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证号 姓名

(在此卷上答题无效)

漳州市 ２０２１ 届高三毕业班第三次教学质量检测

化学试题
本试题卷共 ６ 页ꎬ １５ 题ꎮ 满分 １００ 分ꎬ 考试用时 ７５ 分钟ꎮ

可能用到的相对原子质量: Ｃ １２ Ｏ １６　 Ｋ ３９　 Ｓｎ １１９ Ｌａ １３９

一、 选择题: 本题共 １０ 小题ꎬ 每小题 ４ 分ꎬ 共 ４０ 分ꎮ 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ꎬ 只有一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ꎮ

１ 化学让生活更美好ꎮ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Ａ 纺织衣物时使用的合成纤维属于有机高分子化合物

Ｂ 以大米为原料经发酵制成红曲米酒属于物理变化

Ｃ 地沟油经过加工处理后可用来制作肥皂和生物柴油

Ｄ 网红清洁剂 “爆炸盐” 的主要成分为过氧碳酸钠(２Ｎａ２ＣＯ３３Ｈ２Ｏ２)ꎬ 可去垢杀菌

２ 设 ＮＡ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ꎮ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Ａ １ ｍｏｌ Ｋ２Ｏ 和 Ｋ２Ｓ 的混合物中所含离子数目为 ３ ＮＡ

Ｂ １ Ｌ ０ １ ｍｏｌＬ－１Ｈ３ＰＯ４溶液中所含 Ｈ＋数目为 ０ ３ ＮＡ

Ｃ １ ｍｏｌ ＣＯ(ＮＨ２) ２ 分子中所含共用电子对数目为 ７ ＮＡ

Ｄ 标准状况下ꎬ ２２ ４ Ｌ 甲醛(ＨＣＨＯ)中所含质子数目为 １４ ＮＡ

３ 增塑剂 ＤＣＨＰ 是一种现代的工业添加剂ꎬ 主要用于塑料制品当中ꎮ ＤＣＨＰ 的结构简式如

图所示ꎬ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COO

COO

Ａ ＤＣＨＰ 属于芳香烃

Ｂ ＤＣＨＰ 的分子式为 Ｃ２０Ｈ２６Ｏ４

Ｃ ＤＣＨＰ 的一氯代物有 ５ 种 (不考虑立体异构)

Ｄ ＤＣＨＰ 中所有碳原子可能共平面

４ 用下列装置进行实验ꎬ 能达到相应实验目的的是

Ａ 探究氨气在水中的溶解性 Ｂ 分离溴和苯 Ｃ 测定反应热 Ｄ 灼烧碎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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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乙炔在 Ｐｄ 表面选择加氢的反应机理如图ꎬ 其中吸附在 Ｐｄ 表面上的物种用∗标注ꎮ 下列

