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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答案、评分与解析

一、选择题：本题共 15小题，每小题 3分，共 45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答案 D C D C A A B D D C A B B C D

1．【解析】滴滴涕是一种农药，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故答案选 D。

2．【解析】结晶牛胰岛素属于蛋白质，其他选项均不属于，故答案选 C

3．【解析】传统硅酸盐材料可做绝缘材料，不能作导电材料，故答案选 D

4．【解析】分子结构中含有碳氟键、碳氯键、酰胺基和酯基，共 4种官能团，故答案选 C。

5．【解析】A选项，铁粉少量，硝酸过量，铁粉被氧化为 Fe3+，故答案选 A。

6．【解析】B项，标况下环己烷不是气体；C项，只有 HClO4浓度，没有体积，C错；0.5 mol

NO2与足量 NaOH溶液反应转移电子数为 0.5NA，D错；A项，14 g混合气体中含有 1 mol

CH2，其碳氢键总数为 2NA ，故答案选 A。

7．【解析】该反应过程中元素化合价无变化，不属于氧化还原反应，故答案选 B。
8．【解析】A项，基态 Cu+的价电子排布式为 3d10, A错；B项， [Cu]是反应的催化剂，能降

低反应的活化能，但 H+是中间体，不是催化剂，B错；C项，N3-R2中 N元素的杂化方式

为 sp，后面 N 原子杂化存在 sp2和 sp3，N原子的杂化方式有变化，C错；D 项，该总

反应的反应类型属于加成反应（碳碳三键转化为碳碳双键），故答案选 D。

9．【解析】该光催化总反应为 5C2H5OH+2CO2==6CH3CHO+3H2O，H2O 不属于目标产物，

原子利用率不是 100%，答案选 D。

10．【解析】由结构可推 X、Y、Z和W分别是 C、N、O和 Cl。A项，氧离子半径小于氮

离子，A错；B项，在常温下烃类物质可以是液体或固体，其沸点可能高于氨气，B错；

C项，O元素的非金属性大于 Cl元素，C对；D项，碳酸的酸性强于次氯酸，D错；

故答案选 C。
11．【解析】A项，蔗糖水解后需要加入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溶液呈碱性，再加入新制氢氧化

铜悬浊液；故答案选 A。

12．【解析】B项，Zr4+离子在晶胞中配位数为 8；答案选 B。
13．【解析】B项，Br-在反应过程中可以循环利用，其数目并未发生变化；答案选 B
14．【解析】C项，CO2和 CO是分子晶体，转化过程无氧离子的转移；答案选 C
15．【解析】图中横坐标为 pOH且从左到右逐渐变小，故曲线 a代表的是 HOOCCH2NH +

3 A
错；B项，计算甘氨酸的 Ka需要关注图像中第二个交点，c(OH‒)=10‒4.22mol/L，
c(H+)=10‒9.78 mol/L，甘氨酸的 Ka=10‒9.78，B错；C项，调节溶液的 pH为 7时，一定会

加入其它碱，根据电荷守恒可知 C错；D项，根据图像第一个交点可知反应①

HOOCCH2NH +
3 HOOCCH2NH2+H+的 K1=10‒2.35，根据图像中第二个交点可知反应②

HOOCCH2NH2 H2NCH2COO‒ +H+的 K2=0‒9.78，目标反应等于反应①－反应②，则平

衡常数 K=K1/K2=107.43，故答案选 D。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4小题，共 55分。

16. （14分）

（1）量筒 ；C （各 1分，共 2分）

（2）I2与 I‒能形成 I -
3 ，增大 I2的溶解度 （2分）

（3）防止加碱速度过快，生成的 IO‒来不及氧化葡萄糖，影响实验结果 （2分）

（4）5I‒+IO -
3 +6H+== 3I2+3H2O （2分）

（5）溶液由蓝色变为无色，且半分钟不恢复原色 （2分）

（6） （2分）

（7） 3.6(50c1‒ c2V)（2分）

【解析】

（1）配制溶液还需要的玻璃仪器是量筒；A项，振荡需要盖上瓶塞，A错；B项，容

量瓶定容视线与液凹面最低处相平，B错；C对；D项，“摇匀”需要上下颠倒， D错。

（2）单质碘在水中溶解度不大，加入 KI后 I2与 I‒能形成 I -
3 ，增大 I2的溶解度。

（3）若加碱速度过快，生成的 IO‒来不及氧化葡萄糖而发生歧化反应，影响实验结果。

（4）过量的 IO‒容易发生歧化反应 3IO−== 2I−+IO -
3 ，故滴定过程加入盐酸调 pH发生的

反应为 5I‒+IO -
3 +6H+== 3I2+3H2O。

（5）步骤 III中“滴定终点”的现象是溶液由蓝色变为无色，且半分钟不恢复原色。

（6）葡萄糖分子结构中醛基易被氧化，根据葡萄糖酸的分子式可推其结构式为

。

（7） 根据实验原理可知计算转化关系式为与葡萄糖反应消耗 n(I2)= n(IO‒)=0.5 n(S2O2 -
3 ) ；

再依据返滴定原理即可算出葡萄糖的含量为 3.6(50c1‒ c2V) g/L。

17. （14分）

（1）增大反应速率，提高浸取率 （各 1分，共 2分）

（2）MnCO3+2H+=Mn2++CO2↑+H2O （2分）

（3）CaSO4 、SiO2 （各 1分，共 2分）

（4）Fe2+、Fe3+、Al3+（2分，漏写一个扣 1分）

（5）MnS(s)+Cu2+(aq) = CuS(s)+ Mn2+(aq)的平衡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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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基本完全。（2分）

