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化学酸碱盐知识点归纳 初中化
学知识点最全总结归纳(优秀12篇)

公司宣传语要具备创新性，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和兴趣，从
而激发他们对公司的关注。创作公司宣传语需要站在消费者
的角度思考，关注他们关心的问题。宣传语的效果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市场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和优化。

初中化学酸碱盐知识点归纳篇一

（一）气体的检验

1、氧气：带火星的木条放入瓶中，若木条复燃，则是氧气。

3、二氧化碳：通入澄清的石灰水，若变浑浊则是二氧化碳。

4、氨气：湿润的紫红色石蕊试纸，若试纸变蓝，则是氨气。

5、水蒸气：通过无水硫酸铜，若白色固体变蓝，则含水蒸气。

（二）离子的检验。

6、氢离子：滴加紫色石蕊试液/加入锌粒

7、氢氧根离子：酚酞试液/硫酸铜溶液

8、碳酸根离子：稀盐酸和澄清的石灰水

9、氯离子：硝酸银溶液和稀硝酸，若产生白色沉淀，则是氯
离子

10、硫酸根离子：硝酸钡溶液和稀硝酸/先滴加稀盐酸再滴入
氯化钡



11、铵根离子：氢氧化钠溶液并加热，把湿润的红色石蕊试
纸放在试管口

12、铜离子：滴加氢氧化钠溶液，若产生蓝色沉淀则是铜离
子

13、铁离子：滴加氢氧化钠溶液，若产生红褐色沉淀则是铁
离子

（三）相关例题

14、如何检验naoh是否变质:滴加稀盐酸，若产生气泡则变质

15、检验生石灰中是否含有石灰石：滴加稀盐酸，若产生气
泡则含有石灰石

16、检验naoh中是否含有nacl：先滴加足量稀硝酸，再滴
加agno3溶液，若产生白色沉淀，则含有nacl。

18、淀粉：加入碘溶液，若变蓝则含淀粉。

19、葡萄糖：加入新\\制的氢氧化铜，若生成砖红色的氧化
亚铜沉淀，就含葡萄糖。

初中化学酸碱盐知识点归纳篇二

1、实验室制取气体时收集气体的方法一般有排水法和排空气
法。

排水法：(1)难溶或微溶于水，且与水不发生化学反应的气体，
都可以用排水法收集。



(2)一般能用排水法收集的气体，应尽量用此法，因为排水法
收集的气体纯度大，但含一定的水蒸气。

排气法：(1)不与空气发生反应，且密度与空气密度相差较大
的气体，都可用排空气法收集，相对分子质量大于29的气体
用向上排空气法收集，相对分子质量小于29的气体用向下排
空气法收集。

(2)排空气集气法的特点是操作简单，但所收集到的气体纯度
不高。

注：a 用排水法收集气体时，导气管伸入集气瓶口即可，这
样便于操作;用排空气法收集气体时，导气管伸入到集气瓶的
底部，这样可充分排净集气瓶中的空气。

b 集满气体的集气瓶，盖上毛玻璃片后，是正放在桌面上还
是倒放在桌面上，取决于气体的密度，为了减少集气瓶内的
气体向空气中扩散，密度比空气小的气体，集满集气瓶后，
盖上毛玻璃片，要倒置在桌面上;密度比空气大的气体，在正
放在桌面上。

c 收集气体时验满的方法：(1)排水法：集气瓶里的.水要装
满，瓶口 处不能留有气泡，倒立在水槽里，到集气瓶中的水
完全排出为止。(2)排空气法：要把验满的工具放在靠近集气
瓶口处，不能放在集气瓶内。