叙述错误的是　 　 　
E=-172 kJ  mol-1

E=+66 kJ  mol-1

E=-26 kJ  mol-1 E=+85 kJ  mol-1

E=-58 kJ  mol-1
E=+82 kJ  mol-1

1
2 H2 H

1
2 H2 H

2C H2

2C H g( )2

2C H g( )4
2C H3

2C H4

2C H +H2

2C H +H3

Ａ 上述乙炔加氢的反应为放热反应

Ｂ Ｃ２Ｈ２(ｇ) → Ｃ２Ｈ∗
２ 过程能量升高

Ｃ 反应历程中 Ｃ２Ｈ∗
３ ＋Ｈ∗ → Ｃ２Ｈ∗

４ 的活化能最大

Ｄ 总反应方程式: Ｃ２Ｈ２(ｇ)＋Ｈ２(ｇ) → Ｃ２Ｈ４(ｇ)
６ 下列对实验操作和现象的解释或结论错误的是

选项 实验操作和实验现象 解释或结论

Ａ 向蛋白质溶液中加入饱和食盐水ꎬ 出现白色沉淀 蛋白质发生盐析

Ｂ 向苯酚钠溶液中通入 ＣＯ２ꎬ 溶液变浑浊 酸性: Ｈ２ＣＯ３> O
OH

Ｃ
将乙醇与浓硫酸混合加热ꎬ 产生的气体通入酸性
ＫＭｎＯ４溶液ꎬ 溶液紫红色褪去 一定有乙烯生成

Ｄ
向蔗糖溶液中加入少量稀硫酸ꎬ 水浴加热一段时
间ꎬ 加 ＮａＯＨ 溶液至溶液呈碱性ꎬ 再加入少量新制
Ｃｕ(ＯＨ) ２悬浊液ꎬ 继续加热ꎬ 生成砖红色沉淀

蔗糖发生水解

７ 下列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书写正确的是

Ａ ＦｅＣｌ３溶液加入铁粉: Ｆｅ３＋＋Ｆｅ  ２Ｆｅ２＋

Ｂ ＢａＣｌ２溶液通入少量 ＣＯ２: Ｂａ２＋＋ＣＯ２＋Ｈ２Ｏ  ＢａＣＯ３↓＋２Ｈ＋

Ｃ 二氧化硫使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褪色: ５ＳＯ２＋２ＭｎＯ－
４ ＋２Ｈ２Ｏ  ２Ｍｎ２＋＋４Ｈ＋＋５ＳＯ２－

４

Ｄ 往盛有水的烧杯中投入金属钠: Ｎａ＋Ｈ２Ｏ  Ｎａ＋＋ＯＨ－＋Ｈ２↑
８ 短周期元素 Ｗ、 Ｘ、 Ｙ、 Ｚ 的原子序数依次增加ꎮ ｍ、 ａ、 ｂ、 ｃ 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物质ꎬ

其中 ｍ 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调味品ꎬ ｂ 为黄绿色气体单质ꎬ 上述物质的转化关系如图ꎮ

!"m#$
%&

a

b

c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Ａ 非金属性: Ｚ>Ｘ>Ｗ
Ｂ 原子半径: Ｗ<Ｘ<Ｙ<Ｚ
Ｃ Ｘ 可分别与 Ｗ、 Ｙ 形成化合物 Ｗ２Ｘ２、 Ｙ２Ｘ２

Ｄ 化合物 ＷＺ、 ＹＺ 均为离子晶体

化学第三次教学质量检测　 第 ２ 页 (共 ６ 页)



９ 南开大学科研团队以 ＫＳｎ 合金为负极ꎬ 以含羧基

的多壁碳纳米管(ＭＷＣＮＴｓ—ＣＯＯＨ)为正极ꎬ 构

成如图所示的可充电 Ｋ－ＣＯ２ 电池ꎬ 电池反应为

４ＫＳｎ＋ ３ＣＯ２
放电

充电
 ２Ｋ２ＣＯ３ ＋Ｃ＋４Ｓｎꎬ 其中生成的

Ｋ２ＣＯ３ 会附着在正极上ꎮ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Ａ 放电时ꎬ 电子由 ＫＳｎ 合金经酯基电解质流向

ＭＷＣＮＴｓ—ＣＯＯＨ
Ｂ 充电时ꎬ 阴极的电极反应式为 ３ＣＯ２＋４ｅ

－＋４Ｋ＋ ２Ｋ２ＣＯ３＋Ｃ
Ｃ 充电时ꎬ 电路中通过 １ ｍｏｌ 电子ꎬ 阳极增重 ３９ ｇ
Ｄ 不能用 ＫＯＨ 溶液代替酯基电解质

１０ 常温下ꎬ 向 １００ ｍＬ ０ １ ｍｏｌＬ－１ＮＨ４ＨＳＯ４溶液中滴加 ０ １ ｍｏｌＬ－１ＮａＯＨ 溶液ꎬ 所得溶液

100

pH d

c

b
a

150 200 V( )/NaOH mL
0

7

的 ｐＨ 与 ＮａＯＨ 溶液体积的关系如图所示ꎮ 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Ａ ｂ→ｃ 发生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Ｈ＋＋ＯＨ－ Ｈ２Ｏ

Ｂ ａ、 ｂ、 ｃ 三点中水的电离程度最大的是 ｂ 点

Ｃ ｃ 点溶液中离子浓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为:
ｃ(Ｎａ＋)>ｃ(ＳＯ２－

４ )>ｃ(ＮＨ＋
４)>ｃ(ＯＨ

－)>ｃ(Ｈ＋)
Ｄ ｄ 点存在:ｃ(Ｈ＋)＋２ｃ(ＮＨ＋

４)＋２ｃ(ＮＨ３Ｈ２Ｏ)＝ ２ｃ(ＳＯ２－
４ )＋ｃ(ＯＨ－)

