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年级化学第 17 课时 

《选择题专题 1：元素化合物相关知识及生活、科技环境类问题》 

作业答案及解析 

DBCCA  BACBD  CAABC  B 

 

【答案解析索引】 

 

一、STSE 的分类整理 

 

1．化学与科学技术，这类问题多与组成材料有关。 

（1）棉、麻属于纤维素，是多糖，只含有 C、H、O三种元素； 

（2）丝、毛属于蛋白质，蛋白质在酶的作用下可以水解；  

（3）人造纤维是将天然的纤维素（竹子、木材、甘蔗渣等）经过加工后得到的产品， 例

如： 醋酸纤维、粘胶纤维、人造丝、人造棉；  

（4）合成纤维是以石油为原料经过合成得到的高分子化合物（六大纶）。例如氨纶（增

加衣物的弹性）  

（5）塑料和橡胶都是高分子化合物； 

（6）晶体硅是重要的半导体材料，用于太阳能电池和电脑芯片，光导纤维是二氧化硅； 

（7）合金材料：合金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或金属与非金属）熔合而成的具有

金属特性的物质。合金的硬度大、熔点低。例如硬铝（含镁、铝，应用于飞机制造业）、碳

素钢（含铁和碳）、不锈钢（在碳素钢中加入镍、铬）等等；  

（8）玻璃、陶瓷、水泥都属于无机硅酸盐材料，其中玻璃的原料是：石灰石、纯碱和

石英；水泥的原料是：黏土和石灰石；陶瓷的原料是黏土。普通玻璃放到电炉里加热，使它

软化，然后急速冷却，得到钢化玻璃，因此普通玻璃和钢化玻璃的成分相同。 

 

2．化学与社会生活 

化学与生活密不可分，休戚相关，涉及的内容有： 

a.明矾净水：明矾电离出的 Al3+ 水解生成氢氧化铝胶体，吸附水中悬浮物形成沉淀。 

b.常用饮用水消毒剂：Cl2、ClO2、漂白粉、NaClO（84消毒液） 

c.漂白剂：漂白粉、漂白液（主要成分 NaClO）、SO2、H2O2 、Na2O2 、O3  

d.加碘食盐：一般添加 KIO3（性质较稳定，味感比 KI好） 

e.胶体知识与生活中的现象①胶体聚沉与制豆腐和江河三角洲的形成。②丁达尔现象与

树林中的晨曦、雨后彩虹、舞台上的光柱。③胶体渗析与血液的“透析” 。 

f.焰色反应与节日的焰火（燃烧的金属元素）和城市中的霓虹灯（导电的稀有气体）  

g.其他①食品（如食用油、醋、酱油、盐、食用色素、防腐剂、调味品、添加剂、干燥

剂等）与人体健康；②烟酒与人体健康；③油漆、涂料、装饰材料中的化学知识；其中家庭

装修与污染物质包括：大芯板和其他人造板都含有甲醛，造成了不易清除的室内甲醛污染；

涂刷油漆时加入了大量的稀释剂，造成了室内严重的苯污染；石材瓷砖类，特别是一些花岗

岩等天然石材，放射性物质含量比较高。④化妆品与化学知识；⑤药品相关知识；⑥毒品；

⑦饮用水及水溶液；⑧维生素；⑨氟与人体健康；⑩钙与人体健康等。 



 

3．化学与能源环境 

（1）能源问题 

a.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 

b.新型能源：太阳能、核能、潮汐能、沼气、乙醇汽油等 

c.一级能源；指自然界以现成形式提供的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为一级能源． 

d.二级能源：需要依靠其它能源的能量间接制取的能源，如氢气、电力、水煤气等 为

二级能源． 

（2）环境问题 

当今社会面临着环境日益恶化、生态平衡被破坏等一系列问题，高考命题常以此为考查

点，由此达到宣传与教育的作用。重点关注：工业“三废”和生活垃圾处理不当对空气、水

体和土壤造成的污染；绿色化学新理念在工、农业生产中起导向作用。 

a.室内居家空气污染包括燃料燃烧、烹饪、吸烟产生的 CO、CO2、NO、NO2、SO2、尼古

丁等，还包括建材装修带来的挥发性有机物如甲醛、苯、甲苯、放射性元素氡。其中，质量

分数 35%-40%的甲醛溶液俗称福尔马林，具有防腐，杀菌的功能。另外，CO的中毒机理是与

人体内的血红蛋白结合，使血红蛋白丧失载氧的能力，人会因缺氧而中毒。NO 的中毒机理

与 CO 类似，但近期研究表明，一氧化氮在心、脑血管调节、神经、免疫调节等方面有着十

分重要的生物学作用，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b. 白色污染  治理白色污染的方法一般有：限制使用一次性塑料袋；提倡使用布袋；

