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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练习 浅谈新情境下陌生化学方程式的书写策略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212200 丁 祥 蒋朝阳

化学( 离子) 方程式的书写是高考化学的必

考内容之一，分值约占试卷总分的 10% 左右。通

常这部分知识的考查是整合在工艺流程题或综合

实验题或属于化学反应原理考查范畴的化学反应

与能量综合题中进行。同时在高考试卷中出现的

也几乎是高中化学教材里没有的、陌生的方程式，

注重考查在给定条件或满足题目中给定的信息条

件下的化学( 离子) 方程式的书写。这就要求学

生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依据信息提示，结合已学知

识，通过类比、迁移、判断等方法完成。
这种考查既符合由“知识立意”向“能力立

意”转变的高考命题思想，又体现了化学新课程

标准要求。《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实验) 中

提到“正确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能

运用所学知识解释生产、生活中的化学现象，解决

与化学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初步树立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思想。”同时也满足 高 考 考 纲 的 要 求:

“能综合运用所学化学知识及化学科学方法，对

生产、生活和科学研究中与化学相关的简单问题

进行分析解释，做出合理的判断或得到正确的结

论。”
由此可见，高考对在给定情境下化学( 离子)

方程式的书写要求很高，分值也较大。那么我们

该如何突破呢? 下面以近几年高考或模拟试题为

例探讨给定情境下化学( 离子) 方程式的书写。
一、非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书写

1． 题目中直接给出明显的信息

例 1 ( 2011 年江苏高考题 21 片段) 元素 W
的一种氯化物晶体的晶胞结构如图 13 所示( 图

略) ，该氯化物的化学式是 ，它可与浓盐酸

发生非氧化还原反应，生成配合物 HnWCl3，反应

的化学方程式为 。
解析 氯化物结合前面信息可推出其化学式

是 CuCl，而此题直接说明“与浓盐酸发生非氧化

还原反应，生成配合物 HnWCl3”，故可直接得到答

案为 CuCl + 2HCl H2CuCl3 ( 或 H2［CuCl3］) 。

2． 属于复分解反应，反应物交换成分，元素化

合价保持不变

例 2 ( 2012 年江苏高考题 20 片段) Al4C3 是

反应过程的中间产物。Al4C3 与盐酸反应( 产物

之一是含氢量最高的烃) 的化学方程式为 。
解析 由信息“产物之一 是 含 氢 量 最 高 的

烃”可知产物有 CH4，则另一产物应为 Al3 + 与 Cl －

形成 AlCl3，故该 反 应 的 化 学 方 程 式 为: Al4C3 +
12HCl 4AlCl3 + 3CH4↑。

此题我们也可从水解反应的角度分析: 阳离

子与 OH － 结合，阴离子与 H + 结合，且化合价保持

不变。这 里 就 会 生 成 Al ( OH ) 3 和 CH4，然 后

Al( OH) 3与盐酸反应生成 AlCl3。
3． 将题目中一些盐利用类比迁移思想改写成

氧化物的形式

例 3 ( 2015 年南通三模题 16 片段) ZrO2 常

用作陶瓷材料，可由锆英砂( 主要成分为 ZrSiO4，

也可表示为 ZrO2·SiO2，还含少量 Fe2O3、Al2O3、
SiO2 等杂质) 通过如下方法制取。

已知:①ZrO2 能与烧碱反应生成可溶于水的

Na2ZrO3。
写出熔融时 ZrSiO4 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为 。
解析 可以将 ZrSiO4 改写成 ZrO2·SiO2，利

用信息①可知生成 Na2ZrO3，另外 SiO2 与 NaOH
可以生成 Na2SiO3 和水。故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为: ZrSiO4 + 4NaOH 
高温

Na2SiO3 + Na2ZrO3 +
2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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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例 3 同样的思路，借助类比迁移思想可

以将例 4 的化学方程式顺利写出。
例 4 ( 2010 年江苏高考题 16 片段) 钡盐工

业生产中 排出大量的钡泥［主要含 有 HNO3、Ba-
CO3、BaSiO3、BaSO3、Ba ( FeO2 ) 2 等］。某主要生

产 BaCl2、BaCO3、BaSO4 的化工厂利用钡泥制取

Ba( NO3 ) 2，其部分工艺流程如下:

酸溶后溶液中 pH = 1，Ba ( FeO2 ) 2 与 HNO3

的反应化学方程式为 。
解析 可 以 将 Ba ( FeO2 ) 2 改 写 成 BaO·

Fe2O3，则两种碱性氧化物与 HNO3 发生复分解反

应生成 Ba( NO3 ) 2、Fe( NO3 ) 3、H2O。故该反应的

化 学 方 程 式 为: Ba ( FeO2 ) 2 + 8HNO 3

Ba( NO3 ) 2 + 2Fe( NO3 ) 3 + 4H2O。
二、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书写

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书写主要出现在工艺

流程题中。
1． 解题策略

( 1) 认识工艺流程题结构特点

①题头: 简单介绍该工艺生产的原材料和工

艺生产的目的( 包括副产品) ，指出“做什么”。
②题干: 以框图形式将原料到产品的主要生

产工艺流程表示出来，指出“怎么做”。
③题尾: 根据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化学知识设

置成系列问题，主要关注“如何写”。
④题干部分结构特点

原料预处理→核心化学反应→产品分离、提
纯。

( 2) 认真阅读题目

寻找其中的重要的信息和条件，尤其是隐含

信息。这些信息和条件主要呈现在: ①题头的叙

述部分，因此读题应做到“咬文嚼字”; ②工艺流

程题的流程部分。
( 3) 认识信息和条件的特征

①工艺流程图中每个单元格箭头流入的物质

是反应物，流出的物质是产物。
②流程中往往标明一定的酸碱性环境，则在

写化学( 离子) 方程式时要考虑 H +、OH － 何时参

与反应。
③注意反应条件: 如加热、高温、通电等。
④从生产的目的、原料、欲除去的杂质物质等

可以提炼出反映相关的 生 产、除 杂 原 理 的 化 学

( 离子) 方程式。
( 4) 书写方法和步骤

①根据题意找出已知的反应物和生成物。
②对于未知的反应物或生成物通常关注两方

面: 一是若为氧化还原反应需要根据化合价升降

守恒，二是根据元素守恒、电荷守恒判断某种未知

反应物或生成物，三是根据流程及物质特点( 如

能否水解，溶液酸碱性如何等) 判断反应所处环

境，从而考虑 H +、OH － 何时参与反应。
③配平: 原则为“守恒”思想。
具体操作一般先判断有没有化合价变化。若

有，则先用化合价升降守恒将氧化剂、还原剂、氧
化产物、还原产物的计量数配出。若是离子方程

式，则紧跟用电荷守恒配齐离子的计量数。最后

用元素守恒配出余下的物质的计量数，并最后检

验。
2． 具体示例

例 5 ( 2015 年江苏高考题 20 片段) 当 用

CaSO3 水悬浮液吸收经 O3 预处理的烟气时，清液

( pH 约为 8) 中 SO2 －
3 将 NO2 转化为 NO －

2 ，其离子

方程式为: 。
解析 根据题意和氧化还原反应特点可确定

反应物和生成物为: SO2 －
3 + NO2→SO2 －

4 + NO －
2 。

又题目中明确“清液 pH 约为 8”，说明反应环境为

碱性，OH － 参与反应，同时根据元素守恒可知还有

产物水生成。故反应物和生成物为: SO2 －
3 + NO2

+ OH －→SO2 －
4 + NO －

2 + H2O。继而配平: 根据化

合价升降守恒可配出 SO2 －
3 + 2NO2 + OH －→SO2 －

4

+ 2NO －
2 + H2O，再根据电荷守恒可配出 OH － 前的

计量数为 2，最后根据元素守恒配出 H2O 前的系

数为 1，并可用元素守恒检查。故该反应的离子

方程式为: SO2 －
3 + 2NO2 + 2OH － SO2 －

4 + 2NO －
2

+ H2O。
例 6 ( 2013 年江苏高考题 16 片段) 氧化镁

在医药、建筑等行业应用广泛。硫酸镁还原热解

制备高纯氧化镁是一种新的探索。以菱镁矿( 主

要成分为 MgCO3，含少量 FeCO3 ) 为原料制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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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初中化学反应类型*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实验初级中学 225200 朱治美

