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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反应原理是中学化学中的重要反应原

理，在社会工农业生产、科技发展、生活实际中的

多项领域里广泛应用，在高考中也成为考查热点

和高频考点。近几年试题已发展到给出新情境、
新信息等限定条件考查学生运用离子反应原理进行

离子是否共存的判断，能有效地考查学生能否掌握

和应用该反应原理，特别是考查学生获取信息，运用

信息的迁移能力，有较好的区分度，下面举列说明。
例 1 某无色溶液含有下列离子中的若干

种:H +、NH +
4 、Fe

3 +、Ba2 +、Al3 +、CO2 －
3 、Cl

－、OH －、
NO －

3 。向该溶液中加入铝粉，只放出 H2，则溶液

中能大量存在的离子最多有( )。
A． 3 种 B． 4 种 C． 5 种 D． 6 种

解题分析 本题是传统性的题型，给出溶液中

一定数目的离子组，考查离子反应原理，从离子组上

来看，常规的解题思路是分酸性溶液和碱性溶液再

用离子反应原理进行分组，但题中附加了多种限定

条件和隐含附加条件，题中是无色可排除 Fe3 + 的存

在，另向溶液中加入铝粉只产生 H2，则可能是酸性溶

液，也可能是碱性溶液。如在酸性溶液中隐含了不

存在 NO－
3 ，考生往往最容易出现错误。用分组和排

除进行分析:若是酸性溶液，则存在 H+ ，排除 CO2 －
3 、

OH－、NO－
3 ，能大量存在的离子有 NH4

+、Ba2 +、Al3 +、
Cl － ，共 5 种;若是碱性溶液，则存在 OH－ ，则排除:

H+、NH+
4 、Al

3 + ，能大量存在的离子有:Ba2 +、CO2 －
3 、

Cl －、NO－
3 ，也是共 5 种，所以选择 C。答案:C。

例 2 常温下，下列各组离子在指定溶液中

一定能大量共存的是( )。
A．1．0 mol·L－1 KNO3溶液:H+、Fe2 +、SCN－、SO2－

4

B． c ( H + ) /c ( OH － ) = 10 －10
的 无 色 溶 液:

Na +、Ba2 +、NO －
3 、Cl

－

C． 由水电离产生 c (H + ) = 10 －10 mol /L 的溶

液:NH4
+、AlO2

－、Ca2 +、S2 －

D． c ( ClO － ) = 1． 0 mol· L －1
的 溶 液:K +、

SO2 －
3 、S

2 －、SO2 －
4

解题分析 本题比较常规性，给出几种离子

和限定条件运用离子反应原理来判断离子之间能

否发生反应，注意题中条件是“一定能大量共存”，尤

其要注意隐含条件对离子之间能否发生反应的判

断。选项 A 中有隐含条件，在 1． 0 mol·L －1 KNO3溶

液中含有 NO3
－
与给定的离子组中 H+

组合相当于硝

酸，具有强氧化性，能将 Fe2 + 氧化成 Fe3 + ，故选项 A
错误。选项 B 中 c(H+ ) / c(OH－ ) = 10 －10

的无色溶

液是呈碱性，给定的离子之间不能相互发生反应，故

一定能大量共存，正确。选项 C 中由水电离产生

c (H+ ) =10 －10mol /L 的溶液，该溶液可能呈酸性，也

可能呈碱性，呈酸性AlO －
2 、S

2 －
不能大量存在，呈碱性

NH4
+
不能大量存在，所以 C 选项一定不能大量共

存，选项 C 不符合题意，错误。选项 D 中含有 ClO －

具有强氧化性，能将 SO2 －
3 、S

2 －
氧化而不能存在，故选

项 D 错误。答案:B。
例 3 制备(NH4)2Fe(SO4)2·6H2O 的实验中，

需对过滤出产品的母液(pH ＜1)进行处理。室温下，

分别取母液并向其中加入指定物质，反应后的溶液

中主要存在的一组离子正确的是( )。
A． 通入过量 Cl2:Fe2 +、H +、NH +

4 、Cl
－、SO2 －

4

B． 加 入 少 量 NaClO 溶 液:NH4
+、Fe2 +、H +、

SO2 －
4 、ClO

－

C． 加 入 过 量 NaOH 溶 液:Na +、Fe2 +、NH +
4 、

SO2 －
4 、OH

－

D． 加 入 过 量 NaClO 和 NaOH 的 混 合 溶 液:

Na +、SO2 －
4 、Cl

－、ClO －、OH －

解题分析 本题题型呈现与以往不同，以往

此类题主要是给出几种离子和一定条件来考查学生

对离子间能否发生离子反应而判断离子是否共存，

本题以化学实验制备(NH4)2 Fe(SO4)2·6H2O 过程

为信息载体，题中隐含了(NH4)2Fe(SO4)2·6H2O 是

溶于水的盐，通过结晶析出(NH4)2 Fe(SO4)2·6H2O
晶体，过滤后的母液中主要还含有共存的 NH4

+、
Fe2 +、SO2 －

4 ，再通过附加条件来判断溶液中的离子

是否还能共存，同时题干又隐含了附加条件 pH ＜
1 的酸性溶液，各选项中又限定了其他不同的附

加条件来进行考查，体现了江苏高考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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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碱、盐知识部分既是初中化学的重点，也

