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分别量取已配备好的 ２ｍＬ 不同浓度的草酸
溶液置于 ６ 支试管，放在试管架上，再依次向 ６ 支试
管中滴加 ４ｍＬ 实验（１）所探究的的实验结果所得的
高锰酸钾溶液（即硫酸已酸化的高锰酸钾溶液），观察

实验现象，并记录溶液褪色所消耗的时间（如表 ２）．
表 ２　 高锰酸钾酸性溶液与不同浓度草酸溶液反应速率记录表

（室温：２０℃）

序

号

Ｃ（Ｈ２Ｃ２Ｏ４）

ｍｏｌ ／ Ｌ

Ｖ（Ｈ２Ｃ２Ｏ４）

ｍＬ

Ｃ（ＫＭｎＯ４）

ｍｏｌ ／ Ｌ

Ｖ（ＫＭｎＯ４）

ｍＬ

溶液（紫红色）褪色

时间和现象

１ ０． ０５ ２ ０． ０１ ４
２ｍｉｎ ４９ｓ，溶液褪至黄色
３ｍｉｎ １７ｓ，溶液褪至无色

２ ０． １ ２ ０． ０１ ４
２ｍｉｎ ３９ｓ，溶液褪至黄色
３ｍｉｎ ０７ｓ，溶液褪至无色

３ ０． ３ ２ ０． ０１ ４
２ｍｉｎ ２６ｓ，溶液褪至黄色
２ｍｉｎ ５０ｓ，溶液褪至无色

４ ０． ５ ２ ０． ０１ ４
２ｍｉｎ １３ｓ，溶液褪至黄色
２ｍｉｎ ４１ｓ，溶液褪至无色

５ ０． ７ ２ ０． ０１ ４
１ｍｉｎ ０９ｓ，溶液褪至黄色
１ｍｉｎ ３７ｓ，溶液褪至无色

６ ０． ８ ２ ０． ０１ ４
１ｍｉｎ ４９ｓ，溶液褪至黄色
２ｍｉｎ ２４ｓ，溶液褪至无色

　 　 三、实验分析
（１）从表 １ 数据可以看出，当草酸和高锰酸钾溶

液的浓度一定时，硫酸的浓度从 ０. ５０ｍｏｌ ／ Ｌ 增大到

３. ００ｍｏｌ ／ Ｌ时，随着硫酸浓度的不断增大，反应溶液褪
色时间逐渐缩短．表 １ 第 ６、７ 行数据表明硫酸的浓度
不宜超过 ３. ００ｍｏｌ ／ Ｌ，最后一行数据表明草酸的浓度
由 ０. １０ｍｏｌ ／ Ｌ增大到 ０． ２０ｍｏｌ ／ Ｌ 时，溶液褪色时间区
别不大．

（２）从表 ２ 数据可以看出，当草酸的浓度介于 ０．
１ｍｏｌ ／ Ｌ ～ ０． ７ｍｏｌ ／ Ｌ 时，反应速率加快，反应溶液的褪
色时间随着草酸浓度的增大而变短；当草酸的浓度大

于 ０． ７ｍｏｌ ／ Ｌ 时，反应速率减慢，反应溶液褪色时间随
着草酸浓度的增大而变长．

四、实验结论

综合上所述，草酸的浓度应介于 ０． ２ ｍｏｌ ／ Ｌ ～ ０． ７
ｍｏｌ ／ Ｌ之间，高锰酸钾溶液的浓度为 ０． ０１ｍｏｌ ／ Ｌ，适当
调节硫酸的浓度介于 ２． ０ ｍｏｌ ／ Ｌ ～ ３． ０ ｍｏｌ ／ Ｌ之间，即
在 ４ｍＬ ０． ０１ｍｏｌ ／ Ｌ高锰酸钾溶液中滴加 ８ ～ １０ 滴左
右的 ９８％的浓硫酸，均可达到良好的实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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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２０１７ 年三套全国卷的电化学高考题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车轴山中学　 　 ０６４００１　 　 常艳华

　 　 摘　 要：电化学知识历来是高考的重点，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电化学是氧化还原知识的进一步应用，与日常生活、
工农业生产密切相关，为开发新能源提供理论指导，试题情景不断创新，考查难度略有提升．

关键词：电化学；原电池；电解池；电化学腐蚀

作者简介：常艳华（１９７３ －），女，河北唐山人，大学本科，中学高级教师，研究方向：高中化学教学工作．

　 　 电化学知识是历年高考的重点，从 ２０１７ 年全国 ８
套高考试卷来看，８ 套都考了相关内容，可以充分体现
该知识点的重要性．电化学知识是氧化还原知识的进
一步应用，与日常生活、工农业生产密切相关，为开发

新能源提供理论指导，试题情景不断创新，考查难度

略有提升．以下是对三例 ２０１７ 年全国高考卷电化学
考题的解析，以期对电化学知识的复习有所帮助．

题目 １　 （全国卷Ⅰ － １１）支撑海港码头基础的
钢管柱，常用外加电流的阴极保护法进行防腐，工作

原理如图所示，其中高硅铸铁为惰性辅助阳极． 下列
有关表述不正确的是（　 ）

Ａ．通入保护电
流使钢管桩表面腐

蚀电流接近于零

Ｂ．通电后外电
路电子被强制从高

硅铸铁流向钢管桩

Ｃ．高硅铸铁的
作用是作为损耗阳

极材料和传递电流

Ｄ．通入的保护电流应该根据环境条件变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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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命题意图　 本题主要考查电化学在生产实际中
的应用电化学防腐（外加电流的阴极保护法）

