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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剖析化学信息给予题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西校　　（２７７５００）　　柴　勇

　　信息给予题是考查学生潜在学习能力的一类题

型，它是高考题型改革的方向和趋势，在近几年高考

试题中分值逐年增长．现将其常见解法及错误原因

总结如下．
一、信息给予题的常见解法

１．紧扣暗示信息，开辟思维捷径

（１）找关键词法

例１　新华 社 兰 州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１日 电：记 者

１１日从甘肃省有关部门获悉，兰州市威立雅水务集

团公司出厂水及自流沟水样中苯含量严重超标．该

公司检测显示，４月１０日１７时出厂水苯含量高 达

１１８微克／升，２２时自流沟（自来水一分厂与二分厂

之间中间段）苯含量为１７０微克／升，１１日凌晨２时

检测值为２００微克／升，均远超出国家限值的１０微

克／升．据了解，苯超标对人体有潜在的致癌作用，六
氯苯是苯的一种衍生物，是被联合国有关公约禁止

或限制使用的有毒物质之一．下式中能表示六氯苯

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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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题的信息量非常大，但关键词是“六氯

苯”．六氯苯分子中应含有一个苯环结构，可排除Ａ、

Ｂ、Ｄ选项．
答案：Ｃ．

（２）挖隐含因素法

例２　Ｃｕ＋在酸性溶液中不稳定，可发生自身氧

化－还 原 反 应 生 成Ｃｕ２＋ 和Ｃｕ．现 有 浓 Ｈ２ＳＯ４、稀

Ｈ２ＳＯ４、稀 ＨＮＯ３、ＦｅＣｌ３ 溶液和ｐＨ试纸，而没有其

它试剂，简述如何用最简便的实验方法来检验ＣｕＯ
经 Ｈ２ 还原 所 得 的 红 色 产 物 中 是 否 含 碱 性 氧 化 物

Ｃｕ２Ｏ或ＣｕＯ．
解析　所给 的 五 种 试 剂 中 只 有 稀 Ｈ２ＳＯ４ 不 与

Ｃｕ反应，这是题中的隐含因素和突破口．答案：取少

量红色产物溶于稀 Ｈ２ＳＯ４ 中，振荡，若溶液为蓝色，
则含有碱性氧化物Ｃｕ２Ｏ或ＣｕＯ．
２．联想搭起桥梁，模仿代换出新

（１）模仿信息法

例３　萘环 上 的 碳 原 子 的 编 号 如（Ⅰ）式，根 据

系统命 名 法，（Ⅱ）式 可 称 为２－硝 基 萘，则 化 合 物

（Ⅲ）的名称应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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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

Ａ．２，６－二甲基萘 　　　Ｂ．１，４－二甲基萘

Ｃ．４，７－二甲基萘 Ｄ．１，６－二甲基萘

解析　由题给信息知：（Ⅰ）式中１、４、５、８四个

碳原子的位置是等同的，其中任何一个位置都可定

为１，则另三个分别为４、５、８．再模仿（Ⅱ）式命名可

知（Ⅲ）的名称应是１，６－二甲基萘．答案：Ｄ．
（２）新旧知识代换法

例４　同主族元素的单质及其化合物在性质上

有许多相似之处，硫化物类似于氧化物，也有酸性与

碱性、氧化性与还原性之分，也能发生类似于氧化物

与氧化物之间的反应，据此，写出下列化学方程式：
（１）Ｎａ２Ｓ＋ＣＳ２→ ；
（２）Ｎａ２Ｓ＋Ａｓ２Ｓ５→ ；
（３）Ｎａ２Ｓ２＋ＳｎＳ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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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Ｎａ２Ｏ＋ＣＯ ２ Ｎａ２ＣＯ３，将 反 应 中 的

“Ｏ”换 成“Ｓ”，即 为（１）答 案．３Ｎａ２Ｏ＋Ａｓ２Ｏ ５

２Ｎａ３ＡｓＯ４，将反应中的“Ｏ”换成“Ｓ”，即为（２）答案．
２Ｎａ２Ｏ２＋２ＣＯ ２ ２Ｎａ２ＣＯ３＋Ｏ２，将反应中的“Ｏ”
换成“Ｓ”，“Ｃ”换成“Ｓｎ”，即为（３）答案．