是初中化学的难点，更是中考化学的命题热点，题

量在中考试卷中所占的比重较大，是中考的必考

内容之一。
一、考查物质的俗称、化学式等

例 1 下列选项中物质的俗名、化学式、类

别、用途完全对应的是( )。
A． 纯碱 Na2CO3 碱 制玻璃

B． 生石灰 CaO 氧化物 补钙剂

C． 食盐 NaCl 盐 除铁锈

D． 火碱 NaOH 碱 生产橡胶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常见物质的俗称、化学

式等。碳 酸 钠 俗 称 纯 碱、苏 打，其 化 学 式 为

Na2CO3，是由 钠 离 子 和 碳 酸 根 离 子 构 成 的 化 合

物，属于盐，A 错误;生石灰是氧化钙的俗称，其化

学式为 CaO，是由钙元素和氧元素组成的化合物，

属于氧化物，但氧化钙与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该

反应放出大量的热，生成的氢氧化钙具有腐蚀性，

不能用作补钙剂，B 错误;氯化钠的俗称是食盐，

其化学式为 NaCl，是由钠离子和氯离子构成的化

合物，属于盐，不能用于除铁锈，C 错误;氢氧化钠

俗称火碱、烧碱、苛性钠，其化学为 NaOH，是由钠

离子和氢氧根离子构成的化合物，属于碱，可用于

生产橡胶，D 正确。答案:D。
二、考查物质的性质和用途

例 2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下列关于物质的性质和用途的表述没

又达到了对考生能力的多方面考查的目的。选项

A 中通入过量 Cl2，Fe
2 +

具有较强的还原性，Cl2 能将

Fe2 + 氧化为Fe3 + ，所以Fe2 + 不能存在。选项A 错误。
选项 B 中加入少量 NaClO 溶液，ClO －

在酸性条件下

也具有较强的氧化性，同样可将 Fe2 + 氧化为 Fe3 +
而

使 Fe2 + 不能存在，实际上 H+
与 ClO －

也不能大量共

存，所以选项 B 错误。选项 C 中加入过量 NaOH 溶

液，OH－
与 Fe2 + 会反应生成 Fe(OH)2 沉淀、OH－

与

NH4
+
生成一水合氨而使 Fe2 + 和 NH4

+
都不能主要存

在，所以选项 C 错误。选项 D 中虽然是加入过量

NaClO 和 NaOH 的混合溶液，题中给出的离子都不能

发生离子反应，能共同存在，所以选项 D 正确。答

案:D。
例 4 下列关于离子共存或离子反应的说法

正确的是( )。
A．某无色溶液中可能大量存在H+、Cl －、MnO－

4

B． pH =2的溶液中可能大量存在Na +、NH+
4 、SiO

2－
3

C． Fe2 +
与 H2O2在酸性溶液中的反应:

2Fe2 + + H2O2 + 2H + 2Fe3 + + 2H2O
D． 稀硫酸和 Ba(OH) 2溶液反应:

H + + SO2 －
4 + Ba2 + + OH － BaSO4↓ + H2O

解题分析 本题将历届考查离子反应的两种

题型离子共存和离子反应方程式正误判断合为一

题，也是一种创新意识的体现。选项 A 中附加条

件是无色，而 MnO －
4 是紫(红)色而排除，其实在常

温下酸性条件下 MnO －
4 可将 Cl － 氧化成氯气而不

能大量存在，故 A 错误。选项 B 附加条件是 pH =
2 的溶液呈酸性，SiO2 －

3 与 H+
反应生成 H2SiO3沉淀而

不能大量存在，B 错。选项 D 是最常见的离子反应

方程式，不符合离子之间的配比关系，应该是 2H + +
SO2 －

4 + Ba2 + +2OH － BaSO4↓ + 2H2O，不能部分

约简，所以 D。C 项符合离子反应方程式的原理，原

子、电符、得失电子都守恒，C 项正确。答案:C。
离子反应原理考查在题型上是千变万化的，

只要学生理解了离子反应原理，知道离子反应的

反应实质和类型，掌握了题中给出的各种离子的

性质、反应规律和一些特殊离子的特性，再注意题

中的附加条件，特别是题中隐含附加条件，要充分

挖掘和利用，不管题型如何变化，如何呈现考查方

式，但考查的核心仍然是离子反应原理和常见重

要离子的知识体系，以不变应万变，提高能力和思

维，这类题是很容易高效正确的解决。
(收稿日期:2016 － 08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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