使用可降解的塑料制品；回收各种废弃塑料制品。治理白色污染的 3R运动：减量化（Reduce）、

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 

c.富营养化①水体污染由来：a、农业化肥使用、工业三废、生活污水、石油泄露 等。

②N、P 等营养元素含量引起危害：水中过多 N、P 等营养元素引起的污染叫水体富营养化，

可能引起 “水华”或“赤潮”。含磷洗衣粉的使用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原因之一。③

防治：根本措施是控制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对排放的污水无害处理。 

d.绿色化学（1）开发“原子经济”反应；（2）采用无毒、无害的原料；（3）采用无毒、

无害的催化剂；（4）采用无毒、无害的溶剂；（5）利用可再生的资源合成化学品；（6）环境

友好产品。 

e.光化学烟雾①主要污染物：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汽车尾气）。 ②防治措施：控制

城市汽车数量、开发新能源、汽车安装净化器。 

f.酸雨①正常雨水偏酸性，pH约为 5.6。酸雨指 pH小于 5.6 的降水，主要由硫氧化物

和氮氧化物等酸性气体转化。煤的燃烧、汽车排放的尾气都会导致大气中硫氧化物、氮氧化

物的增多而引发酸雨。②反应原理 SO2 + H2O ⇌ H2SO3 ；2H2SO3 +O2 = 2H2SO4或：2SO2+O2 

⇌ 2SO3 ; SO3+H2O = H2SO4,2NO + O2 = 2NO2 ; 3NO2 + H2O = 2HNO3+ NO ③防治措施：根

本途径减少酸性物质向大气的排放。包括：使用清洁燃料，替代煤和石油；石油和煤在燃烧

之前脱硫。 如：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国三”汽油，是经过脱硫后的低硫汽油；煤中添加生

石灰或石灰石作为脱硫剂，可以减少煤燃烧时产生的 SO2，CaCO3+O2+SO2 = CaSO4+CO2 等。 

g.温室效应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和甲烷）迅速的不断积累增加，引发全球气候变暖。

目前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是造成地球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 

h.臭氧空洞。臭氧层起到保护人体免受紫外线的影响。在距地面 10—50 公里的大气平

流层中，形成了臭氧层，它能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是地球上的生物免受危害，氮氧化物、

氟氯代烷（如氟利昂）能作为催化剂使臭氧分解，从而破坏臭氧层。如 O3＋NO→O2＋NO2 ； 

O＋NO2→O2＋NO 

i.重金属及其污染水体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重金属污染。重金属主要来自化工、冶

金、电解电镀等行业的工业废水。如废旧电池若随意丢弃或不当堆埋，时间过长就会造成有



 

害物质流散，对地下水源和土壤的破坏是巨大的。 

j. 大气污染物。常见的为可吸入颗粒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和氟氯代

烷。汽车尾气的系统中装置催化转化器可将尾气中的 CO，氮氧化物转化为无污染的二氧化

碳和氮气排放到大气。推广使用无铅汽油，避免铅对人体许多系统，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的

危害。 

 

4．化学与新闻热点 

（1）2020 年 5月 1 日北京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垃圾处理要遵循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

化的原则，目前常用的方法有卫生填埋、堆肥和焚烧。近年来，将垃圾分类并回收利用，既

节约自然资源，又防止污染，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雾霾。雾霾天气是一种空气质量严重恶化的产物，是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

有机碳氢化合物等颗粒大量积聚，特别是 PM2.5、PM10、SO2、NO2等主要污染物含量剧增，

在大气空间内造成能见度模糊的一种天气现象。其中 PM2.5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PM2.5粒径小，这种颗粒本身既是一种污染物，又是

