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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端假设法是把研究的对象或变化过程假设

成某种理想的极端状态进行分析、推理、判断的一

种思维方法；是将题设构造为问题的两个极端，然
后依据有关化学知识确定所需反应物或生成物的

量的解题方法。极端假设法的特点是“抓两端，定
中间”。

方法一：把混合物假设为纯净物

例１　某碱金属Ｒ及其氧化物组成的混合物

４．０ｇ，与水充 分 反 应 后 蒸 发 溶 液，最 后 得 到 干 燥

固体５．０ｇ，则该碱金属元素是（　　）。

Ａ．Ｌｉ　　Ｂ．Ｎａ　　Ｃ．Ｋ　　 Ｄ．Ｒｂ
解析　本题的常规解法是用二元一次方程组

对选项作逐一尝 试，逐 一 淘 汰，求 解 过 程 很 繁 难。

选取极端假设法 进 行 求 解，把４．０ｇ混 合 物 假 设

为纯净物（碱金属单质Ｒ或 氧 化 物），即 可 求 出 碱

金属的相对原子质量的取值范围。

若４．０ｇ物质全部是单质，则：

Ｒ　 ～ 　ＲＯＨ
Ｍ　 Ｍ＋１７
４ｇ　 ５ｇ　　解得Ｍ＝６８
若４．０ｇ物质全部是氧化物Ｒ２Ｏ，则：

Ｒ２Ｏ　 ～　２ＲＯＨ
２　Ｍ＋１６　 ２　Ｍ＋３４
４ｇ　 ５ｇ　解得Ｍ＝２８
若４．０ｇ物质全部是氧化物Ｒ２Ｏ２ 则：

Ｒ２Ｏ２　 ～ 　２ＲＯＨ
２　Ｍ＋３２　 ２　Ｍ＋３４
４ｇ　 ５ｇ
解得Ｍ＝－１２不 符 合 题 意。由 此 可 确 定Ｒ

的相对原子质量在２８～６８之间，Ｃ符合题意。答

案：Ｃ。

例２　某Ｋ２ＣＯ３ 样品中含有 Ｎａ２ＣＯ３、ＫＮＯ３
和Ｂａ（ＮＯ３）２ 三 种 杂 质 中 的 一 种 或 两 种，现 将

６．９ｇ样品溶于足量水中，得到澄清溶液。若再 加

入过量的ＣａＣｌ２ 溶液，得到４．５ｇ沉 淀，对 样 品 所

含杂质的判断正确的是（　　）。

Ａ．肯定有ＫＮＯ３ 和Ｎａ２ＣＯ３，没有Ｂａ（ＮＯ３）２
Ｂ．肯定有ＫＮＯ３，没 有Ｂａ（ＮＯ３）２，还 可 能 有

Ｎａ２ＣＯ３
Ｃ．肯 定 没 有 Ｎａ２ＣＯ３ 和 Ｂａ（ＮＯ３）２，可 能 有

ＫＮＯ３
Ｄ．无法判断

解析　样品溶 于 水 后 得 到 澄 清 溶 液，因 此 一

定没有Ｂａ（ＮＯ３）２。对 量 的 关 系 用“极 端 假 设 法”

