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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及常见的溶液

　１．认识水的组成,知道纯水与矿泉水、硬水与软水

等的区别.

　２．理解水的净化方法.

　３．理解溶解现象,知道水是最重要的溶剂,酒精、汽
油等也是常见的溶剂.

　４．理解饱和溶液和溶解度的涵义.

　５．了解结晶现象.

　６．了解乳化现象.

　７．了解溶液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考点１　水

(１)水的组成:水是由　　　　和　　　　组成.

(２)水的化学性质

①通电分解: 　.

②水遇金属氧化物可反应生成碱(可溶性碱),例如:

H２O＋CaOCa(OH)２.

③水遇非金属氧化物可反应生成酸,例如:H２O＋CO２

H２CO３.

(３)水的净化:利用　　　　、　　　　、　　　　和

　　　　等方法可以净化水.

①吸附:明矾可用于净水,是因为明矾溶于水生成的胶

状物可以　　　　悬浮于水中的杂质,使之从水中　　　　
出来.

②过滤:过滤是分离不溶性　　　　和　　　的一种

方法.

③蒸馏:给液体加热,使它变成　　　　,再使　　　　
冷却凝聚成液体,这种方法叫做蒸馏.

(４)硬水和软水

①概念:含有较多可溶性钙、镁化合物的水叫硬水;不含

或含有较少可溶性钙、镁化合物的水叫软水.

②检验:把　　　　倒入水中搅拌,若产生较少泡沫的

为硬水,反之是软水.

③日常生活中降低水的硬度的方法是 　.

④水体污染与水资源的保护

水的污染途径:　　　　的排放;农业上农药、化肥的不

合理使用;生活污水的任意排放.

水污染防治措施:加强对水质的监测.工业上运用新技

术、新工艺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同时对污染的水体进行处理,

使其符合排放标准;农业上合理使用化肥和农药,提倡使用

农家肥;城市生活污水要集中处理和排放.

考点２　溶液的形成

(１)溶液

①溶液的概念:一种或几种物质分散到另一种物质里形

成的　　　　　　　混合物,叫做溶液.

②溶液的基本特征:均一性、稳定性.

注意:a．溶液不一定无色,如CuSO４ 为蓝色、FeSO４ 为

浅绿色、Fe２(SO４)３ 溶液为黄色.

b．溶质可以是固体、液体或气体;水是最常用的溶剂.

c．溶液的质量＝溶质的质量＋溶剂的质量.

溶液的体积≠溶质的体积＋溶剂的体积.

d．溶液的名称:溶质的溶剂溶液(如:碘酒Ｇ碘的酒精

溶液).

(２)饱和溶液、不饱和溶液

①概念

②判断方法:继续加入该溶质,看能否溶解.

③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之间的转化:

不饱和溶液
(　　　　)

(　　　　)  饱和溶液

注:a．Ca(OH)２ 和气体等除外,它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

而降低.

b．最可靠的方法是加溶质、蒸发溶剂.

④浓、稀溶液与饱和、不饱和溶液之间的关系:

a．饱和溶液不一定是浓溶液;

b．不饱和溶液不一定是稀溶液,如饱和的石灰水溶液

就是稀溶液;

c．在一定温度时,同一种溶质的饱和溶液要比它的不饱

和溶液浓.

⑤溶解时放热、吸热现象.

溶解吸热:如　　　　溶解;

溶解放热:如　　　　溶解、浓　　　　溶解;

溶解没有明显热现象:如NaCl.

考点３　溶质的质量分数

(１)公式:溶质质量分数＝溶质质量/溶液质量×１００％.

(２)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溶液

a．用固体配制:

①步骤: 　.

②仪器:天平、药匙、量筒、滴管、烧杯、玻璃棒.

b．用浓溶液稀释(稀释前后,溶质的质量不变):

①步骤: 　.

②仪器:量筒、滴管、烧杯、玻璃棒.

考点４　固体的溶解度

(１)溶解度的定义:在一定温度下,某固态物质在 　
溶剂里达到饱和状态时所溶解的质量.

四要素:

①条件:　　　　,②标准:　　　　,③状态: 　,

④质量:　　　　.

(２)溶解度的含义:２０℃时NaCl的溶液度为３６g的含义:在

２０℃时,在１００g水中最多能溶解３６gNaCl.(或在２０℃时,

NaCl在１００g水中达到饱和状态时所溶解的质量为３６g)



　

(３)影响固体溶解度的因素:①溶质、溶剂的性质(种

类);②温度:大多数固体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升高,

如KNO３;少数固体物质的溶解度受温度的影响很小,如

NaCl;极少数物质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降低,如Ca(OH)２.

(４)溶解度曲线

例:①t３℃时A的溶解度为　　　　.

②P点的的含义 　.

③N点为　　　　　　　　,可通过 　
的方法使它变为饱和.

④t１℃时A、B、C溶解度由大到小的顺序: 　.

⑤从A溶液中获取A晶体可用　　　　　　的方法.

⑥从B的溶液中获取晶体,适宜采用　　　　的方法.

⑦t２℃ 时A、B、C的饱和溶液各W 克,降温到t１℃会析

出晶体的有　　　　,无晶体析出的有 　.

所得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由小到大依次为　　　　.

⑧除去A中的泥沙用　　　　法;分离A与B(含量少)

的混合物,用　　　　法.

