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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过程中，《部分酸、碱和盐的溶解性

表》( 以下简称“溶解性表”) 的一些信息易被有的

学生误读，导致错误。现举例说明常见的一些错

例，希望引起学生的重视。
一、忽视“溶、挥”物质与条件的关系

《溶解性表》中有四处标有“溶、挥”，在学习

过程中易混淆错用。
1． HNO3 ( 溶、挥)

例 1 ( 1) 硝酸银溶液与盐酸混合的化学方

程式:

AgNO3 + HCl AgCl↓ + HNO3↑( × )

( 2) 硝酸钠固体与浓硫酸混合的化学方程

式:

NaNO3 ( 固) + H2SO4 ( 浓 )

NaHSO4 + HNO3 ( × )

规律总结 ①HNO3溶于水，在稀溶液中生成

的 HNO3，不能标“↑”;②固体或浓溶液与浓硫酸

反应产生的硝酸易挥发，应标“↑”。类似还有

HCl( 溶、挥) ，在水溶液中生成氯化氢不标“↑”，

氯化钠固体与浓硫酸在加热条件下反应生成氯化

氢应标“↑”。
2． NH3·H2O( 溶、挥)

例 2 ( 1) 碳酸氢铵溶液与足量的氢氧化钠

稀溶液混合的化学方程式:

NH4HCO3 + 2NaOH
Na2CO3 + NH3↑ + 2H2O( × )

( 2) 硫酸氢铵浓溶液与浓氢氧化钠溶液混合

的化学方程式:

NH4HSO4 + 2NaOH
Na2SO4 + NH3·H2O + H2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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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A 错误; B 选项，在氨水溶液中存在 NH3·H2O
的电离平衡，故其水溶液为碱性，即 c ( OH － ) ＞
c( H + ) ，B 正 确; C 选 项，氨 水 溶 液 的 浓 度 为

0． 1 mol /L，故 c( N) = 0． 1 mol /L，由氮元素守恒可

得: c ( NH3 · H2 O ) + c ( NH +
4 ) + c ( NH3 ) =

0． 1 mol /L故 C 正确; D 选项，溶液不显电性，由电

荷守恒可知 c( OH － ) = c( NH +
4 ) + c( H + ) ，故 D 正

确。所以答案为 A。
2． 水解类

例 4 已知 Na2 CO3 和 NaHCO3 的物质的量

浓度相等，则下列选项的说法错误的是( ) 。
A． 将两种溶液的温度升高，则其溶液的 pH

都会变小

B． 如 果 两 种 溶 液 的 温 度 相 同，则

pH( Na2CO3 ) ＞ pH( NaHCO3 )

C． 向两种溶液中分别加入少量的 NaOH，则

溶液中 c( CO2 －
3 ) 均会增大

D． 两 种 溶 液 中 存 在 如 下 离 子 浓 度 关 系:

c( Na + ) + c ( H + ) = c ( OH － ) + c ( HCO －
3 ) +

2c( CO2 －
3 )

解析 Na2CO3 和 NaHCO3 均为强碱弱酸盐，

其水溶液会发生水解。A 选项，盐类的水解为吸

热过程，温度升高对电解质的水解有促进作用，另

外 Na2CO3 和 NaHCO3 水解呈碱性，故溶液的 pH
都会变大，则 A 错误; B 选项，由于 CO2 －

3 与HCO －
3

的水解程度相比较大，则相同温度下 Na2 CO3 的

pH 比 NaHCO3 大，故 B 正确; C 选项，向 Na2 CO3

溶液中加入 NaOH 会抑制其水解，另外 NaHCO3

会与 NaOH 发生反应:

OH － + HCO － 3 CO2 －
3 + H2O

故两溶液中 CO2 －
3 的浓度均会增加，故 C 正确; D

选项，溶液均遵循电荷守恒定律，阳离子所带的正

电荷等于阴离子所带的负电荷，故 D 正确。所以

答案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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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氢氧化钠溶液与亚硫酸氢铵溶液混合共

热的化学方程式:

2NH4HSO3 + 2NaOH
Na2SO3 + NH3·H2O + H2O( × )

( 4) 实验室制氨的化学方程式:

2NH4Cl + Ca( OH) 2
△

CaCl2 +2NH3·H2O( × )

( 5) 醛发生银镜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ＲCHO + 2Ag( NH3 ) 2OH →
△

ＲCOONH4 + 3NH3↑ + 2Ag↓ + H2O( × )

