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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实验专题复习
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_

类型 1 以气体浓度传感器创设情境进行考查

例 1.乙同学使用氧气传感器测量密闭装置内蜡烛（足量）从燃烧到熄灭的过程中氧气含量的变化。实验装

置和实验结果如图 1所示。下列判断或结论正确的是（ ）。

A．实验开始时密封装置内是纯净的氧气 B．蜡烛熄灭的原因是瓶内氧气已经耗尽

C．蜡烛熄灭后瓶内气体是二氧化碳和氧气 D．氧气浓度小于一定值时，蜡烛无法燃烧

类型 2 以温度传感器创设情境进行考查

例 2.手持技术又称为掌上实验室，是由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相结合的新型数字化实

验手段，某小组同学利用其中的温度传感器验证二氧化碳和水蒸气是温室气体。用

集气瓶收集相同体积的三种气体样本(分别是：①干燥的二氧化碳、②湿润的二氧化

碳、③干燥的空气)，经太阳灯光源等距离照射，计算机同步得到温度随时间变化的

曲线如图 3。
(1)曲线 a、b、c对应的气体样本依次是________________(填数字)。
(2)通过曲线 a和曲线 b的对比，可以得出__________是温室气体的结论；通过曲线 b和曲线 c的对比，可

以得出__________是温室气体的结论。

类型 3 以压强传感器创设情境进行考查

Q：在体积固定的密闭容器中，哪些因素会导致装置内压强发生改变？

例 3.某兴趣小组对 CO2与 NaOH溶液的反应进行了探究。实验如下图甲所示，检查装置气密性，在三颈瓶

内集满二氧化碳气体，再将橡皮塞连接压强传感器和计算机。实验中先将注射器内的氢氧化钠溶液（预先

滴加酚酞）注入三颈瓶中，一段时间后充分振荡装置，直至压强不再改变为止，然后将注射器中盐酸压进

三颈瓶中，充分振荡，最后将两个注射器的活塞都拉回原位，并用文具夹子固定，测得压强的变化如图乙

所示。

(1)图乙中 b到 c压强变化不明显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图乙中 c到 d压强迅速下降说明氢氧化钠和二氧化碳发生了反应，写出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曲线 ef段压强变大的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由线 cd、ef段分别从 ______________ 角度和新物质生成角度证明了氢氧化钠能与二氧化碳反应。

(5)曲线在 i点之后的相对压强小于 0且保持稳定的原因可能是 _________________ 。

a.少量 CO2溶于水 b.稀盐酸量不足 c.装置漏气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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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4 以 pH 传感器创设情境进行考查

Q：请用相关曲线表示出 pH的变化

例 4.已知 CaCl2的水溶液呈中性。用图 4装置探究制取 CO2的实验。实验开始时，向锥形瓶中加入一定量

的盐酸，图 5表示实验过程中装置 G和Ⅰ中的溶液 pH变化曲线。

(1)装置 H的作用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t1时，锥形瓶中石灰石有剩余，无气泡产生。请判断 t2时，锥形瓶中______（填“有”或“无”）盐酸剩余。

(3)t1后，显示器 B中曲线几乎无变化，其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类型 5 以多种传感器创设情境进行考查

例 5.化学兴趣小组对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定进行了如下实验探究。将数显设备、三种传感器（气体压强、

温度、氧气浓度）和其它装置按图 6连接，装置气密性良好。实验开始，打开并调试好传感器和数显设备，

用酒精灯将足量红磷点燃，立即将燃烧匙伸入瓶中并塞紧橡皮塞。各传感器测得的数据如图 7所示，横坐

标为时间，纵坐标表示该段时间内气体压强、温度、氧气浓度对应的变化情况。

(1)写出红磷燃烧的化学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根据图 7中压强变化曲线，bc段压强升高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验结束打开活塞的过程中，压强曲线中对应的线段是_______________。
(3)图 7中 X曲线表示的是______________（填“温度”或“氧气浓度”）变化情况。

(4)实验结束测得装置内氧气浓度为 8.85%，后改用足量白磷实验测得氧气浓度为 3.21%。

①白磷燃烧的微观图示如图 8，写出白磷燃烧的化学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采用教材装置测定空气中氧气含量时，改用白磷能使测定结果较准确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
③根据实验结果，你对燃烧条件的新认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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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图 6

稀释酸 稀释碱 碱中加酸 碱中加酸

图 4
图 5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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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为探究 CO2与 NaOH溶液发生的反应，某兴趣小组设计了多套实验方案验证反应发生。

