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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23 北京中考真题化学汇编

几种常见的碱
一、单选题

1．（2023北京中考真题）下列关于物质用途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硫酸用于中和酸性废水 B．氧气用于气焊

C．氮气用作食品保护气 D．干冰用作制冷剂

2．（2022北京中考真题）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过氧化氢能分解 B．干冰用于人工降雨

C．浓硫酸具有腐蚀性 D．熟石灰用于改良碱性土壤

3．（2022北京中考真题）下列关于水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水能与氧化钙反应 B．蒸馏是水净化的一种方法

C．水由氢气和氧气组成 D．硬水和软水可用肥皂水区分

4．（2019北京中考真题）下列物质的化学式不正确的是（ ）

A．干冰—CO2 B．消石灰—Ca(OH)2

C．纯碱一 NaOH D．小苏打一 NaHCO3

5．（2011北京中考真题）氢氧化钠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其俗称是（ ）

A．纯碱 B．烧碱 C．小苏打 D．熟石灰

6．（2012北京中考真题）下列是人体中几种体液的正常 pH，酸性最强的是（ ）

A．胆汁（6.8﹣7.4） B．唾液（6.6﹣7.1）

C．血液（7.35﹣7.45 D．胃液（0.8﹣1.5）

7．（2012北京东城·统考中考模拟）下列物质露置于空气中，质量会减小的是（ ）

A．浓硫酸 B．浓盐酸 C．氢氧化钠 D．氯化钠

8．（2018北京中考真题）下列物质能与 NaOH反应的是（ ）

A．Fe B．CO2 C．Fe2O3 D．NaCl

9．（2015北京中考真题）下列物质常用于改良酸性土壤的是（ ）

A．熟石灰 B．烧碱 C．食盐 D．大理石

10．（2011北京中考真题）下列物质敞口放置，质量会减轻的是（ ）

A．氢氧化钠 B．浓硫酸 C．浓盐酸 D．碳酸钙

11．（2014北京中考真题）氢氧化钙可用于改良酸性土壤，其俗称是（ ）

A．小苏打

B．熟石灰

C．生石灰

D．纯碱

12．（2014北京中考真题）下列物质的用途中，利用其物理性质的是（ ）

A．干冰用作冷冻剂 B．硫酸用于处理碱性废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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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氧气用于气焊 D．生石灰用作干燥剂

二、填空题

13．（2014北京中考真题）铝元素与人类关系密切．

（1）铝是地壳中含量最高的 元素．

（2）元素周 期 表中 铝 元素 的 信 息如图所示，其原子的核外电子数为 ．

（3）铝元素在自然界中主要以 Al2O3存在，Al2O3属于 （填字母序号）．

A 单质 B 氧化物 C 碱 D 盐

（4）工业用电解熔融 Al2O3的方法冶炼铝，化学方程式为 2Al2O3
通电

冰晶石
4Al+3O2↑，该反应属于基本反应类

型中的 反应．

（5）铝可制成蒸锅，主要利用铝的延展性和 性．

（6）药品“氢氧化铝[Al（OH）3]”片剂能与胃酸（主要成分为盐酸）发生中和反应，治疗胃酸过多症，该反

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14．（2015北京中考真题）利用下图装置进行实验。实验前 、 、 均已关闭。

内容

装置
【实验 1】制备气体 【实验 2】测定气体含量

Ⅰ．打开 ，用注射器向盛有

锌粒的 A中注入稀硫酸，直至

液面浸没下端导管口

Ⅱ．在 上方导管口收集气体

Ⅰ．A（容积 350mL）中为用排空气法收集的

，B中装满水。用注射器向 A中注入 15mL

NaOH溶液（足量），充分反应

Ⅱ．打开 和

（1）检查装置气密性：保持 关闭，打开 、 ，向 B中加水至液面浸没下端导管口，用手捂住 A瓶

外壁，说明左侧装置气密性良好的现象是 ；用同样原理可以检查装置另一侧的气密性。

（2）实验 1中，锌与稀硫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气体收集完毕后，在不拆卸装置的情况下，使 A中未