答案：（１）Ｎａ２Ｓ＋ＣＳ ２ Ｎａ２ＣＳ３
（２）３Ｎａ２Ｓ＋Ａｓ２Ｓ ５ ２Ｎａ３ＡｓＳ４
（３）２Ｎａ２Ｓ２＋２ＳｎＳ ２ ２Ｎａ２ＳｎＳ３＋２Ｓ．
３．深刻理解题干，搜集提炼信息

（１）转换信息法

例５　已知二氯丁烷的同分异构体有９种，则

八氯丁烷的同分异构体有（　　）．
Ａ．７种 　Ｂ．８种 　Ｃ．９种 　 Ｄ．１０种

解析　丁烷中共有１０个氢，因此八氯丁烷的同

分异构体的 数 目 等 于 二 氯 丁 烷 的 同 分 异 构 体 的 数

目．答案：Ｃ．
（２）提炼实质法

例６　乙烯酮ＣＨ２＝Ｃ＝Ｏ容易发生加成反应，
反 应 可 表 示 如 下：ＣＨ２ ＝ Ｃ ＝ Ｏ ＋ ＨＡ →

ＣＨ２Ｃ

Ｏ

Ｈ

Ａ （不 稳 定）→



Ｃ

Ｏ

ＣＨ ３ Ａ （Ａ 代 表

某些化学基团）．试写出下列化学方程式：
（１）乙醇 与 乙 烯 酮 反 应；（２）ＮＨ３ 与 乙 烯 酮 反

应．
解析　本题信息的实质是：某种物质只要能写

成Ｈ－Ａ形式，即可发生反应．ＨＡ不一定代表氢化

物，如 ＮＨ３ 可 写 成 Ｈ－ＮＨ２，ＣＨ３ＣＨ２ＯＨ 写 成

Ｈ－ＯＣ２Ｈ５，因此本题答案为：
（１）ＣＨ２＝Ｃ＝Ｏ＋ＣＨ３ＣＨ２Ｏ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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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ＣＨ２＝Ｃ＝Ｏ＋ＮＨ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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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给予题的错误原因分析

１．应试心理素质差

信息给予 题 所 提 供 的 信 息 多 数 是 课 本 上 没 有

的，面对生疏的信息，学生在考试时常表现出急躁、
焦虑程度偏高的心理情绪，被“纸老虎”所吓倒，无法

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更有甚者，有些学生仅是因为

题中 的 汉 字 多 了，信 息 量 大 了，就 看 了 后 面 忘 了 前

面，无法耐心分析到最后．面对此类问题，学生在平

时的做题训练中，应增强信心，学会排除干扰信息，
抓住有用信息，从而得出正确答案．

例７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１时３０分，搭载着嫦

娥三号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升空并准确入轨，发射圆满成功．１２月１５日２３
时许，嫦娥三号成功实现软着陆月球，玉兔与嫦娥顺

