）验证可燃物燃烧的条件。已知：白磷、红磷的着火点分别是 40℃、240℃。

装置（夹持仪器已略去） 步骤及现象

Ⅰ将一定量的白磷、红磷分别浸入 80℃热水中（如左图所示）。白磷、红磷均

不燃烧

Ⅱ.升高右侧漏斗至红磷露出水面。红磷不燃烧

Ⅲ.升高左侧漏斗至白磷露出水面。白磷燃烧

（1）Ⅰ中白磷不燃烧的原因是 。

（2）对比Ⅱ和Ⅲ，可验证可燃物燃烧的条件是 。

7．（2014 北京中考真题）用如图所示装置，在常温下，分别进行研究燃烧条件和研究氧气性质的实验．已

知：白磷的着火点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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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步

骤

【实验 1】研究燃烧条件 【实验 2】研究氧气性质

Ⅰ
烧杯中盛有 80℃的热水，分别在燃烧匙和烧杯

中导 管口放置一小块白磷，塞 紧瓶塞

烧杯中盛有 NaOH 溶液，燃烧匙中放入木炭 点燃木

炭后，迅速将燃烧 匙伸入瓶中，塞紧瓶塞

Ⅱ 推入适量 H2O2 溶液 推入适量 H2O2 溶液

（1）H2O2 稀溶液与 MnO2 接触时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实验 1 中，推入 H2O2 溶液前，燃烧匙和水中的白磷均不燃烧，原因分别是 ； 推入 H2O2 溶液后，

观察到烧杯中的现象是 ．

（3）实验 2 中，推入 H2O2 溶液后，观察到木炭燃烧得更剧烈，由此得出氧气的性质是 ；木炭熄灭后

冷却一段时间，烧杯中的部分溶液流入集气瓶．该实验中，集气瓶内压强的变化过程是 ．

8．（2018 北京中考真题）用下图所示实验验证可燃物燃烧的条件。

已知：白磷的着火点为 40℃。

（1）设计 B、D 的目的是 。

（2）能验证可燃物需要 O2 的现象是 。

（3）A～D 中，可不做的实验是 （填序号）。

9．（2016 北京中考真题）利用表中装置进行下列实验。已知：白磷的着火点为 40℃。

实验装置 实验 1 实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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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将盛有足量锌粒的燃烧匙伸入瓶

中，塞紧瓶塞

II．打开 K，从长颈漏斗向瓶内加入

稀盐酸，至浸没锌粒

Ⅲ．当瓶中产生大量气泡时，关闭 K

I．将盛有白磷的燃烧匙伸入瓶内，塞紧瓶

塞

II．打开 K，从长颈漏斗向瓶内加入约 80℃

的热水，至浸没白磷

Ⅲ．从 a 口向瓶中鼓入空气，使瓶中液面

低于燃烧匙底部，关闭 K

（1）连接仪器后，关闭 K，加水至长颈漏斗内液面高于瓶中液面。一段时间后，液面高度保持不变，该现

象说明 。

（2）实验Ⅰ中，瓶内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步骤Ⅲ中，关闭 K 后的现象是 。

（3）实验 2 中，仅对比步骤Ⅱ和Ⅲ可知，欲探究的燃烧条件是 。

10．（2016 北京中考真题）小明用蜡烛进行了下列活动。

（1）活动 1：点燃蜡烛后，电子称示数逐渐减小。蜡烛减小的质量 （填“大于”“等于”或“小于”）燃

烧后生成物的总质量。

（2）活动 2：加入泡腾片（主要成分含柠檬酸、碳酸氢钠等），观察到水中产生大量气泡，蜡烛逐渐熄灭。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是 。

（3）活动 3：用玻璃杯迅速扣住燃烧的蜡烛，并使杯口始终浸没在水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填序

