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三化学酸碱盐的知识点总结 初三化学
知识点总结(通用8篇)

考试总结是对自己在一段时间内的学习和考试表现进行总结
和概括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不足和
问题。这是一些来自各个学校教师的教学总结，希望大家能
够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和策略。

初三化学酸碱盐的知识点总结篇一

1、酒精灯火焰：分三层为外焰、内焰、焰心。

外焰温度最高，内焰温度最低，因此加热时应把加热物质放
在外焰部分。

2、酒精灯使用注意事项：a、酒精灯内的酒精不超过容积
的2/3;b、用完酒精灯后必须用灯帽盖灭，不可用嘴去吹灭;c、
绝对禁止向燃着的酒精灯内添加酒精;d、绝对禁止用燃着的酒
精灯引燃另一盏酒精灯，以免引起火灾。e、不用酒精灯时，要
盖上灯帽，以防止酒精挥发。

3、可以直接加热的仪器有：试管、蒸发皿、燃烧匙、坩埚
等;可以加热的仪器，但必须垫上石棉网的是烧杯、烧瓶;不
能加热的仪器有：量筒、玻璃棒、集气瓶。

4、给药品加热时要把仪器擦干，先进行预热，然后固定在药
品的下方加热;加热固体药品，药品要铺平，要把试管口稍向
下倾斜，以防止水倒流入试管而使试管破裂;加热液体药品时，
液体体积不能超过试管容积的1/3，要把试管向上倾斜45°角，
并不能将试管口对着自己或别人四、洗涤仪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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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试管损坏。



2、仪器洗干净的标志是：玻璃仪器内壁附着的水既不聚成水
滴，也不成股流下。

初三化学酸碱盐的知识点总结篇二

1、使用药品要做到“三不”：不能用手直接接触药品，不能
把鼻孔凑到容器口去闻药品的气味，不得尝任何药品的味道。

2、取用药品注意节约：取用药品应严格按实验室规定的用量，
如果没有说明用量，一般取最少量，即液体取1-2ml，固体只
要盖满试管底部。

3、用剩的药品要做到“三不”：即不能放回原瓶，不要随意
丢弃，不能拿出实验室，要放到指定的容器里。

4、实验时若眼睛里溅进了药液，要立即用水冲洗。二、固体
药品的取用

1、块状或密度较大的固体颗粒一般用镊子夹取，

2、粉末状或小颗粒状的药品用钥匙(或纸槽)。

3、使用过的镊子或钥匙应立即用干净的纸擦干净。

初三化学酸碱盐的知识点总结篇三

一、化肥

1.植物生长所需的主要营养素为、、、等。

2.根据所含植物营养元素的不同，化肥可分
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

3.各种肥料的作用



化肥种类

主要作用

常见化肥

氮肥

磷肥

钾肥

4.常用的铵态氮肥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复合肥料：含有氮、磷、钾中_______________以上营养元
素的化肥。举例：

6、.检验某化肥是否为铵态氮肥：向肥料中加入___________
会释放出具有刺激性气味的_________,利用这一反应可检验
化肥是否为铵态氮肥，或检验某一化合物中是否含有铵根离
子。

二、农药

1.农药对提高作物产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许多农药因
毒性强、药效持久、残留时间长，在消灭病虫害的同时
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化学家正积极研制和开
发新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农药。

2.波尔多液是
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混合而成的，
有关的反应方程式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能用铁桶来盛放吗?。原因：。

【知识导学】

本节知识点多，要在学习的过程中注意总结。

1.对于化肥的作用进行强化记忆。

2.铵盐储存、运输、使用过程中都不能与碱性物质混合，防
止生成氨气，降低肥效。

3.了解一些常用农药如波尔多液的名称、成分及配制方法。

【疑难突破】

1.为什么铵态氮肥不能与碱性物质混用?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硝酸铵、氯化铵、碳酸铵、硫酸铵)

2、化学式的相关计算：

基本计算

尿素的化学式co(nh2)2

(1)、相对原子质量

(2)各元素的质量比

(3)氮元素的质量分数

(4)120克尿素中氮元素的质量?

(5)多少克尿素中含有56克的氮元素?



