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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大附中 2018 届高考适应性月考卷（三） 

理科综合参考答案 
 

化学部分 

一、选择题（本题共 7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42 分） 

题号 7 8 9 10 11 12 13 

答案 D  B  B  C  A  D  C 
 
【解析】 

7．A 项霾是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等颗粒物组成的气溶胶系，光束照射在有霾的空气中

产生丁达尔现象，而光束照射 SO2 和 SO3 的混合气体没有丁达尔现象，所以用丁达尔现象

可以鉴别 SO2 和 SO3 的混合气体和有霾的空气；B 项“光化学烟雾”“硝酸型酸雨”的形成

与氮氧化合物有关；C 项分子中含有苯环结构的碳氢化合物属于芳香烃；D 项 NxOy 中的

NO、NO2 不是酸性氧化物，故选 D。 

8．A 项由于产物 D 为固体，2A(g)+2B(g) 3C(g)+D(s)的正反应是气体体积减小的反应，

故其他条件不变，增大压强，平衡向正反应方向移动，反应物 A%减小，而图甲表示的 A%

保持不变，故错误；B 项从图乙可以看出，反应物的能量高于生成物，说明合成氨反应是

放热反应，在反应体系 b 中加入了催化剂能降低反应的活化能，故 b 的活化能比 a 的小，

故正确；C 项乙酸是弱电解质，与通入的氨气反应生成乙酸铵，乙酸铵是可溶性的强电解

质，因此乙酸溶液吸收氨气后导电性逐渐增大，故错误；D 项由图丁可以看出其他条件不

变时，H2O2 的浓度越大，其分解速率越大，故错误。 

9．A 项标准状况下，乙醇为液体，仅知 11.2L 的乙醇不能换算成物质的量，无法计算羟基数

目，故错误；B 项 NO2和 N2O4 的最简式均为 NO2，故 4.6g 混合物中含有 NO2 的物质的量

为 2

4 6g
(NO ) 0 1mol

46g/mol

.
n .  ，1mol NO2 含 2mol O，混合气体中含有氧原子的数目为

0.2NA，故正确；C 项由于反应后生成物中的钠元素的价态为+1 价，故 1mol 钠与足量 O2

反应，无论是生成 Na2O 还是 Na2O2 或它们的混合物都失去 1mol 电子形成 1mol Na+，故

错误；D 项室温下 pH=13 的 NaOH 溶液中氢氧根离子浓度为 1×10－1mol/L，氢离子浓度

为 1×10－13mol/L，氢氧化钠的水溶液中由水电离产生的 OH－
浓度与氢离子浓度相同，故

错误。 

10．A 项 3HSO 在水中难电离，NaHSO3 在水溶液中的电离方程式为 NaHSO3=Na++ 3HSO ，

故错误；B 项 BaCl2 能与 AgNO3 溶液和 K2SO4 溶液分别反应生成 AgCl 白色沉淀和 BaSO4

白色沉淀，不能用 BaCl2 鉴别 AgNO3 和 K2SO4，故错误；C 项能使甲基橙变红的溶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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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溶液， 2
3SO  具有还原性，酸性条件下ClO 具有强氧化性，二者在溶液中发生反应，

故这些离子不能共存，故正确；D 项 0.1mol/L 的 NaHA pH=2，c(H+)=0.01mol/L 说明 NaHA

的溶液呈酸性，且 HA－
只能部分电离，NaHA 溶液与 NaOH 溶液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HA－+OH－=A2－+H2O，故错误。 

11．A 项铁与稀硫酸反应生成了硫酸亚铁和氢气，产生的氢气排除了装置中的氧气，防止了

Fe2+的氧化，加氢氧化钠溶液可以产生氢氧化亚铁沉淀；B 项制取 Cl2 要用浓盐酸；C 项

NH4Cl 受热易分解；D 项图丁中温度计位置不对。 

12．A 项由结构简式可知分子式为 C14H11O2NF4，故错误；B 项 M 分子中—NH—COO—基团

（除 H 外）与苯环在同一平面，且分子中与苯环直接相连的 C 原子与苯环在同一个平面，

所以 M 分子内最少有 8 个碳原子在同一平面，故错误；C 项分子中含有—NH—COO—和

烃基，且不含亲水基，所以不能溶于水，故错误；D 项分子中含有碳碳双键，可发生加聚

反应，分子中含有卤族原子和—NH—COO—等基团能发生取代反应，故正确。 

13．A 项 HCl 是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电离产生 H+和 Cl－，可以起提供 Cl－和增强导电性的作用，

