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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园地 初中化学知识点汇总＊

江苏省泰州高港实验学校　　２２５３２１　　张海兰

　　一、可归纳为两个知识点的相关知识

１．组成

（１）在组成中一定含有氧元素的两类物质是：

氧 化 物、碱；一 定 含 有 氢 元 素 的 两 类 物 质 是：酸、

碱；碱一定含有的元素是：氢、氧。
（２）空气中的两 种 主 要 气 体 是：氮 气（含 量 约

为７８％）、氧气（含量约为２１％）。
（３）空气中的两类污染物：有害气体、烟尘。
（４）金属材料包括纯金属材料和合金两类；铁

的两种合金是：生 铁、钢，它 们 的 相 同 点 是 都 是 铁

的合金（或主要成 分 都 是 铁），不 同 点 是 含 碳 量 不

同。
（５）溶液是由溶质和溶剂混合而成的。

２．性质

（１）合金与金属相比的两大主要优点是：硬度

更大，抗腐蚀能力更强。
（２）溶液的两个特征是：均一、稳定。
（３）常见的两 种 酸 是：Ｈ２ＳＯ４、ＨＣｌ，因 其 溶 液

中都含有氢离子而化学性质相似。
（４）常见的两种碱是：ＮａＯＨ、Ｃａ（ＯＨ）２，因 其

溶液中都含有氢氧根离子而化学性质相似。

３．变化

（１）四大发明中涉及化学变化的两种工艺是：

造纸术和制火药。
（２）燃烧时产生淡蓝色火焰的是：硫在空气中

燃烧，氢气的燃烧。
（３）使物质充分燃烧的两条措施是：增大与氧

气的接触面积；增加氧气的量。
（４）铁生锈的两 个 条 件：与 氧 气 和 水 接 触（或

在潮湿的空气中）。
（５）物质变化中的能量变化：吸热和放热。
（６）搅拌的两 个 具 体 作 用：溶 解 时，是 为 了 加

快溶质的溶解速率；蒸发时，是为了防止液体局部

过热而飞溅。
（７）影响固体 物 质 溶 解 度 的 两 个 因 素：内 因，

包括溶质和溶剂的性质或种类；外因，指温度。

（８）影响气 体 物 质 溶 解 度 的 两 个 因 素：内 因，

包括溶质和溶剂的性质或种类；外因，包括温度和

压强。
（９）结晶的两种方法：蒸发结晶（如氯化钠）和

冷却热饱和溶液结晶（如硝酸钾）。
（１０）把硬水 变 成 软 水 的 两 种 常 用 方 法：生 活

中是煮沸，实验室是蒸馏。

４．用途

（１）从利弊两方面举例说明氧气、二氧化碳和

一氧化碳的用途：

①氧气，利：供 生 物 呼 吸、支 持 燃 烧、炼 钢 等；

弊：生物腐烂变质、金属锈蚀、出现火灾时助燃。

②二氧化碳，利：化 工 原 料，气 体 肥 料 等；弊：

过多引起温室效应等。

③一氧化碳，利：气 体 燃 料，冶 炼 金 属；弊：污

染环境等。
（２）爱护水资 源：一 方 面 要 节 约 用 水，另 一 方

面要防止水体污染。

５．实验

（１）定量取用药品的两种仪器：托盘天平和量

筒。
（２）检查装置气密性的方法：气泡法和液面高

度差法。
（３）实验室制气体的两套发生装置：一是固液

不加热型，二是固体或固固混合加热型。
（４）测定溶液 酸 碱 性 的 方 法：ｐＨ试 纸 测 定 法

和酸碱指示剂法。

二、可归纳为三个知识点的相关知识

１．组成

（１）根据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可将元素分为：

金属元素、非金属元素和稀有气体元素。
（２）根据化学 性 质 可 将 单 质 分 为：金 属、非 金

属和稀有气体。
（３）碳的三种常见单质：金刚石、石墨和Ｃ６０。
（４）铁的三种氧化物：ＦｅＯ、Ｆｅ２Ｏ３ 和Ｆｅ３Ｏ４。
（５）化学肥料主要有三类：氮肥、磷肥和钾肥；