重金属、多环芳烃等有毒物质的载体，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人体

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 城市有毒颗粒物来源：首先是汽车尾气。使用柴油的大

型车是排放 PM10 的“重犯”，包括大公交、各单位的班车，以及大型运输 卡车等。 

（3）天然气的化学组成主要是烃类气体，以甲烷为主（按体积分数约占 80%-90%）。天

然气是高效的清洁燃料，也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西气东输”

就是天然气的运输。 

（4）新能源。现阶段人类已经进入到多能源结构时期，除了三大化石燃料外，可再生

能源和清洁能源将成为新能源的主力军。太阳能、氢能、核能、生物能、地热能、潮汐等、

风能等都将是这个能源家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新型能源中，除了氢能、核能之外，大多

数能源其本质都是由于太阳能而引发的。 

（5）乙醇汽油是一种由粮食及各种植物纤维加工成的燃料乙醇和普通汽油按一定比例

混配形成的新型替代能源，乙醇可以有效改善油品的性能和质量，降低一氧化碳、碳氢化合

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它不影响汽车的行驶性能，还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量。 

 

二、具体小点 

1．煤、石油和天然气是三大化石燃料，均为不可再生的资源。沼气是一种混合气体，

主要成分是甲烷，可以燃烧。沼气是可再生资源。 

2．煤是由有机物和无机物组成的复杂的混合物。煤中所含的硫、氮等元素在燃烧时会

产生污染气体，为了减少煤燃烧对大气的污染，目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采取措施： 

（1）改善燃煤质量，降低煤的含硫量和含灰量。 

（2）改善燃烧装置与技术，使煤能充分燃烧，减少污染物。如向煤中加入适量石灰石，

可大大减少燃烧产物中二氧化硫的量。 

（3）开展煤的综合利用，例如煤的干馏、气化和液化（化学变化）。煤的气化产物是水

煤气或干馏煤气（主要成分 H2、CO、CH4、CO2）。煤的液化可以获得燃料油以及多种化工原

料。 

（4）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开发新能源代替燃煤。 

4．污水处理中的主要化学方法及其原理  

（1）微生物法：利用微生物的作用，降低污水中有机物和氮磷的含量。这是目前污水

的主要处理方法。  

（2）混凝法 原理利用胶体的凝聚作用，除去污水中细小的悬浮颗粒；（明矾净水） 



 

（3）中和法 原理利用中和反应调节废水的 pH；（熟石灰）  

（4）沉淀法 原理利用化学反应使污水中的某些重金属离子生成沉淀而除去（变为氢氧

化物或硫化物沉淀）  

（5）氧化还原法 原理利用氧化还原反应将废水中的有害物质转化为无毒物质、难溶物

质或易除去的物质。 

5．石油是由烷烃、环烷烃、芳香烃等多种物质组成的复杂混合物。 

（1）石油通过常压分馏可以得到石油气、汽油、煤油、柴油等； 

（2）而减压分馏可以得到润滑油、石蜡等相对分子质量较大的烷烃。 

（3）通过石油的催化裂化和裂解可以得到较多的轻质的气态烃， 

（4）乙烯的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石油化工生产能力的标志。 

（5）通过石油化工的催化重整工艺可以得到芳香烃。 

（6）家庭和汽车用的罐装液化石油气是乙烷、丙烷、丁烷、丙烯、丁烯为主的石油产

品，常温下是气态，适当加压或降温可以转化为液态。 

6．合金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或金属与非金属）熔合而成的具有金属特征的物

质。合金与各成分金属相比，具有硬度大，熔点低的特点。常见的合金有铁合金（生铁和钢） 

铝合金和铜合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金属材料几乎都是合金制品。近年来，人们又设计和合