（6）增大 c(F-)，使 CaF2、MgF2沉淀溶解平衡逆向移动，提高去除率（2分）

（7）6MnSO4+ O2+ 12NH3·H2O = 2Mn3O4↓+ 6(NH4)2SO4+ 6H2O（2分）

【解析】

（1）“酸浸”过程中需要加热，其目的是增大反应速率，提高“酸浸”的浸取率。

（2）菱锰矿的主要成分是MnCO3，故“酸浸”过程中发生的主要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MnCO3+2H+=Mn2++CO2↑+H2O 。

（3）菱锰矿中含有 CaO和 SiO2杂质，故“酸浸”过程产生的滤渣是 CaSO4 、SiO2。

（4）根据“流程图”中杂质离子的去除顺序可知“氧化中和”可去除的阳离子是 Fe2+、
Fe3+、Al3+。

（5）MnS(s)+Cu2+(aq) = CuS(s)+ Mn2+(aq)的平衡常数

K=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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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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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反应进行基本完全。

（6）增大 c(F-)，使 CaF2、MgF2沉淀溶解平衡逆向移动，提高 Ca2+和Mg2+去除率。

（7）根据流程图的转化和氧化还原反应原理可得“氧化”过程的化学方程式 6MnSO4+
O2+ 12NH3·H2O = 2Mn3O4↓+ 6(NH4)2SO4+ 6H2O。

18. （14分）

（1）1,2,4-三氯苯 或偏三氯苯（2分）

（2） （2分）

（3）羧基（1分）；羟基 （1分）

（4）6 （2分）； 和 （各 1分，共 2分）

（5）57.1% （2分）

（6）F的电负性强，导致化合物 E的羧基中 O—H极性增强，更易电离出 H+（2分）

【解析】

（1）根据系统命名法或习惯命名法可知 A的化学名称为 1,2,4-三氯苯或偏三氯苯。



（2）根据 B和 D的结构简式可知 C的结构简式为 ，则 C→D反应

的化学方程式为 。

（3）E→F中被还原的官能团是羧基；F→G的过程中发生取代反应的官能团是羟基。

（4）满足条件的同分异构体的结构简式有 、 、 、

；其中核磁共振氢谱有两组峰的是

和

（5）总产率等于三步产率的乘积=85%×84%×80%=57.1%

（6）F的电负性强，导致化合物 E的羧基中 O—H极性增强，更易电离出 H+

19. （13分）

（1）127 （2分） A （1分）

（2）c （2分）

（3）流速过快，异丁烷停留在催化剂表面的时间过短，来不及反应（2分）

（4）CO2+C=====
高温

2CO，通入CO2能消除积碳，提高催化剂活性（2分）

（5）75%（2分） ； p （2分）

【解析】

（1）根据盖斯定律可知H ==2718+286‒2877=127 kJ·mol−1。异丁烷脱氢是气体分子数

增大且吸热的反应，故要提高异丁烷平衡转化率的条件是高温和低压，答案选 A。



（2）根据题干可知异丁烯的产率=异丁烷的转化率×异丁烯的选择性。依据表格数据可

分别计算使用催化剂 a、b和 c的产率是 31.5%、32.5%和 33%，故催化效果最好是催化剂 c。

（3）流速过快，异丁烷停留在催化剂表面的时间过短，来不及反应。

（4）CO2+C=====
高温

2CO，通入CO2能消除积碳，提高催化剂活性，提高产率

（5）设参加反应异丁烷的物质的量为 1 mol，异丁烯的分压是乙烯分压的 3倍说明平

衡后异丁烯的物质的量是乙烯的 3倍，根据已知条件列三段式：

初始： 1 mol

C4H10(g) C4H8(g) + H2 (g)

转化：0.6 mol 0.6 mol 0.6 mol

平衡：0.2 mol 0.6 mol 0.6 mol

C4H10(g) C2H4(g) + C2H6(g)

转化：0.2 mol 0.2mol 0.2 mol

平衡：0.2 mol 0.2mol 0.2 mol

n(总)= 0.2+0.6+0.6+ 0.2+0.2 =1.8 mol，

0 6 0 6
1 8 1 8

0 2
1 8

（ ）（ ）
=

（ ）
p

. .p p

. .K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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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试题多维细目表