反应的稀硫酸大部分转移到 B中的操作是 。

（3）实验 2中，当 B中液面不再变化时，测得 B中减少了 160mL水，则 A中 的体积分数约为 %。

15．（2016北京中考真题）市售“自热米饭”的自加热原理：饭盒夹层中的水与生石灰接触，反应放出大量热。

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16．（2015北京中考真题）亮亮做家务时接触到下列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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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 脱氧剂 洁厕灵 炉灶清洁剂

有效成分 还原铁粉 盐酸 氢氧化钠

（1）他清理垃圾时发现一袋脱氧剂，拆开后看到还原铁粉已生锈，铁生锈的原因是 。

（2）他选用洁厕灵清除水垢（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用化学方程式表示其原理 。

（3）他清洗炉灶时戴上橡胶手套，以防清洁剂与皮肤直接接触，其原因是 。

（4）做完家务，他用 Vc泡腾片冲了一杯饮料。下列 Vc泡腾片的主要成分中，属于有机物的是 （填

字母序号）。

A．维生素 C（ ）

B．柠檬酸（ ）

C．碳酸氢钠（ ）

17．（2013北京中考真题）水是最普通、最常见的物质之一。

（1）“水”有很多种。下列“水”属于纯净物的是 （填字母序号）。

A．河水 B．自来水 C．矿泉水 D．蒸馏水

（2）电解水可证明水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3）水是重要的溶剂和化工原料。氯碱工业以饱和食盐水为原料获得烧碱等化工产品，反应原理为：

2NaCl+2H2O
通电

2NaOH+H2。

①20℃时，NaCl 的溶解度是 36 g。该温度下，饱和食盐水中溶质与溶剂的质量比为 。

②烧碱可用于处理硫酸泄漏，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4）水在化学实验中具有重要作用。将铁丝放在潮湿的空气中（如图所示），一段时间后，观察到导管内

液面上升，打开 K，一段时间后，观察到导管内液面下降，导管口有气泡冒出，关闭 K。请解释导管内液

面上升和下降的原因： 。

18．（2012北京中考真题）有限的元素可组成种类繁多的物质。依据表中的元素回答下列问题。

元素名称 氢 碳 氧 氯 钠 铁

元素符号 H C O Cl Na Fe

（1）若某固体单质在完全燃烧和不完全燃烧时，生成不同的气体。该固体完全燃烧时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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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2）若某可燃性气体由两种元素组成，一定含有的元素是 ，可能含有的元素是 。

（3）若 X和 Y反应生成两种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所必需的物质。向 X溶液中滴加 2-3 滴紫色石蕊溶液，

溶液变蓝。再滴加 Y溶液至溶液变红，此时溶液中的溶质是 。

（4）若某元素的单质 A及其氧化物 B均与 D溶液反应，分别成成该元素的化合物 E和 F。且这种元素在 B
和 F中的化合价相同。B与 D溶液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工业上用 F和 H2在 300-350℃时反应

制得 D和 E。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三、科学探究题

19．（2015北京中考真题）众所周知，酚酞溶液遇 溶液变红。但是，在分组实验中（如图所示），出

现了意想不到的现象：有的溶液变红后褪色；有的出现白色浑浊物。

【提出问题】分组实验中，出现意想不到的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查阅资料】酚酞溶液由酚酞固体溶于酒精配制而成。

【猜想与假设】

Ⅰ．红色褪去，与 溶液和空气中的 反应有关。

Ⅱ．红色褪去，与 NaOH溶液的浓度有关。

Ⅲ．出现白色浑浊物，与酚酞溶液的浓度有关。

【进行实验】

实验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

1 向盛有 2 mLNa2CO3溶液的试管中滴加 5滴 0.5%的酚酞溶液 溶液变红

2

1号试管 红色褪去

2号试管 5min红色褪去

3号试管 30min红色明显变浅

4号试管 120min红色无明显变化

3 取 3支试管，分别加入 2 mL水，……
酚酞溶液浓度/% 浑浊程度]

5 大量浑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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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少量浑浊物

无浑浊物

【解释与结论】

（1） 与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实验 1的现象表明，猜想与假设 1 （填“成立”或“不成立”）。

