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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析“水的电离"知识点

江苏省响水县响水中学 224600 张小倩

水的电离贯穿在电解质溶液全章，以其新变化、

新特点、高质量进行考查学生学习能力，在学习中必

须牢固掌握概念、仔细剖析、做到字斟句酌，抓住问题

的本质，在对问题全面深刻的分析中找到解决问题的

方法．水的电离近年来一直是高考的重点和难点问

题，以下根据题型分析．

一、水的电离度

例1常温下，水的电离度是( )

A．1．8 X 10—3％ B．1．5 X 10—4％

C．1．7 X 10—6％D．1．8×10—7％

解析在常温下，Kw=10—4，c(H+)=c(OH一)

=1．0×10～mol／L．得到c(H+)，又可得1 L H20的

物质的量，就不难得到水的电离度．

二、比较不同物质的溶液中水的电离度大小

例2 室温下，等物质的量浓度的以下溶液中：

(1)NH。C1；(2)NaCl；(3)KNO，；(4)NaOH，以水的电

离度排列的正确顺序为

A．(1)>(4)>(2)=(3)

B．(4)>(2)=(1)>(3)

C．(2)>(3)>(1)>(4)

D．(1)>(2)=(3)>(4)

解析(1)是强酸弱碱盐，NH0可与水电离出的

OH一结合成弱电解质NH，·H：0，促进了水的电离．

(2)(3)是强酸强碱盐，对水的电离平衡没有变化；

(4)能抑制水的电离．水的电离度的排列顺序是(1)

>(2)=(3)>(4)．选案选D．

例3在25℃条件下，pH都为4的盐酸和碘化

铵溶液中，关于水的离子积Kw和水的电离度，HCl与

NH。I的溶液中水的电离度依次用dA和仅。表示，其中

以下叙述中正确的是

A．b相等，仅A=仅B

B．Kw不等，仅A=dB／11

C．Kw相等，o【B=108 o【A

D．Kw相等，0【B=106 0【A

解析25。C条件下，Kw是一定值，因为盐酸能抑

制水的电离，碘化铵能促进水的电离，所以仅。与dA相

差10的若干倍(10“)，所以可以排除选项A和B．在

盐酸溶液中c(H+)=10～，C(OH一)=10一o；在碘化

铵溶液中因c(H+)=10一，所以水可电离出e(OH一)

=10一，故仅B／仅A=10“／10。10=106，答案选D．

点拨强酸、强碱都抑制水的电离，c(H+)或

c(OH一)越大，水的电离度就越小，c(H+)=c(OH一)，

水的电离度相等；水解盐都促进水的电离；非水解盐

不会影响水的电离．

例4 在相同温度下，等摩尔浓度的盐酸和

NaOH溶液中水的电离度分别为仅。和d：，分析两者

之间的关系

A．仅l
2
d2 B．仅l>仅2

C．仅1<仅2 D．Ⅸl=14仅2

解析强酸HCl和强碱NaOH都抑制水的电离，

而温度一定，则Kw一定，又c(H+)=c(OH一)，故同浓

度的HCl和NaOH溶液对水电离的抑制程度是相同

的，答案选A．

三、因已知由水电离出的c(H+)或c(OH一)，求

溶液的pH。判断溶液的酸碱性，判断离子能否大量

共存

例5某溶液中，已知由水电离产生的C(H+)=

1×10。11 mol／L那么此溶液的pH可能是

A．11 B．3 C．8 D．7

解析水电离产生的c(H+)=1×10。1 mol／L，

那么水电离出的C(OH一)也是1×10—1 mol／L，依据

Kw=C(H+)c(OH一)，某溶液可能显酸性，也可能显

碱性，由此，它的pH可能是3或11，答案选AB．

点拨在某溶液中，已知由水电离出的c(H+)或

c(OH一)，那么该溶液可能显碱性，亦可能显酸性．

例6 室温下，在由水电离出的C(OH一)=

10—1 moL／L的溶液中，一定不能大量存在的离子是

A．NH?，Fe”，s0：一、cl—

B．CO；一、POi一、K+、Na+

C．Na+、HCO_、HS一、C1一

D．HPOj一、Na+、Hso；、K+、

解析选项A，NHf，Fe3+只能在酸性介质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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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项B中co；一、PO]一只能在碱性介质中存在；而

