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福 州 市 高 中 毕 业 班 质 量 检 测

化 学 试 题

（完卷时间：７５分钟；满分：１００分）

相对原子质量：Ｈ １　 Ｃ １２　 Ｎ １４　 Ｏ １６　 Ｓｉ ２８　 Ｃａ ４０

一、选择题（每小题 ４分，共 ４０分。 每小题均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

１．下列对食品食材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Ａ．海参、鱼胶、蹄筋等传统食材的主要成分都是胶原蛋白，蛋白质彻底水解产物为氨基酸

Ｂ．绿色蔬菜含叶绿素，叶绿素是中心离子为镁离子的配合物

Ｃ．竹笋含较多的纤维素，纤维素、淀粉、脂肪都是高分子化合物

Ｄ．黄酒由大米酿造，未经蒸馏的酿造酒酒精含量不可能高于水含量

２．漆酚（Ｕｒｕｓｈｉｏｌ）是生漆的主要成分，化工辞典对其组成与结

构的描述如右图。 下列对漆酚的推测不合理的是

Ａ． 漆酚可发生加成反应

Ｂ． 漆酚是混合物，难溶于水、可溶于苯

Ｃ． 生漆固化硬化过程伴随漆酚的聚合反应

Ｄ． 生漆是纯天然产物，对人体无毒无害

３．原子序数依次增大的 Ｘ、Ｙ、Ｚ、Ｑ、Ｗ五种短周期主族元素，Ｘ、Ｗ同族、Ｙ、Ｚ、Ｑ 同周期；离子化

合物 Ｍ由这四种元素组成，Ｍ的结构可表示为：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Ａ．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酸性 Ｙ＞Ｚ

Ｂ．Ｙ、Ｚ、Ｑ原子半径依次减小

Ｃ．Ｘ与 Ｙ、Ｚ、Ｑ、Ｗ的二元化合物均可在空气中燃烧

Ｄ．常温下，Ｍ水溶液 ｐＨ＜７

４．已知 ＮＡ 是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下列关于 ０．１ ｍｏｌ·Ｌ－１Ｎａ２ＣＯ３ 溶液说法正确的是

Ａ． １００ ｍＬ溶液中离子总数大于 ０．０３ ＮＡ

Ｂ． 阴离子总数等于阳离子总数

Ｃ． 溶液中离子浓度 ｃ（Ｎａ＋）＞ｃ（ＯＨ－）＞ｃ（ＣＯ２－
３ ）＞ｃ（ＨＣＯ

－
３）

Ｄ． 配制 １００ ｍＬ需用托盘天平称取 １．０６ ｇ Ｎａ２ＣＯ３ 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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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常温下为无色液体的二甲基硫醚（ＣＨ３－Ｓ－ＣＨ３）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 将含有质量分数