初三化学酸碱盐的知识点总结篇四

1. 可燃物

2. 氧气(或空气)

3. 达到燃烧所需要的最低温度(也叫着火点)

1. 清除可燃物或使可燃物与其他物品隔离

2. 隔绝氧气和空气

3. 是温度降到着火点一下

化石燃料对空气的影响：煤和汽油燃烧对空气造成污染

这些能开发和利用不但可以部分解决化石能源面临耗尽的问
题，还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初三化学酸碱盐的知识点总结篇五

进入初中之后，就要面临一个全新的学科——化学，从某些
方面来看，它很特别：

1、知识点众多，相比初三数学148个，初三物理210个，初三
化学知识点多达317个。

2、知识点零碎，与其它科目相比，化学知识点多，重点知识
比重大，而且很分散，初学者很难将其归纳成完整的知识网
络，把握住重点。

3、学习时间紧，除去复习时间，只有五到六个月时间来学习



新知识。

4、学习方式不同，众所周知，化学是“理科里面的文科”这
是由其知识的特点决定的，其他学科的学习方法要进行调整
才能适应化学课堂的节奏。

所以，第一点，预习很重要。常言之“预则立，不预则废”，
对于化学尤其适用，化学知识点散而多，只有提前了解之后
在课堂上才能跟得住重点难点，把握住得分点。记笔记的时
候才能记住真正重要的东西。

第二点，注重实验，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
不仅可以激发我们的学习兴趣，而且对于我们形成化学概念、
训练实验技能、培养观察和动手能力、 提高思维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近年来，关于化学实验的
试题在中考中的比例有所上升，难度也在逐步加大，对学生
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 平时的学习中要充分重视实验，争
取多动手做实验。而且化学实验对人的.兴趣培养非常有帮助，
化学本身就是一门非常神奇的学科，在实验室里，你能看淡
许多生活 中见不到的神奇现象，对培养求知欲和动手能力有
着极大的帮助。

第三点，强调记忆，中考化学里面很多题都是考记忆，答案
就是书本上的内容，如果记不住，那相当于白送分的题都弃
之不要，很是遗憾，所以在平时的学习 中，对每一个知识点
的精确记忆是学习化学最基本的要求。而且，只有记住之后，
才能谈知识之间的串联，中考对知识点之间的综合性考察占
分比例很大，会在一个 题中出现不同章节的内容，跨度大，
难度高，对记忆的准度和强度更是新的挑战。

化学像是一个“劳逸结合”的学科，既有“记”又有“计”，
对学生文理思维的结合很有帮助，相辅相成。化学很神奇，
很好玩，很可爱，认清化学的本质，体验化学之美。



from：初三化学-谢康

初三化学酸碱盐的知识点总结篇六

h2so4=2h++so42-

naoh=na++oh-

al2(so4)3=2al3++3so42-

生石灰——cao

熟石灰、消石灰、石灰水的主要成分——ca(oh)2

石灰石、大理石——caco3

食盐的主要成分——nacl

纯碱、口碱——na2co3

烧碱、火碱、苛性钠——naoh

胆矾、蓝矾——cuso4.5h2o

碳酸钠晶体——na2co3.10h2o

氨水——nh3.h2o

1、金属活动性顺序：kcanamgalznfesnpb(h)cuhgagptau

2、金属活动性顺序的意义：在金属活动性顺序中，金属位置
越靠前，金属在水溶液(酸溶液或盐溶液)中就越容易失电子
而变成离子，它的活动性就越强。



3、金属活动性顺序的应用：

(1)排在氢前的金属能置换出酸里的氢(元素)。

(2)排在前面的金属才能把排在后面的金属从它们的盐溶液中
置换出来(k、ca、na除外)。

1、常见盐与碱的溶解性：(如果不读出括号中的字，是不是
一个较好记忆的顺口溜?)

钾(盐)、钠(盐)、铵盐全都溶，硝酸盐遇水影无踪。

硫酸盐不溶硫酸钡，氯化物不溶氯化银。

碳酸盐只溶钾(盐)、钠(盐)、铵(盐)。

碱类物质溶解性：只有(氢氧化)钾、(氢氧化)钠、(氢氧化)
钙、(氢氧化)钡溶。

3、四个微溶物：ca(oh)2(石灰水注明“澄清”的原
因)caso4(实验室制二氧化碳时不用稀硫酸的.原因)

ag2so4(鉴别so42-和cl-时，不用硝酸银的原因)mgco3(碳酸
根离子不能用于在溶液中除去镁离子的原因)

