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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23 北京中考真题化学汇编

金属章节综合
一、单选题

1．（2023北京中考真题）下列关于
2

2 2 2 22H O 2
O

H
n

O
M

O 的说法正确的是（ ）

A．该反应属于置换反应

B．该反应前后分子的个数不变

C．生成的 2H O与 2O 的分子个数比为 2 :1

D．参加反应的 2 2H O 与生成的 2O 的质量比为17 : 4

2．（2022北京中考真题）下列生活用品，利用金属导电性的是（ ）

A．铁锅 B．铜导线 C．铝箔包装纸 D．金饰品

3．（2021北京中考真题）实验研究铁锈蚀影响因素，记录如下、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

实验装置 序号 其他试剂 100s时 O2的含量

① 干燥剂 21%

② 10滴水 15%

③ 10滴水和 1.0g食盐 8%

A．②③中 O2含量减少表明铁已锈蚀 B．①②证明水对铁锈蚀有影响

C．②③证明食盐能加快铁锈蚀 D．①②③证明炭粉对铁锈蚀有影响

4．（2020北京中考真题）下列不能与稀盐酸反应的金属是（ ）

A．Cu B．Zn C．Al D．Mg

5．（2014北京中考真题）下列措施中，不能防止铁制品锈蚀的是( )

A．喷漆

B．镀一层耐腐蚀的金属

C．制成不锈钢

D．存放在潮湿的空气中

6．（2019北京中考真题）下列物质的用途中，利用其物理性质的是（ ）

A．铜用于制作导线 B．一氧化碳用于炼铁 C．天然气用作燃料 D．氧气用于气焊

7．（2012北京中考真题）下列图像能正确反映对应变化关系的是（ ）

2011-2023 北京中考真题化学专项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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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向一定量的二氧化锰中加

入过氧化氢溶液

B加热一定量的高锰

酸钾固体

C向两份完全相同的稀盐

酸中分别加入锌粉、镁粉

D将水通电电解一段

时间

A．A B．B C．C D．D

8．（2011北京中考真题）能与无色硝酸银溶液反应，使溶液变为蓝色的金属是（ ）

A．铝 B．铁 C．铜 D．银

9．（2011北京中考真题）下列金属中，活动性最强的是（ ）

A．镁 B．铜 C．锌 D．铝

10．（2017北京中考真题）用“W”型玻璃管进行微型实验，如下图所示。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a处红棕色粉末变为黑色

B．a处的反应为 CO +Fe2O3=2Fe+CO2

C．b处澄清石灰水变浑浊证明有 CO2生成

D．可利用点燃的方法进行尾气处理

11．（2017北京中考真题）下列关于物质用途的描述不正确的是（ ）

A．氧气可用作燃料 B．二氧化碳可用作气体肥料

C．干冰可用于人工降雨 D．铜丝可用作导线

12．（2016北京中考真题）下列金属中，不能从 CuSO4溶液中置换出 Cu的是（ ）

A．Zn B．Al C．Ag D．Fe

13．（2016北京中考真题）铜能被加工成厚度仅为 7微米的超薄铜箔，说明铜具有良好的（ ）

A．导电性 B．延展性 C．导热性 D．抗腐蚀性

14．（2014·江苏淮安中考真题）下列金属中，金属活动性最强的是（ ）

A．Zn B．Ag C．Mg D．Cu

15．（2016北京中考真题）下列实验操作能达到实验目的的是（ ）

选项 实验目的 实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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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除去 CO2中少量的 CO 点燃

