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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的化合价存在于高中化学的各内容中，

是化学学习的基础知识，合理的利用化合价往往

可以快速获得解题的突破口，提高解题效率，如应

用化合价推导化学式、配平化学方程式、计算物质

反应、确定原子序数等，下面将详细介绍。
应用一: 推断分析化学式

化合价与化学式紧密相关，根据化学式可以

确定每种元素的化合价，同样的在解题时也可以

根据化合价来推导物质的化学式，这是对化合价

内涵的深入利用。在利用化合价推导时可以按照

“定位置→求公倍→计数目→定式子”的步骤来

书写，遵循正价元素在左，负价元素在右的原则。
例 1 已知磷为 + 5 价，氧为 － 2 价，则磷元

素对应氧化物的化学式 。
思路分析 对于上述题目，

第一步:定位置→“P O”;

第二步:求解两种元素对应化合价绝对值的

最小公倍数→“5 × 2 = 10”;

第三步:对应原子的数目→“P:10 /5 = 2，O:

10 /2 = 5”;

最后一步:书写化学式→“P2O5”。
上述是已知元素化合价后推导化学式的基本

步骤，对于有些已知某种元 素 核 外 电 子 结 构 或

性质推导化学式的问题，同样可以按照上述解题

方式，只需要首先根据条件 确 定 元 素 化 合 价 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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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反应热的图像剖析

分析反应热的图像是研究化学反应过程的重

要方式，反应热的图像可以直观呈现化学反应的

起始和终止时刻的物质能量，并根据图像曲线的

变化来分析反应过程的变化，这是反应热图像的

表层信息。而在实际的教学中还需要深刻挖掘其

中的隐含信息，如根据始末点的物质能量之差确

定 ΔH 的值，进而确定化学反应的吸放热情况。
另外，可以结合图像中的能量变化从本质上分析

催化剂对化学反应影响。上述是关于化学反应热

图像的知识内容，而在教学中还需要引导学生掌

握分析图像的方法。
例 3 图 2 为某化学反应过程中的能量变化图，

则下列对图像和对应反应分析正确的是( )。

图 2

A． a 反应过程中添加了催化剂

B． 图像对应的化学反应为放热反应，热效应

值为 ΔH
C． 改变反应中所添加的催化剂可以改变该

反应的活化能

D． 若有催化剂参与反应，则该反应的活化能

为 E1 + E2

分析 由图像可知 a 反应过程和 b 反应过程

对应的为同一化学反应。其中 a 反应过程的能量

变化为先升再降，而 b 过程的能量变化有两个过

程，能量的峰值与参考值之差表示的是反应所需

要的活化能，则 a 过程的活化能较高。根据上述

分析，结合催化剂的影响效应可确定 a 反应过程

中没有添加催化剂，故选项 A 错误;由于生成物

的总能量大于反应物的总能量，则可以确定该反

应为放热反应，热效应值为 ΔH，选项 B 正确;催

化剂参与反应，只会改变反应所需的活化能，改变

反应的过程，而对最终的反应热没有影响，故选项

C 正确;而活化能为峰巅值与参照值的差值，故选

项 D 错误。
正确选项为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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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二: 配平化学方程式

配平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基本原理是得失

电子守恒定理，而分析化合价的变化是解决问题

的突破口，具体的步骤为:

定元素→列变化→取公倍→配平式

以例 2 为例具体讲解。
例 2 配平化学方程式:

NaIO3 + NaHSO3→ NaHSO4 +
Na2SO4 + I2 + H2O
思路分析 该反应为氧化还原反应，利用化

合价进行配平时第一步是确定化学反应左右两边

发生化合价变化的元素:反应物中 I 为 + 5 价，S
为 + 4 价;生成物中 I 为 0 价，S 为 + 6 价;第二步

是列出元素变化的对应情况:I 的化合价由 + 5 价

变为 0 价，S 的化合价由 + 4 价变为 + 6 价;第三

步是取化合价变化的最小公倍数:I 由 + 5 变 0 价

降低了 － 5，S 由 + 4 变 + 6 价升高了 + 2，因此最

小公倍数为 10;第四步是配平化学反应的系数:

则 NaIO3前面的系数为 2，NaHSO3 前面的系数为

5，根据元素守恒即可配平其他物质前面的系数，

最后的化学方程式为:

2NaIO3 + 5NaHSO 3

3NaHSO4 + 2Na2SO4 + I2 + H2O
应用三: 反应的物质计算

另一个化合价重要应用是关于化学反应的物

质计算，包括生成物和反应物，当然也仅限于氧化

还原反应。对于某些较为复杂的反应有时由于给

出的条件相对有限，仅根据物质的量难以建立起

有效的模型，此时就可以考虑从元素的化合价变

化入手，分析电子转移情况，根据电子守恒关系来

建立等量关系，该方法可以忽略化学反应的具体

过程，仅分析反应起始和终止两个状态，因此更为

简单直接。
以高中化学常见的金属与强酸的反应为例，

反应过程中酸扮演着酸性和氧化剂双重角色，并

且随着酸的浓度不同，其还原产物也不相同，或者

其中涉及到多个反应，此时就可以只分析其中的

电子转移情况，如下面这道铜与浓硝酸反应的计

算题。
例 3 现将定量的浓硝酸与 3． 84 g 的铜混

合，两物质发生反应，当反应结束后收集到一定的

气体，标准状态下测得气体的体积为 22． 4 L，如果

将该气体全部放入集气瓶沉入水槽中，则需要标

准状态下的多少体积的氧气才可以使集气瓶被溶

液充满?

思路分析 该反应涉及到了多步反应，铜与

浓硝酸的反应，NO 与 O2的反应，NO2与水反应，分

析起来相对较为复杂，整个过程可以概括为铜失

电子被氧化，硝酸得电子被还原，然后氧气得电子

被还原。从电子得失守恒角度可以构建如下等量

关系:铜失电子数 = 被还原硝酸得电子数 = 还原

产物 NO、NO2消耗 O2得到的电子数，因此 Cu 失去

的电子数与 O2得到的电子数相等，根据化合价变

化有 n(Cu) × 2 = n(O2 ) × 4，假设标准状态下消

耗 O2的体积为 V，则有
3． 84 g
64 g /mol × 2 = V

22． 4 L /mol
× 4，可解得 V = 0． 672 L。

应用四: 确定原子的序数

在学习原子序数时对主族元素的化合价进行

总结，得出了主族元素的最高正价与主族系数或

最外层的电子数相等的结论，且ⅣA ～ ⅦA 的负

价等于最外层电子数减 8。化合价是元素形成化

合物时的外在性质表现，其与元素周期表中的序

数关系在一定程度是稳定存在，牢记这些规律对

于提升学生的解题效率十分有利，以下题为例。
例 4 若 X 和 Y 均是短周期元素，可以形成

化合物 XY4，假设 X 的原子序数为 m，Y 为 n，如果

用数学关系式来表示 m 和 n 的关系式，下列选项

的相互关系不正确的是( )。
A． m － 13 = n B． n + 5 = m
C． m + 8 = n D． n － 11 = m
思路分析 对于这道题，在分析时可以引导

学生结合具体物质进行，由于 X 和 Y 均是短周期

元素，形成的化合物为 XY4，则 X 为ⅣA 族元素，Y
为 H 或Ⅶ族元素，Y 的化合价有 + 1 和 － 1 两种情

形。若假设元素 Y 为 + 1 价，可推得 X 为 － 4 价，

如 SiH4、CH4，则分别符合 m － 13 = n 和 n + 5 = m;

若假设元素 Y 为 － 1 价，可推得 X 为 + 4 价，如

CCl4，则符合 n － 11 = m。XY4 型化合物的原子序

数不可能相差 8，故 C 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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