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质结构、元素周期律”考查特点分析及复习建议
———以 2018 年全国卷( Ⅰ、Ⅱ、Ⅲ)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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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题及解析

例 1 ( 2018 全国Ⅰ第 12 题) 主族元素 W、
X、Y、Z 的原子序数依次增加，且均不大于 20。W、
X、Z 最外层电子数之和为 10; W 与 Y 同族; W 与

Z 形成的化合物可与浓硫酸反应，其生成物可腐

蚀玻璃。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常温常压下 X 的单质为气态

B． Z 的氢化物为离子化合物

C． Y 和 Z 形成的化合物的水溶液呈碱性

D． W 与 Y 具有相同的最高化合价

解析 首先应明确 W、X、Y、Z 为原子序数在

1 － 20 范围内依次增加的主族元素，根据 W 与 Z
形成的化合物可与浓硫酸反应，其生成物可腐蚀

玻璃可知该反应生成了 HF，结合学生已有知识可

知该反应为:

CaF2 + H2SO4 ( 浓 ) CaSO4 + 2HF
所以 W 为 F，Z 为 Ca，然后根据 W 与 Y 同族可知

Y 为 Cl，最后根据 W、X、Z 最外层电子数之和为

10，可得 X 为 Na，至此，元素全部推出。再看选项

设问: A 项 Na 在常温常压下为固态; B 项 Z 的氢

化物CaH2 为离子化合物; C 项 Y 和 Z 形成的化合

物CaCl2 为强酸强碱盐，水溶液显中性; D 项 F 与

Cl 同主族，Cl 的最高化合价与主族序数相等为 +
7，但 F 的最高化合价不为 + 7，此处考查 F 元素在

化合价层面上与同主族其他元素之间的不同。综

上答案为 B。
例 2 ( 2018 全国卷Ⅱ第 10 题) W、X、Y 和 Z

为原子序数依次增大的四种短周期元素。W 与 X
可生成一种红棕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Y 的周

期数是族序数的 3 倍; Z 原子最外层的电子数与

W 的电子总数相同。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A． X 与其他三种元素均可形成两种或两种

以上的二元化合物

B． Y 与其他三种元素分别形成的化合物中只

含有离子键

C． 四种元素的简单离子具有相同的电子层

结构

D． W 的氧化物对应的水化物均为强酸

解析 W、X、Y 和 Z 为原子序数依次增大的

四种短周期元素，从 W 与 X 可生成一种红棕色有

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可知: W 为 N，X 为 O; 根据 Y
的周期数是族序数的 3 倍可知 Y 为 Na; Z 原子最

外层的电子数与 W 的电子总数相同，所以 Z 为

Cl。看选项: O 可与 N、Na、Cl 分别形成 N2O、NO、
N2O3、NO2、N2O4、N2O5、Na2O、Na2O2、ClO2、Cl2O7 等二

元化合物，故 A 正确; B 项 Na 与 O 形成的 Na2O2 中

既含有离子键也含有共价键，B 错; 电子层结构相同

的含义是核外电子层数和每一层填充的电子数均相

同，W、X、Y、Z 对应的简单离子分别为 N3 －、O2 －、Na +、
Cl － ，Cl － 与另外三种核外电子层结构不同，C 错;

N2O3 对应的 HNO2 为弱酸，D 错。综上答案为 A。
例 3 ( 2018 全国卷Ⅲ第 13 题) W、X、Y、Z 均

为短周期元素且原子序数依次增大，元素 X 和 Z
同族。盐 YZW 与浓盐酸反应，有黄绿色气体产

生，此气体同冷烧碱溶液作用，可得到 YZW 的溶

液。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原子半径大小为 W ＜ X ＜ Y ＜ Z
B． X 的氢化物水溶液酸性强于 Z 的

C． Y2W2 与 ZW2 均含有非极性共价键

D． 标准状况下，W 的单质状态与 X 的相同

解析 W、X、Y、Z 均为短周期元素且原子序

数依次增大，从盐 YZW 与浓盐酸反应，有黄绿色

气体 产 生，此 气 体 同 冷 烧 碱 溶 液 作 用，可 得 到

YZW 的溶液可知: 涉及的化学反应包括:

NaClO + 2HCl( 浓 ) NaCl + Cl2↑ + H2O
Cl2 + 2NaOH NaCl + NaClO + H2O

需要 特 别 注 意 的 是，Cl2 与 热 的 烧 碱 不 易 得 到

NaClO，易得 到 NaClO3，所 以 W、Y、Z 分 别 为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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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l，因为 X 和 Z 同族，所以 X 为 F。看选项: A
项，同周期原子半径从左往右逐渐减小，同主族原

