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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海淀高三化学适应性训练

参考答案 2019.3

（共 100 分）

选择题（每小题 6 分，共 42 分）

6 7 8 9 10 11 12

B D D A C B C

非选择题（共 58 分）

阅卷标准：

1．化学（离子）方程式中，化学式写错为 0 分，不写条件扣 1 分，不配平

扣 1 分，但不重复扣分。

2．文字表述题简答题中划线部分为给分点，其他合理答案可酌情给分。

25．（17分）

（1）取代反应 （1分）

氯原子（-Cl）、羧基（-COOH） （各 1分，共 2分）

（2）

（2分，物质写对 1分，条件 1分）

（3）

H-C-O-C-CH3

O CH3

CH3

CH3-C-O-CH-CH3

O

CH3

CH3-O-C-CH-CH3

O

CH3

（写出 1个，各 2分，共 4分）

（4）
O

O
C2H5O

O

（2分）

（5）

n
CH3CH2O

n

C-CH-CH2CH2O       H 

O

C-OC2H5

O

+(n-1) CH3CH2OH
一定条件

（2分，高分子物质写对 1分，其余物质写对、配平 1分）

（6） K: HCHO H: （各 2分，共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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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分）

（1）-292.27 kJ·mol-1 （3分）

（2）温度太高会减小 O2的溶解度，使 c(O2)减小，[或温度太高会使 H2O2分解，c(H2O2)减

小]，金的溶解速率降低 （2分）

（3）提高金的浸出率（或提高金的产率，或减小金的损失，合理即可） （2分）

（4）ABC （3分，正选 1个得 1分）

（5）2CN- + 5Cl2 + 8OH-=== 2CO2↑ + N2↑ + 10Cl- + 4H2O （2分）

27．（13分）

（1）SO42-+ CH3COO-=== HS-+ 2HCO3- （2分）

（2）①O2+ 4H++ 4e-=== 2H2O （2分）

②减少 （1分）

根据负极电极反应方程式 H2S + 4H2O - 8e-===SO42-+ 10H+（1分），负极毎反应生成

1 mol SO42-时，生成 10 mol H+，同时有 8mol H+通过质子交换膜进入正极室（1分），

负极 pH减小 （2分）

（3） ① 1 Sb(OH) 6－ + 1 H2S === 1 SbO2
－ + 1 S ↓+ 4 H2O （3分）

②ab×10-6×263 / 122 (或 a×10-3×b×10-3×263 / 122) （3分）

28．（16分）

（1）淀粉溶液或 CCl4 （2分）

（2）2Fe3++2I- 2Fe2++I2 （2分，写等号不扣分）

（3）实验Ⅱ通过检验 KI过量（或 Fe3+不足量）（1 分）的情况下仍有 Fe3+剩余（1 分），说

明正反应不能进行到底 （2分）

（4）向试管中加入 5 mL 0.1 mol·L-1 KI溶液和 2滴淀粉溶液，加酸调至 pH=5 （2分）

c(I-)低、c(H+)低（各 1分） （2分）

说明：合理的因素，如氧气浓度小等，给分；不是因素，如反应慢、未生成碘单质等，

不给分。

（5）由于 I-+I2 I3-，使 c(I2)减小（1分），2Fe3++2I- 2Fe2++I2 正向移动（1 分），c(Fe3+)

减小，Fe3++3SCN- Fe(SCN)3逆向移动，红色变浅（1分） （3分）

说明：I-+I2 I3-平衡中，c(I2)、c(I-)均减小，由于 I-大大地过量，所以“c(I2)减小”为

主要因素（变化更显著），以此判断后续平衡的移动。

（6）向 1支试管中加入 2 mL 0.1 mol·L-1 KI溶液，再滴加 0.1 mol·L-1 FeCl3溶液 2～3滴，

滴加 2 滴 0.1 mol·L-1 KSCN 溶液（1 分，用量比例合理即可），之后每间隔 5 min（1

分）另取 1支试管重复上述实验，（1分）观察 4支试管中溶液颜色的变化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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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高三年级第二学期适应性练习

