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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计算作为高考的一个重要考点，每年高考都

有涉及。题数不多且难度不一。每年考查的结果，平

均得分率都不是很高。针对以上情况，笔者结合在教

学中收集的范例，将pH计算的易错点整理出来并

加以辨析，希卑能给同学们一些启迪。

关于pH计算的常见题型有：单一溶液的pH计

算、稀释后溶液的pH计算、混合后溶液的pH计算、

与pH相关的综合计算等等。

q一、单一溶液的pH计算
单一溶液的pH计算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经验

规律：在酸性溶液中先求c(H0再求pH，碱性溶液中

先求e(OH-)，再求c(I{．)，再求pH。

磐戗．1 将pH=2的硫酸运滴加入pH：12

的100mLNaOH溶液中至恰好完全反应。问所需的

硫酸的体积是多少?

■镰曩50 mL

pH=12的100mLNaOH溶液中．

c(H*)=lxl0—12 mol·L-1，c(OH-)=lxl0-2 mol·L-’，

n(OH-)=c(OH-)V m=lxlO电mol·L—xO．1 L=Ixloo

mol。

pH=2的硫酸中，

c(H+)=lxl0‘2 tool·L-'1×2}：2x10。2 mol·L-1。

恰好完全反应时，

n(H+)=n(OH一)=lX 10q mol=c(H+)y m=2x10之

tool·L-1xV酸，

V m=0．05 L=50 mL。

毫礴100mL
酸碱恰好完全反应时酸提供的n(H+)与碱提供

的n(OH-)应相等。

pH=12的100mLNaOH溶液中，

c(H+)=l×10-12tool·L-1，c(OH-)=lxl0-2mol·L-1，

n(OH一)=c(OH一)y IIA=1×10≈tool·L—x0．1 L=1×

10一mol。

化学·

pH=2的硫酸中，c(H+)=lxl0五mol·L～。

恰好完全反应时。

，l(H+)硼(0H-)=IxllY3mol=c(I-13v i=lxl酽tool·L-Ix

V奠，

V酸=o．1 L=100mL。

整鬟撬酸性溶液中由pH求出的。(H+)，是
溶液中已电离的c(H+)，对于多元强酸来说，它就是

溶液中的c(H十)。数值上等于酸的物质的苣浓度与其

元数的乘积。本题错解原因就是由于上述关系不清

楚，误将pH求出的c(H+)再与酸的元数2相乘视为

该硫酸的c(H+)，进而得出错误答案。

磐供2常温下，某溶液中水电离出的
c(OH一)=I×10“1 tool·L～，则该溶液不可能是：

①H2S04溶液②CH3COOH溶液③NaHSO。溶液

④NaHC03溶液⑤NH4CI溶液⑥KN03溶液

⑦Na2CO，溶液⑧氨水⑨Ba(OHh溶液

■镰纛②④⑤⑥⑦⑧

毫礴④⑤⑥⑦

鉴瓣撬此题考查外加各类溶质如何影响水
的电离平衡等知识点。由题中c(oH')=Ixl0-'1 tool·L-'

可以看出水的电离受到了抑制，外加溶质应为“自

身能电离出H+或OH一的物质”，如：①H2so。溶

液、②CH3COOH溶液、③NaHSO。溶液、⑧氨水、

⑨Ba(OH)：溶液等等。要特别注意醋酸和氨水虽然

是弱电解质但是也属于“自身能电离H域OH一的物
质”。此题答案应选择“不能电离出H+或OH一的物

质”，如：⑥KNO，；水解促进水的电离的物质，如：

⑤NH4Cl溶液、⑦Na：CO，溶液；以及水解程度大于

电离程度的物质，如：④NaHCO，溶液。

磐一3 重水(D：o)的离子积为1．6x10书。

可以用pH一样的定义来规定pD=-Igc(D+)，以下关

于pD的叙述正确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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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茄群觖

