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年级人教版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 高二
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优质8篇)

教师总结是教师职业生涯成长的必备环节，可以不断推动自
己的教育教学发展，提升自身职业素养。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搜集的军训总结参考，供大家在撰写自己的总结时参考借鉴。

九年级人教版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一

2某溶液加入naoh溶液产生气体气体一定是nh3;溶液一定
含nh

3检验某白色固体是铵盐的方法加入浓naoh溶液并加热，产生
刺激气味能使湿润的红色石蕊试纸变蓝的气体，则固体为铵
盐。

4某溶液加入h2so4的同时加入cu.铜溶解溶液变蓝，该溶液中
含有:no3-

5浓_特性不稳定易分解、强氧化性、易挥发

6王水的成分及特性浓_浓盐酸1：3体积比混合具有极强的氧
化性（溶解金、铂）

7能使蛋白质变黄的物质浓

火柴盒侧面的涂料红磷

九年级人教版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二

找到化学方程式中关键的化学式，定其化学式前计量数为1，
然后根据关键化学式去配平其他化学式前的化学计量数。若
出现计量数为分数，再将各计量数同乘以同一整数，化分数



为整数，这种先定关键化学式计量数为1的配平方法，称为归
一法。

2、最小公倍数法

3、奇数变偶数法

选择反应前后化学式中原子个数为一奇一偶的元素作配平起
点，将奇数变成偶数，然后再配平其他元素原子的方法称为
奇数变偶数法。

4、零价法配平

对于fe3c，fe3p等化合物来说，某些元素化合价难以确定，此
时可将fe3c，fe3p中各元素视为零价。零价法思想还是把fe3c，
fe3p等物质视为一整价。

5、电子得失总数守恒法

这种方法是最普通的一方法，其基本配平步骤课本上已有介
绍。这里介绍该配平时的一些技巧。对某些较复杂的氧化还
原反应，如一种物质中有多个元素的化合价发生变化，可以
把这种物质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

九年级人教版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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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铁

1、仪器：铁架台硬质玻璃管弹孔橡皮塞酒精灯试管酒精喷灯
双孔橡2、皮塞导气管

2、药品：氧化铁粉末澄清石灰水一氧化碳气体

3、装置图：见书图

5、现象：红色粉末逐渐变为黑色【这种黑色粉末是还原出来
的铁】，澄清石灰水变浑浊【证明有二氧化碳生成】，尾气
燃烧生成蓝色火焰【说明为一氧化碳气体】。

6、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3化学物质构成之相对分子质量

根据化学式，也可计算出化合物中各元素的质量比。

如:在h2o中，氢元素和氧元素的质量比
是:：1×2:16=2:16=1:8



co2中，碳元素和氧元素的质量比是:：12:16×2=12:32=3:8

4学好酸碱盐知识

注意概念理解

酸、碱、盐是第八章中较为重要的三个概念。我们可以从以
下两个角度对它们加以理解。

角度之一，顺着酸、碱、盐概念建立的思路，比较它们电离
生成的离子的特点，剖析概念中关键字词的含义。从这一角
度理解三个概念，对掌握酸、碱、盐的化学性质，解释“酸、
碱为何具有通性？”等问题有裨益。

角度之二，从酸、碱、盐的组成上认识三个概念：酸由氢元
素和酸根组成；碱由金属元素和氢氧根组成（氨水是一种特
殊的碱）；盐由金属元素与酸根组成（铵盐中不含金属元
素）。从此角度理解，能为酸碱盐的识别以及反应规律的推
理带来便利。

九年级人教版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四

1.构成物质的三种微粒是分子、原子、离子。

2.还原氧化铜常用的三种还原剂氢气、一氧化碳、碳。

3.氢气作为燃料有三大优点：资源丰富、发热量高、燃烧后
的产物是水不污染环境。

4.构成原子一般有三种微粒：质子、中子、电子。

5.黑色金属只有三种：铁、锰、铬。

6.构成物质的元素可分为三类即(1)金属元素、(2)非金属元



素、(3)稀有气体元素。

7.铁的氧化物有三种，其化学式为(1)feo、(2)fe2o3、(3)fe3o4。

8.溶液的特征有三个(1)均一性；(2)稳定性；(3)混合物。

9.化学方程式有三个意义：

(1)表示什么物质参加反应，结果生成什么物质；

(2)表示反应物、生成物各物质间的分子或原子的微粒数比；

(3)表示各反应物、生成物之间的质量比。化学方程式有两个
原则：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遵循质量守恒定律。

