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考化学“推断题”热点扫描*

四川省简阳市石板凳镇莲花九义学校 641426 邓发其

物质推断题主要是依据基本概念、化学原理

和元素化合物知识以及化学计算，通过严密的逻

辑推理而得出结论的试题。这类试题所包含的知

识面广、综合性强、新颖灵活、题设条件相对隐蔽，

可以较为全面地考查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

推理能力，因而对学生的解题能力要求较高，一直

是中考和竞赛中的重点题型。分析近年来的中考

试卷，不难发现在新课程理念的引领下，中考试卷

中“推断题”的命题意图、命题内容、命题思维正

呈现着新的变化趋势。分析近年来中考试题，可

以发现“推断题”又出现了以下一些新亮点。
一、从“点到面”的验证性推断

这类推断题往往以物质的性质、用途、特征化

学反应及现象或以物质的含量、物质的特征颜色，

为命题的切入点，构建知识网络图，以综合考查学

生应用元素及其化合物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解答这题目必须牢固掌握初中化学中有关物

质的物理、化学性质，熟悉常见物质的色、味、态，

物质之间的相互反应规律及特征现象，抓住题目

中的关键环节，寻找解题突破口，或顺推或逆推或

讨论验证，方可得出结论。解答的一般思维过程:

原题 →审题→ 挖掘条件( 明显条件、隐含条件)

→ 寻找关键( 即突破口) → ( 物质特征、现象特

征) →推断结论 → 验证。
例 1 ( 玉林市中考题) A－J 是初中化学常见

的物质，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如图 1 所示( “﹣”
表示相邻的两物质可以发生反应，“→”表示箭头

前面的物质可以转化为箭头后面的物质: 部分反

应的反应物、生成物和反应条件没有标出) 。图 2
所示的是部分物质的相关信息。I、J 中含有相同

的金属元素，H 的相对分子质量比 E 的大。
请回答下列问题:

( 1) F 的化学式是 ;

( 2) 物质 I 俗称 ;

图 1 图 2

( 3) 写出上述物质转化过程中属于分解反应

的一个化学方程式 。
( 4) 写出 H→E 的化学方程式 。
解析 ( 1) A－J 是初中化学常见的物质，C、F

是气体氧化物，C、F 可以相互转化，所以 C、F 是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I、J 中含有相同的金属元

素，I、J 可以相互转化，都会与 F 反应，所以 F 是

二氧化碳，I 是碳酸钠，J 是氢氧化钠，所以 C 是一

氧化碳，气体 D 会生成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所

以 D 是氧气，氧气和 G 可以相互转化，所以 G 是

水，氧气转化成的 A 会与一氧化碳，所以 A 可以是

氧化铜，氧化铜会与气体 B 反应，所以 B 是氢气，

E 会生成二氧化碳和氢气，所以 E 是酸，H 的相对

分子质量比 E 的大，H 会与碳酸钠反应，也会生成

二氧化碳，所以 H 是硫酸，E 是盐酸，经过验证，推

导正确，所以 F 是 CO2。
答案: ( 1) CO2( 2) 纯碱

( 3) 2H2O
通电

2H2↑+O2↑

( 4) H2SO4+BaCl2
通电

BaSO4↓+2HCl
二、从“原料到产品”的定向性推断

这类推断题的基本命题形式通常是以达到提

取或生产某种产品为目标来呈现实现目的过程中

的实验方案、实验结果等部分内容，然后让学生根

据呈现的内容，选择合适的试剂和操作步骤，去补

充过程中未被呈现的内容。这类试题取材广泛，

构思独特新颖，有机地融入了实际工业生产和现

代科技工业中的新知识，内容呈现探究性、应用性

与创新性的特点，是“科学探究”学习方式的一种

演变与衍生，能很好地考查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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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已成为