4、三个不存在的物质：所谓的氢氧化银、碳酸铝、碳酸铁

(1)不溶性碱只能与酸性发生中和反应

(2)不溶性盐，只有碳酸盐能与酸反应

(3)kno3、nano3、agno3、baso4不能做复分解反应的反应物

1、指示剂———溶液的酸碱性紫色的石蕊试液遇酸性溶液变



红;遇碱性溶液变蓝

无色的酚酞试液只遇碱溶液变红注：不溶性碱与指示剂无作
用碱性溶液不一定是碱的溶液(特例：碳酸钠的水溶液显碱
性)

2、ph值———溶液的酸碱度ph7溶液为酸性(越小酸性越
强)ph=7溶液为中性ph7溶液为碱性(越大碱性越强)

cl-(在溶液中)———在被测溶液中加入硝酸银溶液，如果生
成不溶于硝酸的白色沉淀，则原被测液中含氯离子。

so42-(在溶液中)———在被测溶液中加入氯化钡(或硝酸钡、
或氢氧化钡)溶液，如果生成不溶于硝酸(或盐酸)的白色沉淀，
则原被测液中含硫酸根离子。

co32-

(1)(固体或溶液)———在被测物质中加入稀酸溶液，如果产
生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则原被测物质中含碳酸根
离子。

(2)(在溶液中)———在被测溶液中加入氯化钡或硝酸银溶液，
如果产生能溶于硝酸的白色沉淀，且同时生成能使澄清的石
灰水变浑浊的气体，则原被测溶液中含碳酸根离子。

注：

1、在鉴别cl-和so42-时，用氯化钡溶液，不要用硝酸银溶液，
这是因为硫酸银为微溶性物质，使鉴别现象不明显。

2、在一未知溶液中加入氯化钡溶液，若产生不溶于硝酸的白
色沉淀，则原被测液中可能含银离子也可能含硫酸根离子。



1、浓盐酸———有挥发性、有刺激性气味、在空气中能形成
酸雾。

2、浓硝酸———有挥发性、有刺激性气味、在空气中能形成
酸雾，有强氧化性。

3、浓硫酸———无挥发性。粘稠的油状液体。有很强的吸水
性和脱水性，溶水时能放出大量的热。有强氧化性。

4、氢氧化钙———白色粉末、微溶于水。

5、氢氧化钠———白色固体、易潮解，溶水时放大量热。能
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而变质。

6、硫酸铜———白色粉末、溶于水后得蓝色溶液(从该溶液
中析出的蓝色晶体为五水合硫酸铜cuso4.5h2o)。

7、碳酸钠———白色粉末，水溶液为碱性溶液(从溶液中析
出的白色晶体为碳酸钠晶体na2co3.10h2o)

8、氨水(nh3.h2o)———属于碱的溶液

1、酸的通性

(1)酸溶液能使紫色的石蕊试液变红，不能使无色的酚酞试液
变色。

(2)酸能与活泼金属反应生成盐和氢气

(3)酸能与碱性氧化物反应生成盐和水

(4)酸能与碱反应生成盐和水

(5)酸能与某些盐反应生成新的盐和新的酸



2、碱的通性

(1)碱溶液能使紫色的石蕊试液变蓝，并能使无色的酚酞试液
变红色

(2)碱能与酸性氧化物反应生成盐和水

(3)碱能与酸反应生成盐和水

(4)某些碱能与某些盐反应生成新的盐和新的碱

(1)某些盐能与较活泼的金属反应生成新的盐和金属

(2)某些盐能与酸反应生成新的盐和新的酸

(3)某些盐能与某些碱反应生成新的盐和新的碱

(4)有些不同的盐之间能反应生成两种新的盐(完)

初三化学酸碱盐的知识点总结篇七

1.氧气的物理性质：无色无味的气体，密度比空气的密度略
大，不易溶于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液化成淡蓝色液体或固
化成淡蓝色固体。

2.氧气的化学性质：化学性质比较活泼，具有氧化性，是常
见的氧化剂。

(1)能支持燃烧：用带火星的木条检验，木条复燃。

(2)氧气与一些物质的反应：硫 s +o2=so2(空气中—淡蓝色
火焰;氧气中—紫蓝色火焰) 铝箔 4al + 3o2 =2al2o3 碳
c+o2=co2 铁3fe + 2o2 =fe3o4(剧烈燃烧，火星四射，放出
大量的热，生成黑色固体) 磷 4p + 5o2 = 2p2o5(产生白烟，



生成白色固体p2o5)