【知识梳理答案】

考点１　(１)氢元素　氧元素　(２)２H２O
通电
２H２↑＋O２↑

(３)吸附　沉淀　过滤　蒸馏　①吸附　沉淀

②固体物质　溶液　③气体　气体　(４)②肥皂水

③煮沸　④工业上三废(废水、废渣和废气)

考点２　(１)①均一的、稳定的　(２)③降温、蒸发溶剂、加溶

质　升温、加溶剂　(５)NH４NO３　NaOH　H２SO４
考点３　计算、称量、溶解　计算、量取、稀释

考点４　(１)１００g　一定温度　１００g溶剂　达到饱和　溶

解度的单位:克　(４)①８０g　②在该温度时,A和C
的溶解度相同　③t３℃时A的不饱和溶液　加入A
物质,降温,蒸发溶剂　④C＞B＞A　⑤降温结晶

⑥蒸发结晶　⑦A和B　C　A＜C＜B　⑧过滤　
结晶

一、选择题

１．(２０１２ 广东)下 面 关 于 水 电 解 实 验 的 叙 述 正 确 的 是

(　　).

A．实验说明水是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

B．实验说明水是由氢气和氧气组成的

C．水电解的化学方程式:２H２O２H２↑＋O２↑

D．若a试管气体为５mL,则b试管气体为１０mL

２．(２０１２湖南怀化)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电解水产生氢气和氧气,说明水是由氢分子和氧分子

构成的

B．用洗洁精洗涤油腻的碗碟,是利用了溶解的原理

C．蒸馏是净化程度最高的净水方法

D．我国金属资源丰富,废旧金属根本不用回收

３．(２０１２山东日照)用下图所示的简易净水器处理浑浊的河

水,下面分析正确的是(　　).

A．净水器能杀菌消毒

B．净化后的水属于纯净物

C．活性炭的主要作用是吸附

D．净水器能将硬水变为软水

４．(２０１２广东佛山)硬水中含有较多的可溶性钙和镁的化合

物,会给生活和生产带来许多影响.下列软化硬水程度

最高的方法是(　　).

A．蒸馏 B．煮沸

C．沉淀 D．过滤

５．(２０１２山东日照)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２日是第二十届“世界水

日”,下列节水措施中不可取的是(　　).

A．工业废水处理达标后循环使用

B．农业浇灌推广使用喷灌、滴灌技术

C．大量开采使用地下水

D．洗菜、淘米、洗衣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拖地、冲厕所

６．(２０１２北京)下列生活中的做法,不利于节约用水的是

(　　).

A．用淘米水浇花

B．用洗过衣服的水冲马桶

C．隔夜的白开水直接倒掉

D．洗手打肥皂时暂时关闭水龙头

７．(２０１２江苏徐州)水是重要的资源,我们需要了解水、认识

水.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水是最常用的溶剂

B．电解水时加入氢氧化钠,是为了增强水的导电性

C．肥皂水能区分硬水和软水

D．海水中加入明矾可以使其变成淡水

８．(２０１２江西南昌)南昌今年启动“中国水都”工程建设,下

列关于水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水是人类宝贵的资源

B．长期饮用蒸馏水有益健康

C．水是一种常用的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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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自然界的水都是混合物

９．(２０１２四川资阳)下列关于水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A．地球表面约７１％被水覆盖,因而供人类生产生活用水

极为丰富

B．保持水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是水分子

C．电解水得到氢气与氧气的体积比为２∶１

D．江河湖泊的水经沉淀、过滤、消毒、杀菌后,可供人们生

活用水

１０．(２０１２河北)下列对于水的认识正确的是(　　).

A．任何溶液的溶剂都是水

B．天然水分为硬水和软水

C．我国可利用的淡水资源十分丰富

D．水体有自净能力,生活污水可任意排放

１１．(２０１２江苏苏州)下列关于水的说法错误的是(　　).

A．淡化海水可解决淡水紧缺问题

B．长期饮用硬水对人体的健康不利

C．日常生活中的水大多是混合物

D．过滤能除去天然水中的所有杂质

１２．(２０１２湖南株洲)自然界的水因含有许多杂质而需要净

化,下列操作中不能使水得到净化的是(　　).

A．蒸馏 B．活性炭吸附

C．加入肥皂水 D．过滤

１３．(２０１２安徽)水是宝贵的自然资源.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水在自然界中不断循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B．水是常见的溶剂,广泛用于工农业生产

C．为了节约用水,可以用工业废水直接浇灌农田

D．自来水中只含水分子,不含其他粒子

１４．(２０１２浙江杭州)对湖泊出现的“水华”现象,下列叙述不

正确的是(　　).

A．生活污 水 不 经 处 理 排 入 湖 泊,容 易 引 发 藻 类 过 度

繁殖

B．湖水温度升高是引起藻类大量繁殖的主要因素

C．藻类植物过度繁殖,会破坏湖泊原有生态系统

D．藻类植物过度繁殖可导致鱼虾死亡

１５．(２０１２广东梅州)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水,下列有关对水的

认识正确的是(　　).

A．我国的人均水量居世界第一

B．使用含磷洗衣粉有利于保护水资源

C．用煮沸的方法可降低水的硬度

D．水分子由氢分子和氧原子构成

１６．(２０１２江苏无锡)将少量下列物质分别放入水中,充分搅

拌,不能得到溶液的是(　　).

A．蔗糖 B．氯化钠

C．面粉 D．高锰酸钾

１７．(２０１２重庆)调味剂是重要的食品添加剂,将下列调味剂

加入水中,不能形成溶液的是(　　).

A．食盐 B．蔗糖

C．味精 D．芝麻油

１８．(２０１２北京)下列物质中,属于溶液的是(　　).

A．牛奶 B．豆浆

C．冰水 D．糖水

１９．(２０１２湖北咸宁)下列物质与水混合不能形成溶液的是

(　　).

A．花生油 B．食醋

C．蔗糖 D．纯碱

２０．(２０１２山东烟台)溶液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都有很重要的

意义.下列关于溶液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均一、稳定的液体都是溶液

B．溶液组成中一定含有水

C．饱和溶液就是不能再溶解任何物质的溶液

D．融雪剂的作用原理是利用某些物质水溶液的凝固点

低于０℃

２１．(２０１２ 山东泰安)溶液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下列对

溶液的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A．溶液都是无色、透明的液体

B．溶液中只能有一种溶质

C．溶液中各部分密度不同

D．溶液中各部分性质相同

２２．(２０１２江苏泰州)下列洗涤方法中,利用乳化原理的是

(　　).

