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谈高考化学图像图表选择题的解法

———以２０１７年高考全国理科综合卷(Ⅰ、Ⅱ、Ⅲ)为例

张何林

摘　要:化学图像图表题是近几年高考试题的热点之一,２０１７年高考试题中也有较多出现.本文以全国三套理科综合卷中

的选择题解析为例,归纳试题特点,提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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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图像图表题是指以图像、图形和表格为试题信息的

呈现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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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析

的试题.化学图像图表题是近几年高考试题的热点之一,常
常出现在选择、简答、填空题中.２０１７年高考全国理综卷三

套卷中都有此类试题出现,下面笔者以此为例,总结此类试

题考查的内容和解法.
一、例题分析

２０１７年高考全国理科综合卷三套卷的选择题中均有此

类题出现,分别是Ⅰ卷的１３题、Ⅱ卷的１２题、Ⅲ卷的１３题,
在化学试题中都起到调控试题难度和区分度的重要作用,属
于中偏难的试题.

Ⅰ卷１３题:常温下将 NaOH 溶液添加到己二酸(H２X)
溶液中,混合溶液的pH 与离子浓度变化的关系如图所示.
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Ka２(H２X)的数量级为１０－６

B．曲线 N表示pH 与lg
c(HX－ )
c(H２X)的变化关系

C．NaHX溶液中c(H＋ )＞c(OH－ )
D．当混合溶液呈中性时,c(Na＋ )＞c(HX－ )＞c(X２－ )

＞c(OH－ )＝c(H＋ )
解析:A、B选项主要考查二元弱酸的分步电离知识.由

于己二酸(H２X)的一级电离强于二级电离,即 Ka１(H２X)＞
Ka２(H２X),[Ka１ (H２X)＝c(HX－ )c(H＋ )/c(H２X),
Ka２(H２X)＝c(X２－ )c(H＋ )/c(HX－ )],因 此 易 判 断

lg
c(HX－ )
c(H２X)＞lg

c(X２－ )
c(HX－ ),曲线 N 表示pH 与lg

c(HX－ )
c(H２X)的

变化关系.又从曲线 M 中任选一点的坐标值代入Ka２(H２X)
＝c(X２－ )c(H＋ )/c(HX－ )可求得Ka２(H２X)的数量级约为

１０－６,如可选(０．０,５．４)点.C选项中 NaHX既能水解也能电

离,水解常数Kw＝c(H２X)c(OH－ )/c(HX－ ),Ka２(H２X)
＝c(X２－ )c(H＋ )/c(HX－ ),可从曲线 M 中任选一点的坐

标值代入即可求得Kw、Ka２.如选(０．０,５．４)点,代入即可求

得 Kw ＝１０－９．６,Ka２ ＝１０－５．４,所 以 Kw ＜Ka２,c(H＋ )＞
c(OH－ ).D选项当混合溶液呈中性时,溶液中溶质主要为

NaHX－Na２X,溶液中c(Na＋ )最 大,又 由 图 知 pH＝７时,

lg
c(HX－ )
c(H２X)＞０,所以c(X２－ )＞c(HX－ ),故此题选 D.

Ⅱ卷１２题:改变０．１molL－１二元弱酸 H２A溶液的pH,
溶液中的 H２A、HA－ 、A２－ 的物质的量分数δ(X)随pH 的变

化如图所示[已知δ(X)＝
c(X)

c(H２A)＋c(HA－ )＋c(A２－ )].

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pH＝１．２时,c(H２A)＝c(HA－ )
B．lg[K２(H２A)]＝－４．２
C．pH＝２．７时,c(HA－ )＞c(H２A)＝c(A２－ )
D．pH＝４．２时,c(HA－ )＝c(A２－ )＝c(H＋ )
解析:主要考查二元弱酸的分步电离知识.A、C、D三选

项直接读图即可判断.B选项,根据 K２(H２A)＝c(A２－ )
c(H＋ )/c(HA－ )定义式,选取曲线图后半段中一点即可求

得,如 选 pH ＝４．２ 点,由 图 知 c(A２－ )＝c(HA－ ),则

K２(H２A)＝１０－４．２,lg[K２(H２A)]＝－４．２正确.
Ⅲ卷１３题:在湿法炼锌的电解循环溶液中,较高浓度的

Cl－ 会腐蚀阳极板而增大电解能耗.可向溶液中同时加入

Cu和CuSO４,生成 CuCl沉淀从而除去 Cl－ .根据溶液中平

衡时相关离子浓度的关系图,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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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推行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是为了收集各