Hcof、HS一、HPq一、Hso=『则既不能在酸性介质中存

在，又不能在碱性介质中存在，所以此题不论是酸性

溶液，还是碱性溶液，选项C和D一定不能大量共存．

例7 25℃条件下，某溶液中由水电离出的

c(OH一)是1．0 X10。12 mol／L向此溶液中滴入几滴甲

基橙试液以后，溶液的颜色可能变为

A．橙色B．红色C．蓝色D．黄色

解析 25℃时水的电离的c(OH一)=1．0×

10。12 mol／L，它溶液的pH可能是2或12，因为甲基橙

的变化范围是0～3．1(红色)，3．1～4．4(橙色)，4．4

～14(黄色)，故答案选BD．

四、稀溶液中由水电离的c(H+)或c(OH一)

例8在25℃时，把pH=8的NaOH溶液与pH

=10的NaOH溶液等体积的混合后，溶液中水电离出

的c(OH一)最接近

A．(1／2)(10q+10一o)mol／L

B．(10。8+10‘10)mol／L

C．(10—8+10‘10)mol／L

D．(1×10—14+5×10—5)mol／L

解析pH=8的NaOH溶液中c(OH一)=

10一mol／L，pH=10的NaOH溶液中c(OH一)=

10一mol／L，等体积混合后，c(OH一)总=(10“+

10一)／2，因为c(OH一)总c(H+)水电离等于10。14，故水电

离出的c(H+)=2×10。4／(10。4+10．6)一2×10。10，即

水电离出c(OH一)是2×10一o mol／L，答案选C．

点拨在一定温度下，Kw是一定值(若25℃是

1．0×10。14)，即稀强酸(或稀强碱)中C(H+)或

c(OH一)与水电离出c(OH一)或c(H+)之积一定是

Kw．对于pH不同的同种稀强碱等体积混合，应先根据

k求出各自溶液的c(OH一)，再求出c(OH一)总，然后

再根据Kw求出水电离出的c(H+)或c(OH一)．

总之，水是极弱的电解质，存在着H：O爿-----H++
OH一的电离平衡，不管是什么温度下，稀溶液不论是

什么溶液，由水电离出的c(H+)与C(OH一)始终相

等，牢固掌握这一重要概念，水电离知识点的题型不

论怎样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旨．

氧化还原的基本概念和规律复习策略微探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226300 李艳梅

氧化还原是两种重要的反应，也是高中化学的主

干知识，这部分内容如何复习呢?笔者结合具体的实

例就该话题进行简单的分析与探讨，望能有助于高三
化学课堂教学实践．

一、基本概念复习图式化

帮助学生理顺基础知识和方法，是我们复习的首

要任务，如何梳理知识呢?图式是最容易将概念、规

律有效糅合的有效方法．

如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与特征，可以引导学生完
成如图1所示的图式．

电子转移(得失或偏移)

反应过程中元素的化合价发生变化

图1

在学生能够完成图1的粗框架图式后，在提出问

题引导学生对图1进一步拓展和丰富，继而得到如图
2所示的“反应原理”的图式，学生回忆知识并构建图

式的过程是认知不断丰富和提升的过程．

那么，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转移的表示方法有哪

些呢?我们复习时在前面图式的基础上给学生提供

具体的化学反应(如稀硝酸与铜反应)，引导学生再次

应用图式丰富认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结出双线
桥法以及单线桥法．

得电子．化合价降低，被还原厂———————]
，苎苎型、+，霉翼翌、—：还原圭物+氧化产物(氧化性)‘(还原性) ⋯⋯一r’”

【．．．．．．．．．．．．．．．．．．．．．．．．．．．．．．．．．．．，．．．．．一失电子，化合价升高，被氯化

图2

失去3×2e一

厂———————]

3Cu+8HNI 03(稀)—_3cu(N03)2+2掣o t+4H20

I．．．．．．．．．，．．．．．．。．．．．．．．．．．．．．．．．．．．．．．．．．．．．．．．．．．．．．．．．．．．．．．．．．．．．．．．，．．．．．．．．．．．一
看到2×3一

失去3×2e一

厂—]

3Cu+8HN03(稀)一3Cu(N03)2+2NO t“H20

二、注重“方法”的复习与比较

解决化学问题往往涉及到多种方法，我们在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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