A．用食醋除水垢 B．用稀盐酸除铁锈

C．用汽油清洗油渍 D．用洗洁精清洗油污

２３．(２０１２ 四川泸州)欲配制１００g质量分数为１０％的氯化

钠溶液,必须要的仪器组合是(　　).

①托盘天平　②烧杯　③玻璃棒　④１００mL量筒

A．①② B．①②③

C．①②③④ D．①②④

２４．(２０１２北京)下列物质溶于水时,溶液温度明显降低的是

(　　).

A．氯化钠 B．硝酸铵

C．浓硫酸 D．氢氧化钠

２５．(２０１２湖南衡阳)实验室要配制５０g１０％的氯化钠溶液,

其中操作方法不正确的是(　　).

A．计算所需氯化钠的质量为５g,水的体积为４５mL

B．在托盘天平左盘放５g砝码,然后在右盘添加氯化钠至

天平平衡,再将氯化钠倒入烧杯中

C．用５０mL量筒量取４５mL水,倒入上述烧杯中

D．用玻璃棒搅拌,使氯化钠完全溶解

２６．(２０１２江苏泰州)下 列 关 于 溶 液 的 说 法 中,正 确 的 是

(　　).

A．溶液都是无色透明的混合物

B．稀溶液一定是不饱和溶液

C．溶质的溶解度都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D．溶质以分子或离子的形式均匀分散在溶剂中

２７．(２０１２山东泰安)氢氧化钙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减小.

要想把一瓶接近饱和的石灰水变成饱和,具体措施有:

①加入氢氧化钙、②升高温度、③降低温度、④加入水、⑤



　

蒸发水;其中措施正确的是(　　).

A．①②④ B．①③④

C．①③⑤ D．①②⑤

２８．(２０１２江苏盐城)下图为甲、乙两物质的溶解度曲线,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的溶解度大于乙的溶解度

B．t１℃时,甲、乙两物质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均

为１５％

C．要使接近饱和的乙溶液转化为饱和溶液,可以采用蒸

发溶剂的方法

D．t２℃时,将５０g甲物质放入１００g水中,得到溶液的质

量为１５０g
２９．(２０１２四川广安)下图为甲、乙、丙三种物质的溶解度曲

线,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甲、乙、丙三种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大

B．t１℃时,三种物质的溶解度大小关系:甲＞乙＞丙

C．t２℃时,将甲、乙、丙三种物质的饱和溶液降温,甲、乙

两种溶液中有晶体析出,丙溶液中没有晶体析出

D．t２℃时,甲、乙两种物质的饱和溶液的溶质的质量分

数相等,均为４０％

３０．(２０１２四川德阳)甲、乙两种物质的溶解度曲线如下图所

示,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t１℃时,甲的溶解度小于乙的溶解度

B．t１℃时,加入甲物质,可使不饱和的甲溶液变成饱和

溶液

C．t２℃时,甲或乙两种物质的饱和溶液中溶质与溶剂的

质量比是W∶１００

D．将甲、乙饱和溶液的温度从t２℃降到t１℃时,乙先析

出晶体

３１．(２０１２广东)氯化铵和硝酸钾溶解度曲线如下图所示,下

列叙述正确的是(　　).

A．５０℃时,氯化铵的溶解度大于硝酸钾

B．a℃时,氯化铵与硝酸钾溶液的质量分数相等

C．将６０℃的硝酸钾饱和溶液降温会变为不饱和溶液

D．４０℃时,５０g水中加入５０g硝酸钾,充分搅拌,得到

质量分数约为３９％的硝酸钾溶液

３２．(２０１２甘肃兰州)下列有关溶液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均一、稳定的液体都是溶液

B．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氮气的溶解度随着压强的升高而

减小

C．饱和溶液一定比不饱和溶液浓

D．餐具上的油污可利用洗涤剂的乳化功能将其洗去

３３．(２０１２江苏扬州)下图是 NaCl、MgSO４、KCl固体的溶解

度曲线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６０℃三种物质的饱和溶液中,溶质质量分数最大的

是KCl溶液

B．将８０℃不饱和的 MgSO４ 降温至４０℃,一定能得到

饱和溶液

C．４０℃时 MgSO４ 溶解度比NaCl小

D．将８０℃含 有 少 量 NaCl的 KCl饱 和 溶 液 降 温 至

２０℃,可得到KCl晶体

３４．(２０１２湖南株洲)下图是甲、乙两物质的溶解度曲线图,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t１℃时,甲、乙两物质的溶解度相等

B．将t１℃时甲、乙两物质的饱和溶液升温到t２℃,两溶

液仍然都是饱和溶液

C．温度小于t１℃时,甲的溶解度小于乙的溶解度

D．将t２℃时甲、乙两物质的饱和溶液升温到t３℃,两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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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的溶质质量分数都减小

３５．(２０１２贵州铜仁)t℃,根据某物质在不同质量的水中达

到饱和状态时所溶解物质的质量,绘制成下图中斜线.

下列说法正确是(　　).