B 除去 CuSO4溶液中的少量 FeSO4 加入足量的铜粉

C 鉴别澄清石灰水和 NaOH溶液 加入稀盐酸

D 鉴别硬水和软水 加入肥皂水

A．A B．B C．C D．D

16．（2016北京中考真题）下列 4个图像中，能正确反映变化关系的是（ ）

A．向一定质量的氢氧

化钠溶液中逐滴加入

稀 H2SO4

B．向一定质量的稀硫

酸中加入锌片

C．加热一定质量的高

锰酸钾固体

D．向一定质量的二氧化锰中加

入过氧化氢溶液

A．A B．B C．C D．D
二、选择题组

（2021北京中考真题）我国冶炼金属的历史悠久、回答问题。

17．远古时期火法炼铜的原料是孔雀石【主要成分为 Cu2（OH）2CO3】，组成 Cu2（OH）2CO3的元素种类

为（ ）

A．3种 B．4种 C．5种 D．6种

18．块炼铁以炭和铁矿石为原料，反应之一为 2 3 2Fe O +3CO 2Fe+3CO
高温

，该反应中，化合价降低的元素是

（ ）

A．铁元素 B．碳元素 C．氧元素 D．铁元素和碳元素

19．冶炼钛（Ti）的反应之一为 4 22Mg+TiCl Ti+2MgCl
一定条件

，该反应属于（ ）

A．化合反应 B．分解反应 C．置换反应 D．复分解反应



第 4页/共 16页

三、填空题

20．（2023北京中考真题）为验证铜、银、铁的金属活动性顺序，同学们设计了下图所示的 6个实验。图中，

“”表示将金属加入盐溶液。

(1)⑤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设计②的目的是 。

(3)仅由④和⑥不能得出铜、银、铁的金属活动性顺序，理由是 。

21．（2021北京中考真题）用下图实验（夹持仪器已略去）研究铁的性质。

（1）实验 1，观察到蜡片熔化，说明铁具有的性质是 。

（2）实验 2，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22．（2014北京中考真题）合金是重要的金属材料．

（1）下列物品所使用的主要材料属于合金的是 （填字母序号，下同）．

A 青花瓷瓶 B 橡胶充气艇 C 不锈钢锅

（2）生铁是常用的合金，生铁属于 （填“纯净物”或“混 合物”）．

（3）黄铜是铜锌合金，将纯铜片和黄铜片互相刻画（如图 1所示），纯铜片上留下明显的划痕，说明 ．

（4）黄铜渣中约含 Zn 7%、ZnO 31%、Cu 50%、CuO 5%，其余为杂质．处理黄铜渣可得到硫酸锌，其主

要流程如图 2（杂质不溶于水、不参与反应）：

已知：ZnO+H2SO4═ZnSO4+H2O； CuO+H2SO4═CuSO4+H2O

①Ⅱ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Ⅰ、Ⅱ中的操作均包含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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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溶液 A中 ZnSO4 的质量大于 CuSO4

c．溶液 A的质量小于溶液 B

d．溶液 C中溶质的质量分数小于溶液 B．

23．（2019北京中考真题）用粗木棍在涂有蜡的锌板上写“明”“和”两个字，露出下面的锌板。向“明”字上滴

加 CuSO4溶液，向“和”字上滴加盐酸。

（1）“明”字上的现象是 。

（2）“和”字上产生气泡，用化学方程式解释： 。

24．（2012北京中考真题）金属在生产和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

（1）下列金属制品中，利用金属导电性的是 （填字母序号）。

A、黄金首饰 B、铝蒸锅 C、铜导线

（2）铁制品在沙漠地区不易锈蚀的原因是 。

（3）工业上用一氧化碳和赤铁矿炼铁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4）某厂排放的废水中含有硫酸铜，将废水处理可得到铜和铁红（氧化铁）两种产品。过程如下图所示（废

水中的其他物质不参与反应）；

过程①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A-G七种物质中含铁元素的有 （填字母代号）。

25．（2011北京中考真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金属。

（1）金属元素在自然界中分布很广，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是 。金属以矿物形式存在，下列

矿石的主要成分属于氧化物的是 （填化学式）。

（2）铁是应用最广泛的金属。

①工业常用赤铁矿和一氧化碳在高温条件下炼铁，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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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使用过的菜刀、铁锅等铁制品，清洗后需要及时擦干放置，可以减少 对铁锈蚀的影响。

（3）将一定量的锌加入到稀硫酸、硫酸亚铁和硫酸铜的混合溶液中，充分反应后过滤，向滤渣中加入盐酸，

有气泡产生。滤渣和滤液中一定有的物质是 。

26．（2017北京中考真题）如下图所示，调节杠杆平衡。

(1)实验 1：通入 CO2一段时间后，活性炭包下沉，原因是 。

(2)实验 2：加热细铜丝团一段时间后移走酒精灯，观察到铜丝变为黑色（CuO），细铜丝团 （填“上

升”或“下沉”）。

(3)实验 3：一段时间后，铁粉包下沉，是因为铁粉与 发生反应。

27．（2016北京中考真题）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考古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