号）。

A 可观察到蜡烛熄灭 B 最终杯中液面高于碗中液面 C 该方法能准确测定空气中氧气的含量

11．（2012 北京中考真题）实验 1：

(1)在 C 中加入少量白磷并加入热水，塞好胶塞使导管口进入热水中发现白磷不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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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打开 K1，关闭 K2，将 A 中的溶液滴入 B 中，C 中有气泡冒出，白磷燃烧，B 中发生的化学方程式

为 。通过以上实验研究了燃烧的一个条件。它是 。

实验 2：研究 CO2与 NaOH 固体的反应

(2)A 中盛有稀盐酸、B 中 Na2CO3固体，C 中 NaOH 固体打开 K1，关闭 K2，将 A 中溶液滴入 B 中，气球变

大，打开 K2，关闭 K1，一段时间后气球没有明显变瘪。

步骤 2：依据以上实验现象，改进后重新添加药品，进行实验 2。

步骤 3：打开 K2，关闭 K1，将 A 中液体滴入 B 中，用燃着的木条放在 K2 上，发现木条熄灭，问上述操作

的目的 。然后进行后续实验，说明 CO2 与 NaOH 固体发生了反应，后续实验的操作与现象

为 。

四、科学探究题

12．（2020 北京中考真题）丙酸钙为白色固体，易溶于水，可作食品防霉剂，国家标准规定了其用于制作面

食、糕点时每千克面粉中的最大使用量。小组同学实验探究其性质和防霉的效果。

I.探究丙酸钙的性质

【进行实验】用下图装置（夹持仪器已略去）完成实验，记录如下：

序号 ① ②

装置

现象 试管内壁有水雾 注入酸后，有气泡产生，石灰水变浑浊

【解释与结论】

（1）②中现象说明有 CO2 产生。CO2与石灰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查阅资料得知丙酸钙与盐酸反应无气体生成。由实验②可得出的结论是 。

Ⅱ.探究丙酸钙防霉的效果

【进行实验】分别按下列①~⑧的配方蒸制 8 个馒头，冷却后置于密封袋中，记录如下：

组别 第 1 组 第 2 组

序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配方

面粉/ g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酵母/ g 0.75 0.75 0.75 0.75 0.75 0.75 0.75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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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糖/ g 0 0 0 0 5 5 x 5

丙酸钙/g 0 0.06 0.10 0.15 0 0.06 0.10 0.15

开始发霉时间 第 3 天 第 4 天 第 5 天 第 6 天 第 3 天 第 4 天 第 5 天 第 6 天

【解释与结论】

（3）设计第 1 组实验的目的是 。

（4）第 2 组，⑦中 x 为 。

（5）对比第 1 组、第 2 组实验可得到的结论是 。

【反思与评价】

（6）某同学认为“制作面食、糕点时，丙酸钙用量越大越好”你是否同意此观点，并说明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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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D

【详解】A、①燃烧，说明白磷是可燃物，故不符合题意；

B、由题干文字可得：升温至 60℃的过程中，仅①燃烧；继续升温至 260℃的过程中，仅③燃烧，说明红磷

的着火点比白磷的高，故不符合题意；

C、升温至 260℃的过程中，②中红磷被沙土覆盖，与氧气隔绝，不燃烧，③中红磷与空气中氧气接触，燃

烧，对比②③，可验证燃烧需可燃物与氧气接触，故不符合题意；

D、④未燃烧，说明温度未达到无烟煤的着火点，故符合题意。

2．A

【详解】A、检验二氧化碳用澄清的石灰水，检验生成水用干冷的烧杯，通过该实验只能证明甲烷燃烧生成

水，故错误；

B、铁丝在氧气中剧烈燃烧，火光四射，有力地证明了铁能在氧气中燃烧，故正确；

C、铜片上的白磷可以燃烧，红磷不燃烧，说明白磷的着火点比红磷的低，故正确；

D、向烧杯中倒入二氧化碳，下方的蜡烛先熄灭，后面的蜡烛后熄灭，说明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大，不燃

