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考化学物质推断题的常见类型与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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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题是每年各地中考的经典题型，它不仅

能考查学生对元素及其化合物知识的掌握情况，

更能考查学生的分析、推理、综合应用知识的能

力，具有很强的区分度与选拔功能。它的特点是

题面容量大，覆盖面广。常涉及物质的组成、性

质、用途和制备等知识内容。拥有清晰的思路是

解题的前题，选择合适的突破口是解题的关键，应

用合理的方法是解题的保障。
一、把握重要的突破口

1． 重要物质的颜色

( 1) 固 体 颜 色: Fe、C、CuO、MnO2、Fe3O4 ( 黑

色) ; Cu、Fe2O3 ( 红 色) ; Cu2 ( OH ) 2CO3 ( 绿 色) ;

CuSO4·5H2O( 蓝色) 。
( 2) 溶液颜色: CuCl2、CuSO4 ( 蓝色) ; FeCl2、

FeSO4 ( 浅绿色) ; FeCl3、Fe2 ( SO4 ) 3 ( 黄色) 。
( 3) 火焰颜色: S 在 O2 中燃烧( 蓝紫色) ; S、

H2 在空气中燃烧( 淡蓝色) ; CO、CH4 在空气中燃

烧( 蓝色) 。
( 4 ) 沉 淀 颜 色: BaSO4、AgCl、CaCO3、BaCO3

( 白色) ; Cu( OH) 2 ( 蓝色) ; Fe( OH) 3 ( 红褐色) 。
2． 常见物质的状态

常见固体单质有 Fe、Cu、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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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单质有

时，一定要看清坐标轴的含义，找准起点、折点、
终点以及曲线的变化趋势，结合溶度积知识去解

决问题。
命题角度四 溶度积与溶解平衡的移动

典例7 ( 2014 年试题调研) 化工生产中含 Cu2 +

的废水常用 MnS( s) 作沉淀剂，其反应原理为

Cu2 + ( aq) +MnS( s 幑幐) CuS( s) +Mn2 + ( aq)

下列有关该反应的推理不正确的是( ) 。
A． 该反应达到平衡时，一定存在: c( Cu2 + ) =

c( Mn2 + )

B． Ksp ( CuS) ＜ Ksp ( MnS)

C． 向平衡体系中加入少量 Cu ( NO3 ) 2 固体，

c( Mn2 + ) 变大

D． 该反应的平衡常数表达式: K =
Ksp ( MnS)
Ksp ( CuS)

解析 该 反 应 达 到 平 衡 时，c ( Mn2 + ) 、
c( Cu2 + ) 保 持 不 变，但 不 一 定 相 等，A 项 错 误;

MnS( s) 能够转化为 CuS( s) ，说明 CuS 比 MnS 更

难溶，即溶度积更小，B 项正确; 向平衡体系中加

入少量 Cu( NO3 ) 2 固体，平衡向正反应方向移动，

c( Mn2 + ) 变大，C 项正确; 该反应的平衡常数表达

式 K = c( Mn2 + )
c( Cu2 + )

= c( Mn2 + ) ·c( S2 － )
c( Cu2 + ) ·c( S2 － )

=

Ksp ( MnS)
Ksp ( CuS)

，D 项正确。答案: A。

典例 8 ( 2015 年模拟题) 已知室温下有如

下数据: Ksp ( CaC2O4 ) = 5． 0 × 10 －9 ; Ksp ( CaCO3 ) =
2． 5 × 10 －9。向 0． 6 mol·L －1的 Na2CO3 溶液中加

入足量 CaC2O4 粉末后( 忽略溶液体积变化) ，充

分搅拌，发生反应:

CO2 －
3 ( aq) +CaC2O4( s 幑幐) CaCO3( s) +C2O

2 －
4 ( aq)

静置后沉淀转化达到平衡，此时溶液中的 c( C2O
2 －
4 )

( 不考虑其他诸如水解之类副反应) 为 。
解析 该题以沉淀的转化为载体，考查平衡

的 移 动、Ksp 的 应 用。设 反 应 达 到 平 衡 时，

c( C2O
2 －
4 ) = x，由

CO2 －
3 ( aq) +CaC2O4( s 幑幐) CaCO3( s) +C2O

2 －
4 ( aq)

则
c( C2O

2 －
4 )

c( CO2 －
3 )

=
Ksp ( CaC2O4 )
Ksp ( CaCO3 )