（1）下图是首都博物馆展出的 3件文物，其中由金属材料制成的是 （填序号）。

（2）出土的铁质编磬锈蚀严重，金饼却依然金光灿灿，从物质性质的角度解释其原因： 。

四、流程题

28．（2015北京中考真题）生物浸出技术在金属冶炼中应用广泛。嗜热细菌在 65－80℃酸性水溶液及氧气

存在下，能氧化黄铜矿（主要成分 ）产生硫酸盐，进而生产铜和绿矾，主要流程如下：

（1）分离出矿渣的操作是 。

（2）若试剂 b为 Fe粉，反应①的化学方程式为 。

（3）氢氧化铁与试剂 a发生中和反应，反应②的化学方程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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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018北京中考真题）炼铁的主要原料是赤铁矿（主要成分是 Fe2O3）、焦炭、空气等，转化过程如下：

（1）②中，反应为 CO2+C 高温 2CO，其中化合价发生改变的元素是 。

（2）③中，CO与 Fe2O3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30．（2016北京中考真题）工业上用闪锌矿（主要成分是 ZnS、FeS）冶炼锌，主要流程如下：

（1）焙烧炉中，ZnS转化为 ZnO。补全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ZnS+□
高温

□ZnO+□SO2

（2）酸浸槽中，硫酸与锌焙砂反应得到用于电解的酸浸液。反应过程中需不断搅拌，其目的是 。

（3）酸浸渣的主要成分是铁酸锌（ZnFe2O4，其中 Fe为+3价）。底吹炉中，主要发生如下反应：

① 3ZnFe2O4+C
高温

2Fe3O4+3ZnO+CO↑② ZnFe2O4+CO
高温

2FeO+ZnO+CO2

③ ZnO+CO
高温

Zn（蒸气）+ CO2

反应①~③中，化合价发生改变的元素有 。

（4）最终可以获得锌的设备有 。

五、实验题

31．（2022北京中考真题）用下图所示实验研究金属的性质。

(1)①中有气体生成，生成的气体为 。

(2)③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3)下列实验组合中，能得出铁、铜、银的金属活动性顺序的是_______________(填序号)。

A．①④ B．③④ C．①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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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018北京中考真题）用下图装置进行实验(夹持仪器略去)。加热一段时间后，蜡烛熔化、掉落，之后

火柴燃烧。

(1)能说明铜具有导热性的现象是 。

(2)能体现物质化学性质的现象是 (填序号)。

A 酒精燃烧 B 蜡烛熔化 C 火柴燃烧

33．（2017北京中考真题）利用下图装置进行实验（两支玻璃管内径相同）。实验前 K1、K2、K3均已关闭。

实验装置 【实验 1】制备气体 【实验 2】测定空气中氧气含量

左管中带孔的燃烧匙盛有足量锌

粒，右管盛有稀硫酸

Ⅰ.打开 K1和 K2，使反应发生

Ⅱ.在 K1的导管口处收集气体

Ⅲ.……

左管中燃烧匙盛有足量白磷，右管盛有水

Ⅰ.光照引燃白磷

Ⅱ.待白磷熄灭，冷却，打开 K2，至液面不再

变化，右管中液体的高度为 h1

（1）实验 1：锌与稀硫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为使反应停止，Ⅲ中的操作是 ；

（2）实验 2：打开 K2，右管中液面下降，原因是 ；

计算空气中氧气体积分数的表达式为 （用 h0、h1表示）。

六、计算题

34．（2013北京中考真题）氧化亚铜（Cu 2O）可用于船底防污漆，防止海生物对船舶设备的污损，现将 Cu2O

和 Cu的固体混合物 6.8g放入烧杯中，加入过量的质量分数为 20%的稀硫酸 30g，充分反应后，过滤、洗涤、

干燥，得到 4.8g固体。

已知：Cu2O+H2SO4=CuSO4+Cu+H2O

计算：（1）所加稀硫酸中溶质的质量为 g。

（2）原混合物中的 Cu2O和 Cu质量比（写出过程，结果用最简整数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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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C