二、 非选择题: 本题共 ５ 小题ꎬ 共 ６０ 分ꎮ
１１ (１３ 分) 钴蓝[Ｃｏ(ＡｌＯ２) ２]是一种重要的蓝色颜料ꎮ 利用含钴废料 (主要成分为 Ｃｏ３Ｏ４ꎬ

还含有少量的铝箔、 ＬｉＣｏＯ２等杂质) 制备钴蓝的一种工艺流程如下:

已知: Ｋｓｐ[Ｃｏ(ＯＨ) ２] ＝ ５ ９×１０－１５ Ｋｓｐ(ＣｏＣＯ３)＝ １ ４×１０－１３

请回答以下问题:
(１) “滤液” 中阴离子主要是 ＯＨ－和 ꎮ
(２) 在实际工业生产中ꎬ “酸浸” 不选用盐酸ꎬ 原因是 ꎮ
(３) “酸浸” 过程中 Ｈ２Ｏ２发生的主要反应是 (用离子方程式表示)ꎮ
(４) 已知钴、 锂在有机磷萃取剂中的萃取率与 ｐＨ 的关系如图 １ 所示ꎬ 则有机磷萃取的

最佳 ｐＨ 为 ꎮ
(５) 根据图 ２ 判断ꎬ 沉锂中若要进一步提高 Ｌｉ２ＣＯ３ 的产量ꎬ 还须进行的操作依次是

、 、 洗涤、 干燥等步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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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若 ＣｏＳＯ４溶液中ꎬ ｃ(Ｃｏ２＋)＝ ０ ０５９ ｍｏｌＬ－１ꎬ 为防止沉钴过程中产生 Ｃｏ(ＯＨ) ２沉

淀ꎬ 需控制溶液的 ｐＨ< ꎮ
(７) 写出灼烧过程中主要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ꎮ

１２ (１４ 分) 碳酸镧 [Ｌａ２(ＣＯ３) ３]是一种用于治疗高磷血症的新型药物ꎬ实验室模拟利用碳

酸氢铵溶液和氯化镧溶液反应制备水合碳酸镧[Ｌａ２(ＣＯ３) ３ｘＨ２Ｏ]ꎮ
已知: ① Ｌａ２(ＣＯ３) ３ｘＨ２Ｏ 为白色晶体ꎬ 难溶于水ꎬ 可溶于稀酸ꎮ

② 若溶液碱性太强ꎬ 易生成难溶于水、 受热易分解的碱式碳酸镧[ Ｌａ (ＯＨ)
ＣＯ３]ꎮ

Ⅰ 模拟制备水合碳酸镧ꎬ 实验装置如下图所示 (夹持装置已省略)ꎮ

(１) 试剂 Ｘ 是 ꎬ 仪器 ａ 的名称是 ꎮ
(２) 制备过程中浓氨水滴速不能太快ꎬ 原因是 　 ꎮ
(３) 写出该实验制备 Ｌａ２(ＣＯ３) ３ｘＨ２Ｏ 的化学方程式 　 ꎮ