故正确；B 项 Pt1 与负极相连是阴极，阴极发生的是得电子还原反应，故正确；C 项依据

OHC—CHO+2Cl2+2H2O――→HOOC—COOH+4HCl，故每得到 1mol 乙二酸消耗 2mol Cl2

在 Pt2 电极有 4mol e－ 转移，故内电路将有 4mol H+从右室迁移到左室，故错误；D 项每

消耗 0.1mol 乙二醛，外电路转移 0.4mol e－
，故 Pt1 电极上产生 0.2mol H2，标准状况下体

积为 4.48L，故正确。 

三、非选择题（共 58 分） 

（一）必考题（共 3 小题，共 43 分） 

26．（除特殊标注外，每空 2 分，共 14 分） 

（1）H2C2O4――――→
浓H2SO4

△
H2O+CO↑+CO2↑ 

（2）干燥 CO 气体（1 分）   在装置中先通入一段时间的 CO，再在 F 装置的导气管口收

集一试管气体，验纯后再给 D 装置加热 

（3） Fe① 3O4+4H2SO4 =Fe2(SO4)3+FeSO4+4H2O 

Fe② 3++3SCN－  Fe(SCN)3 

Fe③ （1 分）  

④假设 SCN－
被 Cl2 氧化，向溶液中加入 KSCN 溶液，若出现红色，则假设成立（其他合

理答案均可给分） 

（4）在 A 和 B 装置之间加一个防倒吸装置 

【解析】（1）依据题意草酸（H2C2O4）在浓硫酸作用下加热分解产生一氧化碳，应用氧化

还原反应原理可得该分解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H2C2O4――――→
浓H2SO4

△
H2O+CO↑+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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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装置 C 中的干燥剂无水 CaCl2 能除去 CO 中的水蒸气；加热或点燃可燃性气体 CO 前，

要检验其纯度，以防止爆炸。 

（3）①由甲组实验现象可知在酒精灯加热的条件下 Fe2O3 被 CO 还原为黑色固体 Fe3O4，

可写出 Fe3O4与稀硫酸反应的方程式为 Fe3O4+4H2SO4 =Fe2(SO4)3+FeSO4+4H2O。 

②由甲组步骤 3 溶液变红是 Fe3+与 SCN－
发生反应，其离子方程式为 Fe3++3SCN－   

Fe(SCN)3。 

③由乙组实验现象可知在酒精喷灯加热的条件下 Fe2O3 被 CO 还原为黑色固体 Fe。 

④步骤 4 滴加新制氯水，溶液中的 Fe2+被 Cl2 氧化为 Fe3+，Fe3+与 SCN－
发生反应生成血

红色溶液 Fe(SCN)3，溶液褪色的原因可能是 Cl2将 SCN－
氧化，若该假设成立，再继续加

入 KSCN 溶液，与溶液中的 Fe3+反应，溶液变为血红色。 

（4）为了防止 B 中的溶液倒吸到 A 中，在 A 和 B 装置之间加一个防倒吸装置。 

27．（每空 2 分，共 14 分） 

（1）+130 

（2）①cd 

②14.73mol/L 

（3）α1+α2=100% 

（4）H2S+ CO
 =HS－+ 3HCO    c(Na+)＞c(HS－)＞c(OH－)＞c(H+)＞c(S2－) 

（5）xS+2e−= 2S 
x

 

【解析】（1）由题目所给化学键键能可以确定H2(g)+
1

2
O2(g)=H2O(g) H =−240kJ·mol−1， 

根据已知热化学方程式 2C(s) + O2(g)=2CO(g)  H = −220kJ·mol−1，利用盖斯定律

可得到答案 H2O(g)+C(s)=CO(g)+H2(g)  H =+130kJ/mol。 

（2）①可逆反应用不同物质表示反应速率时，当正反应速率与逆反应速率之比等于

化学反应方程式系数比时，达到平衡状态，所以 v正 (CO)= v逆 (H2)达到平衡状态；

混合气体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
m

n
 总

总

，当反应没有达到平衡状态时m总、n总 随反应向正反

应或逆反应进行而改变，混合气体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发生改变，所以混合气体的平均

相对分子质量不变时，达到平衡状态。  

②根据题中所给压强—时间图，设转化了 x mol 的水，列三段式计算： 

H2O(g)+C(s)=CO(g)+H2(g) 

起始物质的量（mol）       1              0      0 

转化了的物质的量（mol）   x              x      x 

平衡时物质的量（mol）    1−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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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恒温恒容下气体物质的量之比等于压强之比，列式得：
1 4 91

1 9 53

.