一、四种基本反应类型

从反应物和生成物的种类和类别上即从形式

上去认识化学反应，可以把大多数的化学反应分

为化合、分解、置换和复分解反应。

反应

类型

表达

式
定义 特征 实例

化合

反应

A + B

→AB

两种 或 两 种 以

上的 物 质 生 成

一种物质的反应

多

变一
C + O2 

点燃
CO2

分解

反应

AB→
A + B

由一 种 物 质 生

成两 种 或 两 种

以上 物 质 的 反

应

一变

多

2H2O
通电

2H2↑ +

O2↑

置换

反应

A + BC

→B
+ AC

由一种单质跟一

种化 合 物 起 反

应，生成另一种

单质和另一种化

合物的反应

一

换一

H2 + CuO 
△

Cu +

H2O

复分

解

反应

AB + CD

→AD
+ CB

由两种化合物互

相交换成分，生

成另外两种化合

物的反应

互换

成分

NaOH + HCl
NaCl + H2O

1． 置换反应的规律和发生的条件

规律 发生条件

H2 + 金 属 氧 化

物→金属 + H2O
ⅰ． 加热;ⅱ． K、Ca、Na、Mg、Al 等活泼金

属的氧化物除外
碳 + 金属氧化物

→金属 + CO2

ⅰ． 高温;ⅱ． K、Ca、Na、Mg、Al 等活泼金

属的氧化物除外

金属 + 酸→盐 +
H2

ⅰ． 酸一般是指稀盐酸、稀硫酸，而浓硫

酸、硝酸具有氧化性，与金属反应不生成

氢气;

ⅱ． 在金属活动性顺序中排在氢前面的

金属才能置换出酸中的氢

金属 + 盐→新盐

+ 新金属

ⅰ． 盐必须溶于水;ⅱ． 在金属活动性顺序中，

排在前面的金属才能将后面的金属从其盐

溶液中置换出来;ⅲ． K、Ca、Na 很活泼，与

盐溶液反应不能置换出金属

2． 复分解反应的规律和发生的条件

规律 发生条件

酸 + 碱→盐 +
H2O

中和反应，有水生成，一般都能发生

酸 + 盐→新酸 +
新盐

ⅰ． 参加 反 应 的 盐 要 除 去 不 溶 于 酸 的
BaSO4、AgCl 等;
ⅱ． 生成物中要有沉淀或气体或水

碱 + 盐→新碱 +
新盐

ⅰ． 反应物都可溶于水; ⅱ． 生成物中要
有沉淀或气体或水

盐1 + 盐2 → 新
盐1 + 新盐2

ⅰ． 反应物都可溶于水; ⅱ． 生成物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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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沉淀

纯氧化镁的实验流程如下:

加入 H2O2 氧化时，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为 。
解析 根据题意可以发现杂质 FeCO3 与稀

硫酸反应生成的 Fe2 + 在酸性环境下被 H2O2 氧化

成 Fe3 + ，继而在后一步调节 pH≈4 时以 Fe( OH) 3

形式除去。故反应物和生成物为: Fe2 + + H2O2 +
H +→Fe3 + + H2O。利用化合价升降守恒、电荷守

恒和元素守恒可以配平。故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为: 2FeSO4 + H2O2 + H2SO 4 Fe2 ( SO4 ) 3 +
2H2O。

虽然陌生化学( 离子) 方程式在教材里找不

到，但其书写原则和方法一定是在中学学过的，所

以陌生是相对的。要在有限时间内，从纷繁复杂

的题目信息中发现和寻找相关的有用信息，继而

顺利完成给定情境下的化学( 离子) 方程式的书

写，必须充分挖掘信息、善用反应规律，从而寻求

突破。
( 收稿日期: 2016 － 01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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