成了许多新型合金材料，如储氢合金、钛合金、耐热合金和形状记忆合金，这些合金广泛应

用于新能源、卫星，航天航空、生物工程和电子工业等领域。 

7．金属的腐蚀一般可分为化学腐蚀和电化学腐蚀，在金属腐蚀过程中，一般情况下，

这两种腐蚀往往同时发生，只是电化学腐蚀要比化学腐蚀普遍，并且反应速率要快的多，危

害更大。一般来说，纯金属的腐蚀速率要远远小于合金的腐蚀速率。为了保护金属不被腐蚀，

常见的方法有改变金属内部结构、外加保护层和电化学保护法，电化学保护法又分为原电池

原理保护（牺牲阳极，保护阴极）和电解池原理保护（将被保护金属置于电源的负极）。 

8．玻璃、水泥和陶瓷是三大无机非金属材料。制造普通玻璃的主要原料是纯碱、石灰

石和石英。石英晶体就是结晶的二氧化硅。石英中无色透明的晶体就是通常所有的水晶，具

有彩色环带状或层状的称为玛瑙，沙子中也含有小粒的石英晶体。普通玻璃是硅酸钠、硅酸

钙和二氧化硅熔化在一起所得的物质，这种物质没有固定的熔点。彩色玻璃是在制造过程中

加入一些金属氧化物而具有一定的颜色。变色玻璃是指含有（AgBr）和微量氧化铜的玻璃。 

9．制造陶瓷的主要原料是黏土（主要成分可表示为 Al2O3·2SiO2·2H2O）。陶瓷具有

抗氧化、抗酸碱腐蚀、耐高温、绝缘、易成型等优点。在普通釉料中加入一些重金属离子，

可制的彩釉。 

10．以石灰石和黏土为原料，加入适量石膏并研成细粉就得到普通水泥。水泥的主要成

分是硅酸三钙、硅酸二钙和铝酸三钙。水泥的典型特点是水硬性，因为用于建筑材料。水泥

沙子和水的混合物叫水泥砂浆。水泥沙子和碎石的混合物叫混凝土。 

11．近年来，研制的许多新型陶瓷材料，化学组成已经远远超出了硅酸盐的范围。 

（1）常见的有光导纤维、超硬陶瓷、高温结构陶瓷、生物陶瓷、超导陶瓷等。 

（2）从高纯度的二氧化硅熔融体中拉出的细丝，就是光导纤维。 

（3）无机高温结构陶瓷中最常见的就是氮化硅陶瓷，除此之外还有氧化铝、碳化硅等。 

（4）刚玉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铝，红宝石蓝宝石都是刚玉矿物。氧化铝和硅酸钠都可以

作为耐火材料。 

12．晶体硅的导电性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是良好的半导体材料。从 20 世纪中叶开

始，硅成了信息技术的关键材料。半导体晶体硅及硅芯片的出现，促进了信息技术革命。同

时晶体硅也是人类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常用材料。利用硅的半导体性能，可以制成光电池。 

13．塑料、合成纤维和合成橡胶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大有机合成材料。塑料的主要成分是



 

合成树脂。塑料是聚合物，大多都是由小分子通过聚合反应制得的，常见的如聚乙烯、聚氯

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酚醛树脂等。不是所有的塑料薄膜制品都可以用来包装食品，如