实验探究一：证明反应物 CO2减少了。

已知图 9所示的装置气密性良好（图中 a处连接气体压力传感器）。该兴趣小组的同学同时迅速将注射器

内的液体全部注入各自烧瓶中，关闭活塞，一段时间后，同时振荡烧瓶。利用数字化实验技术测定烧瓶内

的气压变化，得到如图 10所示的曲线图。

(1) 曲线 2表示______（填“甲”或“乙”）烧瓶内气压的变化；曲线 1中 BC段气压逐渐变小的原因是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导致 CD段气压快速变小的操作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写出二氧化碳和氢氧化钠溶液反应的化学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验探究二：利用 pH变化证明反应物 NaOH减少了。

将 CO2持续通入一定浓度、一定体积的 NaOH溶液中，用数字化实验技术测定反应过程中溶液的 pH和温

度变化，结果如下图所示（本实验条件下，Na2CO3溶液和 NaHCO3溶液的 pH分别约为 11.0和 8.5）。

(3)GH段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N段温度变化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验探究三：证明有新物质生成。

(4)为检验CO2与NaOH溶液反应的产物，小华同学取实验探究一中乙瓶所得溶液X少许，向其中滴加BaC12
溶液，有白色沉淀产生。得出结论：CO2与 NaOH溶液反应生成了 Na2CO3，实验中不宜将 BaCl2溶液换成

CaCl2溶液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小华同学取乙瓶所得溶液 X少许，向其中滴入 2滴酚酞试液，发现溶液呈红色，证明溶液 X中有 NaOH
剩余同学们一致认为此结论不严谨。若想探究反应后是否有 NaOH剩余，你的实验方案中选择的试剂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得出结论：CO2与 NaOH溶液发生了反应。

【拓展应用】

1.将某浓度 CuCl2溶液和没有擦去氧化膜的镁条混合，观察到如下现象:镁条表面析出较多的紫红色固体，

产生大量无色无味气体，过程中产生蓝色沉淀，同时测得反应体系溶液的 pH变化曲线如图 1所示。下列

说法错误的是

A．实验中氧化膜能与该溶液体系反应 B．镁条表面析出紫红色固体为金属铜

C．产生的无色无味气体不可能是氢气 D．产生蓝色沉淀可能是氢氧化铜固体

2.利用 XRD图谱可判断固态物质存在与否。密闭容器中某反应的 XRD图谱如图，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A．Fe2O3可能是催化剂 B．反应生成物只有 CaO
C．反应前后固体质量不变 D．反应前后原子种类改变

图 9 图 10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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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用手持技术探究金属与酸的反应。向 250mL的烧瓶内注入 25mL某浓度的稀盐酸(足量)，分别剪取相

同长度、宽度和厚度的镁、铝、锌、铁、铜金属片，打磨后投入烧瓶中，迅速塞紧带有压强传感器的橡皮

塞(见图 3)，点击采集，得到如图 4所示的变化曲线。

(1)曲线 b对应的金属是铁，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反应后溶液显

浅绿色，是因为溶液中含有一种阳离子_______(用符号填空)；
(2)曲线 c在 18s左右达到最高点后又略微下降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填字母序号)。
A．曲线 a对应的金属是铜

B．曲线 d对应的反应速率适中，适合实验室制取气体

C．如延长反应时间，可得到 d的图像是一条直线

D．曲线 e在 300s后迅速上升，是因为盐酸浓度变大

E．曲线 e在 0~100s段几乎没有上升，可能是该金属打磨不彻底

4.初中化学教学要培养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需要从定性理解走向定量分析，更加

精准的理解和掌握化学知识，提升化学素养。下面是某兴趣小组利用系列的数字化实验探究了酸、碱、盐、

金属的部分性质。

实验一：探究酸碱中和反应。实验开始后将注射器内的液体缓慢地全部注入烧瓶内（如图 5）。

(1)用实际参加反应的离子来表示盐酸和氢氧化钠反应的实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c点所示溶液加热蒸干所得固体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能说明盐酸和氢氧化钠发生化学反应的现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验二：探究 NaOH和 CO2的反应。用图 6装置进行实验，实验时先后将两种溶液快速推入，瓶内压强变

化如图 6所示：

(4)ab段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图像中 a、b、c、d四个点，溶液的 PH最大的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cd段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验三：探究影响反应速率的因素。如图 7所示，同时倾斜锥形瓶使试管内的稀盐酸流入瓶中与固体发生

反应，利用数字化设备采集瓶内气压，瓶内气压与时间关系如曲线所示。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A．反应结束后，稀盐酸一定有剩余