2、气体的gan燥与除杂：

气体的gan燥原则：浓硫酸、固体氢氧化钠、硫酸铜固体、氯
化钙固体作gan燥剂

(1)选择gan燥剂：选择gan燥剂要根据气体和gan燥剂的性质，
gan燥剂不能与被gan燥的物质反应。



(2)选择gan燥装置：由gan燥剂的状态来决定。gan燥时，装
置要么是长进短出要么是大口进、小口出。

气体净化除杂原则：不减少被净化气体，不引进新的杂质。

除杂顺序：一般来说，除杂在前，gan燥在后

初中化学酸碱盐知识点归纳篇三

学习氧气的物理性质时，不要死记硬背，应结合具体的氧气，
采用比较的方法，抓住重点，如氧气的熔沸点较低、密度比
空气略大、不易溶于水等。

（1）氧气的助燃性

带有火星的木条在氧气中能够复燃，说明氧气能支持燃烧。
常用这种方法检验氧气。

（2）与硫反应

硫跟氧气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有刺激性气味的二氧化硫，并
放出热量。其反应可以表示如下：

硫+氧气点燃生成二氧化硫

（3）与铁反应

细铁丝在氧气中剧烈燃烧，火星四射，生成四氧化三铁黑
色5.com固体。这个反应可以表示如下：

铁+氧气点燃生成四氧化三铁



初中化学酸碱盐知识点归纳篇四

本节包括常见仪器的识别和使用、药品的取用及注意事项、
加热物质的及注意事项、仪器连接方法、装置气密性的检查
方法、过滤和蒸发操作要点和实验注意事项几个知识点。知
识的特点是操作性强，需要熟悉各种仪器试剂、装置、操作
的方法，因此掌握这些知识是运用实验的基础。

药品

状态用量所需仪器取用方法注意事项液

1.酒精灯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禁止向燃着的酒精灯里添
加酒精；禁止用燃着的酒精灯去点燃另一只酒精灯；熄灭时，
用灯帽盖灭，不能用嘴吹；盛酒精量不能超过酒精灯容积的
三分之二 ,也不得少于四分之一。

2.给物质加热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给液体加热：给盛有液体的试管加热时，试管内液体的量不
可超过试管容积的'三分之一；试管口倾斜向上与水平面
成45°角；试管口不能朝着有人的方向，以免液体喷出伤人。

给固体加热：给试管里的固体药品加热时，药品平铺试管底
部，增大固体的受热面积，试管口要略向下倾斜。

原则“自下而上、从左至右”，拆卸时与此相反。

压差法；

1.过滤：将液体和不溶于液体的固体分离的方法。使用仪器：
铁架台（带铁圈）、漏斗、玻璃棒、烧杯。操作方法和注意
事项：滤纸紧贴漏斗内壁；滤纸边缘低于漏斗边缘；液面低



于滤纸边缘；（以免滤液浑浊，过滤失败。）烧杯口紧靠玻
璃棒；玻璃棒下端紧靠三层滤纸处；漏斗下端紧靠烧杯内壁
（防止液体外溅）。

2.蒸发：加热使溶剂不断挥发，从而使溶液浓缩或使溶质析
出。使用仪器：铁架台（带铁圈）、酒精灯、蒸发皿、玻璃
棒。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加热时用玻璃棒不断搅动，防止
局部温度过高，造成液滴飞溅 初中化学；当液体接近蒸干
（或出现较多量固体）时停止加热；热的蒸发皿要用坩埚钳
夹取，热的蒸发皿如需立即放在实验台上，要垫上石棉网。

——洗涤仪器（玻璃仪器）（一般容器用水洗，内壁附物用
刷洗；壁内若有不溶物，盐酸溶碱碱溶脂；仪器洗净有标准，
水不成股不聚滴。）

方法：倒去废物，用水冲洗并加以振荡，振荡后把水倒掉，
再注入水，振荡后再倒掉，这样连洗几次。如果内壁附有不
易洗掉的物质，要用试管刷刷洗。刷洗时须转动或上下移动
试管刷，但用力不能过猛，以防试管损坏。