Ⅱ 产品成分探究

(４) 甲小组认为产品中可能混有可溶性 ＬａＣｌ３、 ＮＨ４Ｃｌ 等杂质ꎬ 请设计实验方案检

验 Ｃｌ－是否存在 ꎮ
(５) 乙小组认为产品中可能含有难溶性碱式碳酸镧[Ｌａ(ＯＨ)ＣＯ３]ꎮ 实验装置及步

骤如图所示(夹持装置已省略)ꎮ

① 检查装置气密性后ꎬ 将已除去可溶性杂质的产品装入质量为 ｍ１ ｇ 的硬质石英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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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管中ꎮ
② 打开 Ｋ１、 Ｋ２和 Ｋ３ꎬ 缓缓通入 Ｎ２ꎮ 数分钟后关闭 Ｋ１、 Ｋ３ꎬ 打开 Ｋ４ꎬ 点燃酒精喷
灯加热ꎮ
③ 一段时间后停止加热ꎬ 打开 Ｋ１ꎬ 通入 Ｎ２数分钟后关闭 Ｋ１和 Ｋ２ꎬ 冷却到室温ꎬ 称
量硬质石英玻璃管ꎮ 重复上述操作步骤直至恒重ꎬ 记为 ｍ２ ｇ[此时硬质石英玻璃管
中固体为 Ｌａ２Ｏ３(Ｍｒ ＝ ３２６)]ꎮ 称量装置 Ｃꎬ质量增加 ｍ３ ｇꎮ
实验中第二次通入 Ｎ２的目的是 ꎮ
根据实验数据计算ꎬ ｎ(Ｌａ) ∶ｎ(Ｃ)＝ (用含 ｍ１、ｍ２、ｍ３ 的计算式表示)ꎮ 若
ｎ(Ｌａ)
ｎ(Ｃ)

＝ ２
３
ꎬ 说明产品不含 Ｌａ(ＯＨ)ＣＯ３ꎮ

Ⅲ 测定 Ｌａ 元素的质量分数
丙小组称取 １ ０００ ｇ 样品ꎬ 加入稀盐酸使其完全溶解后ꎬ 转移至 １００ ｍＬ 容量瓶并定
容ꎮ 每次取 ２５ ００ ｍＬ 试样ꎬ 用 ０ ０５ ｍｏｌＬ－１ＥＤＴＡ(Ｈ２Ｙ２－)标准溶液进行滴定ꎮ
(已知: Ｌａ３＋＋Ｈ２Ｙ２－ ＝ＬａＹ－＋２Ｈ＋)ꎬ 平行测定 ３ 次ꎬ 平均每次消耗 ２２ ００ ｍＬꎮ
(６) 样品中 Ｌａ 元素的质量分数约为 (保留三位有效数字)ꎮ

１３ (１３ 分) 现代煤化工产生的 Ｈ２Ｓ 是一种重要的工业资源ꎮ
Ⅰ Ｈ２Ｓ 的分解反应可用于高效制氢气ꎬ 在密闭容器中充入一定量 Ｈ２Ｓꎬ 发生反应

２Ｈ２Ｓ(ｇ) ２Ｈ２(ｇ)＋Ｓ２(ｇ) ΔＨ>０ꎬ 如图为 Ｈ２Ｓ 气体的平衡转化率与温度、 压强的关
系ꎮ
(１) 该反应的活化能 Ｅ正 Ｅ逆 (填 “ >”、

“<” 或 “ ＝” )ꎻ 在 Ｔ１、 Ｐ１下ꎬ 往 ２ Ｌ 密
闭容器中充入４ ｍｏｌ Ｈ２Ｓ 进行反应ꎬ ２ ｍｉｎ
达到平衡状态ꎬ 计算 ０ ~ ２ ｍｉｎ 内 Ｓ２ 的平
均反应速率
ｖ(Ｓ２)＝ ｍｏｌＬ－１ｍｉｎ－１ꎮ

(２) 图中压强 Ｐ１、 Ｐ２、 Ｐ３ 从大到小顺序为 　 ꎬ
原因是 ꎮ

ＩＩ Ｈ２Ｓ 可转化成羰基硫 (ＣＯＳ): Ｈ２Ｓ(ｇ)＋ＣＯ(ｇ) ＣＯＳ(ｇ)＋Ｈ２(ｇ)　 ΔＨ
(３) 已知: ２ＣＯ(ｇ)＋Ｏ２(ｇ) ２ＣＯ２(ｇ)　 ΔＨ１

２Ｈ２(ｇ)＋Ｏ２(ｇ) ２Ｈ２Ｏ(ｇ)　 ΔＨ２

Ｈ２Ｓ(ｇ)＋ＣＯ２(ｇ) ＣＯＳ(ｇ)＋Ｈ２Ｏ(ｇ)　 ΔＨ３

上述反应热效应之间的关系式为 ΔＨ＝ ꎮ
(４) 绝热恒压下ꎬ 密闭容器中充入 Ｈ２Ｓ(ｇ)与 ＣＯ(ｇ)进行上述反应ꎮ 下列事实能说明

反应达到平衡状态的是 (填标号)ꎮ
Ａ 混合气体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不再改变
Ｂ 生成 ａ ｍｏｌ ＣＯＳꎬ 同时形成 ａ ｍｏｌ Ｈ—Ｓ 键
Ｃ 化学平衡常数不再改变
Ｄ 混合气体的密度不再改变

