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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伏加德罗常数正误的判断

例 1 ( 全国理综课标卷Ⅱ)NA 代表阿伏加

德罗常数的值。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常温常压下，124 g P4中所含 P—P 键数目

为 4NA

B． 100 mL 1 mol·L －1 FeCl3溶液中所含 Fe3 +

的数目为 0． 1NA

C． 标准状况下，11． 2 L 甲烷和乙烯混合物中

含氢原子数目为 2NA

D． 密闭容器中，2 mol SO2 和 1 mol O2 催化反

应后分子总数为 2NA

解析 白磷(P4) 是正四面体结构，分子中含

有 6 个 P—P 键，常温常压下 124 g P4的物质的量

为 124 g ÷ 124 g·mol －1 = 1 mol，则其所含 P—P
键数目为 6NA，A 项错误;若 Fe3 +

不水解，100 mL
1 mol·L －1 FeCl3 溶液中所含 Fe3 +

的物质的量为

1mol·L －1 × 0． 1 L = 0． 1 mol，但由于 Fe3 + 发生水

解，则其所含 Fe3 + 的数目小于 0． 1NA，B 项错误;

甲烷和乙烯分子均含有 4 个氢原子，标准状况下

11． 2 L 甲烷和乙烯混合物的物质的量为 11． 2 L
÷ 22． 4 L·mol －1 = 0． 5 mol，则其含氢原子数目为

2NA，C 项正确;反应

2SO2 + O 幑幐2 2SO3

是可逆反应，则密闭容器中 2 mol SO2 和 1 mol O2

催化反应后分子总数大于 2NA，D 项错误。故答

案为 C。
点评 此类试题实质是考查有关物质的量的

计算、物质的量与 NA的关系、物质结构(包括电解

质溶液)中有关粒子数或化学键数及氧化还原反

应中转移电子数的判断、有关反应原理( 如盐类

的水解反应、可逆反应、氧化还原反应等) 的分析

判断等。求解此类题目的关键有三点:一是要掌

握有关物质的量的计算方法和物质的量与 NA 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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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弄清有关物质结构中的粒子数和化

故参加反应的 A 和 B 的质量比是 10 g∶ 2 g =
5∶ 1。答案:C

六、计算化学反应中某物质的质量

例 6 (2018 年天津)在反应

A + 3 B 2C + 2D
中，已知 A 和 B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为7∶ 8，当

2． 8 g A与 一 定 量 B 恰 好 完 全 反 应 后，生 成

3． 6 g D，则生成 C 的质量为( )。
A． 9． 6 g B． 8． 8 g C． 6． 8 g D． 4． 4 g
解析 设与 2． 8 g A 恰好反应的 B 的质量是 x，

A 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7w，B 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8w。
A + 3 B 2C + 3D
7w 3 × 8w
2． 8 g x 解得 x = 9． 6 g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生成 C 的质量 = 2． 8 g +

9． 6 g － 3． 6 g = 8． 8 g。答案:B
七、考查质量守恒定律的综合应用

例 7 (2018 年昆明) 在一密闭容器中加入

a、b、c、d 四种物质，测得反应前后各物质的质量

见表 1。
表 1

物质 a b c d

反应前的质量 / g 40 40 10 32
反应后的质量 / g 12 x 10 0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x 等于 90 B． b 可能是单质

C． c 一定是催化剂

D． 参加反应的 a 与 d 的质量比为 7∶ 8
解析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反应前后物质总

质量不变，则有 40 g + 40 g + 10 g + 32 g = 12 g + x
+ 10 g + 0 g，x = 100 g，A 错误;化学反应前后，a
物质质量减少 40 g － 12 g = 28 g，b 物质质量增加

100 g －40 g =60 g，c 物质质量不变，d 物质质量减少

32 g，故 a、d 为反应物，b 为生成物，该反应为化合反

应，b 不可能是单质，而是一种化合物，B 错误;c 物质

可能是催化剂，也可能是无关物质(或杂质)，C 错

误;参加反应的 a 与 d 的质量比为 28 g∶ 32 g =7∶ 8，D
正确。答案:D (收稿日期:2018 － 0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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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键数及氧化还原反应中转移的电子数;三是要

弄清有关反应原理及其特点( 如水解反应使溶液

中某离子数减少，可逆反应的反应物不能完全转

化为产物，同一物质在不同的氧化还原反应中转

移的电子数可能不等)。
二、离子方程式正误的判断

例 2 (江苏化学卷)下列指定反应的离子方

程式正确的是( )。
A． 饱和 Na2CO3溶液与 CaSO4固体反应:

CO2 －
3 + CaSO 幑幐4 CaCO3 + SO

2 －
4

B． 酸化 NaIO3和 NaI 的混合溶液:

