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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 碳和碳的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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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1 金刚石、石墨和 C60

一、碳的单质

1、金刚石、石墨和 C60都是碳元素组成的单质，由于碳原子排列方式不同，因此它们性质，

尤其是物理性质不同。

2、金刚石是世界最硬的物质。利用质地坚硬的性质可以制成玻璃刀、钻探机的 探头。

3、石墨很软，有滑腻感可以制成铅笔芯 （石墨和粘土）。

4、利用石墨的导电性可以做成干电池的电极，有轨电车的电刷(既利用了石墨的导电性，

又利用了石墨耐高温的性质)。
5、无定形碳的用途：（木炭、焦炭、活性炭、炭黑）都是含有碳单质的混合物

(1)利用焦炭的还原性，用于冶炼金属。

(2) 将炭黑加入到橡胶中，增强轮胎、鞋底的耐磨性。墨汁、鞋油、黑色的颜料含有炭黑。

(3) 木炭、活性炭因为具有疏松多孔的结构，所以具有吸附性，属于物理性质。可以吸附颜

色和异味。活性炭的吸附性比木炭的吸附性强。

(4) 利用活性炭的吸附性 ，用于防毒面具、净水器、红糖脱色。

(5)吸附性实验。

实验现象：集气瓶内的红棕色慢慢变浅至消失，烧杯中的水倒吸进入集气瓶中。

实验结论：活性炭有吸附性，集气瓶内压强变小。

6、一个 C60分子是由 60个碳原子构成的。

7、石墨烯是由碳原子构成的碳单质，具有较强的吸附性，优异的导电性、导热性。常温下

化学性质不活泼。

二、单质碳的化学性质

1、书写档案时最好使用含炭黑的墨水，原因：常温下，碳的化学性质不活泼。

2、碳在点燃和高温条件下可以发生化学反应。

3、碳的化学性质：

(1)可燃性:都放热。

①充分燃烧：C+O2 CO2

mc：mo2=3:8
②不充分燃烧：2C+O2 2CO

mc：mo2=3:4
思考：当密闭容器中碳和氧气的质量比分别为 3:3 3:6 3:9 ,反应完，密闭容器中的物质是

什么？

小结：

（2）还原性（与某些氧化物的反应）：

<1>碳与氧化铜的反应：

1 化学方程式：

C+2CuO 2Cu+CO2↑

C:∵得到氧元素，∴发生氧化反应，∴本身被氧化。

CuO:∵失去氧元素，∴发生还原反应，∴本身被还原。

②实验现象：试管内黑色粉末变成亮红色；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③酒精灯上网罩的目的：聚拢火焰，提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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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澄清石灰水的作用：检验生成物。

<2>碳和氧化铁的反应:
3C+2Fe2O3 4Fe+3CO2↑

<3>碳和二氧化碳的反应：

C+CO2 2CO
该反应是吸热反应。

课题 2 二氧化碳制取的研究

一、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法：

①实验药品：

大理石（或石灰石）和稀盐酸

大理石是混合物，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稀盐酸是氯化氢和水的混合物

2 反应原理：

CaCO3+2HCl=CaCl2+H2O+CO2↑
（复分解反应）化合价不变

讨论： 粉末 块状

a、能否用碳酸钠代替大理石？

Na2CO3+2HCl=2NaCl+H2O+CO2↑
不行，反应速率太快，不利于收集。

b、能否用稀硫酸代替稀盐酸？

CaCO3+H2SO4=CaSO4+H2O+CO2↑
不行，生成微溶于水的 CaSO4，阻止反应的继续进行。

③发生装置：

∵反应物状态：固体和液体

反应条件：常温

∴选用固液常温型。

优点：装置简单。

检查装置气密性的方法：将导管放入水中，用手握住试管，导管口有气泡冒出，（松开手后，

导管内形成一段水柱，长时间不下降，）说明气密性良好。

优点：可以随时添加液体药品。

检查装置气密性的方法：

向锥形瓶内加入少量的水，没过长颈漏斗下端管口，关闭止水夹，从长颈漏斗上端倒入少

量水，形成一段水柱，长时间不下降，说明气密性良好。

优点：可以控制反应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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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控制反应的发生与停止。

操作：打开活塞，固液接触，反应发生。

关闭活塞，固液分离，反应停止。

优点：控制反应速率；

控制反应的发生与停止；

控制反应用量。

④收集装置：

∵二氧化碳能溶于水且密度比空气密度大

∴只用向上排空气法

⑤验满方法：将燃着的木条放在集气瓶口，若木条熄灭则二氧化碳已满。

⑥检验方法：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注意：千万别用燃着的木条放入集气瓶中检验二氧化碳，因为不支持燃烧的气体还有氮气、