（3）由实验 2得出结论：出现“溶液变红后褪色”现象的原因是 。

（4）实验 3的操作步骤：取 3支试管，分别加入 水， 。

【反思与评价】

（5）依据现有实验，为了确保红色不变，若酚酞溶液浓度为 ，建议选用 NaOH溶液的浓度为 %。

（6）有同学认为，仅通过实验 3得出“猜想与假设Ⅲ成立”证据不足，理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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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A

【详解】A、硫酸呈酸性，能中和碱性废水，但不能用于中和酸性废水，故选项物质用途的说法不正确；

B、氧气具有助燃性，可用于气焊，故选项物质用途的说法正确；

C、氮气的化学性质不活泼，一般不与其它物质反应，可用作食品保护气，故选项物质用途的说法正确；

D、干冰升华时吸热，使周围的温度降低，可用作制冷剂，故选项物质用途的说法正确。

故选 A。

2．D

【详解】A、过氧化氢能分解产生水和氧气，故说法正确；

B、干冰升华吸热，用于人工降雨，故说法正确；

C、浓硫酸具有腐蚀性，故说法正确；

D、熟石灰呈碱性，能与酸性物质反应，可用于改良酸性土壤，故说法错误。

故选 D。

3．C

【详解】A、水能与氧化钙反应生成氢氧化钙，故说法正确；

B、蒸馏是水净化的一种方法，可除去水中的可溶性杂质和难溶性杂质，故说法正确；

C、水由氢元素和氧元素组成，故说法错误；

D、硬水和软水可用肥皂水区分，泡沫多为软水，泡沫少为硬水，故说法正确；

故选 C。

4．C

【详解】A、干冰的化学式为 CO2，正确，故不符合题意；

B、消石灰的化学式为 Ca(OH)2，正确，故不符合题意；

C、纯碱的化学式为 Na2CO3，错误，故符合题意；

D、小苏打的化学式为 NaHCO3，正确，故不符合题意。

5．B

【详解】A、纯碱是碳酸钠的俗称，故 A错误；

B、氢氧化钠俗称火碱、烧碱、苛性钠，故 B正确；

C、小苏打为碳酸氢钠的俗称，故 C错误；

D、熟石灰是氢氧化钙的俗称，故 D错误．

故选 B．

6．D

【详解】 当溶液的 pH等于 7时，呈中性；当溶液的 pH小于 7时，呈酸性，且 pH越小，酸性越强；当

溶液的 pH小于 7时，呈酸性，且 pH越小，酸性越强，胃液的 pH最小，酸性最强。

7．B

【详解】A、浓硫酸具有吸水性而使质量增加，故 A错误；



第 7页/共 9页

B、浓盐酸具有挥发性会使质量减少，故 B正确；

C、固体氢氧化钠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潮解，且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钠和水，质量增加，故 C

错误

D、氯化钠化学性质较稳定，质量基本不变，故 D错误。

故选 B。

8．B

【详解】A、铁不能与氢氧化钠反应，故错误；

B、二氧化碳可以与氢氧化钠反应生成碳酸钠和水，故正确；

C、氧化铁不能与氢氧化钠反应，故错误；

D、氯化钠不能与氢氧化钠反应，故错误。故选 B。

9．A

【详解】试题分析：物质常用于改良酸性土壤的是碱性物质，故答案选择 A

考点：酸碱中和

10．C

【详解】氢氧化钠吸收空气中的水和二氧化碳，质量增加；浓硫酸具有吸水性，敞口放置质量增加；浓盐

酸具有挥发性，质量减小；碳酸钙性质稳定，在空气中质量不变．

11．B

【详解】试题分析：氢氧化钙可用于改良酸性土壤，其俗称是熟石灰。故选 B．

考点：物质的名称

12．A

【详解】试题分析：干冰用于冷冻剂，是利用干冰能够升华吸收热量，过程中没有产生新的物质，属于物

理变化，此性质属于物理性质。故选 A．

考点：物质的性质

13． 金属 13 B 分解 导热 3 3 2Al OH +3HCl AlCl +3H O（ ） ═

【详解】（1）铝是地壳中含量最高的金属元素；

（2）由图可知，铝的原子序数是 13，根据原子序数=核外电子数可知，其原子的核外电子数为 13；

（3）Al2O3是由铝和氧两种元素组成的化合物，属于氧化物；

（4）该反应的反应物是一种，生成物是两种，属于基本反应类型中的分解反应；

（5）铝可制成蒸锅，主要利用铝的延展性和导热性；

（6）反应物为氢氧化铝和盐酸，生成物为氯化铝和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3 3 2Al OH +3HCl AlCl +3H O（ ） ═ 。