标准：内壁附着均匀水膜，不聚滴也不成股流下，表示仪器
已洗干净。

特殊油污：如果玻璃仪器内壁上附着不溶于水的碱、碳酸盐、
碱性氧化物等，可先用稀盐酸溶解，再用水冲洗；如果玻璃
仪器内壁附有油污，可先用少量纯碱溶液或洗衣粉刷洗，再
用水冲洗。

初中化学酸碱盐知识点归纳篇五

1、氧气：带火星的木条放入瓶中，若木条复燃，则是氧气。

2、氢气：在玻璃尖嘴点燃气体，罩一干冷小烧杯，观察杯壁



是否有水滴，往烧杯中倒入澄清的石灰水，若不变浑浊，则
是氢气。

3、二氧化碳：通入澄清的石灰水，若变浑浊则是二氧化碳。

4、氨气：湿润的紫红色石蕊试纸，若试纸变蓝，则是氨气。

5、水蒸气：通过无水硫酸铜，若白色固体变蓝，则含水蒸气。

（二）、离子的检验。

6、氢离子：滴加紫色石蕊试液/加入锌粒

7、氢氧根离子：酚酞试液/硫酸铜溶液

8、碳酸根离子：稀盐酸和澄清的石灰水

9、氯离子：硝酸银溶液和稀硝酸，若产生白色沉淀，则是氯
离子

10、硫酸根离子：硝酸钡溶液和稀硝酸/先滴加稀盐酸再滴入
氯化钡

11、铵根离子：氢氧化钠溶液并加热，把湿润的红色石蕊试
纸放在试管口

12、铜离子：滴加氢氧化钠溶液，若产生蓝色沉淀则是铜离
子

13、铁离子：滴加氢氧化钠溶液，若产生红褐色沉淀则是铁
离子

（三）、相关例题

14、如何检验naoh是否变质:滴加稀盐酸，若产生气泡则变质



15、检验生石灰中是否含有石灰石：滴加稀盐酸，若产生气
泡则含有石灰石

16、检验naoh中是否含有nacl：先滴加足量稀硝酸，再滴
加agno3溶液，若产生白色沉淀，则含有nacl。

初中化学酸碱盐知识点归纳篇六

1、由于吸水而增加的：氢氧化钠固体，氯化钙，氯化镁，浓
硫酸；

2、由于跟水反应而增加的：氧化钙、氧化钡、氧化钾、氧化
钠，硫酸铜；

3、由于跟二氧化碳反应而增加的：氢氧化钠，氢氧化钾，氢
氧化钡，氢氧化钙；

（二）质量减少的

1、由于挥发而减少的：浓盐酸，浓硝酸，酒精，汽油，浓氨
水；

2、由于风化而减少的：碳酸钠晶体。

初中化学酸碱盐知识点归纳篇七

1、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是铝。

2、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非金属元素是氧。

3、空气中含量最多的物质是氮气

4、天然存在最硬的物质是金刚石。



5、最简单的有机物是甲烷。

6、金属活动顺序表中活动性最强的金属是钾。

7、相对分子质量最小的氧化物是水。最简单的有机化合
物ch4

8、相同条件下密度最小的气体是氢气。

9、导电性最强的金属是银。

10、相对原子质量最小的原子是氢。

11、熔点最小的金属是汞。

12、人体中含量最多的元素是氧。

13、组成化合物种类最多的元素是碳。

14、日常生活中应用最广泛的金属是铁

15、最早利用天然气的是中国；

16、中国最大煤炭基地在：山西省；

全部整理就在这里啦，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初中化学酸碱盐知识点归纳篇八

根据往年中考化学科考试特点，结合我校教学实际情况，为
了把握好今年中考方向，使我校化学教学成绩再上一个新的
台阶，特制定本学期的教学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确
定的培养目标为依据，结合本地区初中化学科考试说明，强
化学生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实验技能，贯穿从生活走向化学，
从化学走向社会理念，突出化学知识与生活、社会、科技之
间的联系，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二、化学教学计划

