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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常用解法

■湖北 罗功举

选择题是化学试题构成的常见题型，在历年高

考中约占化学总分的45％，由此可见，选择题在高考

考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何做好选择题呢?除要

求掌握扎实的化学基础知识外，还要求有一定的思

辨能力和解题技巧。下面谈谈选择题解答的一些常

用方法，供参考。

一、排除法

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在正确理解题意的基础

上，通过寻找不合理或不符合题目要求的因素，逐一

剔除．也可验证余下内容是否正确，直至最后获得正

确的结论或符合题意的选项。该法主要适合于解答

概念、性质应用、组合型选择题等。

侧，下列物质的分类正确的一组是( )。

A B C D

电解质 NHt N82C03 NHtNOs Fe(OH)，

混合物 漂白粉 明矾 水玻璃 冰水混合物

酸性氧化物 C02 N02 Sl(X CO

酸 HClo CH，C00H H2S103 HN03

分析：本题属于概念和物质分类知识的考查。

NH。属于非电解质，则A项错误；明矾、冰水混合物

属于纯净物，则B、D项也不正确；再验证c项中后两

种物质类别，可进一步确定c项正确。答案为c。

评注：分析概念性问题时，要把握其本质特征，

了解一些常见的特例情况及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

如冰水混合物为纯净物、纯碱不属于碱等。

二、类推法

通过对两个或两类不同的对象进行比较，找出

它们的相似点或相同处，然后以此为依据，把其中一

个对象的有关知识或结论推移到另一个对象中去，

获得解题思路。但分析时要注意问题的本质和其间

的差别。此法适合于化学反应方程式书写或组成结

构分析等。

侧2 cac2和znc：、Al。c。、M92c3、Li2c2等

都同属离子型碳化物。请通过对cac：制czHt的反

应进行思考，从中得到必要的启示，判断下列反应产

物正确的是( )。

A．ZnC。水解生成乙烷(Cz H。)

B．Al。C。水解生成丙炔(C。H。)

C．M戥Cs水解生成丙炔(C。H；)

D．I也c：水解生成乙烯(C。H；)

分析：cacz与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Cac。+

2H—OH—Ca(0H)。+c。H：十，该反应类似复分
解反应，微粒间按“头尾结合、中间结合”规律反应得

到产物。将此结论类推到其他离子型碳化物与水反

应中，得到各反应式，Znc。+2H一0H—zn(OH)2
+c2H：十，Al^c3+12H—OH一4Al(OH)3+
3CHa十，M92cs+4H—OH—zMg(OH)2+
c。H。十，L如c：+2H—OH一2LiOH+c。H2十。
答案为C。

评注：对于任意离子型碳化物与水的反应，可以

写出其反应通式：金属碳化物+H。O一金属氢氧
化物+烃，其中OH来源于水的电离，烃中的氢原

子来源于水电离出的H+。

三、实例法

有些选择题给出的条件不很具体，若把握问题

能力不强则容易出错，此时需要抓住题目所提供的

各种特征(如数据、结构、位置等)信息，选择自己熟

悉的实例代入分析，把抽象问题具体化，往往会收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此法适合解答元素推断、反应规

律类问题。

侧了x和Y是短周期元素，二者能形成化合

物x。Y，，若Y的原子序数为”，则x的原子序数不

可能是( )。

A．"一8 B．”一3 C．n—l D．n+5

分析：由化学式xY，可知，x为+3价，Y为一2

价，则可将x。Y。常见形式的化合物及x的原子序数

一一列举出来，如A1203、"+5，N203、”一1，A12s。、

”一3。答案为A。

评注：本题也可以另解。由化学式x2Y。知。x、Y

的原子序数一个为奇数一个为偶数，根据“序、价”规

律可判断答案为A。

四、守恒法

利用物质在变化过程中某一特定的量固定不变

(如质量守恒、电子得失守恒、电荷守恒等)，进行化

学计算或推断的解题方法。该法主要适合于化学计

算、离子浓度大小比较、氧化还原反应分析等题的

解答。

在篮球运动中，运动员在接己方队员传过来的篮球时，鼠手往往要仲前顺着采球的运动方向后移接球。这样做的目

的也是为了延长篮球时手的作用时间，从而减小篮球对手的作用力大小．便于稳稳地接住飞来的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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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重重重重虱 堡堂篁昼堕：室鎏：垫望__一
例犁有一钠块放置于潮湿的空气中。表面已