10.生铁一般分为三种：白口铁、灰口铁、球墨铸铁。

11.碳素钢可分为三种：高碳钢、中碳钢、低碳钢。

12.常用于炼铁的铁矿石有三种：(1)赤铁矿(主要成分
为fe2o3);(2)磁铁矿(fe3o4);(3)菱铁矿(feco3)。

13.炼钢的主要设备有三种：转炉、电炉、平炉。

14.常与温度有关的三个反应条件是点燃、加热、高温。

15.饱和溶液变不饱和溶液有两种方法：(1)升温、(2)加溶剂；
不饱和溶液变饱和溶液有三种方法：降温、加溶质、恒温蒸
发溶剂。(注意：溶解度随温度而变小的物质如：氢氧化钙溶
液由饱和溶液变不饱和溶液：降温、加溶剂；不饱和溶液变
饱和溶液有三种方法：升温、加溶质、恒温蒸发溶剂)。

16.收集气体一般有三种方法：排水法、向上排空法、向下排
空法。



17.水污染的三个主要原因：(1)工业生产中的废渣、废气、
废水；(2)生活污水的任意排放；(3)农业生产中施用的农药、
化肥随雨水流入河中。

18.应记住的三种黑色氧化物是：氧化铜、二氧化锰、四氧化
三铁。

19.氢气和碳单质有三个相似的化学性质：常温下的稳定性、
可燃性、还原性。

20.教材中出现的三次淡蓝色：

(1)液态氧气是淡蓝色；

(2)硫在空气中燃烧有微弱的淡蓝色火焰；

(3)氢气在空气中燃烧有淡蓝色火焰。

21.与铜元素有关的三种蓝色：(1)硫酸铜晶体；(2)氢氧化铜
沉淀；(3)硫酸铜溶液。

22.过滤操作中有“三靠”：

(1)漏斗下端紧靠烧杯内壁；

(2)玻璃棒的末端轻靠在滤纸三层处；

(3)盛待过滤液的烧杯边缘紧靠在玻璃捧引流。

23.三大气体污染物：so2、co、no2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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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取用药品有“三不”原则：



(1)不用手接触药品；(2)不把鼻子凑到容器口闻气体的气味；
(3)不尝药品的味道。

26.古代三大化学工艺：造纸、制火药、烧瓷器

27.可以直接加热的三种仪器：试管、坩埚、蒸发皿(另外还
有燃烧匙)

29.质量守恒解释的原子三不变：种类不改变、数目不增减、
质量不变化

30.与空气混合点燃可能爆炸的三种气体：h2、co、ch4(实际为
任何可燃性气体和粉尘)。

31.浓硫酸三特性：吸水、脱水、强氧化

32.使用酒精灯的三禁止：对燃、往燃灯中加酒精、嘴吹灭

33.溶液配制的三步骤：计算、称量(量取)、溶解

34.生物细胞中含量最多的前三种元素：o、c、h

35.原子中的三等式：核电荷数=质子数=核外电子数=原子序
数

36.构成物质的三种粒子：分子、原子、离子

37.工业三废：废水、废渣、废气

38.水污染的三个主要原因：

(1)工业生产中的废渣、废气、废水；

(2)生活污水的任意排放；



(3)农业生产中施用的农药、化肥随雨水流入河中。

39.通常使用的灭火器有三种：泡沫灭火器；干粉灭火器；液
态二氧化碳灭火器。

40.固体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变化的情况可分为三类：

(1)大部分固体物质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2)少数物质溶解度受温度的影响很小；

(3)极少数物质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

可以灭火的原因有三个：不能燃烧、不能支持燃烧、密度比
空气大。

九年级人教版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五

1、合理分配时间，稳中有求快，时间安排有余地，要有足够
时间检查试卷。看清题后，不能因为一个题做不出来而影响
做其它题，合理搭配时间是有效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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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不少考生因写错别字、书写潦草致使阅卷老师辨别不清而
被扣分。错别字如“石蕊”写成“石芯”、“饱和”写
成“饱合”、“长颈漏斗”写成“长劲漏斗”、“涤纶”写成
“涤伦”等;写错了要划清楚，改清楚，不要“越描越黑”。

4、实验，最重要的就是实验目的，所有实验方案的设计与实
验的反思与评价都围绕着实验的目的来展开的。在把握不准



实验目的时，可以通过通读题目的实验设计，实验步骤等明
确实验目的。

5、在进行实验评价时要从实验是否达到目的，实验方案是否
简单、安全，快速，环保、经济，实验现象是否与实验结论
相符等各个层面进行比较，得出结论。

九年级人教版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六

原子团：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元素的原子构成，在化学反应中通常以整
体参加反应的原子集团

碳酸氢根(hco3-)硫酸氢根(hso4-)磷酸氢根(hpo42-)磷酸二氢
根(h2po4-)

