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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化学选择题热点题型及解法
一山东

选择题属于高考基本题型，考查内容主要以元

素及其化合物知识为载体，侧重基础知识和基本能

力的综合考查。其主要题型有以下几种。

一．定性分析型

以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物质的性质、实验等为

素材，考查考生能否准确地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和基

本技能以及教材中已揭示的基本规律和法则来分析

和解决化学问题。常用的解题方法为筛选法。

侧， 下列化学反应的离子方程式正确的

是( )。

A．氧化亚铁加入稀硝酸中：Feo+2H一一
Fe2++H，O

B．铝片加入烧碱溶液中：2A1+20H一+2H20

一2A10i+3H 2十

c．碳酸氢铵溶液和足量氢氧化钠溶液混合：

HCOf+OH—CO；一+H：O
D．硅酸钠溶液和稀硫酸混合：Na2siOa+2H一

一H2Si03++2Na’
解析：稀硝酸具有强氧化性，与Feo反应时生成

Fe”而不是Fe什，A错误；NH4HC03与足量NaOH

溶液反应时除生成cO；一外，还生成NH。·HzO，c

错误；Na：Si0。易溶于水且完全电离，与酸反应时应

写成SiO；一的形式，D错误。

答案：B

=．定量分析型

定量分析类选择题是指通过对已知数据进行计算

和分析推理得到答案的一类选择题．常被称为计算型选

择题。其主要特点为：题目中存在一系列数据，解题时

须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突出一定的

方法和技巧，如守恒法、关系式法、差量法等。

倒2将一定量Fe和Fe：O。的混合物放人

250 mL 2 m01·L1的硝酸溶液中，反应完全后无固

体剩余，生成2．24 L NO气体(标准状况)，再向反应

后的溶液中加入1 m01．L1的NaOH溶液，要使铁

元素全部沉淀下来，所加NaOH溶液的体积最少

是( )。

A．500 mL B．400 mL

C．450 mL D．无法确定

解析：当铁元素全部沉淀下来时，Na元素的存

在形式为NaNO。，根据N元素守恒即可求出

n(Na+)一月(NaNOi)=0．25 I。×2 mol·L叫一

孙方

i_毒与墨!—!二1=T—o．4 mol，y(NaoH)
22．4 L·moI

1⋯⋯⋯⋯⋯⋯

一0．4 L=400 mL。

答案：B

0．4mol

l mol·I，

三，正误男螽型

正误判断类选择题的每个选项通常是给出一个

论点或一个概念或一条规律，要求判断正误、分辨是

非，由此来检查考生对知识点的记忆及理解程度。

答题时，当遇到一些迷惑性较强的选项时，直接运用

有关概念及规律往往难以判断，可借助已掌握的一

些知识特例或列举反面特例进行反驳，逐一排除干

扰选项。

侧了化学与生活息息相关，下列说法不正确

的是( )。

A．用食醋可除去热水壶内壁的水垢

B．淀粉、油脂和蛋白质都是高分子化合物

c．自行车钢架生锈主要是电化学腐蚀所致

D．新型复合材料使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轻

巧、实用和新潮

解析：选项A，热水壶内壁的水垢主要成分是碳

酸钙等，可用食醋中的醋酸溶解除去。选项B，油脂

不是高分子化合物。选项C，生活中钢铁的锈蚀以电

化学腐蚀为主，自行车钢架也不例外。选项D，新型

复合材料具有强大的功能、绚丽的色彩等优点，在生

活中得到广泛应用。

答案：B

四．圈像囝表型

图像腰和表格题，统称为图表题。它是指以图

像、图形和表格为试题的信息来源，以化学中的基本

概念、基本理论、元素化合物和化学实验等知识为载

体，精心设计问题的一种信息处理和分析题。主要

考查考生对图像的识别与分析能力，数据读取、分析

与处理能力，运用数学工具能力，以及灵活运用一些

重要化学概念、规律与原理解决简单问题的能力。

(1)解答坐标图像类问题的方法：首先，看清横

坐标、纵坐标，即弄清楚自变量和因变量各代表什么

样的物理量#其次，分析图像中的特殊点，包括起点、

拐点和终点；最后，识别图像中的线，并根据化学知

识分析“概念一图像一数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因

此，具体步骤可以概括为“一明标”，“二析点”，“三识

线”。

(2)数据表格题的解题方法：①将表格信息(实

国际乒联决定致“小球”为“大球”后．由于“大球”的转动惯量比“小球”的转动惯量大，所以，球的旋转没有以前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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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口+6>f+d T，>丁2 Q>0