故填：（1）金属（2）13（3）B（4）分解（5）导热（6） 3 3 2Al OH +3HCl AlCl +3H O（ ） ═ .

【点睛】此题考查知识点较多，但属于基础性知识的考查，平时一定要注意知识的积累。

14．（1）B装置左侧导管口有气泡冒出；（2）Zn + H2SO4= ZnSO4+ H2↑；打开 K2、K3，关闭 K1；（3）50

【详解】（1）检查装置气密性：保持 K1关闭，打开 K2、K3，向 B中加水至液面浸没下端导管口，用手捂

住 A瓶外壁，A中气体体积膨胀，看到 B装置左侧导管口有气泡冒出；用同样原理可以检查装置另一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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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密性．故填：B装置左侧导管口有气泡冒出；

（2）锌与稀硫酸反应生成硫酸锌和氢气，打开 k2，k3，关闭 k1，导致装置 A中气体压强增大，稀硫酸被气

体压入装置 B中，故填：Zn+H2SO4═ZnSO4+H2↑；打开 k2，k3，关闭 k1；

（3）二氧化碳被氢氧化钠溶液完全吸收，减少的气体为：350mL ﹣ 160mL ﹣ 15mL = 175mL，则 A中

CO2的体积分数约为：
175mL 100%
350mL

 =50%；故填：50．

【点睛】本题考查了装置气密性的检验、化学方程式的书写以及气体体积分数的计算，掌握化学基本知识

是解题的关键．

15．CaO+H2O=Ca(OH)2

【详解】试题分析：水与生石灰接触，反应放出大量热。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CaO+H2O=Ca(OH)2

考点：化学方程式的书写

16． Fe 与潮湿的空气接触 CaCO3+2HCl=CaCl2+H2O+CO2↑ NaOH有强腐蚀性 A、B

【详解】（1）铁生锈的原因是：Fe与潮湿的空气接触，实际就是与空气中的氧气、水反应；

（2）洁厕灵的有效成分是盐酸，故用洁厕灵清除水垢（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的化学方程式可表示为：