·２１· 　中 学 化 学　２０１４年　第１０期　



还有一种复合肥料。

２．构成

（１）构成物质的三种粒子：分子、原子和离子。
（２）构成原子一般有三种粒子：质子、中子和电

子。
（３）粒子带电情况：中子、原子、分子不带电，质

子、原子核、阳离子带正电，电子和阴离子带负电。

３．性质

（１）还原氧 化 铜 最 常 用 的 三 种 还 原 剂 是：Ｃ、

ＣＯ、Ｈ２。
（２）一氧化碳 的 三 个 化 学 性 质 是：可 燃 性、还

原性、有剧毒。
（３）二氧化碳的三个化学性质：一般情况下不

能燃烧，也不能支持燃烧，能与水和碱反应。
（４）金属的三个化学性质：在一定条件下能与

氧气、酸和盐反应。
（５）水 的 三 个 化 学 性 质：在 通 电 条 件 下 能 分

解，能与部分金属氧化物和非金属氧化物反应。
（６）常见的三 种 干 燥 剂：生 石 灰、氢 氧 化 钠 固

体和浓硫酸。
（７）根据 酸 碱 度 可 以 将 溶 液 分 为 三 类：酸 性

溶液，ｐＨ＜７；中性溶液，ｐＨ＝７；碱 性 溶 液，ｐＨ＞
７。

４．变化

（１）与空气污染有关的三大环境问题：气候变

暖、臭氧层破坏 和 酸 雨；污 染 空 气 的 三 大 有 害 气

体：ＣＯ、ＳＯ２ 和ＮＯ２。
（２）水污染的 三 个 主 要 原 因：工 业“三 废”；任

意施用农药和化肥；生活污水和垃圾。
（３）化学方程式的三个意义：

①表示反应物、生成物及反应条件；

②粒子个数比；

③质量比。
（４）燃烧的三 个 条 件：可 燃 物、温 度 达 到 可 燃

物的着火点、与空气（或氧气）接触。
（５）二氧化碳可以灭火的三个原因：密度比空

气大，一般情况下不能燃烧，也不能支持燃烧。
（６）加快溶解速率的三种方法：升温，搅拌，将

固体溶质碾碎。
（７）把接近饱和 的 溶 液 变 成 饱 和 溶 液 的 三 种

方法：加同种溶质，蒸发溶剂，改变温度。

（８）固体物质 的 溶 解 度 随 温 度 变 化 的 情 况 可

分为三类：大部分固 体 物 质 随 温 度 升 高 而 明 显 增

大（如硝酸钾）；少 数 物 质 随 温 度 升 高 变 化 不 明 显

（如氯化钠）；极少数物质随温度升高而减小（如熟

石灰）。
（９）判断复分解反应能否进行的三个条件：有

水、沉淀或气体三者之一即可。

５．用途

（１）当 今 世 界 上 最 重 要 的 三 大 矿 物 燃 料 是：

煤、石油和天然气。
（２）教材中出 现 的 三 种 材 料 是：石 材（其 中 氧

化物是生 石 灰、碱 是 熟 石 灰、盐 是 石 灰 石 或 大 理

石）；金属材料（包括金属和合金）；合成材料［包括

塑料（聚乙烯可用于食品包装）、合成纤维、合成橡

胶］。
（３）氢氧化钙的三个主要用途：①鉴定二氧化

碳、作建筑材料等；②中和酸；③制烧碱等。
（４）氯化钠的三个主要用途：生活方面用于调

味、防腐、配制生理盐水、配制融雪剂；农业用于选

种；工业上是重要的化学原料。
（５）碳酸钙的 三 个 用 途：用 作 补 钙 剂；建 筑 材

料和实验室用于制取二氧化碳。
（６）碳酸氢钠 的 三 个 用 途：用 作 发 酵 粉，用 于

治疗胃酸过多症，用作干粉灭火器的原料。
（７）能为人提供 能 量 的 有 机 物 有：糖 类（６０％

～７５％）、油脂（２０％～２５％）、蛋白质（少量）。

６．实验

（１）用剩药品的“三不”：不能放回原试剂瓶，

不能随意丢弃，更不能带出实验室。
（２）取用药品的“三不”原则：不能用手直接接

触药品、不能直接将 鼻 孔 凑 到 容 器 口 去 闻 气 体 的

气味、更不得尝药品的味道。
（３）酒精灯的火焰分为三部分：外焰、内焰、焰

心，其中外焰温度最高。
（４）使用酒精灯的三个绝对禁止：绝对禁止向

燃着的酒精灯里添 加 酒 精；绝 对 禁 止 用 燃 着 的 酒

精灯引燃另一只酒精灯；用完酒精灯后，绝对禁止

用嘴去吹灭。
（５）可 用 于 给 固 体 直 接 加 热 的 三 种 仪 器：试

管、蒸发皿和燃烧匙。
（６）过滤操作中的“三靠”：漏斗下端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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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还原反应释疑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高级中学　　３１００２３　　夏立先