B．n+6>f+d 丁。<n Q<O

C．Ⅱ+6<f+d Tl>T2 Q>O

D．n+6>f+d T。>丁2 Q<O

解析：据甲图可知，n>T．，温度越高平衡时生

成物浓度越小，说明升高温度平衡向逆反应方向移

动，则正反应为放热反应，Q<0；据乙图，增大压强时

正反应速率变化大，则加压时平衡向正反应方向移

动，正反应为气体体积减小的反应，即口+6>c+d。

答案：B

倒写根据下表信息，判断下列说法正确的

是( )。

部分短周期元素的原子半径及主要化台价

元素 A B C D

原子半径(nm) O．130 0．118 O．090 O．102

主要化合价 +2 +3 +2 +6．一2

元素 E F G H

原子半径(nm) O．073 0．154 0．037 O．099

主要化合价 一2 +1 +1 +7。一1

A E的最高价氧化物的水化物的酸性比D的最

高价氧化物的水化物的酸性强

B．H的最高价氧化物的水化物是酸性最强的无

机含氧酸

c．G是密度最小的金属

D．F与E形成的化合物的化学式只有F。E

解析：根据各元素的化合价可推知：A、c是ⅡA

族元素，D、E是ⅥA族元素，F、G是IA族元素，H

是ⅦA族元素，B是ⅢA族元素，再根据同一主族和

同一周期原子半径的递变性规律可确定A、B、c、D、

E、F、G、H分别是Mg、A1、Be、s、0、Na、H、c1。氧元

素不存在氧化物的水化物，故A项不正确；已知高氯

酸是酸性最强的无机含氧酸，故B项正确；G为氢元

素，不是锂元素，故C项不正确；钠与氧还可以形成

过氧化钠(Na：0：)，故D项不正确。

答案：B

五、组合比较型

组合比较型选择题是高考化学选择题中一种常见

题型，是指在题干下面有多个选项内容，而每个供选答

案中一般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选项内容的选择题。它

的特点是四个选项答案中由多个小选项组合而成，涉及

的内容广、知识容量大，既考查了考生对知识的掌握程

度，又适当降低了难度，从而较好地扩展了选择题的考

查功能。对于组合型选择题，不一定对每一项都全部分

析，只要抓住关键的几项即可选出。

侧6下列变化的实质相似的是( )。

①浓硫酸和浓盐酸在空气中敞口放置时浓度均

减小

②二氧化硫和氯气均能使品红溶液褪色

③二氧化硫能使品红溶液、溴水褪色

④氨气和碘化氢气体均不能用浓硫酸干燥

⑤常温下浓硫酸用铁质容器存放，加热条件下

浓硫酸能与木炭反应

⑥浓硫酸能在白纸上写字，氢氟酸能在玻璃上

刻字

A．②③④ B．⑤ c．③④⑥ D．全部

解析：①浓硫酸的吸水性和浓盐酸的挥发性；

②二氧化硫的化合漂白和HClO的氧化漂白；③二

氧化硫使品红褪色是发生了漂白作用，而使溴水褪

色是发生了氧化还原反应S02+Br2十2HzO—
H。sO。+2HBr；④两者都能和浓硫酸反应，但是HI

与浓硫酸发生了氧化还原反应H。so。(浓)+2HI

—I。+so：十+2H。O；⑤两者都体现了浓硫酸的强
氧化性(包括金属的钝化)；⑥前者是浓硫酸的脱水

性，后者是氢氟酸的腐蚀性：4HF+Sioz—SiF．十
+2H20。

答案：B

六．信息应用型

信息应用题又称为新情境题，其形式是根据题

中所给的新信息、新知识，使考生经过短时间的临场

阅读和一系列的思维活动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思维

活动中要较多地运用到比较思维、整体思维、归纳演

绎思维、迁移思维、辩证思维等多种思维方法，有时

还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解决某一问题。

这类题目的解题步骤一般为：阅读(接受信息)