= x
0． 6 － x = 2

x = 0． 4 mol·L －1

总结提升 利用溶解平衡的移动和 Ksp的影响

去考查是相对新颖的题目，本部分融合了较多的知

识和能力，要求学生认清平衡移动原理，利用“三段

式”和 Ksp表达式去解决问题。特别是沉淀转化的方

程式的 K 就等于两物质的 Ksp之比，值得关注。
总之，溶度积( Ksp ) 作为高考新宠，已成为高

考的必考点，在平时各省市的模拟考试中也是常

考点。但只要我们把握其规律和实质，就能以不

变应万变，达到培养学生知识技能的双提高。
( 收稿日期: 2015 － 07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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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N2、O2 ; 无色气体有 H2、N2、O2、CO、CO2、CH4、
SO2 ; 常温下呈液态的物质有 H2O。

3． 重要的反应条件

点燃( 有 O2 参加的反应) ; 通电( 电解 H2O) ;

催化剂( KClO3 分解制 O2 ) ; 高温( CaCO3 分解，C、
CO 还 原 CuO、Fe2O3 ) ; 加 热 ［KClO3、KMnO4、
Cu2 ( OH) 2CO3等的分解，H2 还原 CuO、Fe2O3］。

4． 关键的反应特征

( 1) 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无色无味气体

是 CO2。
( 2) 能使黑色 CuO 变红( 或红色 Fe2O3 变黑)

的气体是 H2 或 CO，固体是 C。
( 3) 能使燃烧着的木条正常燃烧的气体是空

气，燃烧得更旺的气体是 O2，熄灭的气体是 CO2

或 N2 ; 能使带火星的木条复燃的气体是 O2。
( 4) 能使白色无水 CuSO4 粉末变蓝的气体是

水蒸气。
( 5) 在 O2 中燃烧火星四射的物质是 Fe。
( 6) 在空气中燃烧生成 CO2 和 H2O 的物质是

有机物，如 CH4、C2H5OH 等。
( 7) 能 溶 于 盐 酸 或 稀 HNO3 的 白 色 沉 淀 有

CaCO3、BaCO3 ; 不 溶 于 稀 HNO3 的 白 色 沉 淀 有

AgCl、BaSO4。
5． 特征元素和物质

( 1) 地壳中含量最多的元素是 O，含量最多

的金属元素是 Al。
( 2) 人体中含量最多的元素是 O。
( 3) 空气中含量最多的元素是 N。
( 4) 形成化合物最多的元素是 C。
( 5) 质子数最少的元素是 H。
( 6) 相对分子质量最小、密度也最小的气体

是 H2。
( 7) 相对分子质量最小的氧化物是 H2O。
( 8) 自然界中硬度最大的物质是金刚石。
二、常用思路方法

1． 顺推法: 通常以题首为突破口，按照物质的

性质，以及物质间的相互反应为依托逐步深入下

去，直至顺利解题。
2． 逆推法: 通常以题给的结论或实验现象为

突破口，从题尾入手依次向前逆推，从而获得问题

的答案。

3． 分层法: 将整个推断过程分层进行，先得出

每层的结论，再统摄整理。
4． 剥离法: 根据已知条件把推断过程中存在

的有明显特征的未知物质先剥离出来，再将其作

为已知条件来逐个推断其他物质。
三、主要解题流程

1． 阅读题目: 要求通阅全题，统领大局。关键

点要反复读，读得它“原形毕露，真相大白”。
2． 寻找突破: 要求在读题的过程中找出明显

条件，挖掘隐含条件，寻找解题的突破口。
3． 正确推断: 要求从突破口入手将明显条件

与隐含条件相结合，运用合理的方法正确推断。
4． 验证答案: 要求将推出的结果代入题中逐

步检验。
四、经典习题例析

1． 文字叙述型

例 1 有一包固体粉末，可能由碳酸钙、硫酸

钾、硝酸钠、氯化铁、氯化钡中的一种或几种组成，

做实验得到以下结论: ( 1 ) 将此固体粉末加到水

中，得到白色沉淀，上层溶液为无色。( 2) 该白色沉淀

部分溶于稀硝酸，且有气体放出。从实验可判断出，

该粉末中一定含有 ，一定不含有 。
解析 该类题中往往会有明显的现象特征，

解题时就以此为突破口。( 1 ) 中“上层溶液为无

色”可推得无“氯化铁”;“白色沉淀”有两种可能:

碳酸钙或硫酸钾与氯化 钡 反 应 生 成 的 硫 酸 钡。
( 2) 中“白色沉淀部分溶于稀硝酸”中的“部分溶

于”可知既有“碳酸钙”，又有“硫酸钡”; 而有硫酸

钡时，则一定含有硫酸钾与氯化钡。但整个推断

过程中，始终无法确定硝酸钠的存在与否。所以，

原固体粉末中一定含有碳酸钙、硫酸钾和氯化钡，

一定不含有氯化铁，可能含有硝酸钠。
2． 框图型

例 2 图 1 中的各物质均为初中化学常见物

质。请根据图 1 所示关系回答: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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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甲物质中的元素共有 种。
( 2) 反应②的基本反应类型为 。
( 3) 若常温下乙为无色液体，则 A 为 ; 反

应②的化学方程式可能为 。
解析 ( 1 ) 据“单 质 B + 单 质 C→化 合 物

甲”，可知甲物质中含有两种元素。
( 2) 反应②属于置换反应。
( 3 ) 据“常 温 下 乙 为 无 色 液 体”，推 断 乙 为

H2O，再结 合 所 学 过 的 有 H2O 生 成 的 置 换 反 应

( 即 H2 还原 CuO 或 Fe2O3 ) ，可知 A 为 H2，则 C 为

O2。反应②的化学方程式可能为 H2 + CuO
Cu +H2O 或 3H2 + Fe2O 3 2Fe +3H2O。化合物甲

可能是 CuO 或 Fe2O3，单质 B 可能是 Cu 或 Fe。
3． 表格型推断题

例 3 有 A、B、C、D、E 五瓶失去标签的无色

溶 液，它 们 分 别 是 NaOH、HCl、BaCl2、MgSO4、
K2CO3 中的一种。为了鉴别，各取少量溶液两两

混合实验结果如表 1 所示。表中“↓”表示生成

难溶或微溶的沉淀; “↑”表示有气体产生; “－”
表示观察不到明显的现象变化( 本实验条件下，

生成的微溶物均以沉淀形式出现) 。
表 1

A B C D E

A ↓ — — ↓

B ↓ ↑ — ↓

C — ↑ — —

D — — — ↓

E ↓ ↓ — ↓

( 1) 根据实验现象，可以判断 A － E 的物质名称

是: A B C D E ;

( 2) 请从 A － E 这 5 种物质中选取适当物质，

通过一种合理的途径制取氧化镁。按顺序写出各

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解析 将这五种物质两两混合，列表在相应

位置标出有关的实验现象，如表 2:

两表对照: 题中表 1 的现象 A 有 2 个“↓”，B 有

2 个“↓”一个“↑”，C 有 1 个“↑”，D 有 1 个“↓”，E
有 3 个“↓”; 表 2 对应的现象是 BaCl2 有 2 个“↓”，
K2CO3 有 2“↓”一个“↑”，HCl 有一个“↑”，NaOH
有 1 个“↓”，MgSO4 有 3 个“↓”，故 A 为氯化钡，B

为碳酸钾，C 为盐酸，D 为氢氧化钠，E 为硫酸镁。
表 2

BaCl2 K2CO3 HCl NaOH MgSO4

BaCl2 ↓ — — ↓

K2CO3 ↓ ↑ — ↓

HCl — ↑ — —

NaOH — — — ↓

MgSO4 ↓ ↓ — ↓

4． 关系式转化关系型

例 4 已知 A、B、C、D、E、F 6 种物质的转化

关系如下:

( 1) A + B→C + H2O
( 2) C + KOH→D↓( 蓝色) + E
( 3) B + D→C + H2O
( 4) K2SO4 + BaCl2→F↓ ( 白色，不溶于稀硝

酸) + KCl
根据上述变化关系，推断有关物质的化学式:

A ;B ;C ;D ;E ;F 。
解析 其实该类题与前一类型一样，往往会

出现明显的现象特征。本题的突破口在反应式

( 4) ，由复分解反应的知识可知: F 中含 Ba，又 F
为“白色且不溶于稀硝酸的物质”，故 F 为 BaSO4。
另一个突破口在反应式( 2) ，因为 D 为“蓝色沉淀”，
故可推得 D 为 Cu( OH) 2 ; 可推得 C 为 CuCl2。然后