+ x .
 ，解得 940.x  mol，

则平衡常数
2 2

2

2

(CO) (H ) 0 94
14 73mol/L

(H O) 1 0 06

c c x .
K .

c x .
   




。 

（3）恒温恒容下，把 N 中的 1mol CO2 和 1mol H2 按化学反应方程式系数比换算成另一边

物质时与 M 反应容器中的反应物起始浓度一样，则两平衡等效，所以 

H2O(g)+CO(g)=CO2(g)+H2(g) H2O(g)+CO(g)=CO2(g)+H2(g) 

起始物质的量（mol）  1      1        0     0    0      0          1      1 

转化的物质的量（mol） x      x        x     x     x1    x1        x1   x1  

平衡时物质的量（mol） x1    x1     x     x     x1    x1        x      x  

转化率 %1001  x ， %100)1(2  x ，故 121 +αα 。 

（4）根据表格中的电离平衡常数，可知氢硫酸、碳酸、碳酸氢根、硫氢酸根的酸性强弱

顺序为 H2CO3>H2S> 3HCO >HS－
，由盐和酸反应的条件之一为酸性较强的酸可制酸性较弱

的酸，写出 H2S 与足量的 Na2CO3溶液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H2S+ 2
3CO =HS－+ 3HCO ；

100mL 0.1mol·L－1NaOH 溶液吸收 224mL（标况）H2S 气体恰好反应生成 NaHS 溶液，

由于 Na+不水解，HS－
的水解程度大于其电离程度，溶液中各离子浓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为

c(Na+)＞c(HS－)＞c(OH－)＞c(H+)＞c(S2－)。 

（5）由电池总反应 2Na+xS 
放电

充电
Na2Sx（3<x<5）减去负极反应：2Na−2e－=2Na+得正

极反应式为 xS+2e－= 2S 
x 。 

28．（除特殊标注外，每空 2 分，共 15 分） 

（1）Fe3+、H+ 

（2）2∶1 

（3）9.3 

（4）NH4Cl 固体受热分解生成的 HCl 可抑制 CeCl3 水解 

（5）4Ce(OH)3+ O2 + 2H2O=4Ce(OH)4   过滤、洗涤、干燥 

（6）①酸（1 分）   ②
246.5

100%
250

cV

w
 或

98.6
%

cV

w
（其他合理答案均可给分） 

【解析】（1）根据废玻璃粉末的成分（含 SiO2、Fe2O3、CeO2 等物质）和流程图可知，加

入过量的盐酸，Fe2O3 与盐酸反应生成 Fe3+，故溶液 a 中的阳离子有 Fe3+和 H+，未溶解的

固体是 SiO2、CeO2。 

（2）由流程图可知步骤Ⅱ中固体中 CeO2 与 H2O2 和稀 H2SO4反应生成 Ce3+，Ce 元素由+4

价 变 为 +3 价 ， 被 还 原 ； 则 H2O2 应 被 氧 化 生 成 O2 ， 化 学 方 程 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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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eO2+H2O2+3H2SO4=Ce2(SO4)3+O2↑+4H2O，故氧化剂与还原剂之比为 2∶1。 