中考命题的新热点，备受中考命题者的青睐。
例 2 ( 佛山市中考题) 现代循环经济要求综

合考虑环境污染和经济效益。高纯氧化铁可作现

代电子工业的材料，图 2 是用硫铁矿烧渣( 主要

成分为 Fe2O3、FeO、SiO2 ) 为原料制备高纯氧化铁

( Fe2O3 ) 的生产流程示意图［( NH4 ) 2CO3 溶液呈

碱性，40 ℃以上时( NH4 ) 2CO3 分解］。

图 2

( 1) 实验室中，操作Ⅰ、操作Ⅱ用到的玻璃仪

器有玻璃棒、烧杯、 等。
( 2) 滤液Ⅰ中主要的阳离子是 等。
( 3) 加适量氨水的目的是 。
( 4) 根据题中信息，加入( NH4 ) 2 CO3 后，该反

应必须控制的条件是 。
( 5) 滤液Ⅱ中可回收的产品是 ( 写化学

式) 。
( 6) 写出在空气中煅烧 FeCO3 的化学反应方

程式 。
解析 本题以制取高纯氧化铁为载体，考查

的是常见的物质制备和分离的知识。( 2) 一氧化

碳能将氧化铁还原为铁，将氧化亚铁还原为铁，故

硫铁矿高温通入一氧化碳得到的固体中主要含有

的是铁，稀硫酸能与铁反应生成硫酸亚铁和氢气，

故含有亚铁离子，由于硫酸过量，故含有氢离子，

滤液Ⅰ中主要的阳离子是 亚 铁 离 子 和 氢 离 子;

( 3) 由于硫酸过量，溶液呈酸性，氨水呈碱性，加

适量氨水能将溶液调节为中性; ( 4) 根据题中信

息，40℃ 以 上 时 ( NH4 ) 2 CO3 分 解，故 加 入

( NH4 ) 2CO3后，该反应必须控制温度低于 40℃。
答案: ( 1) 漏斗

( 2) H+ Fe2+

( 3) 中和过量的 H2SO4

( 4) 控制溶液的温度在 40℃以下

( 5) ( NH4 ) 2SO4

( 6) 4FeCO3+O2
高温

2Fe2O3+4CO2。
三、从“过程多变”而引起的开放性推断

这类推断题一般以酸、碱、盐的基础知识及相

互关系、反应规律为命题的背景，创设一个开放性

的有利于学生情感体验、思维探究、方法灵活运用

的情境，设定一个多思维“通道”探究内容的整体

框架，让学生根据框架呈现的各种或明或暗的信

息( 如反应条件、反应的现象、反应物的量) 进行

多角度的分析与判断，最后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

得出正确的结论。解这类题通常采用逆推法，要

求在认真阅读领会的基础上，选准切入点，多角度

思考，多层次分析，多方位解答。这类题目有利于

培养学生思维的开放性，创造性和深刻性。
例 3 ( 绵阳市中考题) 实验室有一瓶放置已

久的白色固体干燥剂样品 X，已知 X 中的金属元

素只有钙和钠，非金属元素不含氯。某小组为研究

其成分进行如图 3 所示探究。( 已知 CaCl2 溶液呈

性)。

图 3

由上述实验回答下列问题:

( 1) 步骤①③中所需要的玻璃仪器除烧杯、
玻璃棒外，还需用到的是 。

( 2) A 是 ，溶液 B 中的溶质是 。
( 3) 该样品 X 的成分可能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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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剂必须具有吸水性，由上述流程图信息

