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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题是近年来中考必考的一种题型，

它一般包含以下基本环节: 提出问题→作出猜想

→设计实验→科学探究→得出结论→反思与评价

→表达与交流。这种试题要求学生通过亲身体会

科学探究的活动，激发学习化学的兴趣，学习科学

探究的方法，初步形成科学探究的能力。
中考化学科学探究题主要有以下特点:

1． 从试题结构看，试题主要由“情景设置”、
“探究过程”和“问题”三部分组成。其中“问题”
部分一般贯穿于探究过程的几个要素之中。

2． 从情景内容来看，主要取材于实验情景、日
常生活情景和社会问题情景等; 题给方式主要有

文字叙述、图表数据、实验装置及实验报告等形

式; 探究内容是从“情景设置”中提出的具有一定

研究价值的小课题，比如物质的化学成分、组成、
结构、性质、制备、用途、元素含量或数据处理、理
论推测等。

3． 从答题要求看，具有“高起点、低落点”的

特点，即题目看起来新颖独特、要求高，但解决问

题用到的知识却往往很基础。
解答此类题一般是依据研究性活动的操作程

序思考问题，注意对题目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数
据处理，以及对研究的合理猜想和想像，根据研究

的对象科学选择研究问题的方法。但也要注意不

要生搬硬套，胡乱猜想，应在短时间内切准题目要

害，找准突破口，科学、灵活地加以分析，就可以顺

利地解答。
一、进行猜想与假设类

猜想与假设是实验探究的重要环节，此类探

究题在中考中会经常出现; 解答此类试题一般应

以下几点思考:

1． 先排除肯定不存在的物质，然后对可能存

在的物质进行验证。
2． 物质成分判断的依据:

①质量守恒定律( 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的种类

不发生变化) ;

②资料提供的信息、物理性质( 如气味) 、安

全等。
例 1 ( 2015 年重庆) 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钙

是两种常见的碱。李红同学将两种碱的溶液分别

装入试管 A、B 中，并进行了如图 1 所示的三组实

验。

图 1

( 1) 实验 1 中，两支试管的溶液都变成

色。
( 2) 实验 2 中，若 B 盛装的是 NaOH 溶液，发

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该反应的基本类型

是 反应。
( 3) 实验 3 中，李红同学向两支试管吹气，A

中有白色沉淀生成，发生 反 应 的 化 学 方 程 式 为

。B 中无现象，为了探究吹气后 B 中溶质的

成分，李红进行了如下探究。
提出猜想:

猜想 1: 溶质只有氢氧化钠

猜想 2: 溶质只有碳酸钠

猜想 3: 溶质有氢氧化钠和碳酸钠

……
实验和结论:

实验 实验现象 结论

取 B 中少量溶液，加入澄清石灰水至

不再产生沉淀为止，过滤后取上层清

液，向其中加几滴酚酞试液。

产生白色

沉淀溶液

呈现红色

猜 想 3
成立

反思与评价:

老师评价李红得出的结论不正确，是因为猜

想 ( 填数字) 也会产生相同的现象。如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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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猜想 3 成立”，必须要换试剂，将 溶液

换成 溶液。
解析 ( 1 ) NaOH 溶液、Ca ( OH) 2 溶液都呈

碱性，都能使无色酚酞溶液变为红色。
( 2) NaOH 溶 液 能 与 CuSO4 溶 液 反 应 生 成

Cu( OH) 2沉淀 和 Na2SO4，该 反 应 属 于 复 分 解 反

应。
( 3) CO2 能与 Ca ( OH) 2 反应生成 CaCO3 沉

淀和 H2O; CO2 与 NaOH 反 应 生 成 Na2CO3 和

H2O，反应没有明显现象; 取 B 中少量溶液，加入

澄清石灰水至不再产生沉淀为止，过滤后取上层

清液，向其中加几滴酚酞试液，溶液呈红色，只能

证明 B 溶 液 中 含 有 Na2CO3，因 为 Ca ( OH ) 2 与

Na2CO3 反应也能生成 NaOH; 要想验证 B 溶液中

含有 NaOH，可将Ca( OH) 2 溶液换成 CaCl2 溶 液

( 或 BaCl2 溶液) 。
答案: ( 1) 红

( 2) 2NaOH + CuSO 4

Na2SO4 + Cu( OH) 2↓ 复分解

( 3) Ca( OH) 2 + CO 2 CaCO3↓ + H2O
反思与评价: 2 氢氧化钙 氯化钙( 合理即

可)