B．曲线①表示锌粒与稀盐酸的反应

C．比较 a、b两点，说明影响反应速率的因素之一是反应物的接触面积

D．a、b、c、d四点处的溶质成分相同

5.某校化学兴趣小组，确定“探究铁生锈的影响因素”研究性学习项目，请您参与他们的研究项目，完成相

关研讨。

（1）如图 8是来自教材实验设计，若要证明“与氧气接触是铁生锈的必要条件”，需将图 8中试管______
（选填“①”或“②”）与试管③对照。

（2）使用“迅速冷却的沸水”目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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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组同学用数字传感仪探究铁生锈的原理，测量实验过程中装置内温度与相对湿度（体现水蒸气

含量）的变化，数据见下图 9、10、11。请解释装置内相对湿度升高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项目组同学从耗氧量的角度设计实验，研究铁生锈原理，以及在稀醋酸、氯化钠溶液存在时对铁生

锈速率的影响，实验方案如下表所示，测得 4组实验装置内氧气含量变化如图 12所示。

①实验 a和 b对照的结论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通过实验______对照，可以证明“氯化钠溶液存在会加速铁的生锈。

（5）项目组向全班同学汇报实验成果时，表演了一个趣味实验，设计如下图 13实验装置，测量铁腐蚀过

程中装置内压强变化，数据见图 14。请解释，图中曲线 BC段压强突然增大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反思：

①从控制单一变量的角度，请指出上表“d”组实验设计存在的问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在炭粉、氯化钠溶液、稀酸存在的环境下，会加速铁的锈蚀。化学反应速率可以加快也能减慢，请举一

例，通过改变反应条件降低反应速率的生活事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在 20mL某硫酸铜溶液中，逐滴加入某浓度的氢氧化钡溶液，溶液的 pH值随滴入 Ba(OH)2溶液体积的变

化曲线如图 15甲所示：

(1)硫酸铜和氢氧化钡溶液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图 15甲中 A点所示溶液中，含有的阳离子有_______________。
(3)将打磨过的铝片放入上述该硫酸铜溶液中，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4)某中学学生用电导仪测该实验过程中溶液的电导率（电导率越高表示溶液的导电性越好），所得图像如

图 15乙所示，D点所示溶液能导电是因为溶液中含有的微粒是___________________。

实验

组别

铁粉

质量/g
炭粉

质量/g 水/滴 食盐

质量/g
稀醋酸

（pH=4.5）/滴

a 5.0 0.1 0 0 0

b 5.0 0.1 10 0 0

c 5.0 0.1 10 1.0 0

d 5.0 0.1 10 0 5

图 8 图 11图 9 图 10

图 12

图 13 图 14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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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兴趣小组同学模仿工业高炉炼铁原理，用图 16实验装置(加热装置已省略)探究治炼铁的化学原理。

实验操作过程如下：

①将 Fe2O3加水制成糊状，用毛笔刷在试管内壁，烘干；然后在试管底部加入一定量的焦炭，再向试管里

通入干燥的 CO2，此时用仪器测得 CO2含量为 a g/L，用气球密封试管口。

②高温加热试管中的氧化铁部位一段时间，无明显现象，随后熄灭酒精灯。

③高温加热焦炭部位一段时间，停止加热，用热成像仪拍摄图 16中虚线框部位，数据输出得到图 17。恢

复至与①相同的条件测得 CO2含量为 0.2a g/L。
④再次高温加热氧化铁部位，1 分钟左右红棕色固体变成黑色。

请回答问题：

(1)高温加热试管中的固体，需要的加热仪器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操作②中实验现象说明 CO2_________ (选填“能”或“不能”)与 Fe2O3反应。

(3)操作③中 CO2含量减小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操作④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实验结束后，一般将装置内的气体灼烧处理，目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由图 2 可知，刚停止加热后焦炭区温度降低更快，可能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8.氢气的储存是科学研究热点之一。合金 X是一种制备储氢材料的原料，在 5MPa的氢气流下，并在 550℃
持续反应，最终得到灰黑色粉末——储氢材料。反应过程用 XRD图谱分析，得到如下图 18：

(1)由上图分析由合金 X反应得到的生成物_____________________。
(2)根据实验可以推断合金 X的元素组成中一定有______________。
(3)查阅资料合金 X由两种金属元素组成。取 11.2gX固体粉末在充满足量氧气的装置内持续加热至 750°C，
而后排出氧气改为充入足量的氮气，继续加热至 1200℃，整个过程固体质量的“热重分析图”如图 19：
①若将 11.2g粉末直接放入稀盐酸中，反应现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写出该

反应化学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根据如图所示合金 X中两种金属的质量比为__________。
③如图所示实验中，1000°C附近装置内黑色固体发生一个分解反应，该反应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 16
图 17

图 19图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