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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分解反应发生的条件及应用，特别是有关物

质或离子在溶液中的共存、物质的鉴别、物质的分离

与提纯、物质的转化、物质的推断、实验方案的设计

与评价以及科学探究等，一直是中考命题的热点，主

要考查学生对复分解反应概念的理解及反应能否发

生的判断，常见题型为选择、填空和实验探究题。
题型一、直接判断型

例1 下列化学反应属于复分解反应是( )。

A． CH4 + 2O2 
点燃

CO2 + 2H2O

B． 3Fe + 2O2 
点燃

Fe3O4

C． NaOH + HCl NaCl + H2O
D． H2CO 3 H2O + CO2↑
解析 本题考查常见化学反应类型的判定。

A 中反应是一种化合物与一种单质生成两种化合

物的反应，不属于任何反应类型; B 中反应符合

“多变一”的特征，属于化合反应; C 中反应是两

种化合物相互交换成分生成两种新的化合物的反

应，属于复分解反应; D 中反应符合“一变多”的

特征，属于分解反应; 故选 C。答案 C
题型二、离子共存型

例2 下列各组离子在水中能大量共存的是( )。
A． Na +、H+、Cl －、HCO－

3 B． Na +、K+、NO－
3 、Cl

－

C． H+、Na +、OH－、SO2 －
4 D． Ag +、Ca2 +、Cl －、NO－

3

解析 本题考查离子能否在水溶液中大量共

存，根据复分解反应的条件，离子间若能互相结合

成沉淀、气体或水，则离子不能共存。A 中 H + 和

HCO －
3 能结合成水和二氧化碳 ，不能大量共存; B

中四种离子间不能结合成沉淀、气体或水，能大量

共存; C． H + 和 OH－ 能结合成水，不能大量共存; D 中

Ag + 和 Cl － 能结合成沉淀，不能大量共存。答案 B。
题型三、物质鉴别型

例 3 下列各组溶液中，仅用组内物质就能

鉴别出来，且均为无色溶液的是( ) 。
A． NaOH，酚酞，Na2CO3，KCl
B． KCl，Ca( OH) 2，HCl，NaNO3

C． FeCl3，NaOH，MgSO4，KNO3

D． KOH，稀 H2SO4，KCl，酚酞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通过酸、碱、盐之间相互

反应 的 现 象 不 同 来 加 以 鉴 别。A 中 NaOH、
Na2CO3 均使酚酞溶液变红色，氯化钾显中性，不

能使酚酞溶液变色，但其余两两混合均没有明显

现象，故不加其他试剂无法鉴别; B 中 Ca ( OH) 2

与稀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钙和水，但无明显变化，其

余两两混合均没有明显现象，故不加其他试剂无

法鉴别; C 中 FeCl3 溶液是黄色的，能与 FeCl3 溶

液反 应 产 生 红 褐 色 沉 淀 的 是 NaOH 溶 液，能 与

NaOH 溶液反应产生白色沉淀的是 MgSO4 溶液，

无明显变化的是 KNO3，故不加其他试剂可以鉴

别，但 FeCl3 溶液是黄色的; D 中组内四种物质的

溶液两两混合时，变红色的是氢氧化钾与酚酞溶

液，再将剩余的两种溶液分别滴加至显红色的溶

液中，能使红色变为无色的是硫酸，无明显变化的

是氯化钾; 氢氧化钾能与稀硫酸反应生成硫酸钾和

水，该反应属于放热反应，再将氢氧化钾与酚酞溶液

分别滴加至稀硫酸中，用手触摸试管壁，能使温度升

高的是氢氧化钾溶液，无明显变化的是酚酞溶液，故

不加其他试剂可以鉴别，且均为无色溶液。答案 D。
题型四、物质除杂型

例 4 除去下列物质中的杂质，所选用的试

剂和操作方法都正确的是( ) 。
选项 物质 杂质( 少量) 试剂及操作方法
A 氧化钙 石灰石 高温
B 稀盐酸 稀硝酸 加入过量的硝酸银溶液，过滤
C 氯化钠 泥沙 加入足量的水溶解、蒸发、结晶
D 氨气 水蒸气 通过足量的氢氧化钠固体干燥