稀有气体等。

二、二氧化碳的工业制法

①原料：大理石（或石灰石）

②反应原理：

CaCO3 CaO+ CO2↑

3 生石灰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钙

课题 3 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

一、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1、组成相同：都是碳元素的氧化物。

2、构成不同：分子构成不同。

∵1个二氧化碳分子比 1个一氧化碳分子多一个氧原子。

∴分子构成不同

∴化学性质不同

二、二氧化碳的性质

1、物理性质：

①通常状况下，无色，无味的气体。

②相同条件下，密度比空气大。

拓展：

实验现象：倒入二氧化碳的纸袋向下倾斜

实验结论：相同条件下，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密度大。

@@只能证明物理性质。

③能溶于水，增大压强还会溶解更多（利用这一性质，可以制取汽水）

4 高压低温下可得固体—干冰（CO2）

干冰升华吸热可以做制冷剂，人工降雨（干冰升华吸收周围的热量，使空气中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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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气冷凝成小水珠）

2、化学性质：

(1)探究实验：

现象：下层的蜡烛先熄灭，上层的蜡烛后熄灭

结论：

①相同条件下，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的密度大；

②二氧化碳不可燃也不助燃。

∴二氧化碳可以用于灭火。

灭火原理：

①相同条件下，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的密度大；(物理性质)
②二氧化碳不可燃也不助燃。(化学性质)
2、
现象：瓶子变瘪（扁）

结论：二氧化碳能溶于水，气体减少，瓶内压强小于外界大气压。

改进：将软塑料瓶内的水换成紫色石蕊溶液。

现象：瓶子变瘪，紫色石蕊溶液变红。

解释：二氧化碳能溶于水，气体减少，瓶内压强小于外界大气压；生成能使紫色石蕊溶液

变红的碳酸。

3、

（1）喷稀醋酸

实验现象：紫色石蕊小花变红。

实验结论：酸能使紫色石蕊溶液变红。

(2）喷水

实验现象：紫色石蕊小花不变色。

实验结论：水不能使紫色石蕊溶液变红。

(3)直接放入二氧化碳中

现象：紫色石蕊小花不变色

结论：二氧化碳不能使紫色石蕊变成红色。

(4)喷水后放入二氧化碳中

现象：紫色石蕊小花变红

结论：水和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使紫色石蕊溶液变成红色。

化学方程式：H2O+CO2=H2CO3

总结：酸能使紫色石蕊溶液变红，水不能使紫色石蕊溶液变红，二氧化碳不能使紫色石蕊

变红，水和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使紫色石蕊溶液变红。

实验方法：对比。

(2)CO2的化学性质

①一般情况下不可燃烧，也不助燃。

②与水反应生成碳酸：

H2O+CO2=H2CO3 生成的碳酸能使紫色的石蕊溶液变红

H2CO3 = H2O+CO2↑碳酸不稳定，易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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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能使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

石灰水是氢氧化钙和水的混合物

CO2+Ca(OH)2=CaCO3↓+H2O
∵生成的碳酸钙不溶于水

∴反应后变浑浊

④能与炽热的碳发生反应：

C+CO2 2CO
反应吸收热量：

C:是还原剂，具有还原性，发生氧化反应，被氧化。

CO2:是氧化剂，具有氧化性，发生还原反应，被还原。

3、二氧化碳的用途：

①灭火

②干冰用于人工降雨：由于干冰升华吸热，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成小水滴，属于物理

变化。

③制冷剂——物理性质

④温室肥料——化学变化（植物的光合作用：CO2→O2）

4、二氧化碳对生活和环境的影响

①进入地窖、溶洞等不通风场所前，要进行灯火实验，检验二氧化碳是否超标。

②二氧化碳是产生温室效应的主要气体，除此之外还有臭氧（O3）、甲烷（CH4）、氟氯代

烷（氟利昂）等。

③大气中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矿物燃料（煤、石油、天然气）的燃烧。

④低碳就是较低的二氧化碳排放。

⑤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措施：

Ⅰ、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多使用清洁能源；

Ⅱ、多种树

⑥注意：

Ⅰ、二氧化碳的过多排放引起温室效应；

Ⅱ、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会引起二氧化碳的过多排放。

三、一氧化碳

1、物理性质：

①在标准状况下，是无色、无味的气体（煤气的主要成分是一氧化碳，煤气公司在煤气中

加入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目的是让人及时发现）。

②在相同条件下，密度比空气略小，不可用向下排空气法收集。

③∵难溶于水，

∴用排水法收集。

（∴不能用水吸收一氧化碳，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2、化学性质：可燃性、还原性、毒性