按照校历，第6周内，本阶段必须完成化学课程所有新课的教
学工作，第七周开始进行化学复习，时间不多。

三、复习策略

(一)三阶段

第一阶段(4周)：回归教材，抓实基础

首先，熟悉教材，我主张教师和学生都要去熟悉教材。构建
单元知识网络。化学课本是学生学习化学知识的根本，利用
好教材帮助学生准确理解化学基本概念、原理，熟悉化学实
验，形成正确的化学思维，只有这样才能抓实基础。化学是
理科中的文科正说明了熟悉化学课本的必要性。对每一单元，
我们按照学生读书教师讲解学生小结师生归纳四步骤进行复
习，力求让学生将所学知识系统化。

其次，解析教材，发掘每节的重点、难点、疑点、易错点。
教师认真研读教材后，分析学生课堂作业、课外作业、单元
检测以及学生提出的问题；认真研究《化学课程标准》和
《考试说明》，把握复习的深度与广度。通过精讲精练，发
现学生知识缺陷，找出疑点、易错点，及时纠正并辅以针对
性的反馈练习，使学生对所学知识逐步完善与提高。

再次，融汇教材，设计单元反馈性练习与过关测试题。针对
学生测试中出现带共性的问题，及时组织反馈练习，帮学生



查漏补缺、纠正错误、巩固提高。

第二阶段(3周)：分块复习，联系实际，培养能力。

初中化学内容包括：科学探究，身边的化学物质，物质构成
的奥秘，物质化学变化和化学与社会发展五个部分。在第二
阶段，我们要对知识点、考点和热点到位我们力求在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上有所突破，在学生运用化学知识能力难度上
有所提高。

第三阶段(4周)：模拟考试，查漏补缺

这一阶段的复习时间大约在五月底。本阶段教学目标：检查
学生知识缺性，训练解题技巧，规范答题行为，调整临考心
态。积累考场经验，全面提升学生中考应试水平。

(二)让学生三到位

第一、知识点、考点和热点到位

我们认为，在这个阶段教师要让学生对每个知识点、考点、
热点应理解、掌握到位，对识点、考点、热点要训练到位。

第二、能力培养到位

我们认为，培养能力到位，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1、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及从文字中获取相关化学信息。

2、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及如何去设计方案。

3、培养答题的准确性、规范性能力。

如：探究性试题，复习时着重引导学生去获取信息、设计方
案、答题三步骤入手，加强思维训练，培养学生阅读、理解、



综合分析、灵活运用知识解题的能力。

第三、题型训练到位

显然，知识和能力是基础。但是，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能力
之后，还要让学生对题目类型全面了解。常言到，见多识广。
这样，学生临考时才能做到胸有成竹、应对自如。从考试说
明上看，目前试题类型有选择题、填空题、实验题和计算题
共四大类；从往年的试卷来看又细分为选择题、填空题、图
象题、信息题、实验探究题和化学计算题共六类。

总之，老师们！同学们！从近几年化学中考试题来看，题在
书外，知识点在书中，让我们一起携手努力吧！成功应该属
于我们的。

初中化学酸碱盐知识点归纳篇九

(一)、固体的颜色

1、红色固体：铜，氧化铁

2、绿色固体：碱式碳酸铜

3、蓝色固体：氢氧化铜，硫酸铜晶体

4、紫黑色固体：高锰酸钾

5、淡黄色固体：硫磺

6、无色固体：冰，干冰，金刚石

7、银白色固体：银，铁，镁，铝，汞等金属

8、黑色固体：铁粉，木炭，氧化铜，二氧化锰，四氧化三铁，



(碳黑，活性炭)