解析 本题考查的是物质的提纯( 即除杂) ，

除杂是利用杂质的性质与被提纯物质的性质不同

而除去，除去杂质一定不能引入新的杂质。石灰

石高温煅烧生成氧化钙和二氧化碳，但石灰石中

含有杂质，能除去杂质但会引入新的杂质 A 错

误; 稀盐酸能与过量的硝酸银溶液反应生成氯化

银沉淀和硝酸，反而会把原物质除去，B 错误; 氯

化钠易溶于水，泥沙难溶于水，可采取加水溶解、
过滤、蒸发结晶的方法进行分离除杂，C 错误; 氢

氧化钠固体具有吸水性，且不与氨气反应，能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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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中考化学学科综合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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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几年的中考试题中，学科综合题借鉴了

高考理科综合试题的特点，因此学生在平时学习

过程中，应注重学科之间的渗透、交叉与综合，有

意识地加强化学与物理、生物、数学等学科的联系。
在解题时，要认真审题，不仅能够从化学的角度去分

析题目，而且还能从物理或生物等学科的角度去理

解题意，还要学会以数学知识为工具解决化学问题。
近几年，该类试题的题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化学与数学综合型

此类试题的特点是将数学中的比例法、假设

法、估算法、平均值法、极值法、函数图像等知识与

化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解题的关键是熟练运用数

学思维方法去处理化学中的数据。
例 1 下列不能正确反映相关实验过程中量

的变化关系的图象是( ) 。

A． 氢氧化钠溶液加水稀释

B． 一定压强下，氧气在水中的溶解度

C． 一定温度下，向不饱和硝酸钾溶液中加入

硝酸钾

D． 氯酸钾和二氧化锰混合加热制氧气中，a

使用催化剂，b 未使用催化剂

解析 本题将变化过程放入坐标系中进行探

究，使得变化过程图象化，体现了变化的数形结合，

能很好地训练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分析能力。加水稀

释氢氧化钠溶液，会使碱性减弱，pH 值减小，无限制

接近 7 但不能等于或小于 7，A 正确; 气体的溶解度

随压强的增大而增大，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B 错误;

不饱和的硝酸钾溶液加入硝酸钾会溶解，溶质的质

量分数会增大，但当达到饱和时就不再溶解了，溶质

的质量分数也就不变了，C 正确; 实验室用氯酸钾制

取氧气时加入催化剂二氧化锰，能加快反应的速率，

但不会改变气体的质量，a 使用催化剂，所需时间较

短，反应速率较快，D 正确。答案 B。
二、化学与物理综合型

此类试题的特点是将物理学中的压强、密度、
浮力、能量问题、电学问题、天平问题等渗透到化

学知识中。解题时，不仅要从化学角度去分析，还

要抓住学科间的联结点，从物理的角度去理解题

图 1

意或解决问题。
例 2 如图 1 所示，弹簧测力计

下挂一重物 A，烧杯中盛有溶液 B。
试根据要求回答下列问题( 忽略 A、
B 体积变化) : ( 1 ) 若 B 为饱和氯化

钠溶液，A 与 B 不反应，向 B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中加入少量硝酸钾晶

去杂质且没有引入新的杂质，D 正确。答案 D。
题型五、物质转化型

例 5 小明设计了下列四组物质，要求在一

定条件下都能一步转化，其中错误的是( ) 。
A． Na2CO3→NaCl→NaNO3→NaOH
B． C→CO→CO2→Na2CO3

C． Cu→CuO→CuSO4→Cu( OH) 2

D． CaCO3→CaO→Ca( OH) 2→NaOH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物质之间的转化，解答

此类题目时一定要掌握常见物质的性质。A 中碳

酸钠与稀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钠、水和二氧化碳，氯

化钠与硝酸银溶液反应生成氯化银沉淀和硝酸

钠，硝酸钠转化为 NaOH，假设能反应，生成物是

硝酸盐和氢氧化钠，而硝酸盐是可溶性盐，氢氧化

钠易溶于水，不符合复分解反应的条件，该反应不

能实现; B 中碳不充分燃烧生成一氧化碳，一氧化

碳燃烧生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钠溶液

反应生成碳酸钠和水，在一定条件下都能一步转

化; C 中铜在空气中加热生成氧化铜，氧化铜与硫

酸反应生成硫酸铜和水，硫酸铜与氢氧化钠溶液

反应生成氢氧化铜沉淀和硫酸钠，在一定条件下

都能一步转化; D 中碳酸钙高温分解生成氧化钙

和二氧化碳，氧化钙与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氢氧

化钙与碳酸钠溶液反应生成碳酸钙沉淀和氢氧化

钠，在一定条件下都能一步转化。答案A。
( 收稿日期: 2016 － 0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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