（3）由题意 c(Ce3+) =1×10−6mol·L−1，根据 Ksp= c(Ce3+)·c3(OH－)=8.0×10−21，由

此可以计算出 c(OH－ )=2×10－ 5mol/L，则 c(H+) =5×10－ 10mol/L，pH=−lg c(H+)= 

−lg(5×10－10)=10−lg5=10−(1−lg2)=9.3，故加入 NaOH 调节溶液的 pH 应为 9.3。  

（4）CeCl3易水解，NH4Cl 的分解产生的 HCl 能抑制 CeCl3 水解，保证 CeCl3·6H2O 在该

条件下加热得到无水 CeCl3。 

（5）根据题意 Ce(OH)3 与 O2 反应生成 Ce(OH)4，其化学方程式为 4Ce(OH)3+ O2 

+2H2O=4Ce(OH)4；由流程图可知步骤Ⅴ得到 Ce(OH)4 含有 Na2SO4 等杂质，要制备

纯净的 Ce(OH)4 需进行的操作为过滤、洗涤、干燥。 

（6）①酸性条件下可使反应 Ce4++n(HT)2 Ce(H2n−4T2n)+4H+向逆向进行，增加 Ce4+

的浓度，提高滴定的准确率。 

②依据滴定反应 Ce4++Fe2+=Ce3++ Fe3+ 及元素守恒得： 

CeCl3~(NH4)2Fe(SO4)2 

246.5g     1mol 

x g       cV×10－3 mol 

x=
246 5

1000

. cV
， 

纯度=
246 5 4

100%
1000

. cV
×

w


=

246 5
100%

250

. cV
×

w
。 

（二）选考题（共 2 小题，共 15 分） 

35．（除特殊标注外，每空 1 分，共 15 分） 

 

（1）第四周期第ⅦA 族    

（2）HF 分子间可形成氢键 

（3）V 形   sp3 

（4）IBr IClCl2（2 分） 

（5）N   CO2、CS2（其他合理答案也给分）（2 分）   4 

（6）①②③（2 分） 

（7）
2 30

426

10a bd
mol−1（其他合理答案也给分）（2 分） 

【解析】（1）由溴元素为 35 号元素，核外有四个电子层，最外层为 7 个电子可知其位

于第四周期第ⅦA 族；碘元素为 53 号元素，依据核外电子排布规律，价层电子排布图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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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F 分子之间形成氢键，故气态氟化氢中存在二聚分子(HF)2。 

（3） +
3I 的成键数为 2，孤对电子数为

1
(7 2 1 1) 2

2
    ，故价层电子对数为 4，价层电子

对空间构型为正四面体，分子立体构型为 V 型，中心 I 原子的杂化轨道类型为 sp3。 

（4）分子晶体相对分子质量越大，沸点越高，则沸点为 IBr IClCl2。 

（5）同周期元素电负性从左到右逐渐增大，故 N>C；SCN－
有 3 个原子，价电子数为 16，

故其等电子体有 CO2、CS2、OCN－
等；配离子[Cu(CN)4]

2−的配位数为 4。 

（6）无机含氧酸的非羟基氧原子个数越多，酸性越强，HClO4、HIO4、H5IO6 非羟基氧分

别为 3、3、1，且非金属性 Cl>I，则酸性为①②③。 

（7）由晶胞结构可知：一个晶胞所含原子个数为 F： 82
2

1
4

4

1
16  ，K： 42

4

1
8  ，

Ni： 21
8

1
8  ；根据

V

m
d  ， A 2 30

426

10N
a bd

。 

36．（除特殊标注外，每空 2 分，共 15 分） 

（1） 

（2）取少量 B 于试管中，加氢氧化钠溶液加热充分反应后，取上层清液于另一试管中，

加入稀 HNO3 酸化，再加硝酸银溶液，若沉淀颜色为淡黄色，则 B 中的官能团为—Br 

（3）羧基（1 分）   ①② 

 

 

（4） 

 

（5）乙二醇（1 分） 

（6）10 

 

（7） 

 

（3 分） 

 

【解析】（1）根据合成路线苯和乙炔发生加成反应生成 。 

（2）利用卤代烃 B 在氢氧化钠的水溶液中能发生水解反应，故 B 中官能团—Br 的检验方

法为：取少量 B 于试管中，加氢氧化钠溶液加热充分反应后，取上层清液于另一试管中，

加入过量的稀硝酸酸化，再加硝酸银溶液，若产生淡黄色沉淀，说明 B 中官能团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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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 D 的结构可知，其官能团为－COOH，为羧基；分析题中所给物质的种类，组成

和结构可知①②为加成反应。 

（4）分析反应③的反应物 B、NaCN 和生成物 C 的组成结构，利用原子守恒可知化学方程

式为 。 

（5）反应⑤的生成物有两种，一种为 F，根据反应物及其结构，利用 C、O、H 等元素守

恒，另一产物为乙二醇。 

（6）满足题意三个条件的基团分别是—OH、—CHO 和—CH2CH3，苯环上有三个不同的

取代基的同分异构体有十种：固定—OH、—CHO 处于邻位的有四种： 

 

固定—OH、—CHO 处于间位的有四种： 

 

 

 

固定—OH、—CHO 处于对位的有两种：             。 

 

 

（7）合成 ，需要合成 和 ，由题

目提供信息可知合成 需要合成  ，合成  需要合成 

，所以联系醇、羧酸的性质，其合成路线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