A．该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B．t℃时该物质的溶解度为４０

C．G点表示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为２０％

D．图中４个 点 表 示 的 溶 液 中 溶 质 质 量 分 数 的 关 系 是

G＜M＜W＝Z

３６．(２０１２江苏南京)下表是 NaCl、KNO３在不同温度时的溶

解度:

温度/℃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溶解

度/g

NaCl ３５．８３６．０３６．３３６．６３７．０３７．３

KNO３ ２０．９３１．６４５．８６４．９８５．５ １１０

据此数据,判断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KNO３ 和NaCl的溶解度曲线在２０℃~３０℃温度范围

内会相交

B．在６０℃时,KNO３ 的饱和溶液１０５g加入９５g水后,溶

液中溶质质量分数为２７．５％

C．在２０℃时,NaCl和KNO３ 固体各３５g分别加入两只

盛有１００g水的烧杯中,都不能形成饱和溶液

D．从含有少量 NaCl的 KNO３ 饱和溶液中得到较多的

KNO３ 晶体,通常可采用冷却热饱和溶液的方法

３７．(２０１２安徽)硫酸钠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其溶解度曲

线如下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硫酸钠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大

B．３０℃时硫酸钠饱和溶液的质量分数为４０％

C．４０℃时硫酸钠的溶解度约为５０g
D．５０℃时硫酸钠饱和溶液降温后一定饱和

３８．(２０１２福建福州)硝酸钾和氯化钾的溶解度曲线如下图

所示,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硝酸钾的溶解度一定大于氯化钾的溶解度

B．降低温度可使接近饱和的硝酸钾溶液变饱和

C．t℃时,硝酸钾和氯化钾两种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一

定相等

D．６０℃时,１００g水中加入９０g硝酸钾,充分搅拌,可得

到硝酸钾的饱和溶液

３９．(２０１２四川雅安)下图是 M、N两种化合物的溶解度曲线

示意图,据此得到的结论正确的是(　　).

A．N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大

B．只有在t１℃时,M和N的溶解度才相等

C．把 N 饱 和 溶 液 的 温 度 从t２℃降 至t１℃时,有 晶 体

析出

D．N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４０．(２０１２四川泸州)固体硝酸钾的溶解度曲线如下图所示,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７０℃时,硝酸钾的溶解度为１１４

B．７０℃时,C点为硝酸钾的不饱和溶液

C．７０℃时,B点为硝酸钾的饱和溶液

D．A、C两点对应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相同

４１．(２０１２江苏无锡)下图是甲、乙两种物质的溶解度曲线,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２０℃时,甲的溶解度大于乙的溶解度

B．４０℃时,甲、乙两种物质的溶解度相等



　

C．采用降温的方法可以将乙的不饱和溶液转化为饱和

溶液

D．６０℃时,在１００g水中加入１００g甲,充分反应后溶液

质量为２００g
４２．(２０１２山东烟台)a、b、c三种物质的溶解度曲线如下图所

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t１℃时,a、b、c三种物质的溶解度由大到小的顺序是

b＞a＞c

B．t２℃时,３０g物质a加入到５０g水中不断搅拌,所得溶

液溶质质量分数为３７．５％

C．t２℃时,将相同质量的a、b、c三种物质的饱和溶液降温

到t１℃,析出晶体最多的是a

D．将t１℃时c的饱和溶液升温到t２℃,变为不饱和溶液

４３．(２０１２山东济宁)降温结晶是分离硝酸钾和氯化钠混合

物的常用方法,现取硝酸钾和氯化钠混合物１６０g,放入

１００mL水中,加热到８０℃,固体全部溶解.请根据硝酸

钾和氯 化 钠 的 溶 解 度 曲 线 判 断,下 列 说 法 正 确 的 是

(　　).

A．８０℃时,溶液是硝酸钾和氯化钠的饱和溶液

B．８０℃时,溶液中硝酸钾不饱和,氯化钠饱和

C．降温到２０℃时,析出的固体一定是硝酸钾和氯化钠

的混合物

D．降温到２０℃时,一定析出硝酸钾,可能析出氯化钠

４４．(２０１２浙江衢州)周末,感到有点饿的甲同学泡了一杯白

糖开水,他用筷子充分搅拌杯中的白糖后,将杯子放在

一边待糖水变凉,喝糖水时,发现杯底有少量未溶解的

白糖(如下图所示).下列操作或现象能说明糖水一定

属于饱和溶液的是(　　).

A．泡糖水时进行了充分搅拌

B．糖水热的时候白糖全部溶解

C．凉的糖水底部有剩余的白糖

D．喝糖水时感到很甜

４５．(２０１２山东泰安)下图是甲、乙两种固体物质的溶解度曲

线.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A．０℃时,甲物质的溶解度为４０g
B．１０℃时,甲、乙两种物质的溶解度相等

C．３０℃时,甲物质饱和溶液的质量分数为６０％
D．除去甲物质中少量乙物质可采取蒸发的方法

４６．(２０１２四川成都)固体物质 A、B的溶解度曲线如下图所

示,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B物质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变化较小

B．t１℃时,A物质的溶解度为Sg
C．t２℃时,A、B两种物质的溶解度相等

D．t３℃时,A、B两种物质的溶液,A的溶质质量分数一

定大于B的溶质质量分数

４７．(２０１２湖北鄂州)下图a、b两种固体物质(不含结晶水)的
溶解度曲线,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b的溶解度大于a的溶解度

B．t１℃时,将a、b两种物质的饱和溶液分别恒温蒸发等

质量的水,析出晶体的质量一定相等

C．将t２℃时b的不饱和溶液降温至t１℃,一定能得到b
的饱和溶液

D．t２℃时,a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一定小于b溶液的溶

质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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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２０１２河南)下图是甲、乙两种固体的溶解度曲线.下列

说法正确的是(　　).

