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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练习 浅析 2016 年高考电化学试题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红桥高级中学 225002 左龙军

笔者通过分析 2016 年若干省市高考化学试题

中出现的有关电化学的试题，给出解题思路，分析考

察要点，以供一线教师教学、考生高考复习备用。
一、考察要求

在《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和《2016 年高考

考试说明( 化学) 》中对于电化学有如下要求: ( 1)

举例说明化学能与电能的 转 化 关 系 及 其 应 用。
( 2) 经历化学能与电能的相互转化的探究过程，

了解原电池和电解池的工作原理，能写出电极反

应和电池反应方程式。了解常见化学电源的种类

及其工作原理。( 3) 理解金属发生电化学腐蚀的

原因、金属腐蚀的危害、防止金属腐蚀的措施，通

过实验探究防止金属腐蚀的措施。
二、考察内容

关于电化学的考察主要包括原电池和电解池

两大模块，主要考察以下几点。
1． 构成条件

( 1) 原电池: ①电解质溶液; ②两个电极; ③
导线连接的闭合回路;④自发进行。( 2 ) 电解池:

①电解质溶液或熔融状态下的盐类; ②两个电

极; ③导线连接的闭合回路; ④外加电源。
2． 电极要求( 有时正负极亦称为阴阳极)

( 1) 原电池:①正极: 较负极不太活泼的金属

或可以导电的非金属( 碳) ; ②负极: 较正极更活

泼的金属。( 2 ) 电解池: ①正极: 连接电源的正

极; ②负极: 连接电源的负极。
3． 正负极的反应类型

( 1) 原电池:①正极: 还原反应; ②负极: 氧化

反应。( 2) 电解池:①正极: 氧化反应; ②负极: 还

原反应。
4． 电子流动方向

( 1) 原电池: 负极→正极; ( 2) 电解池: 阳极→
电源正极; 电源负极→阴极。

5． 能量转换

( 1) 原电池: 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 2) 电解池:

电能转化为化学能。
在高考化学电化学试题中有时会将电化学与

其他知识融合在一起考查，一般包括: 元素化合

物、化学实验、化学计算等。
三、例题精讲

例 1 ( 2016 年 海 南 理 综，10 ) 某 电 池 以

K2FeO4 和 Zn 为电极材料，KOH 溶液为电解质溶

液。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Zn 为电池的负极

B． 正极反应式为 2FeO2 －
4 + 10H + + 6e －

Fe2O3 + 5H2O
C． 该电池放电过程中电解质溶液浓度不变

D． 电池工作时 OH － 向负极迁移

答案: AD。
精讲 A． 根据化合价升降判断，Zn 化合价只

能上升，故为负极材料，K2FeO4 为正极材料，正

确; B． KOH 溶液为电解质溶液，则正极电极方程

式为 2FeO2 －
4 + 6e － + 8H2 O 2Fe ( OH ) 3 +

10OH － ，错误; C． 该电池放电过程中电解质溶液

浓度减小，错误; D． 电池工作时阴离子 OH － 向负

极迁移，正确; 故选 AD。
剖析 这 道 高 考 试 题 给 出 了 一 种 新 的 以

K2FeO4 和 Zn 为电极材料、KOH 溶液为电解质溶

液的原电池，这类题目在高考化学中比较常见，需

要考生掌握书本上的示例的分析方法。考生需要

注意的是反应溶液在酸性条件和碱性条件下的不

同，包括正负极反应方程式中反应离子的不同。
例 2 ( 2016 年江苏理综，7 ) 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 。
A． 氢氧燃料电池工作时，H2 在负极上失去电子

B． 0． 1 mol·L －1 Na2CO3 溶液加热后，溶液

的 pH 减小

C． 常温常压下，22． 4 L Cl2 中含有的分子数

为 6． 02 × 1023个

D． 室温下，稀释 0． 1 mol·L －1 CH3COOH 溶

液，溶液的导电能力增强

答案: A。
精讲 A． 氢氧燃料电池工作时，H2 发生氧化

反应，在负极上失去电子，正确; B． 升高温度，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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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碳酸钠的水解，溶液的 pH 增大，错误; C． 常温

