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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归策略的核心是解题者不正面进攻特定问

题，而是利用分解和转化策略将原问题的条件和

目标不断地进行变形，直到把它转化成能够解决

的问题。现结合实例说明其具体应用。
一、分解应用

分解是通过对问题的限定条件的分割，以实

现某问题由难到易，由复杂到简单，由未知到已知

的化归。
例 1 有 A、B、C、D、E 五种物质，它们分别是

MgCl2、AlCl3、NaOH、Al2 ( SO4 ) 3、BaCl2 中的一种。
它们的溶液两两反应时有以下现象:A + C→无明

显现象;B + C→无明显现象;C + D→白色沉淀;A
+ E→白色沉淀;A + B→白色絮状沉淀，A 过量时

沉淀消失。试判断上述五种物质各是哪种物质:

A ，B ，C ，D ，E 。
分析 将各种物质放在一起讨论时头绪多，

思路乱。若根据现象先确定出某些离子，再加以

组合，确定出相对应的物质，则思路较为清晰。对

于本题，先由“A + B 反应”的现象确 定 A、B 为

NaOH 和 Al3 + ，再依据“A + C 反应”“B + C 反应”
(均无明显现象，这说明 C 与 NaOH 或 Al3 + 混合

时均无明显现象) 确 定 C 为 BaCl2 且 A、B 必 为

AlCl3和 NaOH。接着由“C + D→白色沉淀”可判

断 D 必为 Al2(SO4)3，进而可知 E 为 MgCl2。由“A +
E→白色沉淀”可确认 A 为 NaOH，B 为 AlCl3。

二、转化应用

仔细分析习题的结构特征( 包括涉及的知识

点、信息的提供形式、求解目标等)，分析其中哪

些部分与已知模式的结构特征具有相似性( 或者

找出条件和结论之间的相同点与差异性)，以便

对题目进行转化，使之能用已知模式的求解策略

解决该问题。转化的方式一般有等价转换、一般

化转换、特殊化转换。
1． 等价转换

等价转换，指对习题的结构特征进行同一层

次上的转换。
例 2 已知氧化铜在高温下可发生分解:

4CuO
高温

2Cu2O + O2

生成的 Cu2O 也能被氢气还原为铜。使 m g 氧化

铜在高温下部分分解，再通入 n g 氢气( 真正用于

还原所耗 H2 的质量)，即可使剩余的固体全部还

原为铜。原氧化铜的分解率多大? n 的取值范围

多大?

分析 为求分解率，理应先求出已分解或未

分解的 CuO 的量，但似无办法。若进行等 价 转

换，改为“求分解后生成了多少克 O2”，则相对较

易。
解 m g CuO 全部被还原为 Cu 需 H2 的量

n(H2) = m
80mol，生成的 O2 形成 H2O 时需 H2 的量

n(H2 ) = m
80 － n

2 = (m － 40n) /80 mol，n(O2) =

(m － 40n) /80 × 1
2 = (m － 40n) /160 mol，分解的

CuO 的物质的量 n(CuO) = (m － 40n) /160 × 4 =
m － 40n

40 mol，分 解 率 为
m － 40n

40 / m80 × 100% =

2m － 80n
m × 100%。

还原 m g CuO 需 H2 的质量 m(H2 ) = m
80 × 2

= m
40g。若 m g CuO 全部分解生成的 Cu2O 的物质

的量 n(Cu2O) = m
80 × 1

2 = m
160mol，还原这些 Cu2O

需 H2 的质量 m(H2) = m
80g，故

m
80 ＜ n ＜ m

40。

2． 特殊化转换

例 3 取 25． 0 g CuSO4·5H2O 晶体，均匀加

热，使之缓慢升温至 1000℃，并恒温数小时( 高温

下 Cu2O 较 CuO 稳定)。试通过计算回答下列问

题:(1)在某中间温度时，固体产物的质量是否可

以为 10 g? (2)不考虑实验带来的误差，在反应条

下最终所得气态产物( 除去水后) 的物质的量为:

A．0 mol，B． 0． 1 mol，C． 大于 0． 1 mol。以上三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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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考点学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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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归类型，全思考