1.药品：过氧化氢和二氧化锰或高锰酸钾或氯酸钾和二氧化
锰

2.反应的原理：

(1)过氧化氢 水+氧气

(2)高锰酸钾 锰酸钾+二氧化锰+氧气 (导管口要塞一团棉花

)(3)氯酸钾 氯化钾+氧气

3.实验装置

4.收集方法：密度比空气大——向上排空气法(导管口要伸到
集气瓶底处，便于将集气瓶内的空气赶尽) 难溶于水或不易
溶于水且不与水发生反应——排水法(刚开始有气泡时，因容
器内或导管内还有空气不能马上收集，当气泡连续、均匀逸
出时才开始收集;当气泡从集气瓶口边缘冒出时，表明气体已
收集满)。本方法收集的气体较纯净。

5.操作步骤：

查：检查装置的气密性。

装：将药品装入试管，用带导管的单孔橡皮塞塞紧试管。

定：将试管固定在铁架台上

点：点燃酒精灯，先使试管均匀受热后对准试管中药品部位
加热。

收：用排水法收集氧气



离：收集完毕后，先将导管撤离水槽。

熄：熄灭酒精灯。

6.检验方法：用带火星的木条伸入集气瓶内，如果木条复燃，
说明该瓶内的气体是氧气。

7.验满方法：

(1)用向上排空气法收集时：将带火星的木条放在瓶口，如果
木条复燃，说明该瓶内的氧气已满。

(2)用排水法收集时：当气泡从集气瓶口边缘冒出时，说明该
瓶内的氧气已满。

8.注意事项：

(1)试管口要略向下倾斜(固体药品加热时)，防止药品中的水
分受热后变成水蒸气，再冷凝成水珠倒流回试管底部，而使
试管破裂。

(2)导管不能伸入试管太长，只需稍微露出橡皮塞既可，便于
排出气体。

(3)试管内的药品要平铺试管底部，均匀受热。

(4)铁夹要夹在试管的中上部(离试管口约1/3处)。

(5)要用酒精灯的外焰对准药品的部位加热;加热时先将酒精
灯在试管下方来回移动，让试管均匀受热，然后对准药品部
位加热。

(6)用排水法集气时，集气瓶充满水后倒放入水槽中(瓶口要
在水面下)，导管伸到瓶口处即可;用向上排空气法收集时，
集气瓶正放，导管口要接近集气瓶底部。



(7)用排水法集气时，应注意当气泡从导管口连续、均匀地放
出时再收集，否则收集的气体中混有空气。当集气瓶口有气
泡冒出时，证明已满。

(8)停止反应时，应先把撤导管，后移酒精灯(防止水槽里的
水倒流入试管，导致使馆破裂)

(9)收集满氧气的集气瓶要正放，瓶口处要盖上玻璃片

(10)用高锰酸钾制取氧气时，试管口要塞一小团棉花。

初三化学酸碱盐的知识点总结篇八

1.植物生长所需的主要营养素为、、、等。

2.根据所含植物营养元素的不同，化肥可分
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

3.各种肥料的作用

化肥种类

主要作用

常见化肥

氮肥

磷肥

钾肥

4.常用的铵态氮肥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复合肥料：含有氮、磷、钾中_______________以上营养元
素的化肥。举例：

6、.检验某化肥是否为铵态氮肥：向肥料中加入___________
会释放出具有刺激性气味的_________,利用这一反应可检验
化肥是否为铵态氮肥，或检验某一化合物中是否含有铵根离
子。

1.农药对提高作物产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许多农药因
毒性强、药效持久、残留时间长，在消灭病虫害的同时
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化学家正积极研制和开
发新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农药。

2.波尔多液是
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混合而成的，
有关的反应方程式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能用铁桶来盛放吗?。原因：。

本节知识点多，要在学习的过程中注意总结。

1.对于化肥的作用进行强化记忆。

2.铵盐储存、运输、使用过程中都不能与碱性物质混合，防
止生成氨气，降低肥效。

3.了解一些常用农药如波尔多液的名称、成分及配制方法。

1.为什么铵态氮肥不能与碱性物质混用?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硝酸铵、氯化铵、碳酸铵、硫酸铵)

2、化学式的相关计算：



基本计算

尿素的化学式co(nh2)2

(1)、相对原子质量

(2)各元素的质量比

(3)氮元素的质量分数

(4)120克尿素中氮元素的质量?

(5)多少克尿素中含有56克的氮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