２５％的二氧化硫与 ７５％的二氧化碳的烟气通过以下工艺制取二甲基硫醚，下列有关说法不

正确的是

Ａ．选择合适的吸附剂和压力可以达到对混合气体进行分离提纯的目的

Ｂ．“粗制硫磺”工序所发生的化学反应中硫元素被还原

Ｃ．“粗制二甲基硫醚”的主要反应方程式为：２ＣＨ３ＯＨ＋Ｈ２Ｓ →２Ｈ２Ｏ＋ＣＨ３ＳＣＨ３

Ｄ．“精制二甲基硫醚”的主要操作为：蒸发浓缩、冷却结晶

６． 用下列装置进行实验，能达到实验目的的是

７．某化学兴趣小组发现，装有溴和汽油混合溶液的无色透明试剂瓶放在实验台上，经过一段时

间后溶液竟然褪色了。 为找出褪色原因，该小组成员做了 ２个对比实验：
①向酸性高锰酸钾溶液中滴加汽油，无明显变化

②将溴的汽油溶液放置在冷暗处，经过相同时间也没有明显变化。
下列溴和汽油混合溶液的其他实验，现象预测合理的是

实验操作 预测现象

Ａ 溶液褪色后，立即向试剂瓶内缓慢地通入氨气 产生白烟

Ｂ 溶液褪色后，立即向试剂瓶内滴加硝酸银溶液 无明显变化

Ｃ 加热褪色后的混合溶液 溶液变回橙红色

Ｄ 其他条件相同，将混合溶液改为溴的四氯化碳溶液 溶液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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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国内某动力电池研究院运用 ＦＦＣ剑桥工艺实现熔盐电解 ＳｉＯ２ 制备硅材料，装置如下。
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Ａ． 阳极反应为 Ｃ－４ｅ－＋２Ｏ２－ ＝ＣＯ２↑
Ｂ． ＳｉＯ２ 电极减重 ６０ ｇ时，生成 ＣＯ２ 体积为 ２２．４ Ｌ
Ｃ． 电解过程，熔盐中 Ｃａ２＋移向 ＳｉＯ２ 所在电极的方向

Ｄ． 若用其他惰性电极代替石墨，可能会生成 Ｏ２、Ｃｌ２
９．反应 ２Ｈ２（ｇ）＋Ｏ２（ｇ）＝ ２Ｈ２Ｏ（ｌ） 　 ΔＨ＝ －５７１．６ ＫＪ·ｍｏｌ－１

过程中的能量变化关系如下图。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Ａ．ΔＨ１＞ΔＨ２

Ｂ．ΔＨ１＋ΔＨ２＋ΔＨ３ ＝ΔＨ４ ＝ －５７１．６ ＫＪ·ｍｏｌ
－１

Ｃ．２ ｍｏｌ水蒸气转化为液态水能够释放出的能量为 ｜ ΔＨ３ ｜ ＫＪ
Ｄ．若将上述反应设计成原电池，则当氢失 ４ ｍｏｌ电子时能够

产生 ５７１．６ ＫＪ的电能

１０．工业生产中产生的 ＳＯ２ 废气常用 ＮａＯＨ 吸收。 ２５℃时，用
０．１ ｍｏｌ·Ｌ－１ ＮａＯＨ溶液滴定 ２０ ｍＬ ０．１ ｍｏｌ·Ｌ－１ Ｈ２ＳＯ３ 溶液

的滴定曲线如图。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Ａ．若 ａ点时 ｃ（Ｈ２ＳＯ３）＝ ｃ（ＨＳＯ
－
３），则 Ｋａ１（Ｈ２ＳＯ３）＝ １０

－１．８５

Ｂ．滴定时，可用甲基橙做为点 ｂ的终点判断指示剂

Ｃ．若 ｃ点时 ｃ（ＨＳＯ－
３）＝ ｃ（ＳＯ２－

３ ），则 ｃ（Ｎａ
＋）＜３ｃ（ＨＳＯ－

３）
Ｄ．若 １０－０．７ ＝ ０．２，则根据 ｄ点可以计算出 Ｋａ２（Ｈ２ＳＯ３）的数量级为 １０－８

二、填空题（每小题 １２分，共 ６０分）
１１．精对苯二甲酸（ＰＴＡ）是生产聚酯纤维的重要化工原料。 生产过程产生的氧化残渣主要含

有苯甲酸、对苯二甲酸、钴锰催化剂等。 采用以下工艺流程可实现 ＰＴＡ 残渣中有效成分苯

甲酸和 Ｃｏ２＋、Ｍｎ２＋的回收与纯化，达到废物再利用的目的。

序号
浸取

温度 ／ ℃
进料质量比

溶剂 ∶ 水 ∶ 干残渣

苯甲酸

浸取率 ／ ％

１ ３０ ４ ∶ １ ∶ １ ８７．４８

２ ４０ ４ ∶ １ ∶ １ ９０．３３

３ ５０ ４ ∶ １ ∶ １ ９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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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操作 Ｉ的方法是 ；实验室进行操作 ＩＩ主要用的玻璃仪器有 。
（２）判定乙酸异丁酯可用于浸取并有效回收苯甲酸的理由是 。
（３）从上表所列实验数据可知苯甲酸在乙酸异丁酯中的溶解过程是 （填“放