CaCO3+2HCl=CaCl2+H2O+CO2↑

（3）清洗炉灶时戴上橡胶手套，以防清洁剂与皮肤直接接触，其原因是炉灶清洁剂的有效成分是氢氧化钠，

而 NaOH有强腐蚀性

（4）有机物是含碳元素的化合物，而 CO、CO2、及一些碳酸盐、碳酸氢盐都属于无机物，故选 A、B。

17． D 2 2 22H O 2H O 
通电

9：25 2 4 2 4 2H SO +2NaOH=Na SO +2H O 铁丝生锈消

耗瓶内的 O2，使瓶内压强减小，在大气压的作用下，烧杯中的水沿导管上升，故导管内液面上升；打开 K，

稀盐酸和铁丝反应放出 H2，导致瓶内压强增大，故导管内液面下降，导管口有气泡冒出。

【详解】（1）河水、自来水、矿泉水由多种物质组成，为混合物；蒸馏水由一种物质组成，为纯净物，故

选 D。

（2）水电解生成 H2和 O2，化学方程式为 2 2 22H O 2H O  
通电

。

（3）20℃时，NaCl 的溶解度是 36 g，该温度下饱和食盐水中溶质与溶剂的质量比为

36g:100g=9:25；烧碱（NaOH）与硫酸发生中和反应，生成 Na2SO4和 H2O，化学方程式为

2 4 2 4 2H SO +2NaOH=Na SO +2H O。

（4）铁丝生锈消耗瓶内的 O2，使瓶内压强减小，在大气压的作用下，烧杯中的水沿导管上升，故导管内液

面上升；打开 K，稀盐酸和铁丝反应放出 H2，导致瓶内压强增大，故导管内液面下降，导管口有气泡冒出。

18． C+O2
点燃

CO2 碳元素 氧元素或氢元素 氯化钠和盐酸

Fe2O3+6HCl=2FeCl3+3H2O 2FeCl3+H2
300 500℃ ℃

2FeCl2+2HCl

【分析】（1）根据碳是一种固体单质，完全燃烧生成二氧化碳，不完全燃烧生成一氧化碳以及化学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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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写规则进行解答；

（2）根据由表中元素可组成的可燃性气体且含有两种元素的有一氧化碳和甲烷进行解答；

（3）根据向 X溶液中滴加 2−3滴紫色石蕊溶液，溶液变蓝推断 X为碱，再滴加 Y溶液至溶液变红推知 Y

为酸进行解答；

（4）根据以上元素的单质和氧化物都与一种溶液反应的，分别形成该元素的化合物 E和 F．且这种元素在

B和 F中的化合价相同的只有铁元素进行解答；

【详解】（1）碳是一种固体单质，完全燃烧生成二氧化碳，不完全燃烧生成一氧化碳，其完全燃烧的化学

方程式为： 2 2C O CO
点燃

。

（2）由表中元素可组成的可燃性气体且含有两种元素的有一氧化碳和甲烷，故一定含有的元素是碳元素，

可能含有的元素为氧元素或氢元素。

（3）由以上元素形成的可溶性碱为氢氧化钠，形成的酸有盐酸，二者反应生成氯化钠和水，都是人体正常

生理活动所必须的物质，故 X为氢氧化钠，Y为盐酸，向氢氧化钠中滴加盐酸并过量，溶质为氯化钠和盐

酸。

（4）以上元素的单质和氧化物都与一种溶液反应的，分别形成该元素的化合物 E和 F，且这种元素在 B和

F中的化合价相同的，所以 A是铁单质，B是三氧化二铁，二者都能与酸反应，由以上元素形成的酸为盐

酸，所以 D是盐酸，铁与盐酸反应生成氯化亚铁和氢气，所以 E是氯化亚铁，三氧化二铁与盐酸反应生成

氯化铁和水，所以 F是氯化铁，B与 D溶液的反应是三氧化二铁和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铁和水，化学方程式

为： 2 3 3 2O 6 2 3H OFe HCl FeCl＋ ＝ ＋ ；F和 H2即氯化铁和氢气反应生成氯化亚铁和氯化氢，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为：2FeCl3+H2
300 500℃ ℃

2FeCl2+2HCl。

19． 2NaOH + CO2= Na2CO3+ H2O 不成立 与NaOH浓度有关，浓度过高会使酚酞褪色 分

别向三支试管中滴加 5滴 5%，2%，0.5%的酚酞溶液 0.5% 没有控制 NaOH溶液的浓度相等

【详解】（1）NaOH与 CO2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2NaOH + CO2="=" Na2CO3+ H2O

（2）实验 1的现象表明，即使是 NaOH溶液与 CO2反应生成碳酸钠，碳酸钠溶液也能使无色酚酞溶液变红，

故猜想与假设 1不成立

（3）由实验 2NaOH浓度越大，酚酞溶液就越快褪色，故得出结论：出现“溶液变红后褪色”现象的原因是

与 NaOH浓度有关，浓度过高会使酚酞褪色

（4）根据实验 3的实验现象，故实验 3的操作步骤：取 3支试管，分别加入 2mL水，分别向三支试管中滴

加 5滴 5%，2%，0.5%的酚酞溶液

（5）根据实验 2中的试管 4的实验现象，为了确保红色不变，若酚酞溶液浓度为 ，建议选用 NaOH

溶液的浓度为 0.5%

（6）实验 3中没有控制 NaOH溶液的浓度相等，故仅通过实验 3得出“猜想与假设Ⅲ成立”证据不足，理由

是没有控制 NaOH溶液的浓度相等。

【点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