A．甲的溶解度等于乙的溶解度

B．升高温度可将甲的不饱和溶液变为饱和溶液

C．２０℃时,１００g乙的饱和溶液中溶质质量是３０g
D．４０℃时,分别用１００g水配制甲、乙的饱和溶液,所需

甲的质量大于乙的质量

４９．(２０１２黑龙江哈尔滨)下图是氯化铵和氯化钠两种固体物

质的溶解度曲线,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t２℃时,向１８gNaCl固体加入５０g水,充分搅拌后固

体能全部溶解

B．０℃时,NaCl和NH４Cl两种物质的饱和溶液都升温

至t１℃,两种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相等

C．t２℃时,将 NH４Cl溶 液 降 温 到０℃,不 一 定 有 晶 体

析出

D．NH４Cl中含有少量 NaCl,可以用冷却热饱和溶液的

方法提纯NH４Cl

５０．(２０１２贵州遵义)下图为 A、B两种固体物质的溶解度曲

线,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t１℃时,A、B的溶解度相等

B．t２℃时,A的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为２０％

C．A的溶解度受温度的影响比B的溶解度受温度的影

响大

D．t２℃时,A、B的饱和溶液降温至t１℃时,它们的溶质

的质量分数都变小

５１．(２０１２北京)甲、乙两种物质的溶解度曲线如下图所示.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依据溶解度曲线可判断,甲的溶解度比乙的大

B．将甲、乙 的 饱 和 溶 液 从t２℃降 到t１℃,析 出 甲 的 质

量大

C．将t２℃时甲的饱和溶液变为不饱和溶液,可采取降温

的方法

D．t１℃时,甲和乙的饱和溶液各１００g,其溶质的质量一

定相等

５２．(２０１２江西南昌)下图是a、b、c三种固体物质的溶解度曲

线.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A．物质c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B．t２℃时,物质a的饱和溶液溶质的质量分数为５０％

C．温度高于t１℃时,物质a的溶解度大于物质c的溶

解度

D．将t２℃时物质b的饱和溶液降温至t１℃时的溶质的

质量分数会减小

５３．(２０１２上海)一定温度下,向下图所示烧杯中加入一定量

水,仅有部分晶体溶解,所得溶液与原溶液相比,说法正

确的是(　　).

A．溶剂的质量增加,溶液颜色变浅

B．溶质溶解度不变,溶液颜色变深

C．溶质质量增加,溶液颜色变深

D．溶质溶解度不变,溶液颜色不变

５４．(２０１２黑龙江齐齐哈尔)现配制溶质质量分数为５％的氯

化钠溶液,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将氯化钠固体直接放在天平的托盘上称量

B．配制溶液的烧杯用少量蒸馏水冲洗后有残留

C．为加快固体溶解,用温度计搅拌

D．将配好的溶液倒入细口瓶中,塞紧瓶塞并贴上标签

５５．(２０１２江苏徐州)实验是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以下实验

不正确的是(　　).

A．配制１０％氯化钠溶液的一般步骤是计算、称量、溶解

B．用带火星的木条鉴别氧气和空气

C．用碘水或碘酒检验火腿肠中是否含有淀粉

D．用点燃的方法除去二氧化碳中混有的少量的一氧化碳



　

５６．(２０１２广西玉林)配制１５０g溶质质量分数为５％的氯化

钠溶液,下列操作会导致所配溶液溶质质量分数偏大的

是(　　).

A．称量时药品和砝码放反了

B．称取氯化钠的质量为７．０g
C．量取溶剂时,俯视读数

D．把配制好的溶液倒入试剂瓶时有部分溅出

５７．(２０１２湖南衡阳)将８０g质量分数为３５％的浓盐酸,稀释

成１０％的稀盐酸,需加水的质量为(　　).

A．８０g
B．１００g
C．２００g
D．２８０g

５８．(２０１２广东肇庆)一种抗生素为粉末状固体,每瓶含０．５

g,注射时应配成质量分数为２０％的溶液,则使用时每瓶

至少需加入蒸馏水(　　).

A．１．５mL

B．２mL

C．３mL

D．４mL

５９．(２０１２湖北恩施)下列选项为配制５０g溶质质量分数为

５％的氯化钠溶液的步骤,其先后顺序正确的是(　　).

A．称量—计算—溶解—转液贴签

B．计算—称量—溶解—转液贴签

C．计算—称量—转液贴签—溶解

D．计算—溶解—称量—转液贴签

６０．(２０１２湖南株洲)要配制１００g质量分数为５％的氢氧化

钠溶液,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实验中要用到的玻璃仪器只有烧杯和玻璃棒

B．称量氢氧化钠固体时应该将砝码放在左盘,药品放在

右盘

C．配制好的氢氧化钠溶液中溶质和溶剂的质量之比为

１∶２０

D．称量时,必须将氢氧化钠固体放在玻璃器皿中称量

二、填空题

１．(２０１２四川乐山)水在自然环境中不易分解,但在通电的

条件下可以分解,写出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在下图所示的装置中,当电源接通一段时间后,

甲管 中 气 体 的 体 积 与 乙 管 中 气 体 的 体 积 之 比 为

　　　　.

２．(２０１２广西玉林)某校化学学习兴趣小组的同学对学校附

近小河的水质状况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

(１)学习小组的同学取了一杯水样,要检验水样是硬水还

是软水,可加入　　　　进行检验;生活中常用的硬水

软化的方法是　　　　.

(２)为了净化河水以供生活使用,一村民买了一台活性炭

净水器,上图是净水器的一部分,其出水口为　　　　
(填“a”或“b”).

(３)河水经过净水器的净化,学习小组小李同学发现水澄

清透明,于是他说:“净水器真是神奇,可以把浑浊的水

变成纯净的水.”你是否同意他的看法:　　　　(填
“同意”或“不同意”),理由是 　

　.

３．(２０１２河南)明矾可用于净水,是因明矾溶于水生成胶状

物可　　　　悬浮于水中的杂质;新型自来水消毒剂

ClO２ 可由如下的反应制取:Cl２＋２X２NaCl＋２ClO２,

则X的化学式为　　　　;除去硬水中过多的　　　　
(填离子符号)和 Mg２＋就可得到软水.

４．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用你学过的化学

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１)自然界中的水都不是纯水,净水时需加入明矾的目的

是　　　　.

(２)欲除去水中不溶性杂质,需进行过滤操作,该操作过程

中玻璃棒所起的作用是　　　　.

(３)生活中为降低水的硬度并杀灭水中病原生物,可采用

的方法是　　　　.

