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基础知识识记型：此类题主要考查钠、镁、铝、

铁、铜等金属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制备、用途、保

存方法等需要记忆的知识。

侧t下列有关物质性质的应用表述不正确的

是( )。

A．Al：O。的熔点很高，可用于制造耐火材料

B．常用电解法冶炼钠、镁、铝等活泼金属

c．常温下浓硝酸能使铁表面被钝化，故可用铁

质容器贮运浓硝酸

D．一般情况下，合金的硬度低于其成分金属

Q雠材料竺妥鬈嘉拦端黧巽喜
炼，如钠、镁、铝，B项正确；常温下铁的表面易被浓硝

酸钝化，形成致密的氧化膜，这层氧化膜可阻止酸与

内层金属继续反应，C项正确；一般情况下，合金的硬

度大于其成分金属，熔点低于其成分金属，D项错

误。本题选D。

方法点拨：此类知识属于识记型，可以采用口诀

记忆、形象记忆、类比记忆等方法来记忆。如钠与水

反应的现象可归纳为：钠钠软，钠钠白；放到水里游

得快；滴入酚酞变红色。再如氯气与铁、铜反应的现

象可归纳为：氯气

黄，氯气坏(即有

毒)，铁、铜遇它高

价态；棕红、棕黄要

分开；烧碱吸收防

毒害。

一2．计算型：此类

题往往注重多个反

应的综合，考查质

量守恒、得失电子

守恒、元素及其化

合物的特性等，技

巧性强，变化多端，

值得重视。

倒2向一定量

的Fe、FeO和Fe2 03

的混合物中加入

120 mL 4 mol·I。一1

的稀硝酸，恰好使}昆

合物完全溶解，放

出1．344 L NO(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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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翌反应挲萋筹善箬然囊凳袭i篙
此涉及氧化还原反应中氧化剂、还原剂得失电子及反

应前后化合价变化等问题时，可考虑用电子守恒法解

答。在某些复杂多步的化学反应中，某些元素的质量

或浓度等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涉及多步复杂的化学过

程的问题时，可考虑用元素守恒法解答。在一个具体

的化学反应中，由于反应前后质量不变，因此涉及与

质量有关的问题时，可考虑用质量守恒法解答。

‘i也●j乜r；z 一 域l—簟瞄薯汹淞
某化学兴趣小组对一块部分被氧化的口g铁铜

合金(氧化产物为CuO、Fe：O。)进行实验，过程如图

3所示，其中滤液A中无Cu抖，下列说法正确的

是( )。

滤tt渣．A足6．量4 g氧水r滤渣B查塑1．6 g固体⋯警[：薹：一1‘6 8啡

A．向滤液A中滴加KSCN溶液，滤液呈红色

B．V一448

C．样品中CuO的质量为8．0 g

D．口>7．52

参考答案与提示：D提示：解答本题，利用排除

法最简洁。将合金样品溶于足量的稀盐酸时，滤渣A

全部是铜，则溶液中不可能含有Fe什，可以判断A项

错误；经过程分析可知1．6 g固体为Fe：O。，假设其中

的铁元素全部来源于样品中的铁，则标准状况下生成

氢气448 mL，与原假设“部分被氧化”矛盾，B项错

误；同理，如样品中CuO的质量为8．0 g，则6．4 g滤

渣铜全部来源于样品中的CuO，与原假设“部分被氧

化”矛盾，C项错误；将滤渣铜元素、1．6 g固体中铁元

素的质量相加，即可得铁、铜元素的总质量为7．52 g，

由于两种物质已部分被氧化，所以，样品的质量应大

于7．52 g，D项正确。

编者注：例题选自2014年某地区的期末测试卷，

本题的计算量不大，但正确率不高，且同学们对于气

体体积的计算更是一头雾水。网络上有本题的答案，

但提供的答案不是错误就是只有结论，更有甚者，某

辅导书上竟然说本题无数值无法计算。本题解析立

足于用具体的解题过程、详尽的步骤，已达到以正视

听的目的，同时也给同学们建立起化学计算守恒的思

想，提醒大家在以后的学习中应更好地运用这些思

想。“感悟与提高”除能考查守恒法外，还侧面考查了

极限法、淘汰法等常用计算方法，是一道难得的辅助

练习题。

(责任编辑王琼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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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菜农在种植蔬菜时，大量使用化肥和其他有机肥，特别是为防治病虫害，经常施用各种农药，有时甚至在采摘的

前一两天还往蔬菜上喷洒农药。

《c噩属及其化^石物澎热点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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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状况下)。往所得溶液中加入KSCN溶液，无红