烧也不支持燃烧，故正确．

故选 A．

3．(1)温度达到可燃物的着火点

(2)铜片上的白磷燃烧，水中的白磷不燃烧

(3)提供热量和隔绝空气

【详解】（1）根据资料，白磷和红磷的着火，点分别为 40℃、240℃。可知白磷的着火点很低，铜片上的白

磷燃烧，红磷不能燃烧，是因为白磷温度达到了着火点，而红磷没有达到着火点。故说明可燃物燃烧的条

件之一是：温度达到可燃物的着火点；

（2）铜片上的白磷温度达到着火点而燃烧，而热水中的白磷虽也达到了着火点，但未与氧气接触而不燃烧，

故说明燃物燃烧需要与氧气接触。故填：铜片上的白磷燃烧，水中的白磷不燃烧；

（3）热水的温度较高使铜片上白磷的温度达到了着火点发生燃烧，水中的白磷由于热水隔绝了氧气不能发

生燃烧。故热水的作用是：提供热量和隔绝空气。

4． ①中白磷不燃烧，②中的白磷燃烧 水吸收了部分的热量，未达到纸片的着火点

【详解】（1）①中热水的温度为 80℃，达到白磷的着火点，由于没有氧气，白磷不燃绕，而②中热水的温

度也为 80℃，通入氧气，白磷燃绕，说明可燃物燃烧需要氧气。故填：①中白磷不燃烧，②中的白磷燃烧。

（2）①中的纸片是裹在空试管外，在加热的过程中，纸片吸收热量很快达到纸片的着火点；②中的纸片包

裹的试管中有水，在加热的过程中，水吸收了部分的热量，使纸片的温度达不到着火点，所以①中纸片燃

烧，②中纸片未燃烧。故填：水吸收了部分的热量，未达到纸片的着火点。

5．（1）4P + 5O2 点燃 2P2O5 （2）燃烧需要温度达到可燃物的着火点

（3）步骤①中 b 通 N2，不燃烧；步骤②中 b 通 O2，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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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1）红磷在氧气中燃烧生成五氧化二磷，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4P+5O2 
点燃 2P2O5．