(４)某同学在完成电解水实验时,发现正极产生了１０mL
气体,则负极产生的气体体积是　　　　.该实验能

够说明水是由氢元素与氧元素组成的理论依据是 　

　.

５．(２０１２江苏南京)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２日是第二十届“世界水

日”.水与人类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

(１)节约用水、防止水污染应成为我们的自觉行动,下列有

关叙述不正确的是 　　　(填字母,下同).

A．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尽可能利用每一

滴水

B．工业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再排放

C．水体污染会危害人体健康

D．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不会造成水体污染

(２)水是常见的溶剂,将少量下列物质分别加入水中,不能

形成溶液的是 　　　　.

A．植物油

B．醋酸

C．蔗糖

D．高锰酸钾

(３)区分软水和硬水常用的物质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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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如下图所示是水的电解实验,试管１中收集的气体是

　　　　.

(５)下列反应中,不能用来确定水由氢、氧元素组成的是

　　　　.

A．H２ 和O２ 反应 B．电解水

C．H２ 和Cl２ 反应 D．H２ 和CuO反应

６．(２０１２四川成都)自来水是我国目前主要的生活饮用水,

下表是我国颁布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部分内容.

项目 标准

感官指标 无异味、臭味等

化学指标

pH:６．５~８．５,铜＜１．０mgL－１,铁＜

０．３mgL－１,氟化物＜１．０mgL－１,

游离氯≥０．３mgL－１等

(１)感官指标表现的是自来水的　　　　性质(填“物理”

或“化学”);若化学指标中的pH＝８时,表明自来水呈

　　　　(填“酸性”“碱性”或“中性”).

(２)自来水属于　　　　(填“纯净物”或“混合物”);自来

水中的游离氯有少量可转变成氯离子,氯离子的符号

是　　　　.

(３)实验室用自来水制取蒸馏水的方法是 　(填字母).

A．吸附 B．沉淀

C．过滤 D．蒸馏

(４)长期饮用蒸馏水　　　　(填“利于”或“不利于”)人体

健康.

７．(２０１２广东广州)水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是生活、生产

必不可少的物质.请回答下列问题:

(１)水是一种良好的溶剂,下列物质在水中能配成溶液的

是　　　　(填字母).

A．氢氧化镁 B．氯化镁

C．植物油 D．金属镁

(２)水能与多种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试举一例,写出化学

方程式:　　　　　　　　　　　.

(３)如下图所示,实验Ⅰ是制备蒸馏水的装置,实验Ⅱ是

电解水的装置.

①实验Ⅰ中水从A经B转移到C的过程中,水分子的

组成没有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是水分子的 　.

②实验Ⅱ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B试管中产生的气体可以使带火星的木条复燃,当

B中气体的分子数目为n 时,A 中气体分子数为

　　　　.

８．(２０１２天津)某同学用固体氯化钾配制８％的氯化钾溶液,

实验室现有①托盘天平、②量筒、③烧杯、④玻璃棒、⑤酒

精灯等仪器.请按要求回答下列问题:

(１)配制１００g质量分数为８％的氯化钾溶液,所需氯化钾

的质量为　　　g.

(２)用托盘天平称量所需的氯化钾,托盘天平调节平衡后,

接下来的操作应该是　　　　(填字母).

A．先在左盘纸片上加氯化 钾,后 在 右 盘 纸 片 上 加

砝码

B．先在右盘纸片上加砝码,后在左盘纸片上加氯化钾

(３)配制溶液过程中,上述仪器不需要的是 　
(填序号).

(４)该同学将配制好的溶液装入试剂瓶中,请你帮助他在

如下图所示的标签内填写好标签的内容.

９．(２０１２湖南衡阳)下图是 A、B、C三种物质的溶解度曲线,

请根据图示回答.

(１)t１℃时,B的溶解度为　　　　g.
(２)t２℃时,A、B、C三种物质溶解度由大到小的顺序是

　　　　　　.

(３)要使B从其饱和溶液中析出最好采用　　　　　结

晶的方法.

(４)将t２℃时A、C的饱和溶液降温到t１℃,所得溶液中溶

质的质量分数:A　　　　C(填“＞”“＝”或“＜”).

１０．(２０１２山西)某 实 验 室 欲 配 制 一 定 溶 质 质 量 分 数 的

KNO３ 溶液,现实验室只有含少量 NaCl的 KNO３ 固体

药品.



　

(１)查阅KNO３ 和NaCl的溶解度曲线,如上图.从图中

可得到的一条信息是 　
(合理即可).５０℃时,将８５．５g固体药品溶于１００g
水中,得到的是 KNO３ 的　　　　(填“饱和”或“不

饱和”)溶液.将KNO３ 提纯的方法是　　　　.

(２)小明用提纯后的KNO３ 固体配制１０００g溶质质量分

数为５％的 KNO３ 溶液,其操作步骤是计算、　　　

　　　　　、装瓶贴标签.经检测,小明所配溶液中

KNO３ 溶质质量分数偏小,其原因可能是 　
(填序号).

①KNO３ 固体仍然不纯

②溶解前,烧杯中有少量水

③量取水时,俯视读数

④装瓶时,有少量溶液洒出

(３)小红提出,也可用一定量２０℃时３１．６％的KNO３ 溶

液稀释配制５％的溶液,你认为是否可行? 　　　　
(填“行”或“不行”).

１１．(２０１２广东肇庆)下图是三种固体物质的溶解度曲线,请

你根据曲线回答下列问题:

(１)氯化钠和硫酸锂在０℃时的溶解度是　　　　g.

(２)在２０℃时,P点表示硝酸钾的　　　　溶液(填“饱

和”或“不饱和”),若要将硝酸钾从溶液中结晶析出,

可采用　　　　　　　　.