(５) Ｔ ℃下ꎬ 将等物质的量的 Ｈ２Ｓ(ｇ)与 ＣＯ(ｇ)充入恒容密闭容器中进行上述反应ꎬ
测得平衡时容器内气体的总压为 ｐ Ｐａꎬ Ｈ２(ｇ)的体积分数为 １０％ꎮ 则此时该反
应的平衡常数 Ｋｐ ＝ (Ｋｐ为以分压表示的平衡常数ꎬ 其中分压＝总压×物质的
量分数)ꎮ

(６) 利用膜电解法转化 Ｈ２Ｓꎮ 在酸性水溶液中ꎬ Ｈ２Ｓ 在阳极上转化为 ＳＯ２－
４ ꎬ 其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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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式为 ꎮ
１４ (１０ 分) 合成氨工业中常用含[Ｃｕ(ＮＨ３) ２]

＋的溶液吸收使催化剂中毒的 ＣＯ 气体ꎬ 生成

[Ｃｕ(ＣＯ)(ＮＨ３) ３]
＋ꎮ 回答下列问题:

(１) ＮＨ＋
４ 的结构式可表示为 (标出配位键)ꎬ 写出一种与 ＮＨ＋

４ 具有相同空间

构型的分子的分子式 ꎮ
(２) Ｃｕ 和 Ｋ 属于同一周期ꎬ 且核外最外层电子构型相同ꎬ 但

金属 Ｃｕ 的熔点比金属 Ｋ 的高ꎬ 原因是 ꎮ
(３) [Ｃｕ(ＣＯ)(ＮＨ３) ３]

＋中存在的化学键有 (填标号)ꎮ
Ａ 离子键　 　 Ｂ 共价键　 　 Ｃ 氢键　 　 Ｄ π 键

(４) 形成[Ｃｕ(ＣＯ)(ＮＨ３) ３]
＋后 ＮＨ３中 Ｈ—Ｎ—Ｈ 的键角变大ꎬ

原因是 ꎮ
(５) 铜的一种高温氧化物超导体的晶胞结构如图所示ꎮ

① Ｃｕ 的配位数为 ꎮ
② 该化合物的化学式为 ꎮ

１５ (１０ 分) β－蒽醌磺酸(Ｈ)是制取多种染料中间体的基本原料ꎮ 一种合成 β－蒽醌磺酸的

路线如图所示ꎮ 回答下列问题:

已知: ① 　 　 ② DDQ 　 　 ③ ＲＣＯＯＨ
ＳＯＣｌ２→ ＲＣＯＣｌ

(１) Ｂ 中所含官能团的名称是 ꎮ
(２) Ｃ→Ｄ 的反应类型是 ꎮ
(３) 写出 Ｃ 的结构简式 ꎮ
(４) 写出 Ｆ→Ｇ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ꎮ
(５) 芳香族化合物 Ｙ 是 Ｂ 的同分异构体ꎬ 写出一种符合下列条件的 Ｙ 的结构简式:

ꎮ
① １ ｍｏｌ Ｙ 能消耗 １ ｍｏｌ ＮａＯＨꎻ 　 　 ② Ｙ 能与 ＦｅＣｌ３溶液发生显色反应ꎻ
③ 苯环上有两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ꎮ

(６) 将制备
COOH

COOH
路线中虚线框内的物质补充完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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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 ２０２１ 届高三毕业班第三次教学质量检测

化学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评分说明:

　 　 １、 考生若写出其它正确答案ꎬ 可参照评分标准给分ꎮ

　 　 ２、 化学方程式或离子方程式未能正确配平、 未正确标注反应条件、 “↑”、 “↓” 等扣

１ 分ꎮ

一、 选择题: 本题共 １０ 小题ꎬ 每小题 ４ 分ꎬ 共 ４０ 分ꎮ 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ꎬ 只有一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ꎮ

