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中考 “水 ”的考点透视

江苏泰州市智堡实验学校  ２２５３００  陆桂斌

  摘 要：归纳化学中考“水”的考点：实验探究水的组成，硬水、软水的鉴别和转化，水在化学实验中的作用，水的净
化和保护水资源，混合气中水蒸气的检验和去除杂质等五个方面，结合典型中考试题的评析，揭示其一般规律，点拨答
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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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之源———水是我们生活中最熟悉的物质，也
是中考化学试卷中的“常客”．围绕水的组成、性质、应
用等方面多角度、多层次考查学生基础知识、学科素
养和综合能力，是近年化学中考的一个热点．本文拟
结合典型中考试题对水的考点进行归纳，以期对师生
的复习备考有所帮助．
一、实验探究水的组成
例１ （２０１７ 湖南湘潭）图 １所示的两个实验能

验证水的组成．

（１）图 １所示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是 ．
（２）图 ２所示实实验，接通直流电源一段时间后，

玻璃管 b 内产生的气体是 ，该管内产生约 １０ｍＬ
气体时，玻璃管 a内产生约 ｍＬ气体．

（３）上述实验说明水是由 组成的．
（４）、（５）、（６）略．
评析 试题从化合生成水、水的分解两个维度，

引导学生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种类
不变）宏观认识水由氢、氧元素的组成．题（１）借助对

氢气燃烧现象的描述既考查学生对双基的掌握，更考
查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题（２）考查了电解水实验的
典型现象：正氧负氢、一氧二氢．部分试题还会考查玻
璃管 a、b中气体的检验方法：用一燃着的木条分别放
在管口，打开活塞，管 a 气体使木条燃烧更旺，是 Ｏ２ ；
管 ｂ气体被点燃，是Ｈ２ ；实验误差分析：理论上电解水
生成 Ｈ２ 和 Ｏ２ 的体积比为 ２∶１，但实际操作中，由于
Ｏ２ 在水中的溶解度比 Ｈ２ 大，实验初期 Ｈ２ 和 Ｏ２ 的体

积比大于 ２∶１；随着反应持续进行，Ｈ２ 和 Ｏ２ 在水中溶

解逐渐达到饱和，Ｈ２ 和 Ｏ２ 的体积比越来越接近２∶１．
答案 （１）氢气燃烧产生淡蓝色火焰，烧杯内壁

有水雾；（２）Ｈ２ ，５；（３）氢、氧元素；
二、硬水和软水的概念、检验和转化
例 ２ （２０１７ 湖南益阳）某课外活动小组的同

学在课外实践活动中，检测到我市安化县境内某溶洞
的流水中溶有较多量的 Ｃａ（ＨＣＯ３ ）２．下列对该溶洞中
的流水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Ａ．溶洞中的流水是硬水  
Ｂ．取适量溶洞中的流水，加肥皂水时会出现较多

浮渣

Ｃ．溶洞中的流水可作为优质饮用水   
Ｄ．溶洞中的流水不宜直接洗衣服
评析 准确理解硬水和软水的概念、了解硬水的

利弊是解答本题的关键．溶有较多含钙、镁的可溶性
物质（如 ＣａＣｌ２ 、Ｃａ（ＨＣＯ３ ）２、ＭｇＣｌ２ 、Ｍｇ（ＨＣＯ３ ）２ 等）
的水称为硬水，反之，没有或溶有少量含钙、镁的可溶
性物质的水称为软水．从微观上看，硬水中含较多
Ｃａ２ ＋、Ｍｇ２ ＋，而软水中不含或含较少 Ｃａ２ ＋、Ｍｇ２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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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四川资阳）硬水中含有较多的 （填序
号）：①ＣａＣＯ３；②Ｍｇ（ＯＨ）２；③Ｃａ２ ＋、Ｍｇ２ ＋；④Ｎａ２ＳＯ４．
分析可知：ＣａＣＯ３、Ｍｇ（ＯＨ）２ 不溶于水，即使将其放入

水中，水中也不含 Ｃａ２ ＋、Ｍｇ２ ＋；而 Ｎａ２ＳＯ４ 不含钙、镁
元素，应填③．
硬水虽对健康没有直接危害，但长期饮用硬度过

高的水易造成肝胆和肾结石．那么硬水是否就一无是
处呢？ 不对，否则就不会有人去喝矿泉水了，原来钙、
镁是人体生命必需元素．科学调查发现：高血压、动脉
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与水的硬度成反比，饮水
硬度低死亡率反而高．其实，长期饮用过硬或过软的水
（如蒸馏水）都不利于人体健康．硬水还会给生产生活
带来诸多不便：如用硬水洗衣服既浪费洗涤剂也洗不
干净，锅炉用水硬度过高会因炉内结垢带来危险等．
答案 Ｃ
例 ３ （２０１７ 黑龙江龙东）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是