①可燃性：

2CO+O2 2CO2

现象：气体燃烧 ，放出热量，产生蓝色火焰。

同类反应：

2H2+O2 2H2O 发出淡蓝色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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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2O2 CO2+2H2O 发出明亮的蓝色火焰

鉴别：H2、CO、CH4可燃性气体：

∵燃烧火焰颜色相似

∴不能根据燃烧火焰颜色不同判断

又∵2CO+O2 2CO2

2H2+O2 2H2O
CH4+2O2 CO2+2H2O

∴小结：物质燃烧生成 H2O，说明物质中含有 H元素；物质燃烧生成 CO2，说明物质中含

有 C元素。

∴根据检验燃烧的产物不同，区分 H2、CO、CH4。

检验有水生成的方法：将干冷的烧杯罩在火焰上方，烧杯内壁有水珠出现，说明有水生成，

原物质中含有氢元素。

检验有二氧化碳生成的方法：将蘸有澄清石灰水的烧杯罩在火焰上方，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说明有二氧化碳生成，原物质中有碳元素。

拓展：水煤气是 H2和 CO 的混合物，

产生水煤气的化学方程式：

H2O+C H2+CO

高温条件下的水是水蒸气。

水煤气燃烧的化学方程式：

2CO+O2 2CO2

2H2+O2 2H2O

② 还原性：

Ⅰ、原理：CO+CuO Cu+CO2

Ⅱ、现象：黑色固体变成亮红色固体，生成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

Ⅲ 、CO: 得到氧元素，被氧化，发生氧化反应，具有还原性。

CuO：失去氧元素，被还原，发生还原反应，具有氧化性。

Ⅳ、不属于四种基本反应类型

Ⅴ、实验装置：

Ⅵ、实验注意事项：

a、实验顺序：

先通一氧化碳，再加热氧化铜。

目的：排净玻璃管内的空气，防止玻璃管内一氧化碳和空气混合，加热时发生爆炸

实验结束后：先停止加热，等装置冷却至室温再停止通一氧化碳。

目的：防止刚生成的铜再次被氧化。

2Cu+O2 2C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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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红色物质变成黑色

b、尾气处理装置：气球收集、尾气点燃

目的：防止一氧化碳污染空气

Ⅶ、工业上的炼铁原理：

3CO+Fe2O3 2Fe+3CO2

现象：红色物质变成黑色，生成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气体。

小结：H2、C、CO既有可燃性又有还原性

2CO+O2 2CO2

2H2+O2 2H2O

C+O2 CO2

CO+CuO Cu+CO2

C+2CuO 2Cu+CO2↑

H2+CuO Cu+H2O

3CO+Fe2O3 2Fe+3CO2

3C +2Fe2O3 4Fe+3CO2↑

3H2+Fe2O3 2Fe+3H2O

③毒性：一氧化碳极易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造成生物体缺氧。

四、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区分：

1、用燃着的木条：分别伸入集气瓶中，木条熄灭的是二氧化碳；气体能燃烧，产生蓝色火

焰的是一氧化碳。

Ⅱ、用紫色石蕊溶液：能使紫色石蕊溶液变红的是二氧化碳，不能的是一氧化碳。

Ⅲ、用澄清石灰水：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是二氧化碳，不能的是一氧化碳。

∴用的是二氧化碳的化学性质

Ⅳ、分别通过灼热的氧化铜：能使灼热的氧化铜变成红色的是一氧化碳，不能的是二氧化

碳。

∴用的是一氧化碳的还原性。

五、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转化

1、CO→CO2

2CO+O2 2CO2

CO+CuO Cu+CO2

2、CO2→CO

C+CO2 2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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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除杂：

1、CO(CO2)
（1）通入澄清石灰水

CO2+Ca(OH)2=CaCO3↓+H2O
(2)通过炽热的碳层

C+CO2 2CO
2、CO2 (CO)
通过灼热的氧化铜

CO+CuO Cu+CO2

∵CO2不支持燃烧

∴不能用点燃的方法除去 CO2 中的 CO
3、CaO(CaCO3)
高温煅烧

CaCO3 CaO+ CO2↑
∵CaO和 CaCO3都会与稀盐酸发生反应

CaCO3+2HCl=CaCl2+H2O+CO2↑
CaO+2HCl=CaCl2+H2O

∴不能用稀盐酸除去 CaO中的 CaCO3

七、检验工业制二氧化碳后的固体剩余物中是否含有碳酸钙

取少量待测物于试管中，滴加稀盐酸，产生大量气泡，将产生的气体通入到澄清石灰

水中，变浑浊，说明剩余固体中存在碳酸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