(３)将硝酸钾和硫酸锂的饱和溶液,从２０℃降到１０℃,

有晶体析出的是　　　　　　　　.

１２．(２０１２陕西)２０℃时,将等质量的甲、乙两种固体物质,分

别加入到盛有１００g水的烧杯中,充分搅拌后现象如图

１,加热到５０℃时现象如图２,甲、乙两种物质的溶解度

曲线如图３.请结合图示回答下列问题:

图１　　　　　　　　　　　　　　图２

图３

(１)图１中一定为饱和溶液的是　　　　.

(２)图２中甲、乙两溶液中溶质质量分数的大小关系为

　　　　.

(３)图３中表示乙的溶解度曲线是 　;

P点表示的含义是 　.

１３．(２０１２重庆)根据下列溶解度表和溶解度曲线图回答

问题:

温度/℃ 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KNO３ 溶解度/g １３．３ ３１．６ ６３．９ １１０ １６９

(１)图中硝酸钾的溶解度曲线是　　　　.

(２)５０℃时,乙的溶解度为　　　　.

(３)６０℃时,将甲、乙、丙的固体各４０g分别加入１００g水

中充分溶解后,能形成饱和溶液的是　　　　.

(４)影响KNO３ 溶解度的因素是　　　　(填字母).

A．温度　　B．压强　　C．水的质量

１４．(２０１２广东梅州)下表是 NaCl、NH４Cl在不同温度时的

溶解度.

温度/℃ 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溶解

度/g

NaCl ３５．７ ３６．０ ３６．６ ３７．３ ３８．４

NH４Cl ２９．４ ３７．２ ４５．８ ５５．２ ６５．６

(１)以上两种物质溶解度的变化受温度影响较小的是

　　　　.

(２)２０℃时,将４０gNaCl加入到１００g水中充分搅拌后,

所得溶液的质量为　　　　g.

(３)４０℃时,要使接近饱和的 NH４Cl溶液变为饱和溶

液,下列方法中一定能达到目的的是　　　　(填

序号).

①升高温度

②加溶质NH４Cl

③加水

④恒温蒸发水

１５．(２０１２云南红河州)如下图所示是 A、B两种物质的溶解

度曲线,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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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P点表示t１℃时 A、B两种物质的溶解度　　　　
(填“相等”或“不相等”),B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

高而　　　　;在t２℃时,A的溶解度　　　　(填

“＞”“＜”或“＝”)B的溶解度.

(２)将一杯接近饱和的A溶液转化为饱和溶液的方法是

　.　　　　
(３)若将t２℃时A、B的饱和溶液同时降温至t１℃后,两

种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关系是 A　　　　B(填

“＞”“＜”或“＝”).

１６．(２０１２广西南宁)下图为 A、B、C三种固体物质的溶解度

曲线,回答下列问题:

(１)在　　　℃时,A、C两种物质的溶解度相等.

(２)三种物质中溶解度受温度影响最小的是　　　　.

(３)要使A物质的不饱和溶液变为饱和溶液,可采用的

方法是　　　　温度(填“升高”或“降低”).

(４)温度为t℃时,三种物质的溶解度关系满足“C＜A＜

B”的条件,则t的取值范围是:　　　　.

(５)t３℃时,将三种物质的饱和溶液降温到t１℃,溶质质

量分数保持不变的是　　　　.

１７．(２０１２广西玉林)下图是a、b、c三种物质(均不含结晶水)

的溶解度曲线,请回答:

(１)t１℃时,a、b、c三种物质的溶解度由大到小的排列顺

序是　　　　.

(２)　　　℃时,a和c两种物质的饱和溶液的溶质质量

分数相等.

(３)M点表示t３℃时a物质的　　　　(填“饱和”或“不

饱和”)溶液.

(４)在t４℃时,含有a和c物质的饱和溶液,要有a晶体

析出,应采用的方法是 　.　　

１８．(２０１２甘肃兰州)根据下图中a、b、c三种物质的溶解度曲

线,回答下列问题:

(１)P点表示在t１℃两物质的溶解度关系为b　　　　c
(填“＞”“＜”或“＝”).

(２)t２℃,a、b、c三种物质的饱和溶液溶质质量分数的大

小关系为　　　　.

(３)t２℃时,５０gb物质加入到５０g水中充分溶解后,所

得溶液的质量为　　　　.

(４)b中含有少量的a,若要提纯b,可采用 　结晶

的方法.

１９．(２０１２内蒙古呼和浩特)溶液的应用非常广泛.

K２CO３ 和KNO３ 在不同温度时的溶解度及其溶解度曲

线如下:

温度/℃ ２０ ３０ ５０ ６０ ８０

溶解

度/g

K２CO３ １１０ １１４ １２１ １２６ １３９

KNO３ ３１．６４５．８８５．５ １１０ １６９

(１)图中能表示 KNO３ 溶 解 度 曲 线 的 是　　　　(填
“甲”或“乙”).

(２)曲线上 M点的含义是 　.

(３)４０℃时,向两个分别盛有相同质量的硝酸钾和碳酸

钾的烧杯中,各加入１００g水,充分溶解后,恢复至

４０℃,其结果如下图所示.

下列有关说法中,正确的是　　　(填字母).

A．烧杯②中溶液是不饱和溶液

B．升高温度或增加溶剂都有可能将烧杯①中固体全

部溶解

C．若将烧杯①中的溶液变为不饱和溶液,溶液中溶

质质量分数一定减小

D．将得到的烧杯②中的溶液降温至２０℃时,溶液中

溶质质量分数可能不变

２０．(２０１２湖北武汉)下图是甲、乙两种固体物质的溶解度

曲线.



　

(１)　　　℃时,甲、乙两种物质的溶解度相等.

(２)t２℃时,将等质量的甲、乙两种物质加水溶解配成饱

和溶液,所得溶液质量的大小关系为甲　　　　(填
“＞”“＜”或“＝”)乙.