热”或“吸热”）过程。
（４）操作 ＩＩＩ为蒸馏，蒸出的溶剂可返回 工序循环使用

（５）钴锰回收时常采用 Ｎａ２Ｓ沉淀法将钴沉淀为 ＣｏＳ。 若油水分离后的溶液经蒸发浓缩后，

Ｃｏ２＋和 Ｍｎ２＋的浓度均为 ０．１ ｍｏｌ·Ｌ－１，计算说明当 Ｃｏ２＋完全沉淀时产生的固体中不含

ＭｎＳ，支持这个结论的数学关系式是 。 〔已知，Ｋｓｐ（ＣｏＳ）＝ ２×１０
－２５，

Ｋｓｐ（ＭｎＳ）＝ ２×１０
－１３，完全沉淀指溶液中离子浓度小于 １０－５ ｍｏｌ·Ｌ－１〕

（６）得到的 ＣｏＳ通过硫酸化焙烧转变为水溶性的 ＣｏＳＯ４，其化学方程式为 。

１２．聚乳酸（ ）是一种新型生物降解材料，可用于包装食品。 某化学兴趣小组利用化

学解聚方法，由废旧聚乳酸餐盒制得高纯乳酸钙。
已知：乳酸是淡黄色黏性液体，与乙醇、水混溶；乳酸钙是白色粉末，溶于冷水，易溶于热水，
不溶于乙醇、丙酮等有机溶剂。
Ⅰ． 废旧聚乳酸材料的解聚

①分别取一定量的 ＮａＯＨ、无水乙醇和白色聚乳酸餐盒碎片，装
入锥形瓶，加热解聚；

②待反应完毕，向锥形瓶中加入少量浓盐酸，然后加热浓缩，得
到淡黄色黏稠状液体和少量白色不溶物；

③往②中所得混合物加入 ２０ ｍＬ 无水乙醇并搅拌均匀，静置、
过滤，弃去白色不溶物。

（１）步骤①所用装置如图所示，其中冷凝管的作用是

，写出聚乳酸在碱性条件下解聚的化学方程式

。
（２）步骤②中，加入浓盐酸的目的是 ，为避免浓缩过程发生暴沸，可

以加入 。
（３）步骤③加入 ２０ｍＬ无水乙醇的作用是 。
Ⅱ． 乳酸钙的制备

④将氢氧化钙粉末
∙∙∙∙∙∙

分批加入③中所得滤液，控制最终溶液的 ｐＨ约为 ７，过滤；
⑤取滤液于烧杯，冰水浴下剧烈搅拌，同时加入 ４０ ｍＬ物质

∙∙
Ｘ·，析出白色固体；

⑥过滤，收集沉淀物，烘干，称重为 ５．８ ｇ。
（４）“控制最终溶液的 ｐＨ约为 ７”时，需用蒸馏水润湿 ｐＨ试纸后再测量溶液的 ｐＨ，其原因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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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步骤⑤中，所加“物质 Ｘ”可能是

Ａ． 石灰水 　 　 　 　 Ｂ． 盐酸 　 　 　 　 Ｃ． 丙酮 　 　 　 　 Ｄ． 乳酸

（６）若步骤④所加氢氧化钙粉末的质量为 ２．１ ｇ，则该实验的产率 ＝ （结果保

留 ３位有效数字；Ｍ氢氧化钙 ＝ ７４ ｇ·ｍｏｌ
－１，Ｍ乳酸钙 ＝ ２１８ ｇ·ｍｏｌ

－１）。
１３．丙烯（Ｃ３Ｈ６）是仅次于乙烯（Ｃ２Ｈ４）的重要基本有机原料，工业上常利用丙烷（Ｃ３Ｈ８）催化脱

氢氧化制取丙烯。 丙烷脱氢过程主要包含以下 ３个反应：
① Ｃ３Ｈ８ →Ｃ３Ｈ６＋Ｈ２ 　 　 ② ２Ｃ３Ｈ６＋ ９Ｏ２ →６ＣＯ２＋ ９Ｈ２Ｏ 　 　 ③ Ｃ３Ｈ８ →ＣＨ４＋Ｃ２Ｈ４