（2）实验过程②中，对比 a、b 中的实验现象，立即改通 O2，a 中由于红磷温度没有达到着火点无明显现象，

b 中由于红磷温度达到着火点红磷燃烧．说明可燃物燃烧的条件之一是温度达到着火点．

（3）步骤①中 b 通 N2，不燃烧；步骤②中 b 通 O2，燃烧，说明可燃物燃烧需要氧气．

6． 白磷未与氧气接触 燃烧需要温度达到可燃物的着火点

【详解】（1）Ⅰ中白磷达到了着火点，但是隔绝了氧气，故不燃烧的原因是：白磷未与氧气接触；

（2）Ⅱ、升高右侧漏斗至红磷露出水面。红磷与氧气（或空气）接触，红磷不燃烧，是因为没有达到红磷

的着火点；

Ⅲ、升高左侧漏斗至白磷露出水面。白磷与氧气（或空气）接触，且达到了着火点，白磷燃烧，由此可得

出，燃烧需要温度达到可燃物的着火点。

7． 2H2O2
2 MnO  

2H2O+O2↑ 燃烧匙中白磷不燃烧是因为未达到白磷的着火点，烧杯中白磷未燃烧

是因为没有与 O2接触 导管口有气泡冒出，白磷燃烧 助燃性 先变大，一段时间后变小

【分析】（1）H2O2 稀溶液与 MnO2 接触时生成水和氧气；

（2）根据燃烧的条件分析；燃烧的条件是：物质具有可燃性、与氧气接触、达到着火点；

（3）根据信息：推入 H2O2 溶液后，观察到木炭燃烧得更剧烈，分析解答。

【详解】（1）H2O2 稀溶液与 MnO2 接触时生成水和氧气，反应的方程式是：2H2O2
2 MnO  

2H2O+O2↑；

（2）根据燃烧的条件可知，燃烧匙中白磷不燃烧是因为未达到白磷的着火点，烧杯中白磷未燃烧是因为没

有与 O2接触；推入 H2O2溶液后，生成氧气，氧气通过导管进入烧杯，所以观察到烧杯中的现象是导管口

有气泡冒出，水中的白磷接触到氧气也会燃烧；

（3）实验 2 中，推入 H2O2 溶液后，观察到木炭燃烧得更剧烈，由此得出氧气的性质是助燃；木炭熄灭后

冷却一段时间，烧杯中的部分溶液流入集气瓶；该实验中，木炭燃烧放热，集气瓶内压强增大，木炭熄灭

后冷却一段时间，由于消耗氧气，集气瓶内压强减小，该实验过程中，压强的变化过程是，先变大，一段

时间后变小，因为生成的二氧化碳被氢氧化钠溶液吸收了。

故答案为（1）2H2O2
2 MnO  

2H2O+O2↑；（2）燃烧匙中白磷不燃烧是因为未达到白磷的着火点，烧杯中白磷

未燃烧是因为没有与 O2 接触；导管口有气泡冒出，白磷燃烧；（3）助燃性；先变大，一段时间后变小．

【点睛】此题考查燃烧的条件、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压强的变化等知识，有一定的难度．

8． 探究可燃物燃烧需要温度达到着火点； C 中白磷不燃烧，D 中白磷燃烧； A。

【详解】（1）白磷是可燃物，B 图温度为 20℃，通入氧气，温度未达到着火点，白磷不燃烧；D 图温度为

80℃，通入氧气，温度达到着火点，白磷燃烧，故设计 B、D 的目的是探究可燃物燃烧需要温度达到着火点；

（2）C 中温度达到 80℃，达到白磷的着火点，由于没有氧气，白磷不燃烧，而 D 中，通入氧气，白磷燃烧，

说明可燃物燃烧需要氧气；

（3）B、D 实验可以验证可燃物燃烧需要达到着火点，C、D 实验可以验证可燃物燃烧需要氧气，故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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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A。

9． 装置的气密性好 Zn+2HCl=ZnCl2+H2↑ 瓶内液面逐步缓慢下降，长颈漏斗中的液面上升，

反应会因为瓶中液面过低而停止 燃烧需要氧气（与空气接触）

【详解】（1）连接仪器后，关闭 K，加水至长颈漏斗内液面高于瓶中液面。一段时间后，液面高度保持不

变，该现象说明装置的气密性好；

（2）实验Ⅰ中，瓶内发生的反应为锌与稀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锌和氢气，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2 2Zn+2HCl ZnCl +H ＝ ；

步骤Ⅲ中，由于锌与稀盐酸反应生成氢气，装置内压强增大，将液体压入长颈漏斗中，故关闭 K 后的现象

是瓶内液面逐步缓慢下降，长颈漏斗中的液面上升，反应会因为瓶中液面过低而停止；（3）实验 2 中，步

骤Ⅱ中白磷达到了着火点，在水面以下，不能燃烧，步骤Ⅲ中白磷露出水面，与空气接触，燃烧，故仅对比

步骤Ⅱ和Ⅲ可知，欲探究的燃烧条件是燃烧需要与氧气（或空气）接触。

10． 小于 柠檬酸和碳酸氢钠生成的 CO2 比空气密度大而将空气挤走，导致蜡烛周围没有 O2（隔

绝 O2） A、B

【详解】（1）活动 1：点燃蜡烛后，电子称示数逐渐减小。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可知：蜡烛燃烧是石蜡与氧气

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和水，推知蜡烛减小的质量是石蜡的质量，燃烧后生成物的质量是二氧化碳和水的质量，