9、红褐色固体：氢氧化铁

(二)、液体的颜色

11、无色液体：水，双氧水

12、蓝色溶液：硫酸铜溶液，氯化铜溶液，硝酸铜溶液

13、浅绿色溶液：硫酸亚铁溶液，氯化亚铁溶液，硝酸亚铁
溶液

14、黄色溶液：硫酸铁溶液，氯化铁溶液，硝酸铁溶液

15、紫红色溶液：高锰酸钾溶液

16、紫色溶液：石蕊溶液

(三)、气体的颜色

17、红棕色气体：二氧化氮

18、黄绿色气体：氯气

19、无色气体：氧气，氮气，氢气，二氧化碳，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氯化氢气体等大多数气体。

二、初中化学之三

1、我国古代三大化学工艺：造纸，制火药，烧瓷器。

2、氧化反应的三种类型：爆炸，燃烧，缓慢氧化。

3、构成物质的三种微粒：分子，原子，离子。



4、不带电的三种微粒：分子，原子，中子。

5、物质组成与构成的三种说法：

(1)、二氧化碳是由碳元素和氧元素组成的；

(2)、二氧化碳是由二氧化碳分子构成的；

(3)、一个二氧化碳分子是由一个碳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的。

6、构成原子的三种微粒：质子，中子，电子。

7、造成水污染的三种原因：

(1)工业“三废”任意排放，

(2)生活污水任意排放

(3)农药化肥任意施放

8、收集气体的三种方法：排水法(不容于水的气体),向上排
空气法(密度比空气大的气体),向下排空气法(密度比空气小
的气体).

9、质量守恒定律的三个不改变：原子种类不变，原子数目不
变，原子质量不变。

10、不饱和溶液变成饱和溶液的三种方法：增加溶质，减少
溶剂，改变温度(升高或降低).

11、复分解反应能否发生的三个条件：生成水、气体或者沉
淀

12、三大化学肥料：n、p、k



13、排放到空气中的三种气体污染物：一氧化碳、氮的氧化
物，硫的氧化物。

14、燃烧发白光的物质：镁条，木炭，蜡烛。

15、具有可燃性，还原性的物质：氢气，一氧化碳，单质碳。

16、具有可燃性的三种气体是：氢气(理想),一氧化碳(有
毒),甲烷(常用).

17、co的三种化学性质：可燃性，还原性，毒性。

18、三大矿物燃料：煤，石油，天然气。(全为混合物)

19、三种黑色金属：铁，锰，铬。

20、铁的三种氧化物：氧化亚铁，三氧化二铁，四氧化三铁。

21、炼铁的三种氧化物：铁矿石，焦炭，石灰石。

22、常见的三种强酸：盐酸，硫酸，硝酸。

23、浓硫酸的三个特性：吸水性，脱水性，强氧化性。

24、氢氧化钠的三个俗称：火碱，烧碱，苛性钠。

25、碱式碳酸铜受热分解生成的三种氧化物：氧化铜，水(氧
化氢),二氧化碳。

26、实验室制取co2不能用的三种物质：硝酸，浓硫酸，碳酸
钠。

27、酒精灯的三个火焰：内焰，外焰，焰心。

28、使用酒精灯有三禁：禁止向燃着的灯里添加酒精，禁止



用酒精灯去引燃另一只酒精灯，禁止用嘴吹灭酒精灯。

29、玻璃棒在粗盐提纯中的三个作用：搅拌、引流、转移

30、液体过滤操作中的三靠：(1)倾倒滤液时烧杯口紧靠玻璃
棒，(2)玻璃棒轻靠在三层滤纸的一端，(3)漏斗下端管口紧
靠烧杯内壁。

31、固体配溶液的三个步骤：计算，称量，溶解。

32、浓配稀的三个步骤：计算，量取，溶解。

33、浓配稀的三个仪器：烧杯，量筒，玻璃棒。

34、三种遇水放热的物质：浓硫酸，氢氧化钠，生石灰。

35、过滤两次滤液仍浑浊的原因：滤纸破损，仪器不干净，
液面高于滤纸边缘。

36、药品取用的三不原则：不能用手接触药品，不要把鼻孔
凑到容器口闻药品的气味，不得尝任何药品的味道。

37、金属活动顺序的三含义：(1)金属的位置越靠前，它在水
溶液中越容易失去电子变成离子，它的活动性就越强；(2)排
在氢前面的金属能置换出酸里的氢，排在氢后面的金属不能
置换出酸里的氢；(3)排在前面的金属能把排在后面的金属从
它们的盐溶液中置换出来。