常压下，22． 4 L Cl2 中的物质的量小于 1 mol，含有

的分子数小于 6． 02 × 1023 个，错误; D． 室温下，稀

释稀醋酸，虽然电离平衡正向移动，自由移动离子

的数目增加，但溶液体积的增大起主导作用，自由

移动离子的浓度减小，溶液的导电能力减弱，错

误。答案选 A。
剖析 这道题目将原电池、化学物质的水解、

标准状况以及外界元素对物质的影响、有机酸类

的导电性分析等有机结合起来，所涉及的知识点

较多，需要考生熟练掌握化学中的各个模块。其

中 A 选项对于氢氧电池的考察主要考察了原电池正

负极的电子移动，考生需要区别的是: 在原电池中是

负极失去电子，在电解池中是阳极失去电子。
例 3 ( 2016 年江苏理综，20 ( 1 ) ) 铁炭混合

物( 铁屑和活性炭的混合物) 、纳米铁粉均可用于

处理水中污染物。
铁炭混合物在水溶液中可形成许多微电池。将

含有 Cr2O
2 －
7 的酸性废水通过铁炭混合物，在微电池

正极上 Cr2O
2 －
7 转化为 Cr3 + ，其电极反应式为 。

答案: Cr2O
2 －
7 +6e － +14H + 2Cr3 + +7H2O

精讲 混合物在水溶液中可形成许多微电

池。将含有 Cr2O
2 －
7 的酸性废水通过铁炭混合物，

在微电池正极上 Cr2O
2 －
7 获得电子，被还原产生

Cr3 + ，正极上发生的电极反应式为 Cr2O
2 －
7 + 6e －

+ 14H + 2Cr3 + + 7H2O。
剖析 这道题目看似给出了铁炭混合物这种

新物质，但是仔细分析试题，发现考点还是基本的

原电池，需要考生分析微电池的化学反应，确定正

负极参与反应的物质、尤其是反应的离子。
例 4 ( 2016 年北京理综，12) 用零价铁( Fe) 去

除水体中的硝酸盐( NO－
3 ) 已成为环境修复研究的热

点之一。( 1) Fe 还原水体中 NO－
3 的反应原理如图 1

图 1

所示。①作负极的物质是 。②正极的电极反

应式是 。( 2 ) 将足量铁粉投入水体中，经 24
小时测定 NO －

3 的去除率和 pH，结果如下:

初始 pH pH =2． 5 pH = 4． 5
NO －

3 的去除率 接近 100% ＜50%
24 小时 pH 接近中性 接近中性

铁的最终

物质形态

pH = 4． 5 时，NO－
3 的去除率低。其原因 是 。

( 3) 实验发现: 在初始 pH = 4． 5 的水体中投入足

量铁粉的同时，补充一定量的 Fe2 + 可以明显提高

NO －
3 的去除率。对 Fe2 + 的作用提出两种假设:

Ⅰ． Fe2 + 直接还原 NO －
3 ; Ⅱ． Fe2 + 破坏 FeO( OH)

图 2

氧化 层。①做 对 比

实验，结果如图 2 所

示，可得到的结论是

。②同 位 素 示

踪法证实 Fe2 + 能与

FeO( OH) 反应生成

Fe3O4。结合该反应

的离子方程式，解释

加入 Fe2 + 提高 NO－
3 去除率的原因: 。( 4) 其他

条件与( 2) 相同，经1 小时测定NO－
3 的去除率和 pH，

结果如下:

初始 pH pH =2． 5 pH = 4． 5
NO －

3 的去除率 约 10% 约 3%
1 小时 pH 接近中性 接近中性

与( 2) 中数据对比，解释( 2) 中初始 pH 不同时，NO－
3

去除率和铁的最终物质形态不同的原因: 。
答案: ( 1 ) ①铁 ②NO －

3 + 8e － + 10H +

NH +
4 + 3H2O; ( 2 ) FeO ( OH) 不导电，阻碍电子转

移; ( 3 ) ①本 实 验 条 件 下，Fe2 + 不 能 直 接 还 原

NO －
3 ; 在 Fe 和 Fe2 + 共同作用下能提高 NO －

3 的去

除率。② Fe2 + + 2FeO ( OH ) Fe3O4 + 2H + ，

Fe2 + 将 不 导 电 的 FeO ( OH ) 转 化 为 可 导 电 的

Fe3O4，利于电子的转移。( 4) 初始 pH 低时，产生

的 Fe2 + 充足; 初始 pH 高时，产生的 Fe2 + 不足。
精讲 ( 1) 用零价铁( Fe) 去除水体中的硝酸

盐( NO －
3 ) ，①Fe 还原水体中的 NO －

3 的原理图可

知，Fe 被氧化作负极; ②正极是硝酸根离子被还

原成为铵根离子( NH +
4 ) ，该溶液为酸性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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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阿伏伽德罗常数 NA 在高考考查中的“陷阱”
江苏省南京市行知实验中学 210000 陈子健