A．中性溶液的pD=7．0

B．含0．01 mol的NaOD的D20溶液I L，其

pD=12．0

C．溶解0．01 mol的DCI的D20溶液1 L，其

pD=2．0

D．在100mL0．25 mol·L。1的DCI重水溶液中。

加入50mL0．2 tool·L-1的NaOD的重水溶液，所得溶

液的pD=1．0

■●■选择B或者AB

盘礴cD
题设条件：c(D+)×c(OD-)=I．6x10--Ls。

中性溶液中c(D+)≈(OD-)-_4×104mol·L-1，中性溶

液的pD≠7．0，所以A错误；

容易看出含0．01 molNaOD的1 L020溶液中。

e(OD-)=lxl0-2 mol·L-1，

c(D+)=1．6x10～+c(OD-)-I．6x10出mol·L-t,其pD

≠12．O。所以B错误；

溶解0．01 mol的DCI的D20溶液I L中，

c(D+)=，∥=0．01 mol+l L--O．01 mol·L-l，

pD=-lge(D+)=2．0，所以C正确；

100 mL 0．25 mol·L’1的DCI重水溶液与50 mL

O．2 mol·L．-的NaOD的重水溶液混合。

n(Dg=c(DgxV m---0．25 mol·L-1x0．1 L--"0．025 m01．

n(OD-冲(on-)xV N=0．2 mol·L-tx0．05 t,--0．01 mol。

所以n(Dg>n(OD-)，混合后溶液显酸性，

c(D+)=【c(D+)y m-e(OD")V曩】÷(y at+V莉

=[O．25 mol·L-tx0．1 L—0．2 mol·L～x0．05L]+

O．15L

=lxl o．1 mol·L-1．

所以pD=1．0，所以D正确。

婴瓣持此题中题设情景有两点要注意：一
是题中是重水而不是普通水，要将题中的pD看作

是通常情况下的pH；二是题中重水的离子积1．6×

10弗与常温时普通水的离子积lxl0Ⅲ不同，题中

c(Dgxc(OD-)=1．6x10～。若还用c(D+)xc(OD-)=1x10Ⅲ

来计算，就会错选B答案或者AB答案。

译谂此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水的离子积是会

改变的”。当水的离子积发生变化时，计算过程中所

用到的数据lxl0-H就要作相应的改变。

啤二、稀释后溶液的pH计算
稀释后溶液的pH计算中比较容易出错的是过

量稀释的问题。经验规律：常温下，当无限稀释强酸

强碱溶液时，其pH均接近7(当对酸溶液无限稀释

时，溶液中由水电离出的氢离子浓度远远太王酸电

离出的氢离子浓度，这时可忽略酸电离出的氢离子，

以丞电离出的氢离子为主，所以pH趋近2。同理，碱

亦然。)

酱-I· Ixl0-sm01．L一‘的盐酸溶液稀释

1000倍后。该盐酸溶液的pH为多少?

■t-8
c(I-Ig=lxl0-S／1000=lxl04mol·L_l。pH=8。

盘正曩6．98
设电离的水的物质的量浓度为戈mol·L’-。

820{4‘H+ + OH’

c(始)／mol·L-1 c lxl0{

ce雯)／mol·L-1 髫 髫 茗

c(平)／mol·L-1 C-'X lxl0％x 算

由水的离子积可得：(1x10-％x)xx=lxl0-l*，

解之得茹一9．5xl俨mol·L-'。

c(H+)=lxl07+9．5x10。8=10．5x104 mol；L-1。

pH*6．98。

整黼 酸溶液再稀释也不会变为碱性的。

出错的原因在于忽略了水的电离平衡。水也是一

种极弱电解质。在通常条件下水电离生成的c(H+1

和c(OH-)均为lxl0-7 mol·L-1。当溶液中溶质电离生

成的c(H+)或c(OH-)远远大于lxl0。7 mol·L--时，水的

电离可以忽略不计；而当溶质电离生成的c(H+)或

c(oH’)接近或者低于lxl0。7 mol·L～，必须考虑水的

电离平衡!