解析　 本题使用的是外加电流的阴极保护法． Ａ
项外加强大的电流抑制金属电化学腐蚀产生的电流，

Ａ正确；Ｂ项通电后，被保护的钢管柱作阴极，高硅铸
铁作阳极，因此电路电子被强制从高硅铸铁流向钢管

桩，Ｂ正确；Ｃ项高硅铸铁为惰性辅助阳极，所以高硅
铸铁不损耗，Ｃ错误；根据海水对钢管桩的腐蚀情况，
增大或减小电流强度，Ｄ正确．答案选 Ｃ．

解题突破　 本题审题关键抓住“外加电流的阴极
保护法”、高硅铸铁为惰性辅助阳极；而此题易错误

理解“腐蚀电流”，腐蚀电流即指金属被腐蚀时形成原

电池而产生的电流，腐蚀电流为 ０，就是金属没有被腐
蚀，还可以对比分析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法的特点．

题目 ２　 （全国卷Ⅱ － １１）用电解氧化法可以在
铝制品表面形成致密、耐腐蚀的氧化膜，电解质溶液

一般为 Ｈ２ＳＯ４、Ｈ２Ｃ２Ｏ４ 混合溶液． 下列说法错误
的是 （　 ）

Ａ．待加工铝质工件为阳极
Ｂ．可选用不锈钢网作为阴极
Ｃ．阴极的电极反应式为 Ａｌ３ ＋ ＋ ３ｅ － ＝ Ａｌ
Ｄ．硫酸根离子在电解过程中向阳极移动
命题意图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电解池工作原

理的理解及应用能力．
解析　 利用电解氧化法在铝制品表面形成致密

的氧化铝薄膜，铝转化为氧化铝时，化合价升高，发生

氧化反应，所以待加工铝质工件为阳极，Ａ 正确；阴极
与电源的负极相连，对阴极材料没有特殊的要求，可

选用不锈钢网作为阴极，Ｂ 正确；电解质溶液呈酸性，
阴极上应是 Ｈ ＋得电子生成 Ｈ２，故电极反应式为 ２Ｈ

＋

＋ ２ｅ － ＝ Ｈ２↑，Ｃ 错误；在电解过程中，阴离子向阳极
移动，Ｄ正确．答案为 Ｃ．

解题突破　 本题审题关键抓住电解氧化法可以
在铝制品表面形成氧化膜．

题目 ３　 （全国卷Ⅲ － １１）全固态锂硫电池能量
密度高、成本低，其工作原理如图所示，其中电极 ａ 常
用掺有石墨烯的 Ｓ８ 材料，电池反应为 １６Ｌｉ ＋ ｘＳ８ ＝
８Ｌｉ２Ｓｘ（２≤ｘ≤８）．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Ａ．电池工作时，正极可发生反应：２Ｌｉ２Ｓ６ ＋ ２Ｌｉ
＋ ＋

２ｅ － ＝ ３Ｌｉ２Ｓ４
Ｂ．电池工作时，外电路中流过 ０． ０２ ｍｏｌ 电子，负

极材料减重 ０． １４ ｇ
Ｃ．石墨烯的作用主要是提高电极的导电性
Ｄ．电池充电时间越长，电池中 Ｌｉ２Ｓ２ 的量越多

命题意图　 本题主要考查电化学知识，意在考查
学生对原电池原理和电解池原理的理解和灵活应用

能力．
解析　 原电池工作时，正极 ａ 发生一系列得电子

的还原反应，即：Ｌｉ２Ｓ８→Ｌｉ２Ｓ６→Ｌｉ２Ｓ４→Ｌｉ２Ｓ２，是 Ｌｉ２Ｓｘ
中 ｘ由大到小的转变，其中可能是 ２Ｌｉ２Ｓ６ ＋ ２Ｌｉ

＋ ＋ ２ｅ －

＝３Ｌｉ２Ｓ４，Ａ正确；负极 Ｌｉ失电子，且一个 Ｌｉ原子失去 １
个电子，外电路中流过 ０． ０２ｍｏｌ电子时，氧化 Ｌｉ 的物质
的量为 ０． ０２ｍｏｌ，质量为 ０． １４ｇ，Ｂ 正确；石墨是电的良
导体，利用石墨烯作电极，可提高电极 ａ的导电性，Ｃ正
确；与放电时相反，充电时 ａ 为阳极，发生的是 Ｌｉ２Ｓｘ 的
量逐渐减少，当电池充满时，相当于达到平衡状态，电池

中的 Ｌｉ２Ｓｘ 的量趋于不变，故不是电池充电时间越长，
电池中 Ｌｉ２Ｓ２ 的量越多，Ｄ错误．答案为 Ｄ．

解题突破　 本题以熟悉的锂电池为背景，但是加
入多硫化锂的转化增大了本题的陌生度．解题关键是
要求考生准确分析装置图及题干所给信息，抓住图中

锂离子的移动方向，确定原电池的正、负极，再根据 ａ
极图示物质的转化方向，写出放电、充电时的电极反

应式．
点评：电化学是高考的热点和重点，考纲要求：理

解原电池和电解池的构成，工作原理及应用 ，了解原

电池和电解池的工作原理 了解金属发生电化学腐蚀

的原因，金属腐蚀的危害及防止金属腐蚀的措施［１］．
我们在高三复习时要积极地引导学生深入地探究解

题策略，把握解题核心：“负氧正还、阳氧阴还”，即：在

原电池中，负极发生氧化反应、正极发生还原反应，阳

离子向正极移动，阴离子向负极移动；在电解池中，阳

极发生氧化反应、阴极发生还原反应，阳离子向阴极

移动，阴离子向阳极移动．从本源上掌握相关的知识，
整合相关的内容，使知识系统化、题型模式化，使复习

不再是简单肤浅地回顾，而是知识和能力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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