可快速解答。设样 品 全 为Ｋ２ＣＯ３，则 加 入 过 量 的

ＣａＣｌ２ 溶液可得到沉淀 质 量 为５ｇ；若６．９ｇ全 为

Ｎａ２ＣＯ３ 则可得到沉 淀 质 量 为６．５ｇ。显 然，如 果

只含有碳酸钠一种 杂 质，产 生 沉 淀 的 质 量 将 大 于

５ｇ；如果只含有ＫＮＯ３，由于ＫＮＯ３ 与ＣａＣｌ２ 不反

应，沉淀的质 量 将 小 于５ｇ，可 能 等 于４．５ｇ。综 合

分析，样品中肯定有ＫＮＯ３，肯定没有Ｂａ（ＮＯ３）２，

可能有Ｎａ２ＣＯ３。答案：Ｂ。

方法二：把可逆 反 应 极 端 地 视 为 不 可 逆 反 应

确定某物质的取值范围

例３　在某条件下，容 器 内 有 如 下 化 学 平 衡：

Ａ（ｇ）＋４Ｂ（ｇ幑幐） ２Ｃ（ｇ）＋Ｄ（ｇ）。此时Ａ、Ｂ、Ｃ的

物质的量均为ａｍｏｌ，而Ｄ 的 物 质 的 量 为ｄ　ｍｏｌ。
改变ａ的取值，再通过改变反应的条件，可使反应

达到新的平衡，并限定达到新平衡时，Ｄ的物质的

量只能在ｄ／２～２ｄ之 间 变 化，则ａ的 取 值 范 围 是

（用含ａ、ｄ的式子表示）。

解析　如平衡正向移动，采用极端假设法，转
化生成Ｄ为ｄ　ｍｏｌ，即Ｄ在 新 平 衡 中 的 物 质 的 量

为２ｄ　ｍｏｌ，转化关系如下：

Ａ（ｇ）＋４Ｂ（ｇ幑幐） ２Ｃ（ｇ）＋Ｄ（ｇ）
旧平衡 ａ　 ａ　 ａ　 ｄ
转化 ｄ　 ４ｄ　 ２ｄ　 ｄ
新平衡 　　 （ａ－ｄ）（ａ－４ｄ）（ａ＋２ｄ） ２ｄ

要求ａ－ｄ＞０、ａ－４ｄ＞０同时成立，即ａ＞４ｄ。
如平 衡 逆 向 移 动，采 用 极 值 法，Ｄ 转 化 了

ｄ／２ｍｏｌ，即Ｄ在新平衡 中 的 物 质 的 量 为ｄ／２ｍｏｌ，
转化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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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４Ｂ（ｇ幑幐） ２Ｃ（ｇ）＋Ｄ（ｇ）
旧平衡 ａ　 ａ　 ａ　 ｄ
转化 ｄ／２　 ２ｄ　 ｄ　 ｄ／２
新平衡 （ａ＋ｄ／２）（ａ＋２ｄ）　（ａ－ｄ） ｄ／２

要求ａ－ｄ＞０，即ａ＞ｄ。综 上 可 确 定ａ的 取

值范围是ａ＞４ｄ。答案：ａ＞４ｄ。
方法三：把平行反应分别假设成单一反应

例４　在 标 准 状 况 下，将 ＮＯ２、ＮＯ、Ｏ２ 的 混

合气体充满容器后倒置于水中，气体完全溶解，溶
液充满容器。若产 物 不 扩 散 到 容 器 外，则 所 得 溶

液的物质的量浓度为（　　）。

Ａ．１／２２．４ｍｏｌ·Ｌ－１　　Ｂ．１／２８ｍｏｌ·Ｌ－１

Ｃ．１／３２ｍｏｌ·Ｌ－１　 Ｄ．１／４０ｍｏｌ·Ｌ－１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ＮＯ２、ＮＯ与Ｏ２ 混合