【详解】A.置换反应是单质与化合物反应生成另外的单质和化合物的化学反应，是化学中四大基本反应类

型之一，该反应不符合此形式，A错误，不符合题意；

B.反应前有 2个过氧化氢分子，反应后有 2个水分子和 1个氧分子，共 3个分子，化学反应前后分子个数改

变，B错误，不符合题意；

C.由化学方程式可知生成的 H2O 与 O2 的分子个数比为 2:1，C正确，符合题意；

D.参加反应的 H2O2 与生成的 O2 的质量比=    2 1 2 16 2 16 2 17 8       ： ：，D错误，不符合题意；

故选 C。

2．B

【详解】A、铁锅主要利用金属的导热性，不符合题意；

B、铜导线主要利用的是金属的导电性，符合题意；

C、铝箔包装纸主要利用的是金属的延展性和导热性，不符合题意；

D、金饰品主要利用的 是金属的延展性，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3．D

【详解】A、铁生锈，氧气含量会减少，②③氧气含量减少，说明铁已经生锈，A正确。

B、干燥剂吸水，①没有水，氧气没有减少，铁没有生锈，②加水后氧气减少，铁生锈，说明水对铁锈蚀有

影响，B正确。

C、③加食盐后铁生锈速度加快，说明食盐能加快铁锈蚀，C正确。

D、①②③实验中没有探究炭粉对锈蚀的影响，①②③无法证明炭粉对铁锈蚀有影响，D错误。

故选：D。

4．A

【详解】由于在这四种金属中，只有铜排在氢后，因此它不能和稀盐酸反应；

故选：A。

5．D

【详解】A、喷漆，防止与空气中的氧气和水蒸气接触生锈；故选项正确，但不符题意；

B、镀一层耐腐蚀的金属，防止与空气中的氧气和水蒸气接触生锈；故选项正确，但不符题意；

C、制成不锈钢，防止生锈；故选项正确，但不符题意；

D、存放在潮湿的空气中，铁制品会生锈；故选项错误，但符合题意；

故选：D。

6．A

【详解】A、铜用于制作导线，利用其物理性质导电性，故符合题意；

B、一氧化碳用于炼铁，利用其化学性质还原性，故不符合题意；



第 10页/共 16页

C、天然气用作燃料，利用其化学性质可燃性，故不符合题意；

D、氧气用于气焊，利用其化学性质助燃性，故不符合题意。

7．D

【详解】A、纵坐标是二氧化锰的质量，横坐标是过氧化氢溶液的质量，二氧化锰做催化剂，反应前后质量

不变，错误。

B、加热高锰酸钾，固体质量减少，所以固体中锰元素的质量分数先增大，反应结束后不变，错误。

C、横坐标是金属的质量，纵坐标是酸的质量，这属于足量金属等量酸的情况，最终产生的氢气由酸的质量

决定，酸的质量相等，所以产生氢气的质量应该相等，错误。

D、电解水时生成氢气和氧气的体积比为 2:1，正确。

故选 D。

8．C

【详解】A、铝能与硝酸银反应生成硝酸铝，硝酸铝溶液为无色，故 A错误；

B、铁能与硝酸银反应生成硝酸亚铁，硝酸亚铁的水溶液为浅绿色，故 B错误；

C、铜能与硝酸银反应生成硝酸铜，硝酸铜溶液为蓝色，故 C正确；

D、银不与硝酸银反应，故 D错误；

故选 C．

9．A

【详解】由于这四种金属的活动性顺序为：镁＞铝＞锌＞铜，故选 A．

10．B

【详解】A、一氧化碳具有还原性，能与氧化铁反应生成铁和二氧化碳，a处红棕色粉末变为黑色，故 A项

正确；

B、该化学方程式没有注明反应条件，且配平错误，正确书写为 2 3 23CO+Fe O 2Fe+3CO
高温

，故 B项错误；

C、二氧化碳能使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b处澄清石灰水变浑浊，证明有 生成，故 C项正确；