注意：原子团只是化合物中的一部分，不能脱离物质单独存
在，因此含原子团的物质必定有

三种或三种以上元素，二种元素组成的物质不含原子团。原
子团在化学反应中可再分为更小的粒子原子。

通过上面我们回顾的知识点，同学们看看自己有哪些还没有
掌握好，在经过我们的总结之后希望同学们都能够很好的掌
握。

化学会考知识点总结：实验室制取气体的思路

实验室制取气体的思路

（1）发生装置：由反应物状态及反应条件决定：

反应物是固体，需加热，制气体时则用高锰酸钾制o2的发生



装置。

反应物是固体与液体，不需要加热，制气体时则用制h2的发
生装置。

（2）收集方法：气体的密度及溶解性决定：

难溶于水用排水法收集co只能用排水法

密度比空气大用向上排空气法co2只能用向上排空气法

密度比空气小用向下排空气法

化学会考知识点总结：影响燃烧现象的因素

影响燃烧现象的因素

影响燃烧现象的因素：可燃物的性质、氧气的浓度、与氧气
的接触面积

使燃料充分燃烧的两个条件：

（1）要有足够多的空气

（2）燃料与空气有足够大的接触面积。

爆炸：可燃物在有限的空间内急速燃烧，气体体积迅速膨胀
而引起爆炸。

一切可燃性气体、可燃性液体的蒸气、可燃性粉尘与空气
（或氧气）的混合物遇火种均有可能发生爆炸。

通过上面对影响燃烧现象的因素内容知识的讲解，同学们都
能很好的掌握了吧，希望同学们会从中学习的更好哦。



化学会考知识点总结：三大化石燃料

关于三大化石燃料的知识内容，希望同学们认真学习下面的
知识。

三大化石燃料

三大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混合物、均为不可再生
能源）

（1）煤：“工业的粮食”（主要含碳元素）；

煤燃烧排放的污染物：so2、no2（引起酸雨）、co、烟尘等

（2）石油：“工业的血液”（主要含碳、氢元素）；

汽车尾气中污染物：co、未燃烧的碳氢化合物、氮的氧化物、
含铅化合物和烟尘

（3）天然气是气体矿物燃料（主要成分：甲烷），是较清洁
的能源。

以上对化学中三大化石燃料知识的学习，希望给同学们的学
习很好的帮助，相信同学们会从中学习的很好的吧。

化学会考知识点总结：两种绿色能源

两种绿色能源

（1）沼气的主要成分：甲烷

甲烷的化学式:ch4（最简单的有机物，相对分子质量最小的有
机物）



物理性质:无色，无味的气体，密度比空气小，极难溶于水。

化学性质:可燃性ch42o2点燃co22h2o（发出蓝色火焰）

（2）乙醇（俗称:酒精，化学式:c2h5oh）

化学性质:可燃性c2h5oh3o2点燃2co23h2o

工业酒精中常含有有毒的甲醇ch3oh，故不能用工业酒精配制
酒！

乙醇汽油：

优点：

（1）节约石油资源

（2）减少汽车尾气

（3）促进农业发展

（4）乙醇可以再生

上面对化学中两种绿色能源知识的内容讲解学习，希望给同
学们的学习很好的帮助，相信同学们会从中学习的很好的哦。

化学会考知识点总结：最理想的燃料

九年级人教版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七

要学会做初中化学笔记。初中化学很简单，但是内容很杂，
必须要在课堂上认真做好笔记，同时，课下要花时间去背诵。

要有自己的错题本。把自己在平时作业或考试中遇到的一些



重要的错题记录下来，可以用三种不同颜色的笔，黑色记录
题目，蓝色记录解题过程，红色记录解题关键点。

重视实验

初中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我们要认真、细致地
观察老师的演示实验，认真做好每一次分组实验，对实验所
用的仪器、药品、装置以及实验原理、步骤、现象和注意事
项，都必须弄清、记熟。

九年级人教版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八

1.能使溴水褪色的物质有：

(1)含有碳碳双键和碳碳叁键的烃和烃的`衍生物(加成);

(2)苯酚等酚类物质(取代);

(3)含醛基物质(氧化);

(4)碱性物质(如naoh、na2co3)(氧化还原――歧化反应);

(5)较强的无机还原剂(如so2、ki、feso4等)(氧化);

(6)有机溶剂(如苯和苯的同系物、四氯甲烷、汽油、已烷等，
属于萃取，使水层褪色而有机层呈橙红色)。

2.密度比水大的液体有机物有：

溴乙烷、溴苯、硝基苯、四氯化碳等。

3.密度比水小的液体有机物有：

烃、大多数酯、一氯烷烃。



4.能发生水解反应的物质有：

卤代烃、酯(油脂)、二糖、多糖、蛋白质(肽)、盐。

10.不溶于水的有机物有：

烃、卤代烃、酯、淀粉、纤维素。

5.常温下为气体的有机物有：

分子中含有碳原子数小于或等于4的烃(新戊烷例外)、一氯甲
烷、甲醛。

6.浓硫酸、加热条件下发生的反应有：

苯及苯的同系物的硝化、磺化、醇的脱水反应、酯化反应、
纤维素的水解。

7.能被氧化的物质有：

含有碳碳双键或碳碳叁键的不饱和化合物(kmno4)、苯的同系
物、醇、醛、酚。大多数有机物都可以燃烧，燃烧都是被氧
气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