■三、混合后溶液的pH计算
混合后溶液的pH计算是比较难的，经验规律

也不少，通常都要求会背或者能熟练运用。例如：两

强酸等体积混合后的pH--pH小+o．3；两强碱等体积

混合后的pH--pH大一0．3；强酸与强碱反应后求pH应

注意：先判断厦应后渣邃鳆酸毯丝，再求垦丝离壬盟

浓廑，最后再求坦。解题过程中还要注意多元强
酸和多元强碱物质的量浓度与相应离子浓度的换算

等等。

酱一s pH=10 NaOH奉'pH=12 t盼Ba(OH)2

等体积混合后，溶液的pH为
。

( )

，A．12 B．11．7 C．11．0 D．1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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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艄D
两种碱溶液混合，将氢离子视为溶质，按下列方

法求算：

pH=10的NaOH溶液，其c(H+)=lxl0-帕mol·L-1。

pH=12的Ba(OH)2溶液。其c(I'I*)=Ixl0-12mol·L-I，

c(}l+)提司(1×lo。0×y+l×10一2×即÷(y+n}50．5x10也
mol·L-1．

pH艟一10．3，选择D。

■正-B
pH=10的NaOH溶液，其c([-[+)=Ixl0-10tool·L～．

c(OH-)=Ixl04mol·L-1，

pH=12的Ba(OH)2溶液，其c(1-I+)--Ixl042tool·L-1，

c(OH-)=lxl0-2 mol·L-1，

c(OH-)混=(1×104×y+1×10气功÷(y+y)=50．5x10．．
tool·L．1．

c(H+)m=10‘14+c(OH一)=10一14÷(50．5x104)a 2x10’屹

tool·L-1．

pH混一11．7，选择B。

婆黼 碱溶液中的溶质应是OH。，其浓度

随溶液体积变化而变化。碱溶液中的H+是水电离生

成的，浓度是随0H呻茛度变化而变化的。规律是：两

者乘积为水的离子积。两种碱溶液混合，其溶质是

OH-,应先计算混合液的c(OH-)，再由水的离子积计

算其c(H+)，进而求算混合液的pH。

遵虽一6 250mL pH：12的Ba(oH)2溶液与

250mL0．03 tool·L_的盐酸溶液相混合。假设混合

后液体体积为500mL。则混合液的pH为 ( )

A．2 B．1．7
’