高中所学晶体可以分为离子晶体、分子晶体、
原子晶体和金属晶体四大类，对这四类晶体进行

分类判断也就成为学习的重点，以其为考点的晶

体结构题常用来考查学生全面思考的能力。其归

类方法如下:

1． 概念归类，即由构成晶体的晶格、质点以及

质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来归类。如离子晶体的粒

子为阴阳离子，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为离子键。
2． 导电归类，即根据晶体不同状态下的导电

性来进行归类，如固体离子晶体不导电，金属晶体

导电性良好。
3． 熔沸点归类，不同晶体的熔沸点必然存在

较大的差异，该性质也必然可以成为晶体的归类

依据，一般原子晶体的熔沸点相对较高，而分子晶

体相对较低。

4． 物质归类，根据晶体的物质分类也可以对

其归类，离子化合物对应的就是离子晶体，大多数

的共价化合物是分子晶体。
例 1 下列关于晶体性质的叙述，属于原子

晶体的是( )。
A． 质点之间是分子间作用力，且熔点很低

B． 固体或者熔融状态容易导电，熔点较高

C． 晶体由共价键结合而成，熔点高

D． 固体状态不导电，但溶于水可以导电

点拨 不同的晶体具有不同的性质，根据晶

体的性质可以判断晶体的类型，虽然判断晶体的

方法有很多，但最为有效的只有几种，如晶体质点

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物质分类判断。另外根据一

些特殊的晶体性质也可以作出判断，如离子晶体

固态时不导电，但溶于水后形成的溶液会导电，这

一性质可以作为离子晶体的重要判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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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

项外，你认为更准确的范围应多大? 试说明理由。
分析 (1) 直接求解固体产物可否为 10 g，

比较困难。可将本小题改作“最终所得固体的质

量最少为多少克”。因 Cu2O 在高温下较 CuO 稳

定，故最终所得固体为 Cu2 O，此时，n(Cu2O) =
0． 05 mol，即 m(Cu2O) = 7． 2 g，可见，某中间时固

体产物的质量可以为 10 g。
(2)仍采用极端分析这一特殊转换。因

2SO2 + O 幑幐2 2SO3

为可逆反应，故气体产物中既有 SO2，也有 SO3。
若全部为 SO2，则题述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4CuSO4·5H2O
高温

2Cu2O + 4SO2↑ + 3O2↑ + 20H2O
据此得 n( SO2 ) + n(O2 ) = 0． 175 mol;若全部为

SO3，则利用

2SO2 + O 幑幐2 2SO3

可求得 n(SO3) + n(O2) = 0． 125 mol。可见，更准

确的范围为:0． 125 mol ～ 0． 175 mol。
3． 一般化转换

例 4 在化学中，等电子体物质的性质和结

构往往有相似之处。现有一种新的无机合成材料

(BN) n，工业上制备它的方法之一是使硼砂和尿

素在 800℃ ～ 1000℃ 时发生反应，得到的是 α—
(BN) n 和其它元素氧化物。α—(BN) n 可作高温

润滑剂和耐热涂层材料等。如在高温高压条件

下，则得 β—(BN) n，β—(BN) n 硬度特高，是超高

温耐热陶瓷材料，也是磨料精密刀具的好材料。
请画出 β—(BN) n的空间构型。

分析 对学生来说，(BN) n 是一种完全陌生

的化合物，而题中涉及结构的信息又很少，故无法

直接画出。鉴于此，应先作一般化转换:由耐高

温、耐磨、硬度高等特点说明 β － (BN) n晶体属原

子晶体，结合 α—(BN) n 的性质可看出 o—(BN) n

和 β—(BN) n的性质分别和石墨、金刚石的性质

非常相似，且 BN 和 CC 是等电子体，据此可类比

为 β—(BN) n 的结构与石墨相似( 由正六边形组

成层状结构)，β—(BN) n 结构与金刚石相似( 由

正四面体成巨型分子，B、N 原子相间排列)。至

此便可顺利地画出 β—(BN) n 的空间构型( 图形

略)。 (收稿日期:2018 － 09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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