( 6) 氯化铵溶液与氟化钠溶液混合的化学方

程式:

NH4 Cl + NaF NH3↑ + NaCl + HF( × )

( 7) 碳酸氢铵溶液与碳化钙混合的化学方程

式:

NH4HCO3 + CaC 2

CaCO3↓ + NH3 + HC≡CH↑( × )

规律总结 ①氨易溶于水，在稀、冷溶液中生

成的氨以“NH3·H2O”形式存在。②在浓溶液或

热溶液或在加热条件下固体与固体反应产生的氨

以气体 NH3形式存在，应标“↑”。③与银氨溶液

反应生成氨的量少、且为稀溶液以 NH3形式存在，

但不标“↑”。④在 NH +
4 的水解反应中，一般用

可逆号连接化学方程式，且产物以“NH3·H2 O”
形式存在。⑤在铵盐溶液中加入碳化钙、过氧化

钠等溶于水放热的固态物 质，产 生 的 氨 以 气 体

NH3形式存在，应标“↑”。
3． H2CO3 ( 溶、挥)

例 3 ( 1) 碳酸氢钠水溶液呈碱性的化学方

程式:

NaHCO3 +H2 幑幐O NaOH +CO2↑ +H2O( × )

( 2) 碳酸钠溶液与足量盐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Na2CO3 + 2HCl 2NaCl + H2CO3 ( × )

类似的还有碳酸钙与硝酸溶液或盐酸的反应。
( 3) 硫酸铝溶液与碳酸氢钠溶液混合的化学

方程式:

Al2 ( SO4 ) 3 + 6H2O + 6NaHCO 3

3Na2SO4 + 2Al( OH) 3↓ + 6H2CO3 ( × )

类似的还有硫酸铝溶液与碳酸钠溶液混合。
( 4) 碳酸氢钠溶液与氯化铵溶液混合的化学

方程式:

NaHCO3 +NH4 Cl NaCl + CO2↑ +NH3↑( × )

规律总结 ①HCO －
3 水解生成的二氧化碳一

般以 H2CO3形式存在。②碳酸盐、碳酸氢盐与足

量强酸反应，碳酸氢盐受热分解等生成二氧化碳，

以“CO2”形式存在，应标“↑”。③盐类双水解且

产物有难溶物，如氢氧化铝、氢氧化铁、氢氧化镁

等，产生的二氧化碳以“CO2”形式，应标“↑”。
二、忽视微溶物的存在形式

《溶解性表》中有 Ca ( OH) 2、CaSO4、Ag2 SO4、
MgCO3四种微溶物。在书写离子方程式时，微溶

物作反应物时，若微溶物处于溶解状态写成离子

形式，若微溶物处于固体或浑浊状态写成化学式;

微溶物作生成物时，一般写成化学式。
例 4 ( 1 ) 澄清石灰水与过量 CO2 反应的离

子方程式:

Ca( OH) 2 + 2CO 2 Ca2 + + 2HCO －
3 ( × )

( 2) 石灰乳与 Na2CO3溶液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Ca2 + + CO2 － 3 CaCO3↓( × )

此外，在判断溶液中的离子能否大量共存时，

易误将生成的微溶物作为“溶液”处理; 事实上，

能生成微溶物的离子不能大量共存。
三、忽视符号“—”与物质稳定性的关系

新 课 标 教 材《溶 解 性 表》中 有 AgOH、
Al2 ( CO3 ) 3、Fe2 ( CO3 ) 3、CuCO3 四 种 物 质 标 有

“—”。“—”表示两种情况:

( 1) 表示物质不稳定，在常温下很容易分解。
如氢氧化银存在时间很短，易分解:

Ag + + OH － AgOH( 白) ↓
2AgOH Ag2O( 褐色) + H2O

( 2) 表示发生双水解反应生成其他物质。如

碳酸钠、碳酸氢钠分别与可溶性铁盐、铝盐混合，

碳酸钠溶液与硫酸铜溶液混合等:

2CuSO4 + 2Na2CO3 + H2


O

Cu2 ( OH) 2CO3↓ + 2Na2SO4 + CO2↑
FeCl3 + 3NaHCO 3

Fe( OH) 3↓ + 3NaCl + 3CO2↑
四、忽视“不”与“微”的差异

在离子反应中，“不”指难溶物，“微”指微溶

物，其应用有两个方面: ( 1) 微溶物可以生成难溶

物。( 2) 离子反应中生成难溶物优先于微溶物。
( 收稿日期: 2018 － 06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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