可知该干燥剂原来是由 组成。
( 4) 上述流程图中，若先加入足量氯化钙溶

液再加入酚酞溶液 ( 填“能”或“不能”) 确定

溶液 B 的成分。
解析 不溶物 A 加入盐酸生成使澄清石灰

水变浑浊的气体，说明生成了二氧化碳，加入盐酸

生成二氧化碳，说明 A 中含有碳酸根离子，又因

为样品中只有钙、钠两种金属元素，所以 A 只能

是碳酸钙; 无色溶液 B 加入酚酞变 红说明显碱

性，加入氯化钙生成白色沉淀说明含有碳酸根。
干燥剂必须具有吸水性，由图示信息可知该干燥

剂原来可能是由氧化钙和 氢 氧 化 钠 组 成，但 是

“加水温度无明显变化”，这就说明干燥剂中并不

含有氧化钙和氢氧化钠，只能说明它们已经完全

变质，氧化钙可以变为氢氧化钙、碳酸钙，氢氧化

钠变为碳酸钠。由于碳酸钠与氯化钙反应生成碳

酸钙沉淀和氯化钠，而氯化钠是显中性的，但是加

入足量的氯化钙溶液反应，最后的“溶液”仍然还

是红色，说明其中含溶液中还有显碱性物质，由此

可知无色溶液 B 中还含有氢氧化钠，它只能是由

氢氧化钙与碳酸钠反应产生的，所以干燥剂中一

定含有氢氧化钙。即干燥剂成分可能是氢氧化

钙、碳酸钠、碳酸钙或氢氧化钙、碳酸钠。显然干

燥剂中不一定含有碳酸钙。
答案: ( 1) 漏斗

( 2) 碳酸钙 碳酸钠、氢氧化钠

( 3) 氢氧化钙和碳酸钠( 或答“氢氧化钙、碳

酸钠、碳酸钙”) 氧化钙和氢氧化钠

( 4) 能

四、从“产物变换”而产生的多向性推断

这类推断题的形式主要是先根据元素化合物

之间的核心反应规律搭建网络图，同时在框图中

“潜伏”两个或多个变量，然后让学生的思维随着

“潜伏”变量的变化而变化，最后达到解决问题的

目的。其中，“潜伏”的变量可以是实验现象的改

变，物质反应规律的转换和物质存在与否等。这

类题通过多次变换题目中的某一信息，能够较好

地考查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对培养学生思维的广

阔性，多向性、灵敏性都很有帮助。
例 4 ( 湖北中考题) 某校化学兴趣小组对一

瓶溶液进行分析，初步确定它是含有同种阴离子

的 M、N 溶液，继续分析的步骤如图 4 所示:

图 4

请根据过程及现象回答下列问题:

( 1) 若 没 有 产 物 A，则 M、N 可 能 是 和

( 写化学式) ; 滤液中的溶质是 ( 写化学

式) ; 步骤①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
步骤②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反

应得基本类型是 。
( 2) 若有产物 A，且它是一种复合钾肥，则 M、

N 可能是 和 ( 写化学式) ; 滤液中的溶质

是 、 ( 写化学式) 。
解析 本题以产物 A 的是否存在为变换角

度，考查学生综合判断能力。解题时，可以先从步

骤②入手，不管产物 A 是否存在，根据滤液与硝酸

银 溶 液 反 应，生 成 不 溶 于 稀 硝 酸 的 白 色 沉 淀

( AgCl) ，可得出滤液中一定含有 Cl－，再进一步断

定 M 和 N 的阴离子一定为 Cl－。当没有产物 A
时，根据滤液与硝酸银溶液反应，生成不溶于稀硝

酸的白色沉淀( AgCl) 和硝酸钠溶液; 可推知滤液

中一定存在 NaCl，可能含有 NaNO3，但由于 M 和

N 混合溶液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生成蓝色沉淀

［Cu( OH) 2］和 NaCl，并且 M 和 N 都含有同种阴

离子，可 知 道 滤 液 中 不 可 能 含 有 NaNO3，只 有

NaCl。由此推断混合溶液中一定含有 CuCl2，也可

能含有没有发生反应的、本身就存在的 NaCl，还

可能存在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只生成 NaCl 溶液

的稀 HCl。当产物 A 是一种复合钾肥时，可确定

A 为 KNO3，由此初步断定滤液中一定含有 NaCl，
也可能含有 NaNO3，还可能含有 KCl 和本身就存

在 KNO3，但如果滤液中存在 NaNO3和 KNO3，M 和

N 混合溶液就必须要存在含有 NO－
3 ，这与题意不

符，因此，可断定滤液中只能含有 NaCl 和 KCl，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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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题意，可断定混合溶液中含有 CuCl2和 KCl。
答案:

( 1) CuCl2、NaCl NaCl
CuCl2+ 2NaOH Cu( OH) 2↓+2NaCl
NaCl+AgNO 3 AgCl↓+NaNO3复分解反应

( 2) CuCl2、KCl NaCl、KCl
五、从“实验到计算”的定量性推断

这类推断题是将化学方程式的计算与化学实

验有机紧密结合，充分体现了加强学科内综合的

新课程理念。解答这类题目，首先应根据实验过

程中产生的实验现象，通过初步的定性分析，确定

物质的可能组成，然后根据实验过程中得到的物

质的质量，通过化学方程式的计算得到溶液中的

各种溶质质量，从而确定反应前的溶质成分是什

么，再进一步分析该溶质的来源( 反应前是否存

在，反应生成多少) 。这类题目有助于培养学生

从定量的角度去研究物质的组成，有助于提高学

生学习和研究化学的科学素养，用量的观点去观

察世界，树立严谨的科学态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例 5 ( 山东中考题) 课外探究小组对实验教

师提供的一包白色固体 ( 可能是 NaCl、Na2 SO4、
Na2CO3和 NaNO3的一种或几种) 进行了下面的实

验，且每步实验中均加入足量的试剂，至充分反

应。实验过程、现象如图 5 所示:

图 5

请分析实验过程并完成以下问题:

( 1) 实验中不能用稀盐酸代替稀硝酸的原因

是 ;

( 2) 滴加 Ba( NO3 ) 2的目的是 ;

( 3) 通 过 计 算 推 断: 原 白 色 固 体 的 成 分 为

。( 写出必要的计算过程) 。

解析 本题为实验推断与定量实验化学计算

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应用题，考查了白色固体

成分的确定方法; 旨在培养学生实验能力、分析能

力和综合计算能力。此类计算代表了今后化学综

合计算的命题发展方向，必将受到化学命题者的

青睐。
( 1) 稀盐酸中也含有氯离子，能与 AgNO3 溶

液反应，也会产生白色沉淀，这样对判断原固体混

合物中是否含有 NaCl 会造成干扰;

( 2) 滴加 Ba( NO3 ) 2 与 Na2 SO4 反应会产生白

色沉淀，借此可检验白色固体中是否含有Na2SO4 ;

( 3) 根据实验现象中“滴加稀硝酸后无气体

生成”，可以确定原固体混合物中没有 Na2CO3，而

“滴加 Ba( NO3 ) 2 后无沉淀生成”，说明原固体混

合物中也没有 Na2SO4，滴加 AgNO3后产生的白色

沉淀为 AgCl，说明原固体混合物中有 NaCl。
设原白色固体中氯化钠的质量为 x，则

NaCl+AgNO 3 AgCl↓+NaNO3

58．5 143．5
x 1．435 g
58．5
143．5

= x
1．435 g

x= 0．585 g

故原白色固体中还含有 NaNO3，其质量为:

1 g－0．585 g= 0．415 g。所以原白色固体的成分是

NaCl ∶ 0．585 g，NaNO3 ∶ 0．415 g。
答案:

( 1) 对判断是否含有 NaCl 造成干扰;

( 2) 检验是否含有 Na2SO4 ;

( 3) 原白色固体的成分: NaCl ∶0．585g、NaNO3

∶0．415g
不容质疑，具有时代性、应用性的中考化学试

题必然成为中考命题的热点和新亮点，考核的重

点则更加注重学生应用化学知识来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精神、
方法和品质。因此在教学中除了要加强“双基知

识”的学习外，更要让学生养成科学的态度、形成

科学的思维，了解科学方法，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

意识，体验探究的过程和乐趣，逐步形成科学的探

究能力，感悟学习化学的价值所在。
( 收稿日期: 2017－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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