38、温度对固体溶解度的影响：(1)大多数固体物质的溶解度
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2)少数固体物质的溶解度受温度影
响变化不大(3)极少数固体物质的溶解度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
小。

39、影响溶解速度的因素：(1)温度，(2)是否搅拌(3)固体颗
粒的大小



40、使铁生锈的三种物质：铁，水，氧气。

41、溶质的三种状态：固态，液态，气态。

42、影响溶解度的三个因素：溶质的性质，溶剂的性质，温
度。

三、初中化学常见混合物的重要成分

1、空气：氮气(n2)和氧气(o2)

2、水煤气：一氧化碳(co)和氢气(h2)

3、煤气：一氧化碳(co)

4、天然气：甲烷(ch4)

5、石灰石/大理石：(caco3)

6、生铁/钢：(fe)

7、木炭/焦炭/炭黑/活性炭：(c)

8、铁锈：(fe2o3)

四、初中化学常见物质俗称

1、氯化钠(nacl)：食盐

2、碳酸钠(na2co3)：纯碱，苏打，口碱

3、氢氧化钠(naoh)：火碱，烧碱，苛性钠

4、氧化钙(cao)：生石灰



5、氢氧化钙(ca(oh)2)：熟石灰，消石灰

6、二氧化碳固体(co2)：干冰

7、氢氯酸(hcl)：盐酸

8、碱式碳酸铜(cu2(oh)2co3)：铜绿

9、硫酸铜晶体(cuso4.5h2o)：蓝矾，胆矾

10、甲烷(ch4)：沼气

11、乙醇(c2h5oh)：酒精

12、乙酸(ch3cooh)：醋酸

13、过氧化氢(h2o2)：双氧水

14、汞(hg)：水银

15、碳酸氢钠(nahco3)：小苏打

四、初中化学溶液的酸碱性

1、显酸性的溶液：酸溶液和某些盐溶液(硫酸氢钠、硫酸氢
钾等)

2、显碱性的溶液：碱溶液和某些盐溶液(碳酸钠、碳酸氢钠
等)

3、显中性的溶液：水和大多数的盐溶液



初中化学酸碱盐知识点归纳篇十

1、答题稳

许多考生在答选择题时毛躁，没看清题就落笔，这时考生要
提醒自己：评卷看准确度、不看速度，答快不加分。

2、看全面

abcd四个选项都要看，这样可以避免选出“好像正确”
的“陷阱”答案，是保证选择题不扣分、解决马虎的好办法。

3、做标记

标记出否定叙述，要求选出“不正确”或“错误”选项的题，
考生在审题时要做个标记，以便在答题和检查时提醒自己别
选成“正确”的。

非选择题

1、注重情境

做情境类试题时，不仅要考虑答案是否符合化学原理，还要
考虑是否符合生活、生产实际。例如在铁制品表面涂油可起
到防止铁生锈的目的，但铁质的衣架不能用涂油的方法防锈。
再如铁衣柜、汽车涂油漆不只为了防锈，还为了美观。

2、围绕核心问题

审题时要明确试题的设计意图，找出答题的方向，围绕问题
的核心组织答案。如实验设计题、实验探究题，甚至是综合
计算题都涉及到实验目的或探究目的，你所做的一切都要为
实验目的或探究目的服务，别偏离核心。



3、以最常见的方式作答

开放性试题的答案是不唯一的，答题时应尽可能选择最贴切
的回答，以最常见的方式作答不易失分。能用具体物质作答
的要用具体物质，这样表达更准确。应尽可能写出自己最有
把握，没有争议，能得到大家认可的答案，不给别人扣分的
机会。