一、选择题：

题号 考查情境

考查内容

考查要求

必备知识 关键能力 学科素养

1 日常生活情境 物质转化与应用 理解与辨析能力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基础性

2 日常生活情境 物质转化与应用 理解与辨析能力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基础性

3 日常生活情境 物质转化与应用 理解与辨析能力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基础性

4 学术探索情境 反应变化与规律 理解与辨析能力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基础性

5 学术探索情境 化学语言与概念 分析与推测能力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基础性

6 学术探索情境 化学语言与概念 分析与推测能力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基础性

7 学术探索情境 物质结构与性质 分析与推测能力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基础性

8 化学史料情境 化学变化与规律
理解与辨析能力

分析与推测能力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综合性

创新性

9 化学史料情境 化学变化与规律
理解与辨析能力

分析与推测能力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综合性

创新性

10 学术探索情境 物质结构与性质
理解与辨析能力

分析与推测能力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基础性

11 实验探究情境 实验原理与方法 分析与推测能力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综合性

12 学术探索情境 物质结构与性质
理解与辨析能力

分析与推测能力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综合性

13 生产环保情境 物质转化与应用 理解与辨析能力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综合性

14 学术探索情境 反应变化与规律 理解与辨析能力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基础性

15 学术探索情境 反应变化与规律
理解与辨析能力

分析与推测能力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综合性

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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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

16 考查

情境

化学实验基础 考查

要求必备知识 具体考点 关键能力 学科素养 核心价值

（1）

实验

探究

情境

学术

探索

情境

实验原理与方法 仪器的使用 分析与推测能力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学科

本质

价值

学科

社会

价值

基础性

（2） 物质转化与应用 溶液的配制 分析与推测能力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基础性

（3） 实验原理与方法 实验现象的描述 分析与推测能力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基础性

（4） 物质转化与应用 化学反应方向
分析与推测能力

探究与创新能力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综合性

（5） 物质转化与应用 离子方程式的书写
分析与推测能力

探究与创新能力
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应用性

（6） 化学语言与概念 有机物结构简式的书写 分析与推测能力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综合性

（7） 实验原理与方法 样品中物质含量的计算 归纳与论证能力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应用性

17 考查

情境

化学工艺流程题 考查

要求必备知识 具体考点 关键能力 学科素养 核心价值

（1）

学术

探索

情境

生活

环保

情境

物质转化与应用 原料的预处理 理解与辨析能力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学科

本质

价值

学科

社会

价值

基础性

（2） 化学语言与概念 离子方程式的书写 分析与推测能力 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基础性

（3） 实验原理与方法 物质成分的分析 分析与推测能力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应用性

（4） 物质转化与应用 化学反应的离子判断 分析与推测能力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应用性

（5） 化学变化与规律 沉淀的转化 分析与推测能力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综合性

（6） 化学变化与规律 物质除杂的原因分析 归纳与论证能力
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综合性

（7） 化学语言与概念 化学方程式的书写 分析与推测能力 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创新性

18 考查

情境

有机化学基础 考查

要求必备知识 具体考点 关键能力 学科素养 核心价值

（1）

学术

探索

情境

化学语言与概念 有机物的名称 理解与辨析能力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学科

本质

价值

基础性

（2） 物质转化与应用 有机方程式的书写
理解与辨析能力

分析与推测能力
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基础性

（3） 化学语言与概念 官能团的名称 理解与辨析能力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基础性

（4） 物质结构与性质

同分异构体的数目

结构简式的书写
理解与辨析能力

分析与推测能力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综合性

（5） 物质转化与应用 有机物产率的计算 归纳与论证能力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综合性

（6） 物质结构与性质 物质酸性强弱原因分析 归纳与论证能力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创新性

19 考查

情境

化学反应原理 考查

要求必备知识 具体考点 关键能力 学科素养 核心价值

（1）

生产

环保

情境

反应变化与规律 反应热、化学平衡 分析与推测能力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学科

社会

价值

基础性

（2） 反应变化与规律 化学反应的条件选择 分析与推测能力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基础性

（3） 反应变化与规律
物质转化率变化

的原因分析

分析与推测能力 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综合性

（4）
物质转化与应用 物质对反应影响

的原因分析

分析与推测能力 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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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反应变化与规律 化学平衡的计算 归纳与论证能力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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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切分方案

一、选择题：本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4 小题，共 55 分。

（以每题为一个题组切割，下表中第二列的每一个“□”设置一个赋分框。）

16．（14 分）

（1） （2 分） □

（2） （2 分） □

（3） （2 分） □

（4） （2 分） □

（5） （2 分） □

（6） （2 分） □

（7） （2 分） □

17．（14 分）

（1） （2 分） □

（2） （2 分）

（3） （2 分） □

（4） （2 分） □

（5） （2 分） □

（6） （2 分） □

（7） （2 分） □

18．（14 分）

（1） （2 分） □

（2） （2 分） □

（3） （2 分） □

（4） （4 分） □



（5） （2 分） □

（6） （2 分）

19．（13 分）

（1） （3 分） □

（2） （2 分） □

（3） （2 分） □

（4） （2 分） □

（5） （4 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