利实现对拍，着陆器及玉兔上的五星红旗格外鲜艳．
据悉，发 射 嫦 娥 三 号 的 长 征 三 号 乙 运 载 火 箭 使 用

Ｎ２Ｈ４ 做燃料．已知０．２５ｍｏｌ　Ｎ２Ｈ４（ｇ）完全燃烧生

成氮气和气态水时，放出１３３．５ｋＪ热量．则下 列 热

化学方程式中正确的是（　　）．

Ａ．１２Ｎ２Ｈ４
（ｇ）＋１２Ｏ２

（ｇ） １
２Ｎ２

（ｇ）＋Ｈ２Ｏ（ｇ）；

ΔＨ＝＋２６７ｋＪ／ｍｏｌ
Ｂ．Ｎ２Ｈ４（ｇ）＋Ｏ２（ｇ） Ｎ２（ｇ）＋２Ｈ２Ｏ（ｌ）；

ΔＨ＝－１３３．５ｋＪ／ｍｏｌ
Ｃ．Ｎ２Ｈ４（ｇ）＋Ｏ２（ｇ） Ｎ２（ｇ）＋２Ｈ２Ｏ（ｇ）；

ΔＨ＝＋５３４ｋＪ／ｍｏｌ
Ｄ．Ｎ２Ｈ４（ｇ）＋Ｏ２（ｇ） Ｎ２（ｇ）＋２Ｈ２Ｏ（ｇ）；

ΔＨ＝－５３４ｋＪ／ｍｏｌ
解析　本题的考查内容：热化学方程式与科研

信息紧密相连，充分体现高考命题信息化的趋势．热
化学方程式中ΔＨ＞０表示吸热，ΔＨ＜０表示放热，
故Ａ、Ｃ选项排除．热化学方程式前的化学计量数仅

表示物质的量，０．２５ｍｏｌ　Ｎ２Ｈ４（ｇ）完全燃烧生成氮

气和气态水时，放出１３３．５ｋＪ热量，故１ｍｏｌ　Ｎ２Ｈ４
（ｇ）完全燃烧放热为４×１３３．５ｋＪ．答案：Ｄ．
２．受思维定式干扰

思维定式是学生在平时的强化训练中所形成的

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它有利于提高做题速度，但有

时思维定式也会对学生答题产生错误诱导．针对这

一问题，要求学生在做题时要认真分析题给信息，越
是熟悉的问题，越要认真对待．

例８　丙酮和碘在酸性溶液中发生以下 反 应：

ＣＨ３ＣＯＣＨ３＋Ｉ２→ＣＨ３ＣＯＣＨ２Ｉ＋Ｈ＋ ＋Ｉ－．２５℃时

该 反 应 的 速 率 由 下 列 经 验 公 式 决 定：

ｖ＝Ｋ·ｃ（ＣＨ３ＣＯＣＨ３）ｃ（Ｈ＋）（式 中 Ｋ＝２．７３×
１０－５Ｌ·ｍｏｌ－１·ｓ－１）．２５℃时，已知反应开始时ｃ（Ｉ２）

＝０．０１ｍｏｌ／Ｌ，ｃ（ＣＨ３ＣＯＣＨ３）＝０．１ｍｏｌ／Ｌ，ｃ（Ｈ＋）

＝０．０１ｍｏｌ／Ｌ．
（１）反应开始时的速率是 ；
（２）当溶液中的Ｉ２ 反应掉一半时，反应速 率 比

开始时 ．（快、慢或相等）
解析　对于（１），将数字带入公式可得ｖ＝２．７３

×１０－５Ｌ·ｍｏｌ－１·ｓ－１×０．１ｍｏｌ／Ｌ×０．０１ｍｏｌ／Ｌ＝
２．７３×１０－８　ｍｏｌ／（Ｌ·ｓ）．对于（２），多数学生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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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微粒与守恒策略速写燃料电池电极反应式

黑 龙 江 省 大 庆 市 铁 人 中 学　　（１６３４１１）　　王福才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五十六中学　　（１６３８１３）　　卢国锋