根据以下所给条件回答问题：
（１）已知各物质的燃烧热如下表，请计算反应①的反应热 ΔＨ１ ＝ 。

物质 Ｈ２ ＣＨ４ Ｃ２Ｈ４ Ｃ３Ｈ６ Ｃ３Ｈ８

燃烧热（ＫＪ·ｍｏｌ－１） ２８５．８ ８９１．０ １４１１．０ ２０１３．４ ２２１７．８

（２）如果要加快石油工业中丙烷的裂解速度，可以采取的措施是 。
Ａ． 高温低压 　 　 　 　 Ｂ． 低温高压 　 　 　 　 Ｃ． 高温高压 　 　 　 　 Ｄ． 低温低压

（３）在 ５００℃下，按一定的原料气比和气流速度的条件下，不同载体催化剂对丙烷脱氢反应

的影响如下图所示。 其中某一组实验数据如下表所示。 （其中丙烷的转化率指的是总

转化率，丙烯的选择性指最终转化为丙烯的丙烷占反应丙烷的百分比。）

物质 反应前（ｍｏｌ） 反应后（ｍｏｌ）

Ｃ３Ｈ８ １０ …

Ｃ３Ｈ６ ０ １．０２

ＣＯ２ ０ １．９８

Ｃ２Ｈ４ ０ ０．０２

ＣＨ４ ０ ０．０２

①磷酸钙、磷酸锆、磷酸铝三种载体的催化效率最高的是 。
②经研究发现，不同载体的催化效果与载体本身的酸碱性有关，以下三种催化剂中催化

效果最好的是 。
Ａ． ＳｉＯ２ 　 　 　 　 　 Ｂ． Ａｌ２Ｏ３ 　 　 　 　 　 Ｃ． ＭｇＯ

③由上表计算该条件下，丙烷的转化率＝ ；丙烯的选择性＝ 。
④根据化学平衡理论催化剂并不会改变平衡体系中的转化率和产率，但在丙烷催化生

产丙烯的反应中，使用不同的催化剂所得到的丙烯的选择性却有不同。 请说明原因：
。

（４）目前有一种便携式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它以丙烷气体为燃料。 电池中的一极通入空

气，另一极通入丙烷气体，电解质是固态氧化物，在熔融状态下能传导 Ｏ２－。
请写出该电池负极的电极反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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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偏硼酸钡（ＢＢＯ）和三硼酸锂（ＬＢＯ）晶体是两种性能优异的非线性光学晶体，化学组成分别

为 Ｂａ（ＢＯ２） ２、ＬｉＢ３Ｏ５。
（１）组成两种晶体的四种元素电负性从大到小的顺序是 。
（２）环硼氮烷 Ｂ３Ｈ６Ｎ３ 又称无机苯，其球棍模型如右图。 其中氮原子的杂

化类型为 。
（３）氨硼烷 ＮＨ３ＢＨ３ 可以作为机动车使用的备选氢来源或氢储存的材

料。 氨硼烷相对分子质量为 ３１、熔点 １０４℃。 氨硼烷熔点较高的原

因可能是 （填选项符号）。
Ａ．和乙烷是等电子体　 　 　 　 　 Ｂ．分子间存在氢键　 　 　 　 　 Ｃ．形成离子晶体

（４）氨硼烷受热或水解都能释放氢气，加热氨硼烷时，它首先会聚合成（ＮＨ２ＢＨ２） ｎ，继续加

热，再继续聚合成（ＮＨＢＨ） ｎ；而氨硼烷在催化剂存在下水解生成偏硼酸铵 ＮＨ４ＢＯ２。 等

量氨硼烷若彻底反应，加热法和水解法释放氢气的量比为 。
（５）２０１７年科学家才确定基态金属锂晶体为 ＦＣＣ（面心立方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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