所以蜡烛减少的质量小于燃烧后生成物的总质量。

（2）活动 2：加入泡腾片（主要成分含柠檬酸、碳酸氢钠等），观察到水中产生大量气泡，蜡烛逐渐熄灭。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是柠檬酸和碳酸氢钠生成的 CO2比空气密度大而将空气挤走，导致蜡烛周围没有 O2（隔

绝 O2）；

（3）活动 3：用玻璃杯迅速扣住燃烧的蜡烛，并使杯口始终浸没在水中，因为燃烧消耗氧气，同时生成的

二氧化碳气体不能燃烧也不能支持燃烧，所以会使蜡烛熄灭，由于蜡烛燃烧后生成的二氧化碳气体能溶于

水造成玻璃杯中气压减小，故出现最终杯中的液面高于碗中的液面。

11．(1) 2H2O2
2MnO

2H2O+O2↑ 与氧气接触

(2) 检验装置中的空气是否排尽 后续操作，打开 K1，关闭 K2，气球变大后，打开 K2，关闭 K1，

一段时间后气球变瘪

【详解】（1）将 A 中的溶液滴入 B 中，C 中有气泡冒出，白磷燃烧，说明生成的气体是氧气，是过氧化氢

溶液在二氧化锰的催化条件下生成的，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2H2O2
2MnO

2H2O+O2↑；通过这个实验可知，

燃烧的条件之一是与氧气接触。

（2）A 中的稀盐酸与 B 中的 Na2CO3固体反应可生成气体二氧化碳，用燃着的木条放在 K2上，发现木条熄

灭，验证了生成的气体的确是二氧化碳；要证明 CO2与 NaOH 固体发生了反应，可打开 K1，关闭 K2，将 A

中溶液滴入 B 中，气球变大，说明生成了气体二氧化碳；打开 K2，关闭 K1，一段时间后气球没有明显变瘪，

说明生成的气体二氧化碳与 C 中的氢氧化钠溶液反应了。

12． 2 2 3 2CO +Ca(OH) =CaCO +H O 丙酸钙受热后产生的物质能与稀盐酸反应且生成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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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丙酸钙的质量大小是否对于丙酸钙防霉效果有影响 5 在加入面粉质量相同，酵母质量相同时

以及其他条件相同时，有无蔗糖对丙酸钙防霉效果无影响 不同意。国家标准规定了丙酸钙用于作面食、

糕点时每千克面粉中的最大使用量，说明过量使用可能有害。故不是越多越好

【详解】Ⅰ、解释与结论：

（1）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钙反应生成碳酸钙和水，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2 2 3 2CO +Ca(OH) =CaCO +H O ；

（2）查阅资料得知丙酸钙与盐酸反应无气体生成，丙酸钙加热后生成的固体却能与稀盐酸反应生成二氧化

碳气体，故可得出：丙酸钙受热后产生的物质能与稀盐酸反应且生成二氧化碳；

Ⅱ、解释与结论：

（3）由表中数据可知，第 1 组实验，其它因素相同，只有丙酸钙的质量不同，故该实验是探究丙酸钙的质

量大小是否对于丙酸钙防霉效果有影响；

（4）由表中数据可知，第 2 组与第 1 组其它数据相同，只是第 1 组无蔗糖，而第 2 组有蔗糖，且第 2 组加

入蔗糖的质量应相同，故 x=5；

（5）由表中数据可知，在加入面粉质量相同，酵母质量相同时以及其他条件相同时，有无蔗糖，开始发霉

的时间相同，故说明在加入面粉质量相同，酵母质量相同时以及其他条件相同时，有无蔗糖对丙酸钙防霉

效果无影响；

反思与评价：

（6）由题干信息可知，丙酸钙属于食品防腐剂，且国家标准规定了丙酸钙用于作面食、糕点时每千克面粉

中的最大使用量，说明过量使用可能有害。故不是越多越好。

故填：不同意；国家标准规定了丙酸钙用于作面食、糕点时每千克面粉中的最大使用量，说明过量使用可

能有害。故不是越多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