初中化学酸碱盐知识点归纳篇十一

先要把书中的基础知识了解清楚：

1、书中的一些知识很多都是基础，很多的精华都在练习册里
面还有一些辅导教材里面重要的就是先把一些基础的知识都
搞清楚，包括书中的一些备注，还有实验器材，还有实验的
方法，还有一些互动之类的。

2、一定都要先搞清楚，学习的成绩提不上去，还是因为基础
就没有学好，就造成了做题的时候就不会，哪怕他上课都听
懂了，但是让他做题他还是不会，高中化学辅导要抓住基础。

初中化学酸碱盐知识点归纳篇十二

（一）、固体的颜色

1、红色固体：铜，氧化铁

2、绿色固体：碱式碳酸铜

3、蓝色固体：氢氧化铜，硫酸铜晶体

4、紫黑色固体：高锰酸钾

5、淡黄色固体：硫磺



6、无色固体：冰，干冰，金刚石

7、银白色固体：银，铁，镁，铝，汞等金属

8、黑色固体：铁粉，木炭，氧化铜，二氧化锰，四氧化三铁，
（碳黑，活性炭）

9、红褐色固体：氢氧化铁

（二）、液体的颜色

11、无色液体：水，双氧水

12、蓝色溶液：硫酸铜溶液，氯化铜溶液，硝酸铜溶液

13、浅绿色溶液：硫酸亚铁溶液，氯化亚铁溶液，硝酸亚铁
溶液

14、黄色溶液：硫酸铁溶液，氯化铁溶液，硝酸铁溶液

15、紫红色溶液：高锰酸钾溶液

16、紫色溶液：石蕊溶液

（三）、气体的颜色

17、红棕色气体：二氧化氮

18、黄绿色气体：氯气

19、无色气体：氧气，氮气，氢气，二氧化碳，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氯化氢气体等大多数气体。