第二十五届“世界水日”，爱护水资源越来越引起人们
的重视，某化学兴趣小组对学校附近的水质状况进行
了相关研究调查：

（１）略；
（２）可用 检验该水样是硬水还是软水；
（３） 日常生活中将硬水转化为软水的方法

是 ；
（４）略．
评析 区分硬水、软水最简单的方法：取样，加入

肥皂水后振荡，泡沫丰富的是软水；泡沫少且有浮渣
的是硬水．硬水转化为软水，工业上一般用蒸馏（具体
参见例 ７评析）；生活中一般用煮沸．大多硬水是含可
溶 Ｃａ（ＨＣＯ３ ）２ 、Ｍｇ（ＨＣＯ３ ）２ 等的暂时性硬水，加热煮

沸时，Ｃａ（ＨＣＯ３ ）２

△ ＣａＣＯ３ ↓ ＋ＣＯ２ ↑ ＋Ｈ２Ｏ，Ｍｇ
（ＨＣＯ３ ）２

△ Ｍｇ（ＯＨ）２↓ ＋２ＣＯ２↑，生成不溶的 Ｃａ-
ＣＯ３ 、Ｍｇ（ＯＨ）２ （即水垢的主要成分），以除去硬水中

较多的 Ｃａ２ ＋、Ｍｇ２ ＋．
答案 （２）肥皂水；（３）煮沸
三、水的性质及其应用
例 ４ （２０１６ 湖南郴州）下列各组常见的固体

物质中，用水不能区分的是（ ）
Ａ．ＮａＯＨ和 ＮＨ４ＮＯ３

Ｂ．ＣｕＳＯ４ 和 Ｎａ２ＳＯ４

Ｃ．Ｎａ２ＣＯ３ 和 ＣａＣＯ３

Ｄ．ＮａＣｌ和 ＫＣｌ
评析 水是一种常见的溶剂，把一些物质放入水

中，可根据其是否可溶、溶解时的热效应、溶解后形成
溶液的颜色等不同现象进行简单区分．选项 Ａ 中
ＮＨ４ＮＯ３ 溶于水，总的热效应为吸热，溶液温度降低；
ＮａＯＨ溶于水，表现为放热，溶液温度升高．其它如浓
硫酸溶于水，溶液温度也升高；而 ＣａＯ 遇水溶液温度
升高是因其与水反应生成 Ｃａ（ＯＨ）２ 时放出大量的

热，二者切勿混淆．选项 Ｂ 中 ＣｕＳＯ４ 溶于水形成蓝色

溶液，而 Ｎａ２ＳＯ４ 溶液呈无色；其它有色溶液有：ＫＭ-
ｎＯ４ 溶液———紫红色，Ｃｕ（ＮＯ３ ）２、ＣｕＣｌ２ 等可溶性铜盐
溶液———蓝色，ＦｅＣｌ３ 、Ｆｅ２ （ＳＯ４ ）３、Ｆｅ（ＮＯ３ ）３ 等可溶性

铁盐溶液———黄色，ＦｅＣｌ２ 、ＦｅＳＯ４、Ｆｅ（ＮＯ３ ）２ 等可溶性

亚铁盐溶液———浅绿色．选项 Ｃ 中 Ｎａ２ＣＯ３ 易溶于水

而 ＣａＣＯ３ 不溶于水．
答案 Ｄ
例 ５ （２０１６ 黑龙江伊春）水在下列实验中的

作用：

（１） （２） （３） ．
评析 水是化学实验中不可或缺的实验用品，在

不同实验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简要归纳如下：①作
溶剂，如题（１）中水能溶解吸收反应中生成的有毒气
体 ＳＯ２，以防污染空气，当然该实验中若用 ＮａＯＨ 溶液
替代水则吸收效果更佳；题（３）中水溶解蔗糖固体．②
作保护剂，如题（２）中水能防止炽热的生成物溅落炸
裂集气瓶底．③作指示剂，如在测定空气中 Ｏ２ 含量时

（参见图 ４Ａ），可通过量筒中水体积的变化测量红磷
燃烧消耗 Ｏ２ 的体积．④提供热源，如在探究燃烧的条
件实验中（参见图 ４Ｂ），烧杯中热水的作用：加热铜
片、使水中白磷与空气隔绝．⑤作润滑剂，如在连接仪
器时（参见图 ４Ｃ），先把玻璃导管口用水润湿后再连
接橡皮导管，水起润滑作用．⑥作反应物，在探究 ＣＯ２

的性质实验中（参见图 ４Ｄ），水与 ＣＯ２ 反应生成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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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反应物；ＣＯ２ 能溶于水，水又作溶剂．答案参见
评析．

四、水资源的保护、水的净化
例 ６ （２０１６ 安微）２０１６ 年“中国水周”活动的

宣传主题是“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进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下列做法不符合这一主题的是（ ）

Ａ．逐步淘汰高耗水生产工艺   
Ｂ．农作物采用大水漫灌
Ｃ．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后排放
Ｄ．加强对水资源的监测
评析 这类试题对学科知识要求不高，侧重对学

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考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
高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工业、农业和生
活用水的总量在逐年递增．节约水资源、防止水污染、
修复水生态就成为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内容，化学教学应充分发挥学科文化的育人功能，
加强青少年学生水情教育，引导树立惜水、节水、护水
等意识．
答案 Ｂ
例 ７ （２０１７ 黑龙江绥化）水是生命之源，为了