氧化变质，且仍为白色块状固体。称其质量为25 g。

将其全部投人足量水中发生反应，得到溶液

1 000 mL，并收集到气体2．24 I。(标准状况下的纯净

物)；再取此溶液100 mL，用1 mo卜L。1的盐酸滴定

至中性．用去70 mL，并将滴定过程中产生的气体通

人到足量的澄清石灰水中，得到干燥的沉淀1 g，则

金属钠的氧化率为( )。

A．71_4％ B．81．6％

C．18．4％ D．28．6％

分析：根据题意可知，2．24 L气体是钠与水反应

产生的H。，可得：未被氧化的钠的物质的量n(Na)。

=o．2 mol；又根据“用盐酸滴定至中性”及电荷守恒

知识可知：c(Na+)一c(C1_)，则l 000 mL溶液中钠

的物质的量n(Na)。一1 m01．L-1×O．07 L×10—

0．7 mol，那么，被氧化的钠的物质的量n(Na)。一

0．7 mol—O．2 moI—o．5 mol，故金属钠的氧化率为

篙×100％一71．4％。答案为A。
U．，

评注：本题并不需要完全弄清楚钠的氧化产物

是什么，且25 g、1 g为多余数据。因此，解答计算型

问题时，不必强求所有的数据均要用到。

五、构造法

利用“替代”“假设”“隔离”等思维方式，将直接

解答难以获得思路的问题构造为另一个“等价”“相

当”的较易解决的模型，使问题得以解决。此法适合

于解答化学平衡、有机物结构分析等试题。

侧芎在化合物x：Y和Yz。中，Y的质量百分

比分别约为40％和50％，则在化合物X：YZ。中Y的

质量百分比约为( )。

A．20％ B．25％ C．30％ D．35％

分析：根据题设数据特点，假设在X。Y中Y的

相对原子质量为40，则X的相对原子质量为30；在

YZ：中，Y的相对原子质量若为40，则Z的相对原子

质量就为20。这样。在化合物x：YZ。中，Y的质量

百分比约为丽又可#卷：丽x 100％一25％。答

案为B。

评注：利用特殊数据解题是化学中常用的一种

方法，构造特殊数据需要技巧，也是解题的关键，可

以是组成中的特定量，也可以是图像中对应特殊点

的量等，应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假设。

六、图示法

对于复杂变化过程或模糊性较强的问题，可采

取将其转化为图像、图示、数轴、过程示意图、数学模

型等形式，使问题得到简化，进而迅速解题。此法适

合于溶液组分分析、元素推断、元素化合价升降分

析、发散性问题计算、盖斯定律应用等。

倒b已知胆矾溶于水时溶液温度降低。胆矾

分解的热化学方程式为CuSo{·5Hz0(s)一
CuS()．(s)十5H20(I) △H一+Ql kJ·mol-1。室

温下，若将l moI无水硫酸铜溶解为溶液时放热

Q2 kJ，则Q，与Q2的关系为( )。

A．Q->Qt B．Q．一Q2

C．Q，<Qz D．无法比较

分析：本题考查盖斯定律

的应用。根据题意，胆矾溶于

水时溶液温度降低，则△H一

+Q l‘J-morl。Q>0；1 mol

无水硫酸铜溶解为溶液时放

无竺睥≥
硫酸铜溶液

图l

热，△H—一Q2 kJ·m0111，Q>0；可设计图1所示

的循环路线，则Q—Q。一Qz>0，得Q。>Q。。答案

为A。

评注：设计此类问题的图示时。一是路线要符合

循环、封闭原则。二是热量变化的“+、一”号要正确．

三是要按盖斯定律内容要求书写各量的关系式(如

等式)。

七、方程组法

在混合物计算中，因涉及多个反应或有多个变

量，解题时可设置多个未知数，然后根据题设条件列

多个方程构成方程组，进而求解得出答案。要注意

的是，有的试题中的未知数可以设而不求，一是转换

为具有另外化学意义的量，二是化简约掉。

倒7镁铝合金6．3 g完全溶于稀硝酸，若反

应中硝酸被还原只产生4．48 L(标准状况下)NO气

体，在反应后的溶液中，加入足量l m01．L_1的

NaOH溶液，生成沉淀的质量为( )。

A 8．7 g ＆7．8 g C．16．5 g n 4．0 g

分析：设镁、铝的物质的量分别为z mol、y mol，

则24z+27y一6．3，2z+3y一0．2×3，解得：z一

0．15，，一o．1。加人足量NaOH溶液后，生成的沉淀

只有Mg(0H)2，其质量为O．15 moI×58 g·mol_1

—8．7 g。答案为A。

本题也可以用估算法。镁、铝的相对原子质量

分别为24、27，二者总质量6．3 g的小数位是3，可看

作X7+Y6一Z3的个位数，“x7”与“27”相联系，可假

设铝为2．7 g，则镁为3．6 g(即“Y6—3．6”，与“24”相

联系，相差O．15倍)，这样就将6．3 g迅速分解为镁

和铝的质量，再根据题设即可快速求解。

评注：化学计算中有很多规律技巧，但要总结积

累。如很多试题的已知数据与未知数据问存在着

在比赛场上，有经验的运动员在场地上摔倒时，套顺势翻滚采延长着地的时间，从而减小地面对人体的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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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堂筮昼堕：壅鎏：堡堕么翌雯重重
0．1、o．2或O．5等特定的又可观察发现的倍数关系，

