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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化学试题中元素化合物部分约占18％，非

金属及其化合物的考查占主要部分。根据考试说明

及近几年各地的高考化学试题，可知非金属及其化

合物的考查主要有：常见物质的存在、用途、保存、制

备、检验、污染防治及化学性质等，重点是化学性质。

题型有选择题、实验题及推断题。下面主要汇总一

三、考查气体的制备、净化、主体实验(或收集)

及尾气处理

侧犁(2013年安徽卷)实验室中某些气体的制

取、收集及尾气处理装置如图1所示(省略夹持和净

化装置)。仅用此装置和表1提供的物质完成相关

实验，最合理的选项是( )。

下选择题中的主要考点。 表1

一、考查物质的存在及用途 选项 a中的物质 b中的物质 c中收集的气体 d中的物质

侧，(2013年新课标卷)化学无处不在，下列与 A 浓氨水 CaO NHs H20

化学有关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B 浓硫酸 NazS03 S02 NaOH溶液

A．侯氏制碱法的工艺过程中用到了物质溶解度 C 稀硝酸 Cu N02 Hz0

的差异 D 浓盐酸 Mnoz C12 NaOH溶液 惩B·可用蘸浓盐酸的棉棒检验输送氨气的管道是 考点分析及解析：常见气体CO。、 舻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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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酸的食物 高考考查的重点及热点。各环节的考 图1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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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混合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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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2 (2013年广东卷)下列措施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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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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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一、HCO；-、sol一中的不同阳离子和阴离子各一种

组成。已知：①将甲溶液分别与其他三种物质的溶

液混合，均有白色沉淀生成；②0．1 mol·L-1乙溶液

中c(H+)>0．1 tool·L～；③向丙溶液中滴入

AgNO。溶液，有不溶于稀硝酸的白色沉淀生成。下

列结论不正确的是( )。

A．甲溶液含有Ba2十 B．乙溶液含有SOi—

C．丙溶液含有Cl— D．丁溶液含有M92+

考点分析及解析：根据特征的实验现象或性质可

确定某离子或物质的存在，根据物质间的转化分析特

定物质间的化学反应。先根据②知乙为H。S04，再根

据①及乙，知甲为Ba(OH)：，最后再根据③及①，知丙

为MgCl：，则丁为NH。HCO。。答案为D。

六、考查环境污染及防护

例7(2012年海南卷改编)化学与环境密切相

关，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A．CO：属于大气污染物

B．pH值小于7的雨水是酸雨

C．CO：、NO。或SO。都会导致酸雨的形成

D．大气中C02含量的增加会导致温室效应加剧

考点分析及解析：大气污染物主要是SO。、NO。、

CO、NO等，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减少污染

的主要方法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即开发新能源，减

少化石燃料的燃烧。形成酸雨的主要物质是SO：及

氮的氧化物。引起光化学烟雾的主要物质是NO。。

赤潮、水华主要是含氮、磷物质的排放使水体富营养

化。与人体血红蛋白作用引起中毒的有CO、NO。

CO：不是大气污染物，不会导致酸雨，A、C项错误；

正常雨水中因溶有CO。，其pH值也小于7，酸雨的

pH值小于5．6，B项错误。答案为D。

七、考查实验室对一些化学试剂的保存

例P(历届高考题组合)下列叙述中不正确的

是( )。

A．浓硝酸必须密闭保存在棕色试剂瓶中且置于

温度较低的地方

B．硅酸钠溶液应保存在带玻璃塞的试剂瓶中

C．氯水、氢硫酸通常现用现配，不能久置，且氯

水必须盛装在棕色试剂瓶中

D．氢氧化钠溶液应密闭保存在带橡皮塞的细口

瓶中

考点分析及解析：化学试剂的保存应依据其物

理性质及化学性质，其主要目的是防止试剂减少、变

质及试剂瓶塞黏结、腐蚀等。易挥发、易吸收空气中

某成分(O。、CO。或水蒸气)的试剂要密闭保存(或水

封、油封)。见光易分解的试剂要保存在棕色试剂瓶

中，且置于黑暗处。可使橡皮塞溶胀的试剂必须用

玻璃塞。可腐蚀玻璃的强碱等试剂必须用橡皮塞或

软木塞。答案为B。

八、离子方程式正误的判断

侧9(2013年高考题组合)下列反应的离子方

程式书写正确的是( )。

A．MnO。与浓盐酸反应制Cl：：
八Mn02+4HCl兰Mn抖+2Cl一+C12十+2H20

B．Cl：通入水中：

C12+H20一2H++C1一+C10—
C．Na2 02溶于水产生02：

Na202+H20——2Na++20H一+02十

D．Ca(HCO。)。溶液与少量NaOH溶液反应：

HCOf+Ca2++OH一一CaC03++H20
考点分析及解析：离子方程式的书写及正误的

判断每年高考必考，错误主要有：①反应不能发生或

生成物写错，如A项中HCl未拆写。②所有单质、

氧化物、气体、难溶物、难电离的物质(水、弱酸、弱碱

等)必须用化学式表示，但有些进行了拆写，如B项

中的HClO是弱酸，不能拆写。③方程式两边质量

或电荷不守恒(重点是氧化还原反应)，如C项方程

式两边氧原子不守恒。④漏写离子反应。⑤未考虑

反应物的用量(少量或过量)关系等。答案为D。

九、考查离子在溶液中大量共存问题

侧tO(2012年安徽卷)下列离子或分子在溶液中能

大量共存，通入CQ后仍能大量共存的一组是( )。

A．K+、Na+、C1一、NOf

B．K+、Na十、Br一、SiO：一

C．H+、Fe2+、SO；一、C12

D．K+、Ag+、NH3·H20、NOf

考点分析及解析：在溶液中离子间能发生氧化

还原反应(如MnO_、C10一可氧化Fe计、SO；一、I一

等，NO；在大量H+存在时可氧化Fe抖、I一等)的不

能共存，如C项的Fe2。与Cl：。离子间发生复分解反

应生成沉淀、气体、难电离的物质(水、弱酸、弱碱等)