人类健康，我们应该爱护水资源．请回答下列问题．
（１）自制简易净水器中的活性炭具有 性．
（２）净水器中小卵石和石英砂起到 作用．

  （３）在常用净水方法中，净化程度最高的是 ．

评析 与例 ６ 不同，本题侧重对双基的考查．由
贝尔· 格里尔斯主持并录制的节目《野外求生》已风
靡全球，其中贝尔在荒野获得比较干净的饮用水的方
法、原理都与教材中简易净水器类似：小卵石、石英砂
和蓬松棉都起过滤作用，以除去水中不溶性杂质；过
滤时应由粗到细———先用小卵石除去较大颗粒物，再
用石英砂除去较小颗粒物，不可颠倒．活性炭有吸附
性，可除去水中色素和异味，活性炭也起到一定的过
滤作用．先除不溶物再除可溶物，所以活性炭放第
三层．
常用净水的方法很多，净化程度由低到高的顺序

为：静置、过滤、吸附和蒸馏；其中静置时可加入适量
明矾以吸附水中悬浮杂质，加快沉降速度；蒸馏是把
水通过蒸发、冷凝处理得到只含水一种物质，俗称蒸
馏水，蒸馏不仅净化了水，也能把硬水转化为软水，净
水程度最高．答案参见评析
五、气体的干燥、混合气中水（蒸气）的检验
例 ８ （２０１６ 湖北荆门）水煤气是我国某些地

区的一种常用的生活燃料，大量生产水煤气的方法
是：将高温水蒸气通入灼热的焦炭（假设焦炭中无其
它参加反应的杂质），在 ７００℃- ８００℃之间，生成碳
的氧化物和氢气，某兴趣小组为探究水煤气的组成成
分，设计了如下图所示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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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和他们一起完成下列活动【提示：①ＣｕＳＯ４

（白色） ＋５Ｈ２Ｏ═ ＣｕＳＯ４ · ５Ｈ２Ｏ（蓝色）；②假设每一
步都充分反应】：

（１）实验中，发现装置 Ｂ中的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则装置 Ｂ中发生的一个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

（２）装置 Ｆ中的白色粉末变蓝，则装置 Ｅ 发生的
一个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

（３）装置 Ｆ，Ｇ （填“能”或“不能”）调换，其
原因是 ．

（４）实验中，发现装置 Ａ、Ｆ 中的白色粉末变蓝，
装置 Ｂ、Ｇ中的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则水煤气的组成成
分是 ．
评析 本题是考查混合气体成分检验、气体干燥

（除水）的综合性实验题，有较大难度．解题的关键：①
了解不同装置的作用．装置 Ａ、Ｆ———检验混合气体是
否含水蒸气（白色的硫酸铜粉末遇水变蓝色）；装置
Ｂ、Ｇ———检验混合气体是否含 ＣＯ２；装置 Ｃ———吸收
多余的 ＣＯ２ ；装置 Ｄ———干燥气体；装置 Ｅ———将可能
的 ＣＯ转化为 ＣＯ２ 、Ｈ２ 转化为 Ｈ２Ｏ；装置 Ｈ———点燃
有毒的 ＣＯ以防污染空气．②掌握检验水蒸气和 ＣＯ２ 、

除去水蒸气和 ＣＯ２ 时不同的先后顺序．理论上，气体
经过溶液后会带出水蒸气，为避免干扰混合气中原有
水蒸气的检验，当水蒸气和 ＣＯ２ 可能同时存在于混合

气中，要确定其成分应先检验水蒸气、后检验 ＣＯ２ ，所
以装置 Ａ应放在装置 Ｂ前、装置 Ｆ应放在装置 Ｇ前，
位置不可调换，否则无法确实混合气中原来有无水蒸
气．同理，要除去水蒸气和 ＣＯ２ 时应先除 ＣＯ２ 、后除水
蒸气，所以装置 Ｃ应放在装置 Ｄ前，位置也不可调换，
否则无法除尽水蒸气．③理解安排装置 Ｃ、Ｄ、Ｈ 的目
的．安排装置 Ｃ、Ｄ是为了除去混合气中原有的水蒸气
和 ＣＯ２，从而避免干扰混合气中 Ｈ２ 、ＣＯ 与 ＣｕＯ 反应
后生成的水蒸气和 ＣＯ２ 的检验，不可或缺；而装置 Ｈ
是为了环保，也不可缺少．
答案 （１）ＣＯ２ ＋Ｃａ（ＯＨ）２ ＝＝ＣａＣＯ３↓ ＋Ｈ２Ｏ；

（２）Ｈ２ ＋ＣｕＯ△ Ｃｕ ＋Ｈ２Ｏ；（３）不能，装置 Ｇ 中带出水
蒸气，会对装置 Ｆ 检验是否有水生成造成干扰；（４）
Ｈ２Ｏ（蒸气）、ＣＯ２ 、Ｈ２ 和 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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