物质的量是高中化学的核心内容，判断一定

量( 质量、体积、物质的量) 的宏观物质含某种指

定微粒的数目，即以阿伏伽德罗常数 NA 的表述

呈现的考查方式，此类题型面广，常常在题中设置

“陷阱”，学生易错，具有较好的区分度，故在全国

各地高考中均保持良好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若要

更好、更准确地解决此类试题，尤其要警惕题中设

置的“陷阱”，下面举例说明。
例 1 ( 2016 届扬州中学 3 月测试题) 设 NA 为

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密闭容器中 2 mol NO 与 1 mol O2 充分反

应后，容器内气体的分子数为 2NA

B． 用惰性电极电解 CuSO4 溶液后，如果加入

0． 1 mol Cu( OH) 2 能使溶液复原，则电路中转移

电子的数目为 0． 2NA

C． 142 g Na2SO4 和 Na2HPO4 固体混合物中，

阴阳离子总数为 3NA

D． 过氧化钠与水反应时，生成 0． 1 mol 氧气

转移的电子数为 0． 4NA

解析 本题四个选项中从不同角度处处设

陷，许多学生都认为选项 A 2 mol NO 与 1 mol O2

刚好完全反应生成 2 mol NO2，误认为容器内气体

的分子数为 2NA，忽视了 NO2 常温下就存在平衡

2NO 幑幐2 N2O4的“陷阱”，所以容器内气体的分子

数应小于 2NA，故选项 A 错误。选项 B 中已明确

用惰性电极电解 CuSO4 溶液，根据电解 CuSO4 溶

液方程 式: 2CuSO4 + 2H2 O 2Cu + 2H2SO4 +
O2↑，加入 0． 1 mol Cu ( OH ) 2 能 使 溶 液 复 原，

H2SO4 + Cu( OH) 2 CuSO4 + 2H2O，“陷阱”就

在加入 0． 1 mol Cu( OH) 2 与生成的 H2SO4 反应生

成 0． 2 mol H2O，而电解消耗的水是 0． 1 mol，则

CuSO4 全部电解，还要电解 0． 1 mol，所以电路中转

移电子的数目为 0． 4NA，选项 B 错误。选项 C 中以

Na2SO4 和 Na2HPO4 固体混合物，不会分析比较的考

生无从下手，另对 Na2HPO4 误认为有 Na +、H+、PO3 －
4

实际上固体中含的 2 个 Na +、1 个 HPO2 －
4 共 3 个离

子，Na2SO4 和 Na2HPO4 的摩尔质量均为 142 g /mol，
142 g Na2SO4 和 Na2HPO4 固体混合物计算物质的量

为 1 mol，阴阳离子总数为3NA，故选项C 正确。选项

D 由方程式 2Na2O2 +2H2 O 4NaOH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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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移

结合元素的电荷守恒可知电极的反应式为: NO－
3

+8e － +10H + NH +
4 +3H2O; ( 2) 从 pH 对硝酸根

除去率的影响来看，初始的 pH =4． 5 时去除率低，主

要是因为铁离子容易水解生成 FeO( OH) ，同时生成

的 Fe3O4 产率降低，且生成的 Fe( OH) 不导电，同时

该物质会阻碍电子的转移，所以 NO－
3 去除率低。

( 3)①从图可以看出只加铁粉和只加二价铁离子，

NO－
3 的去除率都比同时加入铁粉和二价铁离子的去

除率要低，说明了不是应用了亚铁离子的还原性提

高了硝酸根的去除率的，而是由于二价铁离子破坏

了 FeO( OH) 生成四氧化三铁; ( 4) pH 升高，三价铁

离子越容易生成 FeO ( OH) ，又因为FeO( OH) 不

导电，所以 NO －
3 的去除率越低。

剖析 这道题目主要考察了电化学的反应原

理，同时还考察了氧化还原反应，离子的水解以及

pH 的问题。这道题给出的图比较多，基本上都是考

生在复习预习的过程中没有遇到过的，需要考生自

己分析题目给出的信息，分析实验现象。这道题目

有效地考察了考生的读图能力以及信息提取能力，难

度较大，但是只要考生熟练掌握教材中的基本知识，认

真分析题目中的信息，同样可以快速准确的做答。
四、学习攻略

分析以上几例高考电化学试题，不难发现，高

考中和电化学有关的出题和教材上的基础知识紧

密联系，同时会将电化学与社会热点问题紧密衔

接，主要包括新能源、环境保护、工业生产等问题;

还会与中学化学中的其他知识相融合，主要包括

离子水解、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变化、有机化学等。
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高三教学经验，提出以

下几点学习建议: ( 1) 熟练掌握基础知识。( 2) 总

结电化学中的知识点。( 3 ) 加强与电化学有关的

专题训练。 ( 收稿日期: 2016 － 0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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