及发生双水解反应、配合反应等，不能共存，如B项

中的离子单独存在时可大量共存，但SiO；一可与

CO：反应。D项中Ag+可与NH。·H。O反应生成

AgOH或配合物Ag(NH。)产。答案为A。

十、考查实验现象及原因

倒tt(2012年浙江卷)下列由相关实验现象所

推出的结论正确的是( )。

A．CI：、SO：均能使品红溶液褪色，说明两者均

有氧化性

B．向溶液中滴加酸化的Ba(NO。)。溶液，出现

白色沉淀，说明该溶液中一定含有SO：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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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及其化合物》核心考点演练
■安徽 孟超

1．下列有关环境保护与绿色化学的叙述不正确

的是( )。

A．形成酸雨的主要物质是硫的氧化物和氮的氧

化物

B．大气污染物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和工业

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气

C．绿色化学的核心就是如何对被污染的环境进

行无毒、无害的治理

D．水华、赤潮等水体污染主要是由含氮、磷的生

活污水任意排放造成的

2．信息、材料、能源被称为新科技革命的“三大

支柱”。下列观点或做法错误的是( )。

A．在即将到来的新能源时代，核能、太阳能、氢

能将成为主要能源

B．加大煤炭的开采力度，增加煤炭燃料的供应

量，以缓解石油危机

C．光缆在信息产业中有广泛应用，制造光缆的

主要材料是二氧化硅

D．高温结构陶瓷氮化硅(Si。N。)具有较高的硬

度和耐磨性，可用于制造汽车发动机

3．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用蒸馏法能从海水中提取淡水

B．从海水中可以得到氯化镁，再加热分解可制

金属镁

C．用氯气从海水中提取溴单质的关键反应是

C12+2Br一——2Cl一+B。2

D．煤的气化主要反应是c(s)+H：o(g)查竺

CO(g)+H2(g)

4．要除去CO：中混有的少量SO：气体，最好选

用的试剂是( )。

A．澄清石灰水 B．品红溶液

C．溴水 D．饱和NaHCO。溶液

5．“84”消毒液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广泛，该消毒

液无色，有漂白作用。它的有效成分是( )。

6．“飘尘”是物质燃烧时产生的粒状飘浮物，颗

粒很小(直径小于10-7 m)，不易沉降(可飘浮数小时

甚至数年)，它与空气中的SO。、0：接触时，SO。部分

转化为SO。，使空气酸度增加，形成酸雨。飘尘所起

的主要作用是( )。

A．氧化剂 B．还原剂 C．吸附剂 D．催化剂

7．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SiO：是酸性氧化物，它溶于水，不溶于酸

B．SiO。是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之一，它在常温

下不与NaOH溶液反应

C．电脑芯片的主要成分是SiO：

D．CO。通入水玻璃中可得到硅酸

8．用6．02×1023表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下列

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在常温常压下，1．6 g臭氧中含有6．02×1022

个氧原子

B．在标准状况下，2．24 L水中含有6．02×1022

个水分子

C．2．24 L氨气分子中含有6．02×1023个电子

D．2．4 g金属Na变为Na+时，失去6．02×1022

个电子

9．下列溶液中，一定能大量共存的离子组是( )。

A．能使氢氧化铝迅速溶解的溶液：Na+、Fe2十、

NOd、SO；一

B．能使酚酞试液变红的溶液：Na+、NH}、

COi一、SO：一

C．含有大量SOi一的透明溶液：K。、Cu抖、Cl一、

NOf 、

D．含有大量C10一的溶液：H+、M92+、I一、S0；一

10．下列检验铵盐的方法中正确的是( )。

八加热，用湿润的红色石蕊试纸靠近试管口检验

B加水溶解，用红色石蕊试纸检验溶液的酸、碱性

C．加入碱溶液，加热，再滴入酚酞试液

D．加入氢氧化钠溶液，加热，用湿润的红色石蕊

A．NaOH B．NaCIO C．KMnO。D．Na202 试纸在试管口检验

j自●|E—嗣tj与●j}j自●|EjEjbIjEj瞄●’|tj目I|目●：|E●■E—与Fj乞●|E●勺Pj毛●|E●{}|与●|E●勺Fj毛●jE，嗣陴IEjE
C．Fe与稀硝酸、稀硫酸反应均有气泡产生，说明

Fe与两种酸均发生置换反应

D．将分别充满HCl、NH。的烧瓶倒置于水中后，

液面均迅速上升，说明两者均易溶于水

考点分析及解析：化学反应常伴有现象的发生，

特征的反应有特征的现象，特征的现象又说明发生了

某特征反应。A项，SO：使品红溶液褪色，不是利用

它的氧化性；B项，原溶液中有SO；一而无SOi一也有

同样的现象；C项，Fe与稀硝酸的反应不是置换反

应。答案为D。 (责任编辑 王琼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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