I － + IO －
3 + 6H + I2 + 3H2O

C． KClO 碱性溶液与 Fe(OH) 3反应:

3ClO － + 2Fe(OH) 3

2FeO2 －
4 + 3Cl － + 4H + + H2O

D． 电解饱和食盐水:

2Cl － + 2H +
通电

Cl2↑ + H2↑
解析 饱和 Na2 CO3 溶液与 CaSO4 发生复分

解反应生成更难溶于水的 CaCO3，反应的离子方

程式为

CO2 －
3 + CaSO 幑幐4 CaCO3 + SO

2 －
4

A 项正确;B 项错在电荷不守恒和得失电子不守

恒，正确的离子方程式为

5I － + IO －
3 + 6H + 3I2 + 3H2O

C 项错在不符合客观事实( 在碱性溶液中不可能

生成 H + ，且应有 OH －
参加反应)，其正确的离子

方程式为

3ClO － + 2Fe(OH) 3 + 4OH －

2FeO2 －
4 + 3Cl － + 5H2O

D 项错在将难电离的水写出离子形式，且漏写了

产物 OH － ，其正确的离子方程式为

2Cl － + 2H2O
通电

Cl2↑ + H2↑ + 2OH －

故答案为 A。
点评 求解此类题目，就必须判断其是否符

合离子方程式的书写原则。若符合离子方程式的

书写原则，则是正确的。若不符合离子方程式书

写的任一原则( 如不符合客观事实，表示各物质

的化学式或离子符号书写不正确，质量或电荷不

守恒，漏写部分离子反应，不符合反应物用量的关

系等)，则是不正确的。

三、离子能否大量共存的判断

例 3 (江苏化学卷) 室温下，下列各组离子

在指定溶液中能大量共存的是( )。
A． 0． 1 mol· L －1 KI 溶 液:Na +、K +、ClO －、

OH －

B． 0． 1 mol·L －1 Fe2(SO4) 3溶液:Cu2 +、NH +
4 、

NO －
3 、SO

2 －
4

C． 0． 1 mol·L －1 HCl 溶 液:Ba2 +、K +、NO －
3 、

CH3COO
－

D． 0． 1 mol· L －1 NaOH 溶 液: Mg2 +、Na +、
SO2 －

4 、HCO
－
3

解析 对于 A 项，I －
具有强还原性，ClO －

具

有强氧化性，I －
与 ClO －

能够发生氧化还原反应而

不能 够 大 量 共 存，A 项 错 误; 对 于 B 项，在

0． 1 mol·L －1 Fe2(SO4) 3溶液中，所有离子彼此不

反应而能够大量共存，B 项正确;对 于 C 项，在

0． 1 mol·L －1 HCl 溶液中，CH3 COO
－

能够与 H +

反应生成 CH3 COOH 而不能够大量存在，C 项错

误;对 于 D 项，在 0． 1 mol·L －1 NaOH 溶 液 中，

Mg2 +、HCO －
3 都能够与 OH －

反应而不能大量共存，

D 项错误。故答案为 B。
点评 求解此类题目，就必须判断在溶液中

离子间能否发生化学反应。若离子间有化学反应

发生(如生成难溶的物质、生成难电离的物质、生
成气体、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发生双水解反应、发
生络合反应等)，则不能大量共存;若离子间彼此

不发生任何化学反应，则能够大量共存。同时，须

特别注意题中要求的条件，如溶液的酸碱性、pH
或指示剂颜色的变化、含有某离子或某物质的溶

液中、加入 NaOH 溶液后加热既有气体放出又有

沉淀生成的溶液、与 Al 反应能放出 H2 的溶液、水
电离的 c(H + ) = 1 × 10 －13 mol·L －1

的溶液、是否

是 无 色 溶 液 等 ( 在 常 见 离 子 中，Cu2 +、MnO －
4 、

Fe3 +、Fe2 + 等为有色离子)，从而准确求解。
四、有关化学用语正误的判断

例 4 (北京理综卷)下列化学用语对事实的

表述不正确的是( )。
A． 硬脂酸与乙醇的酯化反应:

C17H35COOH + C2H5
18OH

浓硫酸
幑 幐帯帯
△

C17H35COOC2H5 + H2
1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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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常温时，0． 1 mol·L －1
氨水的 pH = 11． 1:

NH3·H2 幑幐O NH +
4 + OH －

C． 由 Na 和 Cl 形成离子键的过程:

D． 电解精炼铜的阴极反应:

Cu2 + + 2e － Cu
解析 对于 A 项，酯化反应的原理是“酸脱

羟基醇脱氢”，硬脂酸与乙醇反应产物的化学式

为 C17H35CO
18OC2H5和 H2O，则其化学方程式为

C17H35COOH + C2H5
18OH

浓硫酸
幑 幐帯帯
△

C17H35CO
18O － C2H5 + H2O

A 项不正确;对于 B 项，NH3·H2 O 是弱电解质，

其电离方程式用 幑幐“ ”连接，B 项正确;对于 C
项，钠原子最外层有 1 个电子，易失最外层的 1 个

电子形成 Na + ，氯原子最外层有 7 个电子，易得 1
个电子形成 Cl － ，Na 将最外层的 1 个电子转移给

Cl，Na +
与 Cl － 间形成离子键，根据用电子式表示

离子键的形成过程的表示方法可知，C 项正确;对

于 D 项，电解精炼铜时，精铜为阴极，粗铜为阳

极，Cu2 +
在阴极得到电子生成 Cu，则电解精炼铜

的阴极反应为 Cu2 + + 2e － Cu，D 项正确，故答

案为 A。
点评 此题考查了酯化反应化学方程式和电

离方程式及电极反应式的书写，考查了用电子式

表示化学键的形成过程。其解题关键有四点:一

是要掌握酯化反应的原理;二是要掌握电离方程

式的书写方法，并要明确 NH3·H2O 是弱电解质

(要注意强电解质和弱电解质电离方程式的区

别);三是要掌握用电子式表示化学键的形成过

程的表示方法(要注意用电子式表示离子键和共

价键形成过程的区别);四是要掌握电解精炼铜

阴极反应的实质和电极反应式的书写方法。
五、化学平衡时各物理量之间关系的判断

例 5 (江苏化学卷) 一定温度下，在三个容

积相同的恒容密闭容器中按不同方式投入反应

物，发生反应

2SO2(g) + O2(g 幑幐) 2SO3(g)

该反应正反应放热，测得反应的相关数据见

表 1。

表 1

容器 1 容器 2 容器 3

反应温度 T /K 700 700 800

反应物投入量
2 mol SO2、

1 mol O2

4 mol
SO3

2 mol SO2、

1 mol O2

平衡 v正 (SO2)

/mol·L －1·s － 1
v1 v2 v3

平衡 c(SO3) /mol·L －1 c1 c2 c3

平衡体系总压强 p /Pa p1 p2 p3

物质的平衡转化率 α α1(SO2) α2(SO3) α3(SO2)

平衡常数 K K1 K2 K3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v1 ＜ v2，c2 ＜ 2c1
B． K1 ＞ K3，p2 ＞ 2p3
C． v1 ＜ v3，α1(SO2) ＞ α3(SO2)

D． c2 ＞ 2c3，α2(SO3) + α3(SO2) ＜ 1
解析 将容器 1 和容器 2 比较，容器 2 中加

入 4 mol SO3等效于在相同条件下反应物投入量

为 4 mol SO2和 2 mol O2，容器 2 中起始反应物物

质的量为容器 1 的两倍，容器 2 相当于在容器 1
达平衡后增大压强，将容器的体积缩小为原来的

一半，增大压强化学反应速率加快，则 v1 ＜ v2;增

大压强平衡向正反应方向 移 动，则 平 衡 时 c2 ＞
2c1，p2 ＜ 2p1，α1 ( SO2 ) + α2 ( SO3 ) ＜ 1。将容器 1
和容器 3 比较，容器 3 相当于在容器 1 达到平衡

后升高温度，升高温度化学反应速率加快，则 v1 ＜
v3;升高温度平衡向逆反应方向移动，则平衡时

c3 ＜ c1，p3 ＞ p1，α1 ( SO2 ) ＞ α3 (SO2 )，K1 ＞ K3。由

上述分析可知，对于 A 项，v1 ＜ v2，c2 ＞ 2c1，A 项错

误。对于 B 项，K1 ＞ K3;因 p2 ＜ 2p1，p3 ＞ p1，则 p2 ＜
2p3，B 项 错 误。对 于 C 项，v1 ＜ v3，α1 ( SO2 ) ＞
α3(SO2)，C 项正确。对于 D 项，因 c2 ＞ 2c1，c3 ＜
c1，则 c2 ＞ 2c3; 因 α1 ( SO2 ) + α2 ( SO3 ) ＜ 1，

α1(SO2) ＞ α3(SO2)，则 α2 (SO3 ) + α3 (SO2 ) ＜ 1，

D 项正确。故答案为 C、D。
点评 此题考查了化学平衡时各物理量之间

关系的判断，其解题关键有两点:一是利用等效平

衡思想设计起始状态(即将容器 2 中 4 mol SO3的

起始状态设计为完全等效的起始态为 4 mol SO2

和 2 mol O2);二是掌握外界因素对化学平衡的影

响规律。 (收稿日期:2018 － 10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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