D、一氧化碳具有可燃性，可利用点燃的方法进行尾气处理，故 D项正确。

故选 B。

11．A

【详解】A．氧气具有助燃性，但本身不可以燃烧，故氧气不可以用做燃料；B选项二氧化碳可做气体肥料

是正确的叙述；C选项干冰能作为人工降雨，是正确的叙述；D选项铜的导电性好，铜丝可作导线，是正确

的叙述；故答案选择 A

12．C

【详解】根据金属活动性顺序可知，金属性强的金属能把金属性弱的金属从其盐溶液中置换出来，选项中

只有金属银在金属铜的后面，不能置换出金属铜，故答案选择 C。

13．B

【详解】铜能被加工成厚度仅为 7微米的超薄铜箔，说明铜具有良好的延展性，与导电性、导热性、抗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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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性无关。故选 B。

14．C

【详解】根据金属活动性顺序可知金属镁的活动性最强。故选 C。

15．D

【详解】试题分析：A选项不能达到目的，因为在二氧化碳的环境下一氧化碳不能燃烧；B选项不能达到目

的，因为金属铜不能置换出金属铁，而除去杂质；C选项是错误的叙述，鉴别澄清石灰水和氢氧化钠溶液，

二者均能与稀盐酸反应；D选项能达到实验目的；故答案选择 D

考点：实验方案评价

16．A

【详解】A、A选项向一定质量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加入稀硫酸至过量，硫酸钠的质量逐渐增加到最大，然后