不能用聚氯乙烯薄膜来包装食品。塑料没有固定的熔点，根据受热后的情况为分热固性和热

塑性。合成高分子化合物的结构大致可分为三类：线型结构、支链型结构和网状结构。 

14．棉花、羊毛、蚕丝和麻等是天然纤维。 

（1）用木材等为原料，经化学加工处理的是人造纤维； 

（2）用石油、天然气、煤作原料加工得到单体，经聚合反应得到的是合成纤维。 

（3）合成纤维具有强度高、弹性好、耐腐蚀等优点，常见是有“六大纶”。 

（4）鉴别人造纤维与天然纤维的最简单办法是灼烧。 

15．天然橡胶的化学组成是聚异戊二烯，人们模仿天然橡胶的组成，以异戊二烯为单体

进行聚合反应，就制得合成橡胶。常用的有丁苯橡胶、顺丁橡胶、氯丁橡胶等。 

16．常见的天然的高分子化合物有纤维素、淀粉、蛋白质、天然橡胶等。 

人工合成的高分子材料有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 

17．油脂的主要成分是高级脂肪酸与甘油形成的酯，叫做甘油三酯。 

（1）由饱和的软脂酸或硬脂酸生成的甘油酯熔点较高，在室温下呈固态。如一些动物

油（羊油和牛油）。而由不饱和的油酸生成的甘油酯熔点较低，在室温下呈液态，如一些植

物油。一般来说，植物油和海洋鱼类脂肪中必须脂肪酸含量高，所以建议人们多食用植物油。 

（2）植物油脂中，一般都含有油酸，由于油酸有双键，空气中久置后由于氧化而变质

的现象称为酸败。油脂在碱性环境下的水解，生成高级脂肪酸钠盐和甘油，高级脂肪酸的钠

盐用于制造肥皂，所以也称该反应为皂化反应。 

18．糖类是由 C、H、O 三种元素组成的一类有机化合物，因组成大多符合通式 Cn(H2O)m，

所以糖类也叫做碳水化合物。 

（1）葡萄糖（C6H12O6）是最重要最简单的单糖，和果糖互为同分异构体。糖尿病患者

的尿糖检验可以使用特制的尿糖试纸进行自我检测，检测出尿液中葡萄糖的含量。 

（2）麦芽糖（C12H22O11）和蔗糖是两种典型的二糖，互为同分异构体，可以水解成单

糖。 

（3）淀粉(C6H10O5)n 是一种重要的多糖，广泛存在于大米、小麦、马铃薯中。淀粉在

体内最重可逐步水解为葡萄糖。 

（4）纤维素也是一种多糖，在浓硫酸催化下，可最终水解为葡萄糖，纤维素虽然不能

被人体直接吸收，但它能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和废物排泄。所以每天应保证摄入一定的蔬菜和

粗粮。淀粉和纤维素不是同分异构体。 

   19．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肌肉、血清、毛发、蚕丝、酶等都是由不同的蛋白质组成

的。 

（1）蛋白质在酶或酸碱的作用下最终水解产物是氨基酸。蛋白质在水中溶解性不同，

有些能溶于水，如鸡蛋白；有些难溶于水，如丝、毛等。蛋白质的典型反应有盐析、变性、

颜色反应。 

（2）其中利用盐析可以分离提纯蛋白质。 

（3）将变性的性质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比如用福尔马林制作生物标本、医院用高温、

紫外线进行手术器具的消毒、农业上用硫酸铜生石灰制成波尔多液来防止病虫害、误服重金

属离子可以立即喝大量的豆浆等等。蛋白质遇酒精会变性，医疗中用 75%的乙醇溶液进行消

毒。 

20．维生素是参与生物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所必须的一类小分子有机物。 

（1）人体对维生素需求量虽然极小，但这微量的物质却对人体生长健康至关重要。维

生素按溶解性分可分为水溶性维生素和脂溶性维生素。 



 

（2）维 C 是一种典型的水溶性维生素，广泛存在于新鲜水果和蔬菜中，对人体有着重

要的作用，如抗氧化、促进伤口愈合、帮助无机盐和氨基酸的吸收等。维 C是一种较强的还

原剂，水溶液中或受热时易被氧化，所以生吃新鲜蔬菜比熟吃时维生素 C的损失小。 

21．食品添加剂一般分为四类：着色剂（如胡萝卜素、胭脂红、苋菜红等色素）、调味

剂（如味精、食盐、醋等）、防腐剂（如苯甲酸钠、硝酸盐、亚硝酸盐等）、营养强化剂（如

食盐加碘、酱油加铁等）。为了防止食物受潮，一般可在食品中加入一小包生石灰。为了防

止食品被氧化，可在食品中加入一些抗氧化剂。还原铁粉既可以吸收水，又可以吸收氧气，

常用于食品保鲜。 

22．阿司匹林是常见的治感冒药。化学名称是乙酰水杨酸。 

（1）青霉素是重要的抗生素，即消炎药。过敏反应是使用青霉素的主要不良反应，所

以使用前一定要进行皮试。 

（2）抗酸药是一类治疗胃疼的药物，能中和胃酸，常见的又碳酸氢钠、碳酸钙、碳酸

镁、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镁。 

23．用于消化道检查的钡餐是药用硫酸钡，因为它不溶于水、不溶于酸和脂类，所以不

会被胃肠道黏膜吸收，也不会被胃酸所反应。因此对人基本无毒性。钡餐造影即消化道钡剂

造影，是指用硫酸钡作为造影剂，在 X线照射下显示消化道有无病变的一种检查方法。 

24．胶体的性质可以广泛应用在生产生活中。如生活中制作卤水豆腐、江河入海口三角

洲的形成、农业中的土壤保肥、明矾净水等都是胶体的聚沉原理；血液透析利用了胶体的渗

析原理；工厂除尘也用到胶体的电泳现象。 

25．海水是一个巨大的化学资源库，综合利用海水资源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海水淡化

的方法有蒸馏法、电渗析法、离子交换法。海水中有着 80多种元素，总储量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