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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中的铁及其化合物知识点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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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铁是《考试说明》中列举的一种常见金属元素，铁及其化合物

知识也是每年的必考内容，在近年的高考中出现频率较高，因此

在复习中需要引起重视。

高中化学教材中有关铁及其化合物的知识出现在必修l的

第三章《金属及其化合物》第二节《几种重要的金属化合物》中，教

材简单地介绍了单质铁的存在形式、铁的氧化物、铁的氢氧化物

以及铁盐和亚铁盐的相关性质。笔者将高考中与铁相关的考点总结

如下。

一、铁原子

铁为26号元素，相对原子质量为55．85，位于元素周期表第

四周期第Ⅷ族，铁原子的基态电子排布式为1s22s22p63s23pBd64s。，

电子排布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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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原子容易失去电子具有金属性，铁的常见价态有0，+2，+3，+6。

二、铁单质

铁单质能被磁铁吸引，块状的铁有银白色金属光泽，粉末状

的铁为灰黑色，熔点为1538'：E，沸点2862。C。具有导电、导热、延展

性等金属通性。自然界中，游离态的铁只能在陨石中找到．地壳中

分布的铁都是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的。铁有较强的还原性．能发

生如下的化学反应：

4Fe+30：=2Fe：O，(在空气被缓慢氧化)

3Fe+20：丝Fe，O。(在氧气中燃烧)
2Fe+3C12皇竺2FeCl3

Fe+S尘Fes

3Fe“H20(g)=兰Fe304+4H2

三、铁的氧化物

名称 氧化亚铁 氧化铁 四氧化三铁

化学式 FeO Fe203 Fe30。

铁红 磁性氧化铁
俗名 黑铁氧

(赤铁矿的主要成分) (磁铁矿)

外观 黑色粉末 红棕色粉末 有磁性的黑色晶体

溶解性 都不溶于水

类别 碱性氧化物 暂不讨论

Fe304+8H'-2Fe3++
与酸反应 FeO+2H+=Fe～H．0 Fe203+6H+=2Fe。+3H20

Fe2++4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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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铁的氢氧化物

名称 氢氧化亚铁 氢氧化铁

化学式 Fe(OH)2 Fe(OH)3

色态 白色固体 红褐色固体

溶解性 难溶 难溶

不稳定，易被空气中的 加热易分解
稳定性

氧气氧化 2Fe(OH)3=垒Fe203+3H!O

4Fe(OH)2+2H20+02：
与02反应

4Fe(OH)3

Fe(OH)2+2H+=Fe2++
与非氧化性酸反应 Fe(OH)3+3H+=Fe“+3H20

2H如

制备(可溶性盐与

NaOH溶液反应)
Fe2"+20H-=Fd(OH)2』 FeU+30H一=Fe(OH)3 i

五、Fe2+和Fe舢的检验和转化

Fe斗 Fb“

溶液颜色 黄色 浅绿色

与碱反应 Fe(OH)1 Fe(OH)2

(1)观察溶液的颜色
(1)观察溶液的颜色

(2)加OH‘，规察沉淀颜
(2)加OH一，观察沉淀颜色

色变化
(3)加KSCN后再加氯水

(3)加KSCN，溶液变为
(4)加b[Fe(CN)。](铁氰化钾，

检验 黄色)溶液，生成带有特征蓝色
血红色

(4)遇苯酚溶液显紫色
的铁氰化亚铁沉淀(又名滕士蓝．

6C6H50H+Fe“=
为配合物)

3Fe2++2[Fe(CN)6]3-=Fe3[Fe
地[Fe(c6I{50)6]+3H+

(CN)。]：』

Fe“和Fe“之间转化的方程式：

三价变二价只需要加还原剂，如：

Fe+2Fek3Fe2+

2Fe％Cu=2Fe“+Cu“(印刷铜质线路板)

2FeU+2I'=12+2Fe“

2Fe“+S2‘=S+2Fe“

二价变三价要加氧化剂：如：

2Fe％CIz=2FeU+2CI一

2Fp+H202+2H+=2Fea*+H20

5Fe2++Mn旺+8H+-5Fe～Mn2+“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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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酶的高效性》一节的教学设计改进
高瑜

(山东省滨州市第一中学)

合理的实验设计能够使得实验成功且现象明显，进而得出正

确的实验结论，达到《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中有关“发

展科学探究能力”的目标。根据教材编排，采用观察试管中过氧化

氢酶催化过氧化氢的分解反应，并以三氯化铁溶液催化过氧化氢

的分解反应为对照，探究酶催化作用的高效性。正确进行操作，其

实验现象较为直接明显；若稍作改进，能从量变的角度直观看到

两组实验的气体体积在相同的时间内变化的量的多少，整个实验

过程操作更从容有序，简易，实验现象更清晰、明显，并注重学生

动手能力及创新思维的培养。

一、课前准备

慧‘譬惫镌§ 鼍

图l 图二

二、教学设计思路

1．引入：利用加酶洗衣粉和普通洗衣粉在洗衣效果上的区别

引入本节课一酶的高效性。
2．合作探究：给学生5分钟的时间小组内讨论解决导学案上

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根据实验原理结合实际选择实验材料并且

设计出实验具体操作程序。

3．创新实验，自主探究：

(1)按照给定的实验材料完成取材的操作(如图3，在2支

20 mL的注射器中分别注入5 mL的过氧化氢并标号A和B；图4

(在5 mL的注射器中注入0．2 mL的20％的新鲜肝脏研磨液并标

号B’；图5(在5 mI。的注射器中注入0．2 mL的3．5％的氯化铁溶

液并标号A’)

(2)进行实验：将A与A’进行混合，同时将B与B’进行混

合，观察两试管在30秒内注射器活塞移动的距离并进行记录。

簌?『：It、雾丞
图3 图4 图5

4．参考实验分析，观察实验结果，得出结论：

组内分工合作，计量好给定时间内两组注射器刻度变化的幅

度完成下表从而得出实验结论。

加入的物质 第一次体积 第二次体积 第三次体积 平均值

实验次数 变化量(mL) 变化量(mL) 变化量(mL) (mL)

A：3．5％氯化铁

B：20％新鲜肝

脏研磨液

并通过上表中的数据在学案上绘制出以时间为横坐标，体积

变化为纵坐标的A，B两试管的柱状图。这样可以让学生学会统计

数据并能学会利用数据对实验结果进行直观的分析，从而得出了

酶具有高效性的实验结论，提升了学生分析实验的能力以及养成

严谨的科学实验的态度。

5．交流反馈，继续探究：

如果两注射器放置一段时间后最终会出现什么结果?并能得

出怎样的结论?(让学生进行二次讨论)

·编辑谢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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