不变，图象对应正确；

B、向一定质量的稀硫酸中加入锌片，由反应的质量关系
2 4 4 2Zn + H SO = ZnSO + H

65 2

可知，溶液的质

量逐渐增大，稀硫酸反应完全后，溶液质量保持不变，图象对应错误；

C、加热一定质量的高锰酸钾固体，根据质量守恒定律，锰元素质量不变，固体中锰元素的质量分数逐渐增

大，因为生成氧气，固体质量减小，图象对应错误；

D、因为二氧化锰是催化剂，反应前后质量不变，图象对应错误。

故选 A。

17．B 18．A 19．C

【分析】17．组成 Cu2（OH）2CO3的元素 Cu、O、H、C四种元素，故选 B。

18．在 2 3 2Fe O +3CO 2Fe+3CO
高温

反应中，铁元素的化合价由+3价变为 0价，化合价降低；碳元素的化合

价由+2变为+4价，化合价升高，故选 A。

19． 4 22Mg+TiCl Ti+2MgCl
一定条件

,该反应是由一种单质和一种化合物生成另一种单质和另一种化合物的

反应，属于置换反应，故选 C。

20．(1) 4 4Fe+CuSO FeSO +Cu＝

(2)铜的活泼性比银强；

(3)④可证明铜比银活泼，⑥可证明铁比银活泼，但无法确定铁和铜的活泼性强弱（合理即可）

【详解】（1）⑤是铁加入硫酸铜溶液中反应生成硫酸亚铁和铜，化学方程式为： 4 4Fe CuSO FeSO Cu ＝ ，

故填： 4 4Fe CuSO FeSO Cu ＝ ；

（2）②是将铜加入硝酸银溶液中，可探究铜的活泼性比银强，故填：铜的活泼性比银强；

（3）④是将银加入硫酸铜溶液中，无明显变化，可证明铜比银活泼，⑥是铁加入硝酸银溶液中，观察到铁

丝表面有银白色物质析出，可证明铁比银活泼，但无法确定铁和铜的活泼性强弱，故填：④可证明铜比银

活泼，⑥可证明铁比银活泼，但无法确定铁和铜的活泼性强弱。（合理即可）



第 12页/共 16页

21． 导热性 Fe+2HCl=FeCl2+H2↑

【详解】（1）蜡片熔化，说明铁具有的性质是导热性，故填：导热性。

（2）铁片和稀盐酸生成氯化亚铁和氢气，故填：Fe+2HCl=FeCl2+H2↑。

22． C 混合物 黄铜的硬度比纯铜的硬度大 2 4 4 2H SO +Zn=ZnSO +H ，

4 4CuSO +Zn=ZnSO +Cu abc

【分析】（1）据合金的定义及常见的合金分析；

（2）合金属于混合物；

（3）合金要比组成它的纯金属的硬度大；

（4）据金属与酸、盐的溶液反应的规律书写化学方程式。

【详解】（1）青花瓷瓶属于硅酸盐材料；橡胶充气艇属于有机高分子材料；不锈钢锅属于合金；

（2）生铁是常用的合金，合金属于混合物，故生铁属于混合物；

（3）将纯铜片和黄铜片互相刻画，纯铜片上留下明显的划痕，说明黄铜的硬度比纯铜的硬度大；

（4）①由于锌排在氢和铜的前面，故锌既可以与酸反应，也可以与硫酸铜反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分别为

2 4 4 2H SO +Zn=ZnSO +H ， 4 4CuSO +Zn=ZnSO +Cu；

②由图可知，操作Ⅰ过滤后得铜，操作Ⅱ过滤是除去锌；因氧化锌的质量大于氧化铜，故溶液 A中硫酸锌的

质量大于硫酸铜；溶液 A加入锌后，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分别为 2 4 4 2H SO +Zn=ZnSO +H ，

4 4CuSO +Zn=ZnSO +Cu；对于反应 2 4 4 2H SO +Zn=ZnSO +H 分析可知，每 65份质量的锌进入溶液，从溶液

中出来 2份质量的氢气，使得溶液质量增加，对于反应 4 4CuSO +Zn=ZnSO +Cu来说，每 65份质量的锌进入

溶液，从溶液中析出 64份质量的铜，也使得溶液质量增加；故溶液 A的质量小于溶液 B；溶液 C为饱和溶

液，质量分数达到同温度下的最大值，故 d错误；

故答案为（1）C（2）混合物（3）黄铜的硬度比纯铜的硬度大（4）① 2 4 4 2H SO +Zn=ZnSO +H ，

4 4CuSO +Zn=ZnSO +Cu②abc。

【点睛】掌握金属活动性顺序及其应用是正确解答本题的关键。

23． “明”字位置逐渐出现红色固体，溶液由蓝色变为无色 Zn+2HCl=ZnCl2+H2↑

【详解】(1)锌与硫酸铜反应生成铜与硫酸锌，产生的现象是：有红色固体出现，溶液由蓝色变为无色，故

填写：“明”字位置逐渐出现红色固体，溶液由蓝色变为无色；

(2)由题干可知，“和”字上产生气泡，是因为锌板遇上了稀盐酸反应产生了氯化锌和氢气，化学方程式为：

Zn+2HCl=ZnCl2+H2↑。

24． C 没有水分 2 3 2 Fe O +3CO 2Fe+3CO
高温

Fe+CuSO4=FeSO4+Cu A、B、C、E、

G

【详解】（1）A、黄金饰品是利用金属的延展性； B、铝蒸锅是利用金属的导热性； C、铜导线利用金属

的导电性。

（2）铁锈蚀的条件是与空气中的水和氧气接触，所以铁制品在沙漠地区不易锈蚀的原因是空气干燥，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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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

（3）赤铁矿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铁，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铁的化学方程式是： 2 3 2 Fe O +3CO 2Fe+3CO
高温

。

（4）物质 A是过量的铁，加入 A发生 Fe+CuSO4═FeSO4+Cu；所得固体 C是铁和铜的混合物，溶液 B是

硫酸亚铁的溶液，固体 C加物质 D，D是稀硫酸，和铁反应，和铜不反应从而使过量的铁全部转化为产品，

溶液 D过量所以溶液 E是硫酸亚铁和稀硫酸的混合物，产品 G就是铁红。故 A-G七种物质中含铁元素的有：

A、B、C、E、G。

25． 铝/Al/铝元素 Al2O3、Fe2O3 2 3 2Fe O +3CO 2Fe+3CO
高温

水/H2O Cu、Fe、ZnSO4

【详解】（1）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是铝元素；

赤铁矿的主要成分氧化铁是由 Fe、O元素组成的化合物，属于氧化物，孔雀石的主要成分由 Cu、O、H、C

四种元素组成，不属于氧化物；铝土矿的主要成分氧化铝是由 Al、O两种元素组成的化合物，属于氧化物，

故填：Fe2O3、Al2O3；

（2）①赤铁矿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铁，一氧化碳和氧化铁在高温下反应生成铁和二氧化碳，该反应的化学方