　　燃 料 电 池 种 类 繁 多 的 原 因 在 于，燃 料 有 氢 气、
烃、肼（Ｎ２Ｈ４）、醇类、氨、煤气等液体或气体．电解质

又分为液态与固态，如稀硫酸、氯化钠溶液、氢氧化

钠溶液、熔融的碳酸盐、固态常用氧化锆－氧化钇，
这也给书写电极反应式造成了困难，本文通过分析

典例反应前后微粒的形式，运用得失电子、电荷、原

子三种守恒关系，巧妙突破难点．
方法精讲：
（１）微粒的确定方法：燃料在负极区氧化，氧化

剂在正极区还原，首先结合装置图确定生成微粒；其次

结合燃料燃烧的化学方程式，确定生成微粒；第三结合

电解质的酸碱性和微粒的共存情况，确定生成微粒．
（２）确定得失电子方法：燃料失电子总数，氧化

剂得电子总数，等于变价元素角标×（高价－低价）．
（３）确定电荷守恒方法：失电子带正电荷，结合

电解质中带电微粒，左侧添加阴离子使净电荷为零，或
右侧添加阳离子使电荷守恒．同法确定得电子情况．

（４）确定原子守恒方法：观察初步成型的电极反

应式，结合电解质情况，补加水或二氧化碳等微粒，
调整化学计量数．

方法示范：
例１　甲醇燃料电池（ＤＮＦＣ）被认为是２１世纪

图１

电动 汽 车 最 佳 候 选 动

力源．甲 醇 燃 料 电 池 的

结构 示 意 图 如 图１．甲

醇进入 极（填“正”
或“负”），写出该极的电

极反应式 ．
解 法 点 拨　 燃 料

电池 的 电 极 只 是 一 个

催化转 化 元 件，燃 料 进

入负极室，发生氧化反应，氧化剂进入正极室发生还

原反应．①分析微粒，图示信息ＣＨ３ＯＨ转化微粒是

ＣＯ２，ＣＨ３ＯＨ→ＣＯ２②分 析 得 失 电 子 情 况，ＣＨ３ＯＨ
得一个氧原子升高２价，失四个氢原子升高４价，写
出失电子的反应式ＣＨ３ＯＨ－６ｅ →－ ＣＯ２，③调整

反应式两边电荷与原子，左侧失６ｅ－ 带六个正电荷，
考虑电池中有氢离子交换膜，右侧补加６Ｈ＋，根 据

原子守恒左侧补加一个水分子，该极的电极反应式

图２

ＣＨ３ＯＨ－６ｅ－ ＋ Ｈ２ Ｏ
ＣＯ２＋６Ｈ＋．

例２　瑞典ＡＳＥＳ公司设

计的曾用于驱动潜艇的液氨

－液氧燃料电池示意图如图

２，写出电极１与电极２

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
的电

加思索的写上“慢”，然而，带入公式可知速率是加

快了：ｖ＝２．７３×１０－５　Ｌ· ｍｏｌ－１·ｓ－１×（０．１－
０．０１×１／２）ｍｏｌ／Ｌ×（０．０１＋０．０１×１／２）ｍｏｌ／Ｌ＝
３．８９×１０－８　ｍｏｌ／（Ｌ·ｓ）．出现这 种 错 误 的 原 因 是 由

于学生受“浓度减小，速率减慢”这一已有知识的干

扰，而忽略了题给的公式．
答案：
（１）２．７３×１０－８　ｍｏｌ／（Ｌ·ｓ）（２）快．
３．机械模仿

在解答信息给予题时，有些学生只会一味的模

仿题给信息，而不去理解题给信息的实质，导致答题

错误．学生在做题时，认真分析题给信息，深刻理解

题给信息的实质，就可避免此类错误．
例９　卤代烃在 ＮａＯＨ存在下水解，是一个典

型的取代反应，其实质是带负电的原子团取代了卤

代烃中的卤原子，例如：ＣＨ３ＣＨ２ＣＨ２Ｂｒ＋ＯＨ →－

ＣＨ３ＣＨ２ＣＨ２ＯＨ＋Ｂｒ－．写出下列方程式：
（１）ＣＨ３ＣＨ２Ｂｒ＋ＮａＨＳ→ ；
（２）ＣＨ３Ｉ＋ＣＨ３ＣＯＯＮａ→ ．
解析　此题有以下两例错误：①ＣＨ３ＣＨ２Ｂｒ＋ＮａＨＳ

＋Ｈ２Ｏ→ＣＨ３ＣＨ２ＯＨ ＋ ＮａＢｒ＋ Ｈ２Ｓ；②ＣＨ３Ｉ＋
ＣＨ３ＣＯＯＮａ＋Ｈ２Ｏ→ＣＨ３ＯＨ＋ＣＨ３ＣＯＯＨ＋ＮａＩ．这两例

错误均是机械模仿所致，因为题中信息指出：只要带负电

就可取代溴原子，不必要一定是ＯＨ－．
答案：
（１）ＣＨ３ＣＨ２Ｂｒ＋ＮａＨＳ→ＣＨ３ＣＨ２ＨＳ＋ＮａＢｒ；
（２）ＣＨ３Ｉ＋ＣＨ３ＣＯＯＮａ→ＣＨ３ＯＯＣＣＨ３＋ＮａＩ．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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