理科综合能力测试

生物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

2019.3

第一部分 选择题 （每小题 6分，共 30分）

1.B 2.C 3.A 4.C 5.D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共 50分）

29.（除注明外，每空 2分，共 17分）

（1）胞吞 T 完全降解

（2）①-、+、+、+ ②抑制

（3）A B

（4）抑制物质 G的合成，减少 R-G的生成（1分），抑制抗原被吞噬溶酶体降解（1

分），使抗原在吞噬细胞中停留时间增加，有利于抗原的处理和呈递，促进 T细胞的活化（1

分）

30. （除注明外，每空 2分，共 17分）

（1）性状分离（1分）

（2）①aP或 ap 3 ②保持母本基因型

（3）①c

②答案见下图（2分，下图中任何一种即给 2分。未体现交叉互换不给分）

③使减数分裂变成有丝分裂（或“不出现基因重组、配子染色体数目加倍”）；受精

后，父本来源的染色体消失

（4）基因（或“遗传”）

（5）有利方面：疾病治疗、作物改良、酶的结构改造提高工业生产效率……

潜在风险：技术上存在隐患，例如脱靶（误切割）带来的新的未知基因突变；使

原有基因组改变，导致基因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改变；……

（注：有利和风险各 1分，答案合理即可得分）



31. （除注明外，每空 2分，共 16分）

（1）核糖 线粒体

（2）3 持续与 R发生作用

（3）①R1敲除小鼠的实验组和对照组觉醒时间差异与野生型相似（1分），R2敲除小

鼠的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觉醒时间无显著差异，与野生型差异显著（1分） R2

②咖啡因与 R2 结合，但不引起相应睡眠效应（1 分），同时减少了腺苷与 R的结

合（1分）

③神经系统长时间处于觉醒状态而超负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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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高三年级第二学期适应性练习

物理参考答案 2019.3

第一部分（共 48分，每小题 6分）

13. D 14.D 15.C 16.B 17.D 18.A 19.B 20.C

第二部分（共 72分）

21.（18分）

（1）①CBDAEF （2分）

②B （2分）

（2）①B，E （2分）

②B （2分）

③左 （2分）

④灯泡断路 （2分）

⑤见答图 1 （2分）

⑥0.75，0.38~0.41 （4分）

22（16分）

（1）滑块 A沿圆弧轨道下滑到最低点的过程

由机械能守恒定律得 21
2

mgR m v

解得 2gRv

v=4m/s （5分）

（2）滑块 A经过圆弧轨道最低点时

由牛顿第二定律有
2

F mg m
R

 
v

解得 F=3mg

F=30N （5分）

（3）设滑块 A在水平地面上运动的时间为 t

由动量定理有 mgt m   v

A在水平粗糙地面上运动的过程中在竖直方向所受合力为零，受到的支持力 N=mg

根据冲量的定义，支持力的冲量大小 I=Nt

解得 I=10N·s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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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8分）（1）①由牛顿第二定律有 qvmB=m
2
m

R
v

可知最大速度 vm=
qBR
m

（5分）

②设带电粒子在两盒间加速的次数 N，由 qvB=m
2

r
v

和 NqU= 21
2
mv -0

可得 r=
1 2NmU
B q

所以 1

2

1
2

r
r
 （5分）

（2）①带电粒子在两盒间电场中加速过程中的加速度 a=
qU
m d

在电场中加速的总时间 t1= m

a
v

=
BdR
U

带电粒子运动一圈加速 2次，设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圈数为 n

依据动能定理有 2nqU=
2
m

2m
v

带电粒子运动一圈的时间 T=
2 m
Bq


则带电粒子在磁场中运动的总时间 t2=
2

2
BR
U



由 Rd，可知 t1 t2，所以 t1可忽略。 （4分）

②由 qvB=m
2

r
v

和 T=
2 r
v

可得 T=
2 m
Bq


从该周期公式发现，速度增加，粒子的质量会增加，其运动周期会变化，但加

速电场周期不变，从而使得加速电场的变化周期与粒子的运动周期不匹配，导致无

法持续加速。 （4分）



3

24.（20分）

（1）①光子的能量ε=hν，根据题意可得ε=pc

可得
hνp

c c


  （5分）

②在容器壁上取面积为 S的部分，则在Δt时间内能够撞击在器壁上的光子总数为

1
6

N c tSn 

设器壁对这些光子的平均作用力为 F，则根据动量定理 2F t Np 

由牛顿第三定律，这些光子对器壁的作用力 F F 

由压强定义，光压
1
3

FI nhν
S


  （5分）

（2）①设光子的总个数为 N，则光子的内能 U=Nε=Vnhν

将上问中的
1
3

I nhν 带入，可得 U=3IV （4分）

②一个分子每与器壁碰撞动量变化大小为 2mv，以器壁上的面积 S为底，以 vΔt
为高构成柱体，由题设可知，柱内的分子在Δt时间内有 1/6与器壁 S发生碰撞，碰

壁分子总数：
1
6

N n S t   v

对这些分子用动量定理，有 2F t Np  气

则 21
3

F n m S v ，

由牛顿第三定律，气体对容器壁的压力大小F F 

由压强定义，气压 21
3

Fp n m
S


 气 v

理想气体分子间除碰撞外无作用力，故无分子势能。所以容器内所有气体分子动能

之和即为气体内能，即 2 21 1 3
2 2 2

U N m n V m p V       气v v （4分）

由上述推导过程可见：光子内能表达式与理想气体内能表达式不同的原因在于

光子和气体的能量动量关系不同。对于光子能量动量关系为 pc  ，而对于气体

则为 2
k

1 1
2 2

E m p v v。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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