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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平衡常数是表征反应限度的一个确定的

定量关系，从定量的角度解决了平衡的移动问题，

为判断化学平衡的移动方向带来了科学的依据。
常见的化学平衡常数包括浓度平衡常数、压强平

衡常数、电离平衡常数、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平衡常

数、盐类的水解平衡常数等。化学平衡常数的考

查是对化学平衡理解和对计算能力的双重考查，

关于化学平衡常数的考查灵活多变，历年来，全国

各地的高考中，化学平衡常数及相关计算都是其

中的重要题型。
一、对化学平衡常数概念考查

化学平衡常数是表征反应限度的一个确定的

定量关系，不随浓度或压强的改变而改变，只随着

温度的改变而改变。利用化学平衡常数的这一重

要特征，可根据反应的浓度商与平衡常数的相对

大小判断化学平衡移动的方向、根据平衡常数受

温度的影响情况分析反应的能量变化情况。
1． 化学平衡常数概念考查

例 1 ( 2012 年海南，15( 1) ) 已知

A( g) + B( g 幑幐) C( g) + D( g)

反应的平衡常数和温度的关系如表 1:
表 1

温度 /℃ 700 900 830 1000 1200

平衡常数 1． 7 1． 1 1． 0 0． 6 0． 4

回答下列问题:

( 1) 该反应的平衡常数表达式 K = ，ΔH
0( 填“＜”、“＞”或“=”) 。
解析 根据化学平衡常数的概念，由化学方

程式可知，该反应平衡常数表达式为:

K = c( C) ·c( D)
c( A) ·c( B)

; 升高温度，平衡常数减小，

说明反应随温度升高，生成物浓度减小、反应物浓

度增大，即化学平衡向左移动，故正反应为放热反

应，ΔH ＜ 0。

答案: K = c( C) ·c( D)
c( A) ·c( B)

; ＜。

2． 应用化学平衡常数判断反应进行方向

例 2 在体积为 1 L 的密闭容器中，进行如下

化学反应:

CO2 ( g) + H2 ( g 幑幐) CO( g) + H2O( g)

若某温度下，平衡浓度符合下列关系:

c( CO2 ) ·c( H2 ) = c( CO) ·c( H2O)

在此 温 度 下，若 该 容 器 中 含 有 1 mol CO2、
1． 2 mol H2、0． 75 mol CO、1． 5 mol H2O，则此时反

应所处的状态为 。
( 填“向正反应方向进行中”、“向逆反应方向

进行中”或“平衡状态”) 。
解析 由 题 意 可 知，该 反 应 的 平 衡 常 数 为

K =
c( CO) ·c( H2O)
c( CO2 ) ·c( H2 )

= 1，此 时，反 应 的 浓 度 商

Qc =
c( CO) ·c( H2O)
c( CO2 ) ·c( H2 )

= 0． 75 × 1． 5
1 × 1． 2 ≈0． 94 ＜ K，可

知相较于平衡状态，此时生成物浓度偏小，反应物

浓度偏大，故反应向正反应方向进行。
答案: 向正反应方向进行中。
二、化学平衡常数常见计算考查

化学平衡常数的另一重要考查方式是利用平

衡常数进行与化学平衡相关的计算，且方式灵活

多变。
1． 计算化学平衡常数

例 3 苯乙烷( C8H10 ) 可生产塑料单体苯乙

烯( C8H8 ) ，其反应原理是 C8H10 ( g 幑幐) C8H8 ( g)

+ H2 ( g) 。某温度下，将 0． 40 mol 苯乙烷，充入

2 L真空密闭容器中发生反应，测定不同时间该容

器内物质的量，得到数据如表 2，该温度下，该反

应的化学平衡常数是 。
表 2

时间 /min 0 10 20 30 40

n( C8H10 ) /mol 0． 40 0． 30 0． 26 n2 n3

n( C8H8 ) /mol 0． 00 0． 10 n1 0． 16 0． 16

解析 由表中 30 min 后 n( C8H8 ) = 0． 16 mol
不变可知，反应在 30 min 后达到平衡，则列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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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式，求出平衡时各物质浓度，代入平衡常数表达

式即可求算:

C8H10 ( g 幑幐) C8H8 ( g) + H2 ( g)

c( 初) 0． 20 mol /L 0 0
c( 变) 0． 08 mol /L 0． 08 mol /L 0． 08 mol /L
c( 末) 0． 12 mol /L 0． 08 mol /L 0． 08 mol /L

K =
c( C8H8 ) ·c( H2 )

c( C8H10 )