解题时，要充分利用这一特点。

八、替代法

在有机物同分异构体分析中，有些物质具有结

构对称性、组成相似性或基团特殊性等特点，解答这

些问题时，可抓住其特征，运用对称法、变形法、整体

与部分等价法进行思考，从而得出结论。

侧9分子式为c，H：cl。的同分异构体共有

(不考虑立体异构)( )。

A．3种 B．4种 C．5种 D．6种

分析：有的同学在解答此题时，将c。H：cl。看作

C。H。的六氯代物，则陷人书写的困境。其实，

c。HzCls与c。clzHs的同分异构体数是相同的，因

为c。cl。He可看作c。cl。的六氢代物；c。cl。H6还可

看作c。Ha的二氯代物，这样就使问题简化了。

c。H。的二氯代物有4种，则c。H：cl。的同分异构体

也有4种。答案为B。

评注：若有机物分子中氢原子数和卤原子(或其

他特定的原子或基团)数之和为定值，则cH。x。与

cH。X。的同分异构体数相等。解题时，用替代法可

将复杂问题简单化t

九、公式法

化学选择题中常常有一些公式的运用问题，如

涉及物质的量浓度、质量分数、化学反应速率、pH、化

学平衡常数的计算等，对于这类计算，一要注意公式

的适用范围，二要注意公式中各量的意义，三要注意

各量的单位及书写形式，不能出错。

倒9在一个容积固定为2 L的密闭容器内充

人o．18 mol的HI气体，480℃时发生反应2HI(g)

；—兰H。(g)+12(g)，体系中n(HI)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如下表：

￡／min O 2 4 6 8 10

n(HI)／m01 0．180 O．164 0．152 0 144 0 140 0．140

则480℃时，反应丢Hz(g)+÷Iz(g)昌H1(g)
的化学平衡常数为( )。

A．7 B．14 C．21 D．49

分析：480℃时，反应2HI(g)；=±H2(g)+12(g)

的化学平衡常数K，一丛号掣=坠铲
一击，反应吉Hz(g)+专Iz(g)爿HI(g)的化学平衡
常数K。 ．!!旦!!。一上一7。

c专(H2)·c寺(12) K1寺
。 答案为A。

评注：本题易错选D项，错因是只注意了两个反

应式的书写方向相反，未注意两个反应式的化学计

量数存在倍数差异，若先书写出各自反应的化学平

衡常数表达式，再找出二者的关系，则可减少失误。

十、平均值法

此法一般用于确定混合物的组成或成分。当量

的最小值M，与最大值A疋之间存在关系式M，<M

<M2，且已知其中两个量时，则可以确定另一个量，

然后推出对应的物质。常用的平均值有平均相对分

子质量、平均摩尔电子质量等。

侧fD某澄清透明溶液

中只可能含有：①Al”、

②M矿+、③Fe”、④Cu2。、

⑤H+、⑥CO；、⑦NOi中的

几种，向该溶液中逐滴加入

NaOH溶液至过量，生成沉淀

n(Na0H)，mol

圈2

的质量与NaOH的物质的量的关系如图2所示，则

该溶液中一定含有的离子是( )。

A．②⑤⑦ B．②③⑤⑦

c．③⑤⑦ D．④⑤⑦

分析：根据图像可知，加l mol NaOH阶段反映

的是H+与OH的反应，即原溶液中含H+，则无

co；一，必有Nof；加4 mol Na0H溶液以后沉淀未

减少，则原溶液中无Al”；与金属阳离子反应生成沉

淀的0H为3 mol，若只有M酽+时，产生沉淀的质

量为要mol×58 g·morl—87 g；若只有Fe3+时，产

生沉淀的质量为1 mol×107 g·mol_1=107 g；若只
，

有cu”时，产生沉淀的质量为詈mol×98 g·morl
■

一147 g；而实际产生沉淀的质量为100 g，根据平均

值原理可知：原溶液中必有Mg”。Fe”和Cuz+至少

有一种。答案为A。

评注：本题还有很多变化，如无“④Cu””时，答

案为B项；如将图像中的100改为107时，答案为c

项；等等。正确解题的关键是对平均值原理的理解。

除上述一些方法外，还有讨论法、比较法、差量

法、本质法、极限法、关系式法、穷举法(判断同分异

构体数目)等，也是化学选择题解答中常用的方法。

总之，具体实践中要能灵活机动。有的试题可以用多

种方法解答，不能墨守成规。

(责任编辑谢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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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化学选择题针对性测试》

参考答案

1．C 2．B 3．A 4．B 5．B 6．C 7．C 8．D

9．B 10．B 11．A 12．D 13．A 14．C 15．C

16．C 17．B 18．C 19．B 20．B

乒乓球选手拉的弧圈球，都是设击用球拍给乒乓球以摩擦，对乒乓球施一力矩的作用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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