程式为： 2 3 2Fe O +3CO 2Fe+3CO
高温

；

②铁生锈的条件是铁与氧气和水接触，使用过的菜刀、铁锅等铁制品，清洗后需要及时擦干放置，可以减

少水对铁锈蚀的影响；

（3）金属活动性：Zn＞Fe＞H＞Cu，将一定量的锌加入到稀硫酸、硫酸亚铁和硫酸铜的混合溶液中，锌先

与硫酸铜反应生成硫酸锌和铜，待硫酸铜完全反应后，锌和稀硫酸反应生成硫酸锌和氢气，待稀硫酸完全

反应后，锌和硫酸亚铁反应生成硫酸锌和铁，充分反应后过滤，向滤渣中加入盐酸，有气泡产生，说明滤

渣中一定含铁，可能含锌，则硫酸铜、稀硫酸已经完全反应，锌一定与硫酸铜反应生成了铜，故滤渣中一

定含铜，锌一定与硫酸铜、稀硫酸、硫酸亚铁反应生成了硫酸锌，故滤液中一定含硫酸锌，可能含硫酸亚

铁，故滤渣和滤液中一定有的物质是：Cu、Fe、ZnSO4。

26．(1)活性炭具有吸附性，吸附二氧化碳，质量增加

(2)下沉

(3)水和氧气同时接触

【详解】（1）实验 1：通入 CO2一段时间后，活性炭包下沉，原因是活性炭的吸附性，吸附二氧化碳气体后，

质量增加；

（2）实验 2：铜在加热的条件下和氧气反应生成氧化铜，质量增加。加热细铜丝团一段时间后移走酒精灯，

观察到铜丝变为黑色（CuO），细铜丝团下沉；

（3）实验 3：一段时间后，铁粉包下沉，是因为铁粉同时与水和氧气接触生锈。

27． A、C 金的化学性质不活泼，常温下不易和其他物质反应，铁的活动性强于金

【详解】试题分析：（1）文物中属于金属材料的为 A金饼、C青铜雁鱼灯；（2）出土的铁质编磬锈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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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饼却依然金光灿灿，从物质性质的角度解释其原因：金的化学性质不活泼，常温下不易和其他物质反应，

铁的活动性强于金。

考点：金属材料

28． 过滤 Fe+CuSO4==Cu+FeSO4 2Fe(OH)3+3H2SO4==Fe2(SO4)3+6H2O

【详解】（1）过滤是把不溶于液体的固体与液体分离的一种方法，分离出矿渣，同时分离出含硫酸铜和硫

酸铁的溶液，则该操作是过滤．

（2）若试剂 b为 Fe粉，铁的金属活动性比铜强，能与硫酸铜溶液反应生成硫酸亚铁溶液和铜，反应的化

学方程式为：Fe+CuSO4═FeSO4+Cu．

（3）氢氧化铁难溶于水，转化为硫酸铁溶液，应是氢氧化铁与硫酸反应，生成硫酸铁和水，反应的化学方

程式为：2Fe（OH）3+3H2SO4=Fe2（SO4）3+6H2O．

【点睛】本题难度不大，掌握过滤的原理、金属与酸的化学性质、化学方程式的书写方法是正确解答本题

的关键．

29． C或碳元素； Fe2O3+3CO 
高温 2Fe+3CO2。

【详解】（1）CO2中 C的化合价为+4，氧元素的化合价为-2，C单质的化合价为 0，CO中 C的化合价为+2，

氧元素的化合价为-2，即该反应中碳元素化合价发生改变；

（2）一氧化碳与氧化铁在高温的条件小反应生成铁和二氧化碳，反应方程式为：Fe2O3+3CO 
高温 2Fe+3CO2

30． 2ZnS+3O2
高温

2ZnO+2SO2 硫酸与锌焙砂充分接触，提高反应转化率 C、Fe、Zn（或碳

元素、铁元素、锌元素） 电解槽、底吹炉

【详解】（1）焙烧炉中，通入空气，ZnS与氧气反应转化为 ZnO，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反应前后原子的种