色出现。若用足量的氢气在加热条件下还原相同

质量的混合物，能得到铁的物质的量为( )。

A．0．21 tool B．0．24 tool

C．0．16 mol D．0．14 tool

鳓气还嚣蓦簇鬻嚣
Fe(NO。)。所含的铁元素质量相等。依题意可知生

成的溶质为Fe(NO。)：，则铁元素的物质的量为溶液

中NOr的一半，生成的溶液中NOa的物质的量为

o．12012 L×4 mol·L-1一未兰扣_0．42 mol，

则混合物中共含铁0．21 mol。本题选A。

方法点拨：质量守恒定律是解答化学计算问题的

一条非常重要的定律，在化学定量分析过程中，如溶液

的稀释、物质的组成成分判断等，如能利用好这一定

律，寻找突破思路，定能快速准确地解答试题。

例芎 某硫酸镁和硫酸铝的混合溶液中，

c(M92十)一2 tool·L一1，c(so{一)一6．5 mol·L一1。

若将200 mL此混合溶液中的M92+和Al”分离，至

少应加入1．6 tool·L-1的NaOH溶液的体积

是( )。

A．0．5 L B．1．625 L C．1．8 L D．2 L

幽蝉m毒髯聂喜兰纂墨怒
的体积。有2c(Mg抖)+3c(A13+)=2c(SO：一)，故

f(A13+)一(2×6．5 tool·L_1—2×2 tool·I，_1)÷

3=3 tool·L_。。当加入的NaOH溶液恰好将

M92十与A13．分离时，NaOH转化为Na。SO。和

NaA·o。，则VcNaoH，一垒坚兰譬暮熹掣一
2×6．5 tool·L一1×0．2 L+3 tool·L一1×0．2 L

1．6 mol·L一1

2 L。本题选D。

方法点拨：电荷守恒即溶液中阳离子所带正电

荷总数等于阴离子所带负电荷总数，也就是说阳离

子的物质的量(或浓度)与其所带电荷数乘积的代数

和等于阴离子的物质的量(或浓度)与其所带电荷数

乘积的代数和。常见的电荷守恒还有以下几种情

况：①化合物化学式中存在的电中性原则(正、负化

合价代数和为零)；②离子反应中的电荷守恒(反应

中各物质的正、负电荷数相等)；③电解质溶液中存

在的电荷守恒(阴、阳离子所带的电荷数相等)。

侧霉 将1．08 g FeO完全溶解在100 mL

1．00 mol·L。的硫酸中，然后加入25．oo mL

K：Cr：o，溶液，恰好使Fe2+全部转化为Fe”，且

Cr。0；一中的+6价铬全部转化为+3价铬。则

K：Cr：O，的物质的量浓度为( )。

A．0．05 m01：L～1 B．0．10 tool·L一1

C。0．15 tool·L-。D．0．20 tool·L一1

Q盼子守喜票?誓裂鬻篙
中+2价铁失去电子的物质的量与Cr：0；一中+6价

铬得到电-T-的物质的量相等，即磊j砦×
(3—2)一0．025 OO L×C(Cr2 O；一)×(6—3)×2，解得

C(Cr2027一)=0．10 mol·I。～。本题选B。

方法点拨：得失电子守恒即氧化还原反应中，氧

化剂得到的电子总数等于还原剂失去的电子总数。

该守恒常用于氧化还原反应中氧化产物、还原产物

等物质的判断及相关计算。

此外，还有摩尔电子质量法、定组成法、关系式

法、拟定数据法等，同学们可根据具体的题目灵活

运用。

3．框图推断型：本类题的特点是题目设定若干未

知物质的转化关系，借以考查元素单质及其化合物

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综合计算、离子方程式的书

写、电子转移数目的计算等，综合性强，难度较大。

倒写已知A～O分别代表一种物质，它们之间

的转化关系如图1所示(反应条件略去)。A、B、H

分别是元素周期表中1～18号元素组成的单质。B

与冷水缓慢反应，与沸水迅速反应并放出氢气。D

是一种离子化合物，其阴、阳离子的个数比为2：3，

且能与水反应得到两种碱。C为淡黄色固体化合物，

J为常见的无色液体，O能与G的水溶液反应生成蓝

色沉淀。请回答下列问题：

图1

(1)组成B单质的元素名称为 ，化合物D的

化学式为 ，化合物C的一个用途是 ，实验室

制取I的化学方程式为 。

(2)写出I与H在点燃条件下反应生成A和J

的化学方程式： 。

(3)写出D与足量的N反应生成E和F的化学

方程式： 。

≤当学耸象。譬萼喾票羞二藿鼍?三誊景塞兰
反应并放出氢气，我们知道钠能与冷水快速反应，

所以，对新鲜蔬菜最好略存放一下，使残留的有害物质逐渐分解后再吃，对于那些容易衰败的蔬菜，也应多清洗几次

再食用。万方数据



铝与热水不反应(因为铝在空气中其表面易形成

致密的氧化膜，这层氧化膜可以阻止内层铝与水

继续反应)，再根据金属活动性顺序，可知B为金

属镁。D是一种离子化合物，其阴、阳离子的个数