在( 3) 中可推得 B 为 HCl，在( 1) 中可推得 A 为 CuO。
5． 流程图式

例 5 A 是绿色粉末，G 是蓝色溶液，X 为常

见的稀酸，B、C、D、E、F、H 和 Y 是初中化学常见

的物质。它们之间转化关系如图 2 所示，反应①、
②、③、④和⑤是初中化学常见的反应。

图 2

请回答下列问题。
( 1) 写出化学式: D ，E ，X 。
( 2) 写出化学方程式: 反应② ; 反应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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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氧化还原反应的学习与高考

江苏省泰兴市第一高级中学 225400 余金华

氧化还原反应是中学化学中最重要的基本概

念和基本理论之一，是中学化学学习的重点和难

点之一，也是高考必考的内容，而且每年在高考中

占的比重较大。本文试图通过今年的高考试题分

析，归纳出氧化还原反应的考点，拟对今后的高考

复习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能对学生以后的高考

复习有一些指导作用。
一、中学有关氧化还原反应的学习安排

首先氧化还原反应是学生所“熟悉”的化学

知识，因为氧化还原反应是生产、生活中经常接触

的，也是应用很多的或是很多要避免的反应。比

如硫酸工业、氯碱工业等，生活中的植物的光合作

用、铅蓄电池、手机电池等等的使用; 要避免的氧

化还原反应有防止金属的生锈、将“84”消毒液与

洁厕剂混用等等。熟悉了氧化还原反应原理，可

以使生产、生活得更好。
但是氧化还原反应又是抽象的。考试并不是

简单地说出生活中的氧化还原反应，而是从反应

原理的角度来进行考查，因而氧化还原反应对中

学生来说又是“陌生”的和“抽象”的。
由于以上的这些特点，中学教材中的氧化还

原反应知识是比较难的重要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

论知识。所以在中学教材中将氧化还原反应的知

识分为了几个阶段进行学习，以便学生能层层推

进，慢慢提高，让学生能更容易掌握氧化还原反应

的相关知识，通过慢慢提高难度，让学生遵循“最

近发展区”原理来进行氧化还原反应的学习。中

学化学教材中将氧化还原反应分为三个阶段学习:

一是在物质分类及物质的相互转化中，学习了氧化

还原反应的概念，主要是从化合价的角度定义了氧

化还原反应; 二是在学习氯气的获取和性质之后，学

习了氧化还原反应的其他相关概念，特别是学习了

氧化还原反应中氧化剂、还原剂的判断，氧化性、还
原性的判断和比较，氧化还原反应的分析方法———
双线桥法，氧化还原反应的配平方法等; 三是在必修

2 和化学反应原理两本教材中都学习了原电池和电

解池的原理，它是氧化还原反应知识的应用。
二、氧化还原反应在高考中的考查

氧化还原反应是高考中的必考考点。不管是

哪一个版本的教材，哪一个模式的高考试卷，都会

有相当多的有关氧化还原反应的知识考查。比

如，2015 年江苏高考化学试题中关于氧化还原反

应的考查( 见表 1) 。
表 1

题号 知识点 分值

3 氧化还原反应中得、失电子数目的关系 2 分

4 比较氧化还原反应中的氧化性、还原性 2 分

10
氧化还原反应中的电子转移数目;

原电池反应的电极反应式
2 分

11
氧化还原反应中的电子转移数目，

原电池、电解池反应原理
4 分

18． ( 1) 、( 4)
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得失守恒的应用，

计算氧化剂与还原剂的关系
8 分

19． ( 1) 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书写 3 分

20． ( 2) ( 4) 氧化还原反应中反应规律、方程式的书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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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解析 该题应以两种物质的颜色为突破口，

采用顺推与分层法相结合轻松解题。A 为绿色粉

末，分解成三种物质，说明它是 Cu2 ( OH) 2CO3，而

Cu2 ( OH) 2CO3 分解可以生成 CuO、H2O 和 CO2，题中

提示 G 为蓝色溶液，所以 D 为 CuO，G 为 CuSO4 或

CuCl2 ; B、C 为 CO2 和 H2O，学生对它们之间生成

H2CO3 比较熟悉，而题中是两种生成物，这就要求不

可忽视 CO2 和 H2O 发生光和作用生成 C6H12O6 和

O2。
通过图示提示 E 和 H 加热生成 D，则说明 E 为

O2、H 为 Cu，而 Y 为 Zn、Fe 等活泼金属。
答案: ( 1 ) CuO; O2 ; H2SO4 ( 或 HCl、HNO3 )

( 2) ① 6CO2 + 6H2O
光


叶绿素

C6H12O6 + 6O2

②Fe + CuSO 4 Cu + FeSO4

( 收稿日期: 2015 － 08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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