C．10 D．7

，、

■●■B

pH=12的Ba(OH)2溶液，

c(H+)=1×10。位mol·L-I c(OH-)=Ixl0‘2 mol·L-1l×2}
2x10r2 mol·L-1．

n(0H-)=cfoH-)V at=2x 10-2 mol·L-1x0．25 L。

0．03 mol·L-1的盐酸溶液。

c(H+)=3x10≈mol·L-1。

n(H+)=c(H+)y t=3x10-2 mol。L-1x0．25 L，

n(H+)>，l(083，

所以混合后溶液显酸性。

混合溶液中：c(H+)馄=【c(H+)y r．c(OH-)V碱】÷(y奠+

V sO=[3x10-2 mol·L-1x0．25 L-2x10。2 mol·L-1x0．25 L】÷

化 学。髫盐◇一，瑚燃鞠■———■■～】—，

0．5L--O．5xlo．2tool·L-1．

pH=1．7。选择B。

盘正纛A
pH=12的Ba(0H)2溶液，

c(H3=lxl0-lzmol·L-1，c(OH-)=lxl0-ztool·L-1，

n(0H-)=c(OH-)V st=lxlo．2 tool‘L-‘x0．25 Lo

0．03 tool·L-1的盐酸溶液，

c(H+)=3x10。2 mol‘L一。

n(H+)=c(H3V m=3x10‘2 tool’L-1x0．25 L，

n(H+)加(0H-)，

所以混合后溶液显酸性。

混合溶液中：c(H+)混=【c(H+)y m-c(OH‘)y碱】÷

(V m+V i)=[3x10‘2 tool·L—x0．25 L-Ixl0。2 tool‘L一‘×

O．25L】÷o．5 L=lxl0-Zmol·L-1，

pH=2，选择A。

整黼 由多元强碱Ba(OH)：的物质的量浓

度求算c(OH3时可以用“Ba(OH)：的物质的量浓度与

其元数的乘积”；由Ba(OH)2的pH求出cCH3再换算

出的c(OH3，就是溶液中已电离的c(OH3。不能再

乘以元数2 1由于上述关系不清楚。误将pH求出的

c(oH_)鹃碱的元数相乘视为该多元碱的c(OH-)。进
而得出错误选项B。

啤四、与pH相关的综合计算
与pH相关的综合计算中，由于涉及的基础知

识和解题能力技巧、细致耐心等方面比较多，所以出

错的机会也更多。以下习题请同学们自己先看题做

出自己的答案后再看文中提供的答案，以检验自己

在学习中可能存在的不足。

遁警I■7 A、B两种物质都是由H、N、O、Na

中的任意三种元素组成的强电解质，A的水溶液呈

碱性。B的水溶液呈酸性。请找出A、B可能的两种组

合，要求A。溶液中水的电离程度小于A2溶液中水

的电离程度；B。溶液中水的电离程度小于B2溶液中

水的电离程度。

(1)写出化学式：AI——，A2-———一，
BI——，BL——一r(2)BI溶液中水的电离程度小于B2溶液中水的电离程度，其原因是——

盘镍
(1)NaOH NaN02 HN03 NI-LIN0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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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漏补秧

(2)B。为HNO，，电离出的H+抑制了水的电离，{-

B2为NH,N03，Nil；水解促进了水的电离。

磐_l向20mL盐酸和硫酸的混合溶液
中，逐滴加入0．1 mol·L。的Ba(OH)2溶液，沉淀的质

量和溶液的pH与加入的Ba(OH)2溶液体积的图像

如图1所示。

Ba(OH)2溶液体积

图1

回答：

(1)起始时，混合酸中硫酸的物质的量浓度是

——mol·L-1。
(2)起始时混合酸中盐酸的物质的量浓度为一

tool·L-10

(3)B点表示沉淀的质量是——g。
(4)A点表示溶液中c(H+)为——mol·p。

pH=——o
(5)C点的pH为

雹餐寨
(1)O．1 tool·L-'

(2)0．4 tool·L-'

(3)0．446 g

(4)0．2 tool·L-1 0．7

(5)1．18

化学平衡常数、电离平衡常数、沉淀溶解平衡

常数及水解平衡常数属于新课标的新增内容，这

些考点已成为高考新的热点，从考生答题情况来

看，有以下五个易错点。

群点‰丕熊正驹理鳜1．褒壹蓼表礁舂
化学平衡常数是指在一定温度下，当一个可逆

反应达到平衡时，生成物浓度系数幂之积与反应物

浓度系数幂之积的比值。各物质的浓度是指平衡

时的物质的量浓度。指数为化学方程式配平时的系

数，对于同一化学反应，由于书写不同，平衡常数的

表达式也不同；纯固体物质不存在浓度问题，溶剂

的浓度是常数，因此不出现在化学平衡常数中。
^n糟一' 某反应达到平衡，平衡常数胎

{掰，则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CO+H20
i—‘C02+H2

簿纛攮由平衡常数表达式可知，反应式
为：C02+H2婷CO+H20。

酱■2碘鸽灯比白炽灯使用寿命长，灯
管内封存的少量碘与使用过程中沉积在管壁上的钨

可以发生反应：w(s)+12(g)*》wI：(g)，则该反应

的平衡常燃式为b等胖。
；黪虑攮W是固体，不出现在平衡常数表

达式中。故肚嘿。
Ckl2，

酱■3 已知450"12 ，反应H2(g)+12(g)

；—一2H赠的^，=60，由此推测在450。C@，反应HI@

；产一}H2(咖睾I蛐的化学平衡常数K’为0．02。

辫挂根据平衡常数表达舭’=悟=
0V6砸．02一。

群点瘸＆王：锤潺确亳握髭旦包垩衡糍熬鼓层壕
平衡常数只是温度的函数，并不随反应物或生

成物浓度的改变而改变，该知识点掌握不牢，很容

易出错。

磐镛·硫酸生产中，SO：催化氧化生成
S03：2S02(g)+02(g)睾2S0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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