　 　 １ Ｂ　 ２ Ａ　 ３ Ｂ　 ４ Ａ　 ５ Ｂ　 ６ Ｃ　 ７ Ｃ　 ８ Ｃ　 ９ Ｄ　 １０ Ｃ

二、 非选择题: 本题共 ５ 小题ꎬ 共 ６０ 分ꎮ

１１ (１３ 分)

(１) ＡｌＯ－
２ (１ 分)

(２) ＨＣｌ 会被氧化生成 Ｃｌ２ꎬ 污染环境 (２ 分)

(３) Ｃｏ３Ｏ４＋Ｈ２Ｏ２＋６Ｈ
＋ ３Ｃｏ２＋＋Ｏ２↑＋４Ｈ２Ｏ (２ 分)

(４) ５ ５ (２ 分)

(５) 蒸发结晶　 　 趁热过滤 (每空 １ 分)

(６) ７ ５ (２ 分)

(７) ＣｏＣＯ３＋Ａｌ２Ｏ３
灼烧
 Ｃｏ(ＡｌＯ２) ２＋ＣＯ２↑ (２ 分)

１２ (１４ 分)

(１) 饱和 ＮａＨＣＯ３溶液 球形干燥管 (各 １ 分)

(２) 若浓氨水滴速太快会导致溶液碱性太强ꎬ 可能产生 Ｌａ(ＯＨ)ＣＯ３ 等杂质 (２ 分)

(３) ２ＬａＣｌ３＋６ＮＨ３＋３ＣＯ２＋(ｘ＋３)Ｈ２Ｏ＝Ｌａ２(ＣＯ３) ３ｘＨ２Ｏ↓＋６ＮＨ４Ｃｌ (２ 分)

(４) 取少量产品于试管中ꎬ 加入稀 ＨＮＯ３溶解固体至溶液呈酸性ꎬ 再滴加少量 ＡｇＮＯ３溶

液ꎬ 若出现白色沉淀ꎬ 说明有 Ｃｌ－存在ꎬ 反之则无 (２ 分)

(５) 将装置中的 ＣＯ２气体全部排入装置 Ｃ 中ꎬ 使其被充分吸收ꎬ 减少实验误差 (２ 分)

(
ｍ２－ｍ１

３２６
×２) ∶

ｍ３

４４
(２ 分)

(６) ６１ ２％ (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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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３ 分)

(１) > (１ 分) 　 　 ０ ２５ (１ 分)

(２) Ｐ ３>Ｐ ２>Ｐ １ (１ 分)

正反应气体体积增大ꎬ 其他条件不变ꎬ 压强增大ꎬ 平衡逆向移动ꎬ Ｈ２Ｓ 转化率减小

(２ 分)

(３) １
２
ΔＨ１－

１
２
ΔＨ２＋ΔＨ３ (２ 分)

(４) Ｃ Ｄ (２ 分)

(５) １
１６

(２ 分)

(６) ４Ｈ２Ｏ＋Ｈ２Ｓ－８ｅ
－ ＝ＳＯ２－

４ ＋１０Ｈ＋ (２ 分)

１４ (１０ 分)

(１)
H

H

H HN (１ 分) ＣＨ４ (１ 分)

(２) Ｃｕ 的原子半径较小且价电子数较多ꎬ 金属键较强 (２ 分)

(３) Ｂ　 Ｄ (２ 分)

(４) 形成配离子后ꎬ 配位键与 ＮＨ３ 中 Ｎ－Ｈ 键之间的排斥力小于原孤电子对与 ＮＨ３ 中

Ｎ－Ｈ键之间的排斥力 (２ 分)

(５) ６ (１ 分) 　 　 Ｌａ２ＣｕＯ４ (１ 分)

１５ (１０ 分)

(１) 碳碳双键、 醛基 (２ 分)

(２) 氧化反应 (１ 分)

(３)
CHO

CHO
(１ 分)

(４)
COCl

COCl

O

O

!"# ＋２ＨＣｌ (２ 分)

(５) HO CH  CH  OH2 2 HO CHCH3

OH
、

HO OCH  CH2 3 HO CH  OCH2 3、 (任写一种ꎬ ２ 分)

(６) Ｂｒ２ 　 　 (各 １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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