山 东 省 郯 城 第 二 中 学　　２７６１００　　张　伟

　　１．同种元素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遵循哪些规律？

（１）归中 规 律———同 种 元 素 发 生 氧 化 还 原 反

应时价态归中。例如：

①Ｃ＋ＣＯ ２ ２ＣＯ

②２Ｈ２Ｓ＋ＳＯ ２ ３Ｓ＋２Ｈ２Ｏ

③２Ｆｅ３＋ ＋Ｆｅ　 ３Ｆｅ２＋

根据该规律可 知，同 种 元 素 相 邻 价 态 之 间 不

发生反应，如浓硫酸不能氧化二氧化硫，浓硝酸不

能氧化二氧化氮。
（２）歧化 规 律———同 种 元 素 发 生 氧 化 还 原 反

应时，价态一部分升高一部分降低。例如：

①３ＮＯ２＋Ｈ２ Ｏ　 ２ＨＮＯ３＋ＮＯ

②Ｃｌ２ ＋２ＮａＯＨ　 ＮａＣｌ＋ＮａＣｌＯ＋Ｈ２Ｏ

③２Ｃｕ ＋ Ｃｕ２＋＋Ｃｕ

（３）就近 规 律———以 元 素 相 邻 价 态 间 的 转 化

较易。例如：

①Ｈ２Ｓ＋Ｈ２ＳＯ４（浓 ） Ｓ＋２Ｈ２Ｏ＋ＳＯ２↑
分析　产 物 中 的Ｓ来 自 Ｈ２Ｓ，ＳＯ２ 来 自 浓

Ｈ２ＳＯ４。

②２ＫＣｌＯ３ ＋４ＨＣｌ
２ＫＣｌ＋２ＣｌＯ２↑＋Ｃｌ２↑＋２Ｈ２Ｏ

分析　产 物 中 的ＣｌＯ２ 来 自 ＫＣｌＯ３，Ｃｌ２ 来 自

ＨＣｌ。

③在溶液中Ｆｅ３＋ 与铜、碘 离 子 等 还 原 剂 反 应

时，还原产物一般 是Ｆｅ２＋ 而 不 是Ｆｅ；在 原 电 池 或

电解池中Ｆｅ３＋ 放电，还原产物一般是Ｆｅ２＋ 而不是

Ｆｅ。在原电 池 或 电 解 池 中Ｆｅ放 电，氧 化 产 物 一

般是Ｆｅ２＋ 而不是Ｆｅ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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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紧靠烧杯内 壁、玻 璃 棒 下 端 轻 靠 滤 纸 三 层

处、盛待过滤液的烧杯嘴紧靠玻璃棒。

三、可归纳为四个知识点的相关知识

１．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以及变

化规律的科学；现代化学在材料、能源、环保、生命

科学等研究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２．地 壳 中 居 前 四 位 的 元 素 依 次 为：Ｏ、Ｓｉ、Ａｌ、

Ｆｅ；人体中居前四位的元素依次为：Ｏ、Ｃ、Ｈ、Ｎ。

３．自来水净 化 的 四 个 步 骤 是：沉 淀、过 滤、吸

附、消毒；水 的 净 化 方 法：沉 淀、过 滤、吸 附、蒸 馏

（净化程度最高）。

４．粗盐提纯 的 四 个 步 骤：溶 解、过 滤、蒸 发 结

晶、计算产率。其中玻璃棒的作用依次是：溶解时

加速粗盐的溶解；过 滤 时 引 流，防 止 液 滴 外 溅；蒸

发时搅拌防止局部过热而飞溅；转移固体。

５．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溶液可分为四个

步骤：计算、称量、溶解、装瓶并贴标签。

６．四种基本化 学 反 应 类 型（用 字 母 表 示）：化

合反应Ａ＋Ｂ＋ …… Ｄ；分解反应 Ａ　 Ｂ＋Ｃ
＋……；置换反应Ａ＋ ＢＣ　 ＡＣ＋Ｂ；复 分 解 反

应ＡＢ＋ ＣＤ　 ＡＤ＋ＣＢ。

７．影响 反 应 速 率 的 四 个 因 素：温 度、接 触 面

积、催化剂和浓度。

８．保护金属资源的四种方法：寻找替代品；防
止金属锈蚀；废旧金 属 的 回 收 和 合 理 有 计 划 的 开

采。

９．碱 的 四 个 化 学 性 质：在 一 定 条 件 下 能 与 酸

碱指示剂、酸性氧化物、酸和盐作用。

１０．盐的四个化学性质：在一定条件下能与金

属、酸、碱和盐作用。

五、可归纳为五个知识点的相关知识

１．酸 的 五 个 化 学 性 质：在 一 定 条 件 下 能 与 酸

碱指示剂、金属、金属氧化物、碱和盐作用。

２．五个“作 用”：光 合 作 用、呼 吸 作 用、催 化 作

用、吸附作用、乳化作用。

３．水的五个作用：用于测定气体体积，吸热降

温，吸收有毒气体，配制溶液。

４．科学家：道尔顿、阿伏加德罗、门捷列夫、拉

瓦锡、张青莲和侯德榜。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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