气溶于水的 计 算 能 力。由 于 ＮＯ２ 和 ＮＯ的 量 没

有一个确定的关系，若 用 一 般 的 列 方 程 组 法 很 难

求解。利用极端法（把 三 种 气 体 当 作 ＮＯ２ 与Ｏ２、

ＮＯ与Ｏ２ 两种 情 况 分 析）可 求 出 溶 液 浓 度 范 围。

设烧瓶体积为Ｖ。若混合气体仅为ＮＯ２ 与Ｏ２，因

４ＮＯ２＋Ｏ２＋２Ｈ２ Ｏ　 ４ＨＮＯ３，则：

ｃ（ＨＮＯ３）＝

４Ｖ
５÷２２．４Ｌ

·ｍｏｌ－１

Ｖ ＝１２８ｍｏｌ
·Ｌ－１

若混合气体仅为ＮＯ与Ｏ２，有：

４ＮＯ＋３Ｏ２＋２Ｈ２ Ｏ　 ４ＨＮＯ３，则

ｃ（ＨＮＯ３）＝

４Ｖ
７÷２２．４Ｌ

·ｍｏｌ－１

Ｖ ＝ １
３９．２ｍｏｌ

·Ｌ－１

现为 ＮＯ２、ＮＯ、Ｏ２ 三 种 气 体 混 合 物，生 成

ｃ（ＨＮＯ３）应介于二者之间。答案：Ｃ。

方法四：用极端 假 设 法 把 多 个 可 能 发 生 的 反

应假设为某一反应进行过量分析

例５　１８．４ｇ　ＮａＯＨ 和 ＮａＨＣＯ３ 固 体 混 合

物，在密闭容器中加热 到２５０℃，经 过 充 分 反 应 后

排除气体，冷却，称 得 剩 余 固 体 质 量 为１６．６ｇ，试

计算原混合物中ＮａＯＨ的质量分数。

解析　在密闭容器中进行的反应可能有：

ＮａＯＨ＋ＮａＨＣＯ ３ Ｎａ２ＣＯ３＋Ｈ２Ｏ ①
４０　 ８４　 １０６
２ＮａＨＣＯ ３ Ｎａ２ＣＯ３＋ＣＯ２↑＋Ｈ２Ｏ ②
１６８　 １０６
究竟按何种情况反 应，必 须 判 断 出 ＮａＯＨ与

ＮａＨＣＯ３ 在 反 应①中 何 者 过 量，然 后 才 能 进 行 计

算，借助极端假设法，能使判断方便直观。

设１８．４ｇ固 体 全 为 ＮａＯＨ，则 受 热 不 减 少，

剩余固 体１８．４ｇ；设１８．４ｇ固 体 全 为 ＮａＨＣＯ３，

则按②反 应，剩 余 固 体（１８．４ｇ÷８４ｇ／ｍｏｌ）×
１０６ｇ／ｍｏｌ＝１１．６ｇ；设１８．４ｇ固 体 恰 好 按①完 全

反应，即混合物中ｍ（ＮａＯＨ）＝１８．４ｇ×４０÷（４０

＋８４），则 ｍ（剩 余 固 体）＝ １０６４０ ×
１８．４×４０
４０＋８４ ＝

１５．７ｇ。因 现 剩 余 固 体１６．６ｇ，介 于１５．７ｇ和

１８．４ｇ之间，所以ＮａＯＨ过量。

ＮａＯＨ＋ＮａＨＣＯ ３ Ｎａ２ＣＯ３＋Ｈ２Ｏ　Δｍ
４０　 ８４　 １０６　 １８
ｘ＝８．４ｇ　 １８．４ｇ－１６．６ｇ
ｍ（ＮａＯＨ）＝１８．４ｇ－８．４ｇ＝１０ｇ
ｍ（ＮａＯＨ）％ ＝（１０ｇ／１８．４ｇ）×１００％＝５４．３％
答案：５４．３％
方法五：利用极 限 公 式 确 定 有 机 物 中 碳 的 质

量分数

例６　在 同 系 物 Ｃ１０Ｈ８（萘）、Ｃ１６Ｈ１０（芘）、

Ｃ２２Ｈ１２（蒽并蒽）…… 中，碳 的 最 大 百 分 含 量 是

（　　）。

Ａ．１００％　Ｂ．９３．７５％　Ｃ．５６％　Ｄ．９７．３％
解析　根据萘、芘、蒽并蒽三者的分子式可以

发现相邻 的 两 物 质 相 差Ｃ６Ｈ２，因 此 通 式 为Ｃ６ｎ＋４
Ｈ２ｎ＋６。从通式 分 析，ｎ值 越 大，碳 的 质 量 分 数 越

高，当ｎ趋 于 无 穷 大 时，即 得 含 碳 质 量 分 数 最 大

值。

ｗ（Ｃ）ｍａｘ＝ｌｉｍ
ｎ→∞

１２（６ｎ＋４）
１２（６ｎ＋４）＋２ｎ＋６

＝ｌｉｍ
ｎ→∞

１２×６＋１２×４ｎ
（１２×６＋２）＋１２×４＋６ｎ

＝ １２×６
１２×６＋２

＝９７．３％
答案：Ｄ
综上所述，极端 假 设 法 就 是 先 将 思 路 引 向 极

端状况，使问题简化以顺利得出结论，然后再回过

头来认识现实问题的方法。运用极端假设法解题

的关键是紧扣题设 的 可 能 趋 势，选 好 极 端 假 设 的

落点。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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