一分析(筛选信息)一搭桥(新、旧知识联系)一类比、

推理一问题解决。

足球运动员射门和排球运动员发率时，为了造成对方球员接球的难度．都会适当地培球一力矩的作用，使球产生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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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化学选撵题命题规律例析
■江西 李高盛

高考化学选择题部分是考生必须熟练把握的得

分题，尽管高考化学选择题的问题设计千变万化，但

都不会脱离中学化学的核心内容。即便是一些带有

新情境色彩的试题，考查内容的落脚点仍为化学的

基础知识。

一、化学实验基础知识的考查

命题规律：该类试题常常涉及常见仪器的使用、

试剂的存放、物质的分离提纯、气体的制备与净化、

化学反应的现象与推断结论等。

侧，下列选项中，有关实验操作、现象和结论

都正确的是( )。

选项 实验操作 现象 结论

将过量的CO：通
无白色

生成的ca(Hc(^)2
A 沉淀出

人CaCk溶液中 可溶于水
现

常温下将Al片插 无明显 Al片和浓硫酸不
B

入浓硫酸中 现象 反应

用玻璃棒蘸取浓
试纸变

浓氨水呈碱性C 氨水点到红色石
蓝色

蕊试纸上

将soz通人溴水 溶液褪
D SO。具有漂白性

侧7科学家最近研究出一种环保、安全的储氢

方法，其原理可表示为：

NaHc03+H2筹Hc00Na+H20
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A．储氢、释氢过程均无能量变化

B．NaHc0。、Hc00Na均含有离子键和共价键

c．储氢过程中，NaHco。被氧化

D．释氢过程中，每消耗0．1 mol H：O放出

2．24 L的H2

解析：储氢与释氢过程为化学变化，一定存在旧

化学键的断裂(该过程吸收热量)与新化学键的形成

解析：从反应原理上分析，A、B、D选项结论均错

误，只有C选项正确。

答案：C

特别提醒：①仪器使用问题中，重点把握酸式滴

定管、碱式滴定管、胶头滴管、容量瓶、坩埚、蒸发皿

等常见仪器的使用及注意事项；②特殊化学试剂的

存放，如液溴、活泼金属钠等存放，试剂瓶的合理选

取，如硝酸需要放置于棕色试剂瓶中，盛放NazC0s

的试剂瓶不能使用玻璃塞等；③典型物质的性质特

点与相关反应的现象分析，如氯水与蓝色石蕊试纸

相遇的现象，Cl：、sO：分别通人石蕊指示剂中的现象

不同之处与原因分析。

二．元素化合物知识与反应原理．化学计算等

多知识点融合考查

命题规律：该类试题一般以高考大纲要求的一

些重点元素化合物知识为载体(如C1、S、N、c、Na、

Al、Fe、Cu等)，考查化学中的基本规律，注意化学规

律中有共性、个性和特性的情况出现。

1纠2已知酸性高锰酸钾溶液可以将FesO；

氧化，方程式为2KMn0。+10Fes0；+8H。S0。一
K2S0。+2Mns0。+5Fe2(SO。)3+8H20。现将一定

量的硫酸酸化的高锰酸钾溶液与硫酸亚铁溶液混

(该过程放出热量)，A项错；NaHc03中Na+与

HcO。间为离子键，HCO。内碳、氧原子间，氧、氢原

子间为共价键，Hc00Na中HcOO一与Na+间存在

离子键，HCOO内碳、氧原子间，碳、氢原子间为共

价键，B项正确；储氢过程中，NaHcO。中碳元素化合

价由+4价降低到+2价，NaHcO。被还原，c项错；

释氢过程中，每消耗0．1 m01 H：0放出0．1 mol H2，

因不知反应所处环境的温度、压强，不能确定

o．1 m01 H2的体积，D项错。

答案：B

(责任编辑谢启刚)

铁饼选手在投掷的一瞬间．也要给铁饼一力矩的作用，使铁饼在空中加速旋转．从而提高比赛成绩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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