比为2：3，且能与水反应得到两种碱，其结构中

含有镁元素，故是Mg。N：，与水反应生成

NH。·H 2 O和Mg(OH)：两种碱。C为淡黄色固

体，则C是Na。O：。J是H：O，H是O。，G是

NaOH。再根据从1到N的连续氧化，可知I是

NH。，实验室制取NH。时，选用氯化铵和碱石灰

D．人体缺钙会引起骨质疏松，缺铁会引起贫血

2．把一块Fe、A1合金放人足量稀盐酸中，通入足

量Cl：，再加过量NaOH溶液、过滤，把滤渣充分灼

烧，得到的固体残留物恰好与原合金的质量相等，则

合金中Fe、A1的质量之比为( )。

A．1：1 B．3：1 C．1：4 D．7：3

3．各物质之间的转换关系如图2所示，部分生成

物省略。相关信息如下：i．X为红褐色沉淀；ii．A为单

质，B为溶液，D和F为气体；iii．反应②为某化工生

产中的尾气处理方式，产物只有Y和H。O。请回答

作为反应物。N是HNO。，故O是Cu(NO。)：。A 下列问题

一竺：：，，羔aN2 7竺?具妻鼍竺寻 卣]P△广由翼三黑焉：N冀：、羔三H未9NT三a慧P几卿 翻o^TII▲I oII n，¨^h TI T i。n点燮 cI T n 丁 “ 丁 翩麟㈣“¨”I l-儿2u 、。7引¨13’uu2 “Ⅵl u112u
反应②fNaOH

(3)M93 N2+8HN03—3Mg(N03)2+ 南 懑
2NH

4 N03
图2

方法点拨：化学反应中的实验现象、物质的特殊 (1)写出B物质的化学式： 。

中
颜色等都是无机推断题的常见“突破口”，常见的主

(2)写出反应②的化学方程式： 。

学

要有：①焰色反应(物理变化)。如钠、钾元素火焰的(3)28 g单质A与一定浓度的B溶液反应，当生
生

颜色分勇1呈黄色、浅紫色(透过蓝色钴玻璃观察)。 成的C,E的物质的量之比为2：3时，转移 m01

败

②反应时生成沉淀。a·生成红褐色沉淀，即FeCl。+ 电子。

理
丫匕

3NaOH——Fe(OH)。++3NaCl；b·生成蓝色沉淀， 参考答案与提示：1．C 提示：生铁中含有碳等杂
即CuSOt+2NaOH——Cu(OH)z++NazSOt 5 质，容易形成电化学腐蚀，加速铁的腐蚀速率，A项正 赢
c·生成两种不溶于稀硝酸的白色沉淀，即AgNO。+ 确；青铜是铜、锡、铅等形成的合金，不锈钢是铁、铬、锰
HCl——AgCl++HNO。，BaCIz+H zSOa—— 等形成的合金，硬铝是铝、铜、镁、锰等形成的合金，B

使
BaSOn++2HCl；d·使石灰水变浑浊，置FCa(OH)：+ 项正确；钙是形成人体骨骼的重要元素，铁是合成血红

用
。u2 。6。u3 V～Ⅵ“。划儿卅“。“1凡~”“。“ 蛋白的重要兀素，D项正确。 2．D提尔：终态为固
消失。a．向含有A1”的盐溶液中滴入强碱溶液；b·向 体残留物Fe。O。，且与始态Fe、AI合金的质量相等。

含有AlOe-的盐溶液中滴入强尊溶液。④具有唯一 所以，合金中Fe、AI的质量之比等于Fe：O。中Fe、O
性的现象。a．在一定条件下能漂白有色物质的淡黄 的质量之比，即m(Fe)：m(A1)一112：48—7：3。

色固体是Na2 02；b．遏SCN一显红色的是Fe”，遇 3．(1)HNO。 (2)NO+NO。+2NaOH——2NaNO。+

OH一立即生成红褐色沉淀的是Fe”；c．可溶于H。O (3)1．2 提示：解答此题时，最明显的“突破口”

NaOH溶液的白色胶状物质是AI(OH)。，可溶于 为X为红褐色沉淀，是氢氧化铁。根据A为单质，B
NaOH溶液的金属氧化物是A12 Oa。@FeCIs溶液在 为溶液，D和F为气体和所给物质的转化关系，可知A

实验中的变色现象。a．向FeCI。溶液中滴加几滴、 为Fe，B为HNO。。稀硝酸和少量铁反应生成

KSCN溶液，溶液呈红色．b．将饱和FeCl。溶液滴入沸 Fe(NO。)。和NO，浓硝酸和过量铁反应生成Fe(NO。)。

水中，生成红褐色的Fe(OH)s胶体。 和NO。，可知反应②的化学方程式为NO+NO：+

由拓一j-譬,v卷 2NaOH一2NaN02+H20。28 g铁的物质的量为I■■■醐■k o．5 mol，其生成铁盐和亚铁盐的物质的量之比为2：
l·下列有关说法不正确的是( )。 3，也就是生成0．2 m01 Fe(NO。)。、0．3 m01 Fe(NO。)：，

A·纯铁比生铁抗腐蚀性强 失去电子的物质的量为o．2 m01X 3+0．3 m01×2一

B·青铜、不锈钢、硬铝都是合金
1．2 m01。

C·铝在空气中耐腐蚀，所以铝是不活泼金属
(责任编辑 王琼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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