二、初中化学之三



1、我国古代三大化学工艺：造纸，制火药，烧瓷器。

2、氧化反应的三种类型：爆炸，燃烧，缓慢氧化。

3、构成物质的三种微粒：分子，原子，离子。

4、不带电的三种微粒：分子，原子，中子。

5、物质组成与构成的三种说法：

（1）、二氧化碳是由碳元素和氧元素组成的；

（2）、二氧化碳是由二氧化碳分子构成的；

（3）、一个二氧化碳分子是由一个碳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
的。

6、构成原子的三种微粒：质子，中子，电子。

7、造成水污染的三种原因：

（1）工业“三废”任意排放，

（2）生活污水任意排放

（3）农药化肥任意施放

8、收集气体的三种方法：排水法（不容于水的气体），向上
排空气法（密度比空气大的气体），向下排空气法（密度比
空气小的气体）。

9、质量守恒定律的三个不改变：原子种类不变，原子数目不
变，原子质量不变。

10、不饱和溶液变成饱和溶液的三种方法：增加溶质，减少



溶剂，改变温度（升高或降低）。

11、复分解反应能否发生的三个条件：生成水、气体或者沉
淀

12、三大化学肥料：n、p、k

13、排放到空气中的三种气体污染物：一氧化碳、氮的氧化
物，硫的氧化物。

14、燃烧发白光的物质：镁条，木炭，蜡烛。

15、具有可燃性，还原性的物质：氢气，一氧化碳，单质碳。

16、具有可燃性的三种气体是：氢气（理想），一氧化碳
（有毒），甲烷（常用）。

17、co的三种化学性质：可燃性，还原性，毒性。

18、三大矿物燃料：煤，石油，天然气。（全为混合物）

19、三种黑色金属：铁，锰，铬。

20、铁的三种氧化物：氧化亚铁，三氧化二铁，四氧化三铁。

21、炼铁的三种氧化物：铁矿石，焦炭，石灰石。

22、常见的三种强酸：盐酸，硫酸，硝酸。

23、浓硫酸的三个特性：吸水性，脱水性，强氧化性。

24、氢氧化钠的三个俗称：火碱，烧碱，苛性钠。

25、碱式碳酸铜受热分解生成的三种氧化物：氧化铜，水
（氧化氢），二氧化碳。



26、实验室制取co2不能用的三种物质：硝酸，浓硫酸，碳酸
钠。

27、酒精灯的三个火焰：内焰，外焰，焰心。

28、使用酒精灯有三禁：禁止向燃着的灯里添加酒精，禁止
用酒精灯去引燃另一只酒精灯，禁止用嘴吹灭酒精灯。

29、玻璃棒在粗盐提纯中的三个作用：搅拌、引流、转移

30、液体过滤操作中的三靠：(1)倾倒滤液时烧杯口紧靠玻璃
棒，(2)玻璃棒轻靠在三层滤纸的一端，(3)漏斗下端管口紧
靠烧杯内壁。

31、固体配溶液的三个步骤：计算，称量，溶解。

32、浓配稀的三个步骤：计算，量取，溶解。

33、浓配稀的三个仪器：烧杯，量筒，玻璃棒。

34、三种遇水放热的物质：浓硫酸，氢氧化钠，生石灰。

35、过滤两次滤液仍浑浊的原因：滤纸破损，仪器不干净，
液面高于滤纸边缘。

36、药品取用的三不原则：不能用手接触药品，不要把鼻孔
凑到容器口闻药品的气味，不得尝任何药品的味道。

37、金属活动顺序的三含义：(1)金属的位置越靠前，它在水
溶液中越容易失去电子变成离子，它的活动性就越强；(2)排
在氢前面的金属能置换出酸里的氢，排在氢后面的金属不能
置换出酸里的氢；(3)排在前面的金属能把排在后面的金属从
它们的盐溶液中置换出来。



38、温度对固体溶解度的影响：(1)大多数固体物质的溶解度
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2)少数固体物质的溶解度受温度影
响变化不大(3)极少数固体物质的溶解度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
小。

39、影响溶解速度的因素：(1)温度，(2)是否搅拌(3)固体颗
粒的大小

40、使铁生锈的三种物质：铁，水，氧气。

41、溶质的三种状态：固态，液态，气态。

42、影响溶解度的三个因素：溶质的性质，溶剂的性质，温
度。

三、初中化学常见混合物的重要成分

1、空气：氮气(n2)和氧气(o2)

2、水煤气：一氧化碳(co)和氢气(h2)

3、煤气：一氧化碳(co)

4、天然气：甲烷(ch4)

5、石灰石/大理石：(caco3)

6、生铁/钢：(fe)

7、木炭/焦炭/炭黑/活性炭：(c)

8、铁锈：(fe2o3)

四、初中化学常见物质俗称



1、氯化钠(nacl)：食盐

2、碳酸钠(na2co3)：纯碱，苏打，口碱

3、氢氧化钠(naoh)：火碱，烧碱，苛性钠

4、氧化钙(cao)：生石灰

5、氢氧化钙(ca(oh)2)：熟石灰，消石灰

6、二氧化碳固体(co2)：干冰

7、氢氯酸(hcl)：盐酸

8、碱式碳酸铜(cu2(oh)2co3)：铜绿

9、硫酸铜晶体(cuso4.5h2o)：蓝矾，胆矾

10、甲烷(ch4)：沼气

11、乙醇(c2h5oh)：酒精

12、乙酸(ch3cooh)：醋酸

13、过氧化氢(h2o2)：双氧水

14、汞(hg)：水银

15、碳酸氢钠(nahco3)：小苏打

四、初中化学溶液的酸碱性

1、显酸性的溶液：酸溶液和某些盐溶液（硫酸氢钠、硫酸氢
钾等）



2、显碱性的溶液：碱溶液和某些盐溶液（碳酸钠、碳酸氢钠
等）

3、显中性的溶液：水和大多数的盐溶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