子半径从上往下逐渐增大，所以 A 错; B 项，氢氟

酸为弱酸，盐酸为强酸，故 B 不正确; Na2O2 含有

非极性共价键，但 ClO2 中两个 O 均与 Cl 直接相

连( 具体原因中学不要求掌握) ，不存在非极性共

价键，故 C 错; 标准状况下，O2、F2 均为气态。综

上答案选 D。
二、考查特点

“物质结构、元素周期律”在全国卷高考中以

选择题形式出现，从试题结构上可以分成两个部

分: 第一部分根据信息推出元素，第二部分根据元

素考查相关知识。
1． 推出元素。全国卷( Ⅰ、Ⅱ、Ⅲ) 试题第一

句话往往相同: “W、X、Y、Z 均为短周期元素且原

子序数依次增大”。元素推出的突破口包括:

①元素在周期表中的位置( 关系) ;

②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

③原子半径;

④核外电子排布;

⑤特征颜色 ( 如 NO2 为红棕色、Cl2 为黄绿

色) ;

⑥用途( 如 HF 用于雕刻玻璃、液氨做制冷

剂、Cl2 用于自来水消毒) ;

⑦特征反应现象( 如 S2O
2 －
3 + 2H + S↓ +

SO2 + H2O 伴有黄色沉淀析出和有刺激性气味气

体产生的现象) 。
2． 考查内容。全国卷( Ⅰ、Ⅱ、Ⅲ) 试题在推

出元素的基础上往往从结构、性质、用途三个方面

考查: 结构层面考查原子半径、核外电子排布、电
子式、元素化合价( 如金属氢化物 NaH、CaH2 中氢

元素化合价为 － 1 ) 、化学键与化合物类型; 性质

层面考查简单氢化物的热稳定性、氧化性和还原

性强弱比较、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酸碱性

强弱判断、熔沸点大小的比较( 常温常压下物质

的状态判断) ; 用途层面考查典型物质的典型用

途，如 Si 用于制造太阳能电池板和计算机芯片、
SiO2 用于制造光导纤维和高温耐火实验仪器等。

三、复习建议

1． 知识层面

认识原子结构、元素性质与元素在元素周期

表中位置的关系。知道元素、核素的含义，了解原

子核外电子的排布。认识原子结构、元素性质呈

周期性变化的规律，建构元素周期律。知道元素

周期表的结构，以第三周期、ⅠA 和ⅦA 族为例，

掌握同一周期和同一主族内元素性质的递变规律

与原子结构的关系。理解什么是化学键，知道离

子键、共价键的形成及化合物类型( 离子 /共价)

的判断。
2． 技巧层面

一方面帮助学生从真题和模拟试题中提取出

常考元素( H、C、N、O、Na、Al、S、Cl) 有哪些? 这些

元素以怎样的方式推出? 在推出元素的基础上常

考查元素单质及其化合物的哪些结构、性质、用途

方面的知识? 以 O 为例分析，常见的推出方式包

括最外层电子数是次外层电子数的 3 倍( 核外电

子排布角度) 、在地壳中的含量最高( 元素在地壳

中的含量角度) ，考查的知识常有原子半径、氧化

性、阴离子还原性、简单氢化物稳定性、与其他元

素形成氧化物( 如 Na2O、Na2O2 ) 的结构。另一方

面帮助学生积累常考物质的典型结构、性质( 包

括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与用途; 伴有特征现象

的化学反应; 一些“特殊”的化学反应条件，如

CH4 + Cl2 →
光照

CH3Cl + HCl
反应中的“光照”条件。

3． 方法层面

组织学生查阅有关元素周期表的发展史并用

合适的方式表达，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社会责

任; 开展学生自主设计元素周期表、自命题等活

动，将优秀作品在班内、年级甚至学校公开展示，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利用“物质结构与性质”方

面的知识解释元素的某些性质，如从键能的角度

解释简单氢化物的热稳定性、从中心原子的电负

性和非羟基氧数目的角度解释最高价氧化物对应

水化物的酸性强弱、从电负性的角度理解离子键

和共价键的本质，促进学生建立知识之间的前后

联系，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 引导学生绘制解决有

关“物质结构、元素周期律”题目的思维导图，使

零散的知识系统化、网络化、结构化，从而达到提

高解题速度和准确性的目的。
( 收稿日期: 2018 － 07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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