= 0． 08mol /L × 0． 08mol /L
0． 12mol /L

= 0． 053mol /L
答案: 0． 053。
2． 应用化学平衡常数求算物质的量、浓度、转

化率等

例 4 ( 2013 年山东理综，29( 1) ) 利用“化学

蒸气转移法”制备 TaS2晶体，发生如下反应:

TaS2 ( s) + 2I2 ( g 幑幐) TaI4 ( g) + S2 ( g)

ΔH ＞ 0 ( Ⅰ) 。
反应( Ⅰ) 的平衡常数表达式 K = ，若 K

= 1，向 某 恒 容 容 器 中 加 入 1 mol I2 ( g ) 和 足 量

TaS2 ( s) ，I2 ( g) 的平衡转化率为 。
解析 由化学方程式可知，平衡常数表达式

K =
c( TaI4 ) ·c( S2 )

c2 ( I2 )
; 设 I2 ( g) 的转化的物质的量

为 x，容器体积为 V。
代入三段式，可得:

TaS2 ( s) + 2I2 ( g 幑幐) TaI4 ( g) + S2 ( g)

n( 初) 1 mol 0 0
n( 变) x 0． 5x 0． 5x
n( 末) 1 － x 0． 5x 0． 5x

K =
c( TaI4 ) ·c( S2 )

c2 ( I2 )
=

0． 5x
V × 0． 5xV

(
1 － x
V )

2 = 1，

解得 x = 0． 667 mol，则 I2 ( g) 的平衡转化率为

0． 667 mol
1 mol × 100% = 66． 7%。

答案: K =
c( TaI4 ) ·c( S2 )

c2 ( I2 )
; 66． 7%。

3． 应用溶解平衡常数 Ksp计算离子浓度、pH
例 5 ( 2015 年全国卷Ⅰ·28( 2) ) 上述浓缩

液中含有 I －、Cl － 等离子，取一定量的浓缩液，向

其中滴加 AgNO3 溶液，当 AgCl 开始沉淀时，溶液

中
c( I － )
c( Cl － )

为: 。

已知 Ksp ( AgCl) = 1． 8 × 10 －10，Ksp ( AgI) = 8． 5
× 10 －17。

解析 由题意可知，存在以下沉淀溶解平衡:

①Ag + + I － AgI↓
②Ag + + Cl － AgCl↓
c( I － )
c( Cl － )

= c( Ag + ) ·c( I － )
c( Ag + ) ·c( Cl － )

=
Ksp ( AgI)
Ksp ( AgCl)

=

8． 5 × 10 －17

1． 8 × 10 －10 = 4． 7 × 10 －7。

答案: 2． 7 × 10 －8。
例 6 ( 2015 年全国卷Ⅱ·26 ( 4) ) 用废电池

的锌皮制作七水合硫酸锌，需去除少量杂质铁，其

方法是: 加入稀硫酸和双氧水，溶解，铁变为 ，

加碱调节 pH 为 ，铁刚好完全沉淀( 离子浓度

小于 1 × 10 －5 mol /L 时，即可认为该离子沉淀完

全) 。继续加碱调节 pH 为 ，锌开始沉淀( 假

定 Zn2 + 浓度为 0． 1 mol /L) 。
有关数据列于表 3。

表 3

化合物 Zn( OH) 2 Fe( OH) 2 Fe( OH) 3

Ksp

近似值
10 －17 10 －17 10 －39

解析 双氧水为强氧化剂，可将 Fe2 + 转化为

Fe3 + ; 完全沉淀时，c( Fe3 + ) ≤1 × 10 －5mol /L，代入

Ksp［Fe( OH) 3］= c( Fe3 + ) ·c3 ( OH － ) = 10 －39 计算

可得，c( OH － ) = 10 －11． 3，则 pH = 2． 7; 同理，将 c
( Zn2 + ) = 0． 1 mol /L 代 入 Ksp ［Zn ( OH ) 2］ =
c( Zn2 + ) ·c2 ( OH － ) = 10 －17，计算可得，c ( OH － )

= 10 －8，则 pH = 6。
答案: Fe3 + ; 2． 7; 6
仔细分析近年高考试题可以发现，对化学平

衡常数及其相关计算的考查方式灵活多变，是化

学平衡部分的重点、难点，是高考的重要考点之

一。考生在面对化学平衡常数考查时，要做到熟

练掌握化学平衡常数的概念并融会贯通，同时加

强计算能力，则易把这个考点由难点转化为得分

点。
( 收稿日期: 2017 － 0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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