二、设计探究方案类

设计探究方案是实验探究的核心，无论是实

验探究题还是科学探究题，“设计方案”是必考内

容。此类题主要考查物质的检验，解答时应注意

几点:

1． 根据需要检验的物质确定添加试剂，利用

反应现象判断该物质是否存在，反应后混合物成

分的检验，只需检验过量的反应物;

2． 对于反应物的检验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 1) 生成物的检验对反应物的检验不造成干

扰( 一种物质的检验) ;

( 2) 生成物对反应物的检验造成干扰，先排

除干扰，后检验( 混合物的检验) 。
例 2 ( 2015 年襄阳) 某兴趣小组发现了一

包敞口放置的碱石灰样品，为探究其成分，同学们

在实验室对这包碱石灰样品展开了探究。
【查阅资料】①碱石灰是由 CaO 和 NaOH 固

体混合而成，通常用于吸收二氧化碳及干燥气体。
②熟石灰微溶于水，且溶于水放出的热量很

少可以忽略不计。
③BaCl2 溶液显中性。
【提出猜想】根据资料，同学们分析碱石灰样

品的主要成分可能含有 CaO、NaOH、Ca ( OH) 2、
CaCO3 和 。
【实验探究】小组讨论后设计如下实验进行

探究:

实验步骤及操作 实验现象 结 论

①取部分该样品于试管中，加

少量水

无明显放

热现象

碱石灰样品中

不 含 CaO 和

②继续加足量水，振荡，静置
产生白色

沉淀

样品中一定含

有 CaCO3

③从步骤②的试管中取少量上

层清液于另一试管中，向其中

滴加过量 BaCl2 溶液

产生白色

沉淀

④将步骤③所得物质过滤，向

滤液中滴加无色酚酞溶液

溶液变红

色

【思考与分析】小杰同学经过分析认为步骤

②的结论不准确，原因是 ( 用化学方程式表

示) 。
【解释与结论】通过以上探究与分析: 可以得

出该碱石灰样品一定含有的物质是 ; 实验探

究步骤④所得溶液中除酚酞外还含有的溶质有

。
解析 碱石灰中的 CaO 和 NaOH 会与空气中

的水 蒸 气、二 氧 化 碳 发 生 反 应 生 成 Ca( OH) 2、
CaCO3和 Na2CO3。CaO 与水反应 会 放 出 大 量 的

热，NaOH 溶于水会放出大量的热，取样品于试管

中，加少量水，没有明显放热现象，说明样品中不

含 CaO 和 NaOH; 继续加足量水，振荡，静置，产生

白色沉淀，不能说明样品中一定含有 CaCO3，有可

能是样品中的 Na2CO3 和 Ca ( OH) 2 反应生成了

CaCO3沉淀; 取少量上 层 清 液，向 其 中 滴 加 过 量

BaCl2 溶液，产生白色沉淀，说明样品中一定含有

Na2CO3，过滤，向滤液中滴加无色酚酞溶液，溶液

变红色，说明样品中一定含有 Ca( OH) 2。步骤④
所得 溶 液 中 除 酚 酞 外 还 含 有 的 溶 质 有 NaCl、
NaOH、BaCl2。

答案【提出猜想】Na2CO3 ( 或碳酸钠)

【实验探究】NaOH( 或氢氧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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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分析】
Na2CO3 + Ca( OH) 2 CaCO3↓ + 2NaOH
【解释与结论】Na2CO3 和 Ca ( OH) 2 NaCl、

NaOH、BaCl2
三、形成结论或解释类

根据实验现象最终得出结论或对结论进行解

释是实验探究题的重要环节。解答此类题是应注

意: 1． 若实验结论未知，利用现象确定; 2． 若实验

结论已知，a． 试剂和现象之间相互确定; b． 选择合

理试剂并确定现象。
例 3 ( 2015 年吉林) 碳酸钾是农家肥草木

灰的主要成分，将它和化肥一起施用，会减少对环

境的污染。为了帮助父母合理选择化肥，李明决

定对 碳 酸 钾 的 化 学 性 质 进

行探究。
【提供信息】钠原 子 和

钾原子的结构示意图分别为:

【实验与探究】李明参照 Na2CO3 的化学性质

设计了如下实验:

实验Ⅰ 实验Ⅱ 实验Ⅲ

实验

步骤

实验

现象
溶液变红色

左边试管中有气泡

产生澄清石灰水变

浑浊

产生

实验

结论

碳酸钾溶液显

性

产生气泡的化学方

程式为

碳酸钾能与氢

氧化钙溶液反

应

【解释与结论】
( 1) 碳酸钾溶液能使指示剂变色，能与某些

酸和 反应;

( 2) 碳酸钾与碳酸钠的化学性质相似;

( 3) 从微观角度分析，二者化学性质相似的

原因是 和含有相同的 CO2 －
3 。

【拓展与应用】李明建议父母最好选择

( 填字母序号) 与草木灰混合施用。
A． NH4NO3 B． CO( NH2 ) 2 C． NH4HCO3

解析 参照碳酸钠的化学性质进行实验探

究，向碳酸钾溶液中滴加酚酞溶液变红色，说明碳

酸钾溶液显碱性; 稀盐酸和碳酸钾反应生成使澄

清石灰水变浑浊的二氧化碳气体; 氢氧化钙溶液

和碳酸钾溶液反应生成碳酸钙和氢氧化钾，所以

实验现象为产生白色沉淀。由此得出结论: ( 1 )

碳酸钾溶液能指示剂、某些酸反应，还与碱溶液

( 氢氧化钙溶液) 发生复分解反应，属于盐和碱反

应，所以要求碱必须能溶于水; ( 3) 从微观角度分

析，碳酸钠和碳酸钾化学性质相似的原因，一是钠

原子和钾原子核外最外层电子数相同，都为 1; 二

是都含有碳酸根离子。在【拓展与应用】中，由于

碳酸钾溶液显碱性，所以不能和铵态氮肥混合使

用，因为铵态氮肥和碱性物质反应生成氨气，降低了

肥效，而尿素则不与碱性物质反应，因此选择 B。
答案: 实验Ⅰ: 碱

实验Ⅱ: K2CO3 +2HCl 2KCl +H2O +CO2↑
实验Ⅲ: 白色沉淀; ( 1) 碱溶液; ( 3) 钾原子和

钠原子核外最外层电子数相同 B
四、对探究过程的反思与评价类

考查主要集中在对实验设计方案的评价、实
验结论的应用上。解答时应从安全、环保进行考

虑; 能应用实验得出的结论解释生活中的某些现

象。
例 4 ( 2015 年泰州) 某校九( 1) 班同学举行

“是真的吗?”化学主题活动，请你和蓓蓓一起探

究。
话题 1: 能被磁铁吸引的物质一定是铁单质

吗?

【实验验证】①将细铁丝在纯氧中完全燃烧，

主要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②将反应后的黑色固体用磁铁检验，能被吸引。
【实验结论】能被磁铁吸引的物质 ( 填

“一定”或“不一定”) 是铁单质。
话题 2: 含有 Ba2 + 的盐一定有毒吗?

【社会调查】在医院检查胃肠疾病时，病人需

服用“钡餐”( 主要成分为 BaSO4 ) 。
【调查结论】“含有 Ba2 + 的盐一定有毒”这句

话是 ( 填“真的”或“假的”) 。
【交流反思】若误服碳酸钡( BaCO3 ) ，胃酸的

主要成分 ( 填化学式) 会与之发生反应，形成

可溶性钡盐，使人体内蛋白质变性而中毒，此时可

服用 ( 填一种即可) 解毒。
话题 3: 向某溶液中先滴加足量稀硝酸，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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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共存常见问题探究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实验高级中学 211500 周礼刚

离子共存是离子反应中的重要知识，也是历

年高考命题的重要考点，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知

识，下面将离子共存常见问题总结如下。
一、离子共存中的“一二三四”
多种离子能否在同一溶液中大量共存，判断

方法归纳起来就是: 一色、二性、三特殊、四反应。
一色: 即溶液颜色。若限定无色溶液，则有色离

子不能存在。中学阶段需要记住的有色离子有:

Cu2 +、Fe3 +、Fe2 +、MnO－
4 、Co

2 +、Cr2O
2 －
7 、CrO

2 －
4 、Cr

3 + 等。
二性: 即溶液的酸性和碱性。在强酸性溶液

中，OH － 及 弱 酸 根 离 子 ( CO2 －
3 、SO2 －

3 、S2 －、
CH3COO

－ 等) 不能大量存在; 在强碱性溶液中，

H + 及弱碱根离子( 如 NH +
4 、Mg

2 +、Al3 +、Fe3 + 等)

不能大 量 存 在; 多 元 弱 酸 的 酸 式 酸 根 离 子 ( 如

HCO －
3 、HSO

－
3 、HS

－、H2PO
－
4 等) 在强酸性或强碱性

溶液中均不可能大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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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滴加氯化钡溶液，若产生白色沉淀，原溶液中一

定含有 SO2 －
4 吗?

【实验回顾】向硝酸银溶液中先滴加稀硝酸，

再滴加氯化钡溶液，也产生白色沉淀，反应的化学

方程式是 。
【实验结论】向某溶液中先滴加足量稀硝酸，

再滴加氯化钡溶液，若产生白色沉淀，原溶液中不

一定含有 SO2 －
4 。

【拓展实验】向硫酸钠溶液中先滴加足量稀

硝酸，再滴加氯化钡溶液，也产生白色沉淀。
【查阅资料】①硝酸具有强氧化性。向 Na2SO3

溶液中滴加稀硝酸时，发生如下反应: 2HNO3 ( 稀) +
3Na2SO 3 3Na2SO4 +2NO↑ +H2O

②含有 SO2 －
3 的盐统称为亚硫酸盐，亚硫酸

盐都能与盐酸反应生成二氧化硫气体。
【交流反思】①向某一种钠盐溶液中先滴加

足量稀硝酸，再滴加氯化钡溶液，产生白色沉淀。
原溶液中阴离子可能是 SO2 －

4 ，还可能是 ( 填

离子符号) 。
②下列实验方案中，能证明溶液里含有 SO2 －

4

的是 ( 填“A”或“B”) 。
A． 取样，先滴加氯化钡溶液，产生白色沉淀，

再滴加稀盐酸，沉淀不溶解

B． 取样，先滴加稀盐酸，无明显现象，再滴加

氯化钡溶液，产生白色沉淀

解析 话题 1: 铁丝在氧气中燃烧生成四氧

化三铁，四氧化三铁能够被磁铁吸引，因此能被磁

铁吸引的物质不一定是铁单质。话题 2: 硫酸钡

可以作为钡餐，说明对人体无害，因此“含有 Ba2 +

的盐一定有毒”的说法是假的; 胃液的成分是盐

酸，化学式为 HCl; 胃液中的盐酸和碳酸钡反应

BaCO3 + 2HCl BaCl2 + H2O + CO2↑，氯化钡

可溶解于水，能电离出重金属离子 Ba2 + ，有毒; 解

毒就需要把 Ba2 + 转变成难溶于酸的硫酸钡，或补

充蛋白质，硫酸钠和氯化钡反应可生成不溶的硫

酸钡 和 氯 化 钠; 鲜 牛 奶 中 富 含 蛋 白 质，可 防 止

Ba2 + 破坏人体本身的蛋白质，有解毒作用，且不产

生副作用。话题 3: 硝酸银和氯化钡反应产生氯

化银沉淀和硝酸钡; ①遇到 BaCl2 溶液能产生沉

淀的，可能是与含有银离子的盐溶液发生反应产

生沉淀，也可能是与含有硫酸根离子的盐溶液发

生了反应产生沉淀，还有可能是 SO2 －
3 先与稀硝

酸反应，被氧化成了 SO2 －
4 ，又与 BaCl2 反应产生沉

淀，A 错误。②先加稀盐酸，可以排除 Ag + 的干

扰，若加入 BaCl2 溶液后产生沉淀，只能是含有

SO2 －
4 才会发生此种现象，B 正确。

答案: 话题 1: 3Fe + 2O2 
点燃

Fe3O4 不一定

话题 2: 假的 HCl 硫酸钠( 或牛奶等)

话题 3: 2AgNO3 + BaCl 2

2AgCl↓ + Ba( NO3 ) 2 SO2 －
3 ②B

( 收稿日期: 2016 － 0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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