大院校真实准确的测试结果,从而全面分析我国各大院校学

生体质健康状况,这对我国人才战略的实施具有很强的参考

意义.而不应该受器材的影响,导致学校以及国家得到的数

据失去真实性,从这方面考虑,国家应该根据高职院校实际

经济状况,给予高职院校适当的经费支持,让高职院校能有

与普通高校统一采购器材的条件,在设备上减少错误和数据

偏差的情况.测试器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测试结果的

评定,因此需要对测试工作的教师提出新的要求,可以通过

对器材操作和使用进行培训,以保证教师在测试工作中正确

使用器材,减少因人工原因造成器材的损坏,测试之前测试

教师应该对器材进行校正,避免出现显示错误.同时应该增

强教师对器材的保养意识,对不合格的器材定期进行保养和

维护,以增加器材的使用寿命和准确性,确保«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顺利实施.
(三)对«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采取有效的监管

和抽查

测试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测试结果对学生身体形

态、机能等方面全方位对学生体能健康进行了解分析,然后

学校通过了解学生身体健康状况,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

炼,实现学生体质健康良好发展.从目前来看,高职院校测

试中存在很多不正当的操作方式,从学生到学校领导,对测

试结果的准确性造成很大的障碍.为了增强高职院校上报

资料的可信度,教育部门以及体育总局应该对高职院校领导

进行思想教育,从意识上提高他们对测试工作的责任感,逐
渐在学校内部自上而下进行宣传,加强测试教师对测试的把

关力度,减少学生舞弊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需要成立专

门的机构,对高职院校测试工作采取突然监管和不定时抽

查,监管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学校,有没有宣传到位,有没有保

证信息登记的准确性,以及上报时的真实性等.抽查的对象

可以针对学生来完成,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对学生采

取随机复测的方式,再与学校之前的数据进行对比,有效监

督学校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高职院校学校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在

推广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时难免会产生较多问题,
只有充分认识到测试的重要性,在保证器材合格的同时,再
对测试过程进行规范操作,使高职院校对«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的实施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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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５２页)
A．Ksp(CuCl)的数量级为１０－７

B．除Cl－ 反应为Cu＋Cu２＋ ＋２Cl－ ２CuCl
C．加入Cu越多,Cu＋ 浓度越高,除Cl－ 效果越好

D．２Cu＋ Cu２＋ ＋Cu平衡常数很大,反应趋于完全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平衡、溶度积常

数、电解、氧化还原反应.A 选项 Ksp(CuCl)＝c(Cu＋ )
c(Cl－ ),从图中任选一点可求得,如选(１,－６．４)点,c(Cu＋ )
＝１０－６．４molL－１,c(Cl－ )＝１molL－１,则 Ksp(CuCl)＝
１０－６．４;B选项根据题干中“向溶液中同时加入 Cu和 CuSO４,
生成 CuCl沉淀从而除去 Cl－ ”,结合氧化还原反应原理可判

断正确;C选项 Cu＋ 浓度越高,可能会在阴极析出 Cu,得不

到金属Zn,C选项错误.D选项判断反应是否趋于完全需计

算平衡常数K＝c(Cu２＋ )/[c(Cu＋ )]２,从曲线图中任选一点

可求得,如选两直线交叉点c(Cu２＋ )＝c(Cu＋ )＝１０－６mol
L－１,则平衡常数K＝１０６,所以反应趋于完全.
二、启示与思考

化学图像图表题考查知识内容主要是化学反应原理,常
涉及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盐类的水解、水的电离和溶液的

酸碱性、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平衡、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
溶解度等.这类试题将化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知识结合起

来,并将变化过程中的定量(或定性)关系以曲线、图像表示

出来.不仅考查学生看图、识图、发掘图形的隐含性质和相

互联系的能力,而且考查学生对图形语言的理解和转译能

力,从中能准确提取实质性内容,并与已有知识整合,重组为

新知识块,采用分析、综合的方法,解决新问题.由于其将图

表与化学理论融为一体,体现高考以能力测试为主导的要

求,故越来越受命题人青睐.

根据化学图像图表题的特点,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

有以下建议:一是认清题目特点,排除心理障碍.图像图表

题背景新、信息多、题型活,学生对它有恐惧感,往往一看到

题目就被图像、曲线、标注所迷惑,丧失了解决问题的信心.
在备考训练中,应指导学生认清试题起点高、落点低的特点,
稳定情绪,树立解决问题的信心.二是以基本概念和理论为

切入点,从图像中找出有用信息,结合概念解决问题.纵观

近几年高考试题,图像图表题的落点主要是考查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主要有平衡常数类(如电离常数、水解常数、溶度

积常数、水的离子积常数等)、电解质溶液的守恒问题(如电

荷守恒、物料守恒等)、反应原理类(离子反应、氧化还原反

应、电极反应、沉淀的转化与溶解等)、条件类(反应温度、压
强、配料比、催化剂的选择),都是高中重点要求掌握的重要

概念和理论,学生并不陌生,指导学生根据选项考查知识点,
从基本概念切入,采用特殊点直接代入法、等量替换法、公式

变形法就可解决问题.三是运用观察的方法,准确理解图示

中的横纵坐标代表的含义,并能结合化学知识分析判断曲线

的走向、趋势、起点、拐点、交叉点等的化学意义,得出图像图

表中蕴涵的具有本质性的规律,结合基本概念和原理突破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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