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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膦和磷盐

磷的氢化物 PH3( 磷化氢) 又称为膦，膦分子

与氨分子的结构相似，也呈三角锥形。与氨比较，

膦的加合反应并不是它的特征反应，膦是一种较

强的还原剂，稳定性较差，在水中的溶解度很小

(在 20℃时，只有氨的 1 /2600)。氨溶液是弱碱，

而膦溶液的碱性更弱，因此不易生成稳定磷盐。
与铵盐相对应的许多磷盐 都 不 存 在，但 碘 化 磷

PH4I 可由膦与碘化氢直接化合生成，碘化磷是白

色固体，是比较稳定的卤化磷，而氯化磷和溴化磷

在室温下便可分解。与铵盐不同，卤化磷遇水完

全水解。
PH4Cl + H2 O PH3↑ + H3O

+ + Cl －

例 1 膦(PH3 ) 与氨(NH3 ) 的结构和性质相

似，但是膦溶液的碱性比氨溶液的碱性更弱，氨能

与卤化氢形成铵盐，膦也能与部分卤化氢(如 HI)
形成磷盐)，下列关于碘化磷(PH4I) 中叙述正确

的是( )。
A． 碘化磷受热难分解

B． 在碘化磷溶液中 c(PH +
4 ) = c( I － )

C． 碘化磷溶于水后的溶液显酸性

D． 碘化磷同氢氧化钠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PH4 I + NaOH NaI + H2O + PH3↑
解析 碘化磷与碘化铵相似，受热能分解为

膦和碘化氢，A 不正确。PH +
4 与 NH +

4 一样，能水

解使溶液显酸性，B 不正确、C 正确。NH4I 能与

NaOH 反应 生 成 NH3、NaI 和 H2 O，PH4 I 也 能 与

NaOH 反应生成 PH3、NaI 和 H2O，D 正确，因此答

案选 CD。
考点二 亚磷酸和亚磷酸盐

三氧化二磷( 实际上是 P4O6 ) 缓慢地同水作

用生成亚磷酸:

P4O6 + 6H2 O 4H3PO3

纯的亚磷酸是一种无色固体，在水中有较大

溶解度，在 20℃ 时，每 100 g 水能溶解 82 g 亚磷

酸，亚磷酸是一种二元酸，其电子式和结构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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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磷酸是一种中强二元酸，它的电离常数是

K1 = 1． 6 × 10 －2，K2 = 7 × 10 －7。
例 2 已知亚磷酸(H3PO3 ) 只能生成两种钠

盐(NaH2PO3和 Na2 HPO3 )，由此请问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
A． 亚磷酸中的磷呈 + 5 价

B． 亚磷酸是二元酸

C． 亚磷酸是三元酸

D． 磷酸对应的也只有两种酸式盐、无正盐

解析 从亚磷酸(H3PO3)的化学式可知磷为

+ 3 价，A 错，从只能生成两种盐可知，亚磷酸是

二元酸不是三元酸 B 对，C 错。磷酸是三元酸，可

以生成两种酸式盐和一种正盐，D 错。所以答案

应选 B。
例 3 把 PCl3 加入蒸馏水中，微热，PCl3 完全

水解，产物之一是亚磷酸(H3PO3 )，H3PO3 易溶于

水，它的结构式可表示为 P

OH

OH


H

O
H3PO3 与 NaOH 反 应 只 生 成 Na2HPO3 和

NaH2PO3 两 种 盐，这 两 种 盐 均 呈 碱 性，在 盛 有

H3PO3 溶液的试管中加入 AgNO3 溶液，则析出黑

色金属银沉淀，并在试管口有红棕色气体生成。
(1) 用化学方程式表示:H3PO3 和 AgNO3 溶

液的反应:

(2)Na2HPO4水溶液呈碱性的原因(用离子方

程式表示)。
(3)根据题意，H3PO3是 。
a． 弱酸 b． 二元酸 c． 三元酸 d． 具有还原

性 e． 强酸

答案:(1)2H3 PO3 + AgNO 3 Ag↓ + NO↑
+ 2H3P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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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燃烧条件探究实验的改进与优化
*

湖南省新邵县高桥初级中学 422900 戴晚英

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学科，因而

在实验中教学可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化学教

学中可以通过演示实验或是学生分组实验来使学

生对化学原理有进一步的理解，并应用直接的感

官刺激来提升学生对学习化学的兴趣，也可以通

过学生的分组实验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因而实

验教学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但是，在实验教学中

所应用的演示实验应该是操作简便，同时又应该

具有明显的实验现象，并能通过实验得到可靠的实

验结论，这样才能得到预设的或是生成的教学目标。

在教材中一般都是进行过精心选择，有着明显现象

和可靠结论的实验，但也有些实验对操作有比较高

的要求，或是说在操作中可能因为一些小的瑕疵而

无法达到实验预期的目标。本文就以燃烧条件

(可燃物、氧气或空气、着火点) 探究实验的改进

与优化为例谈谈实验设计与实验教学的策略。
一、一个教材演示实验的分析

人教版初中教材中关于燃烧条件“可燃物

需达到燃 烧 所 需 的 最 低 温 度 ( 也 称 着 火 点) 的

同时还需要有氧气(或者空气)才能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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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示

(2)HPO2 －
3 + H2 幑幐O H2PO

－
3 + OH －

H2PO
－
3 + H2 幑幐O H3PO3 + OH

－

(3)abd
三、次磷酸和次磷酸盐

单质磷和热浓烧碱溶液作用除了产生磷化氢

以外还生成次磷酸盐 NaH2PO2。如果在反应中所

用 的 碱 是 氢 氧 化 钡，反 应 产 物 就 是 次 磷 酸 钡

Ba(H2PO2) 2。用稀硫酸处理该盐后，除去硫酸钡

沉淀，在低于 130℃的温度下蒸发浓缩，然后以低

于 0℃的低温进行冷冻，可以得到 H3PO2 晶体，单

质磷和磷酸在 200℃ 时进行反应，也可以得到次

磷酸。
次磷酸是一种无色的晶体，熔点 26． 5℃，易

溶解，它是中强酸，又是一元酸，并依下式电离:

H3PO 幑幐2 H + + H2PO
－
2

次磷酸是一元酸的原因是结构中有两个氢原

子直接与磷原子相连，不能电离，其电子式和结构

式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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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磷酸和它的盐都有较强的还原性，次磷酸

盐一般易溶于水，其中碱土金属次磷酸盐的溶解

度较小。

例 4 已知磷酸分子［ P

OH

OH

O H


O

］中的

三个氢原子都可以跟重水分子(D2O)中的 D 原子发

生氢交换。又知次磷酸(H3PO2)也可跟 D2O 进行氢

交换，但次磷酸钠(NaH2PO2)不再能和 D2O 发生氢

交换。因此可推断 H3PO2的分子结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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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从题上所给信息可知—O—H 中的 H

才能与 D2O 进行氢交换，



P



H

H 中的氢不能和

D2O 进行氢交换，又从 NaH2PO2 和 D2O 不能进行

氢交换可得，NaH2 PO2 中没有—O—H 结构，所以

H3PO2 的结构为 P



O


H

  H O H ，答案应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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