类和数量不变，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2ZnS+3O2
高温

2ZnO+2SO2。

（2）反应过程中需不断搅拌，其目的是使硫酸与锌焙砂充分接触，提高反应转化率；

（3）在反应①~③中的各物质中，ZnFe2O4中铁元素化合价为+3价，Fe3O4中铁元素化合价为+2、+3价，

FeO中铁元素化合价为+2价，即铁元素的化合价发生了改变；在以上反应的各物质中，单质 C中 C元素的

化合价为 0，CO中 C元素的化合价为+2价，CO2中 C元素的化合价为+4价，即碳元素的化合价发生了改

变；在以上反应的各物质中，ZnFe2O4、ZnO中锌元素化合价为+2价，单质 Zn中锌元素的化合价为 0，即

锌元素的化合价发生了改变，所以在反应①~③中，化合价发生改变的元素有铁元素、碳元素和锌元素；故

填：C、Fe、Zn（或碳元素、铁元素、锌元素）；

（4）由图可知，最终可以获得锌的设备有电解槽、底吹炉，故填：电解槽、底吹炉。

31．(1)氢气（或 2H ）

(2) 4 4Fe+CuSO FeSO +Cu＝

(3)BC

【详解】（1）铁和硫酸反应生成硫酸亚铁和氢气，①中有气体生成，生成的气体为氢气（或 2H ）；

（2）铁和硫酸铜反应生成铜和硫酸亚铁，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4 4Fe+CuSO FeSO +C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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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①能说明铁的活动性大于氢，实验②能说明铜的活动性小于氢，实验③能说明铁的活动性大于铜，

实验④能说明铜的活动性大于银。

A、①④证明活动性：①铁大于氢，④铜大于银，没有比较铁和铜，故不符合题意；

B、③④证明活动性：③铁大于铜，④铜大于银，因此铁>铜>银，符合题意；

C、①②④证明活动性：①铁大于氢，②铜小于氢，故铁大于铜，④铜大于银，故铁>铜>银。

故选：BC。

32． 蜡烛熔化，掉落(或火柴燃烧) AC

【详解】(1)加热一段时间后，蜡烛熔化、掉落，之后火柴燃烧说明铜具有导热性；

(2)酒精、火柴燃烧生成新的物质，发生化学变化，体现物质的化学性质；蜡烛熔化，是物质状态的变化，

发生物理变化，体现物质的物理性质，故选 AC。

33． Zn+H2SO4= ZnSO4+ H2↑ 关闭 K1 左侧玻璃管内白磷燃烧消耗氧气，压强减小

0 1

0

h -h
h ×100%

【详解】（1）实验 1：锌与稀硫酸反应生成硫酸锌和氢气，故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写为：Zn+H2SO4= ZnSO4+ H2↑；

为使反应停止，Ⅲ中的操作是，就关闭左侧玻璃管上方的 K1，左侧不断产生气体，使管内压强变大，固液

分离，反应停止，故填关闭 K1 。

（2）实验 2：打开 K2，右管中液面下降，原因是左侧玻璃管内白磷燃烧消耗氧气，压强减小，右侧水进入

左侧管中，故填左侧玻璃管内白磷燃烧消耗氧气，压强减小；

被吸入左侧的水即为消耗氧气的体积，所以最终测得的空气中氧气体积分数为
0 1

0

h -h
h ×100%，故填

0 1

0

h -h
h ×100%。

34．（1）6

（2）解：设原混合物中 Cu2O的质量为 x，Cu2O生成 Cu的质量为 y

2 2 4 4 2Cu O+H SO =CuSO +Cu +H O
144 64

144 =
64

4
9

x y
x
y

xy 

则  4 + 6.8g- 4.8g
9
x x 

x=3.6g

故原混合物中 Cu2O为 3.6g，Cu为 3.2g

所以原混合物中的 Cu2O和 Cu质量比为 9：8。

【分析】该题目中 Cu 2O→Cu，因此最后的 Cu来自 2部分，一部分是原来有的，一部分是反应来生成的，

最后这 2部分 Cu 的质为 4.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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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1）所加稀硫酸中溶质的质量为 30g×20%=6g。

（2）见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