(３)把甲物质的不饱和溶液变为饱和溶液,下列有关说

法正确的是　　　(填字母,下同).

A．溶剂的质量一定变小

B．溶质的质量可能不变

C．溶质的质量分数一定变大

D．溶液的质量一定变大

E．该饱和溶液还可以溶解其他物质

(４)通常情况下,在实验室用固体甲配制一定溶质质量

分数的甲溶液,需用到的仪器有托盘天平(带砝码

盒)、烧杯和　　　　　.

A．酒精灯　B．药匙　C．玻璃棒　D．漏斗　E．铁

架台　F．量筒　G．胶头滴管

三、实验题

１．(２０１２广西百色)(１)实验室用９８％的浓硫酸稀释成３００
克１５％的稀硫酸.请回答下列问题:

①实验仪器需要用烧杯、细口瓶、量筒、胶头滴管和

　　　　.

②实验的主要步骤有计算、　　　　、溶解、装瓶并贴

标签.

(２)在C＋２CuO
高温
２Cu＋CO２↑的反应中,发生氧化

反应的物质是　　　　.

(３)生活中处处蕴含化学知识.金属铜常用做导线,是因

为它具有　　　　性;乙醇汽油中的乙醇俗称酒精,其

化学式为　　　　.

２．(２０１２四川乐山)小红在实验室欲配制一定质量分数的食

盐溶液.

(１)B仪器的名称是　　　　,上面的仪器中除B、E外,

她必须选用的仪器还有　　　　(填字母).

(２)E的作用是　　　　,配制的步骤可以概括为计算、称

量和量取、　　　　、装瓶.

３．(２０１２山东潍坊)小华实验操作考试的题目是配制一定溶

质质量分数的碳酸钠溶液并测定其酸碱度.考试时,小

华进行了如下图所示的操作:

(１)请填写标号仪器的名称:a　　　;b　　　　.

(２)以上实验的正确操作顺序为 　
(填字母).

(３)上图所示的操作中,若C中砝码的质量为１０g,游码的

读数为３．５g,则碳酸钠的实际质量为　　　　g.

(４)小华在测定所配制溶液的酸碱度时,先将pH试纸用蒸

馏水湿润,再进行测定,则测得的溶液的pH值 　
(填“偏大”“偏小”或“不受影响”).

(５)用pH试纸测定所配制溶液的pH,正确操作方法为 　

　.

４．(２０１２山东滨州)实验室需要配制１５％的氯化钠溶液５０g.

(１)计算:需要氯化钠的质量为　　　　.

(２)某同学按下图所示步骤依次操作:

其中操作错误的步骤是　　　(填字母);B中仪器的

名称为　　　　;E中玻璃棒的作用是　　　　.

(３)若上图A中砝码的质量为５g,游码为２．５g,则小明称

得的氯化钠质量实际为　　　　.



二、水及常见的溶液

一、选择题

１．A　解析:电解水产生了氢气和氧气,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可

以判断水是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A 正确;水是纯净物,
所以不可能是由氢气和氧气组成的,B错误;水通电生成

氢气、氧气,正极产生的是氧气,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２H２O
通电
２H２↑＋O２↑,而选项中没有反应条件,C 错

误;水通电生成氢气、氧气,正极产生的是氧气,负极产生

的是氢气,从图中可以得出a试管相连的为负极,故产生

的气体要比b试管产生的气体多,D错误.

２．C　解析:电解水生成了氢气与氧气能证明水是由氢氧两

种元素组成,水是由水分子构成的,A 错误;洗洁精洗涤油

污的原理利用了洗洁精的乳化作用,B错误;蒸馏的操作

可以得到纯水,所以它是对水净化程度最高的方法,C正

确;废旧金属的回收利用可以节约资源,是人类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D错误.

３．C　解析:净水器只能将不溶于液体的固体杂质除去,不能

杀菌,所以得到的水还是混合物;硬水软化的方法是蒸馏

或加热煮沸;由于活性炭具有疏松多孔的结构具有吸附

性,故选C.

４．A　５．C　６．C　７．D　８．B　９．A　１０．B
１１．D　解析:海水淡化能给人类提供淡水,可解决淡水紧缺

问题,A正确;硬水中含有大量的钙镁化合物,长期饮用

硬水对人体的健康是不利的,尤其是对胃肠的影响,B正

确;日常生活中的水中都含有溶解进去的空气,所以为混

合物,C正确;过滤只能除去不溶于液体的固体和液体分

离,D错误.

１２．C　解析:蒸馏使水通过蒸发、冷凝处理,处理后的水中只

含水一种物质,所得水称为蒸馏水,能使水得到净化;活
性炭吸附沉淀是利用了活性炭的吸附性,除去的是水中

的异味、不溶性固体杂质以及可溶性的杂质,能使水得到



净化;加入肥皂水,根据产生泡沫的多少,可以检验是硬

水还是软水,但不能使水得到净化;过滤可除去水中不溶

性杂质,所得的水尽管还含有可溶性杂质,但能使水得到

净化.故选C.

１３．B　解析:水在自然界中不断循环,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A错误;水可以溶解许多物质,是最常用的溶剂,
广泛用于工农业生产,B正确;工业废水含有有害物质,
工业废水不能直接进行灌溉,C错误;自来水属于混合

物,除了含有水分子,还含有其他物质的分子,D错误.

１４．B　１５．C　１６．C　１７．D　１８．D　１９．A　２０．D
２１．D　２２．D　２３．C　２４．B　２５．B
２６．D　解析:溶液是均一、稳定的混合物,但不一定是无色

的,如硫酸铜溶液是蓝色的,A 错误;稀溶液不一定是不

饱和溶液,B错误;氢氧化钙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减

小,C错误;溶质以分子或离子的形式均匀分散在溶剂

中,D正确.

２７．D　解析:不饱和溶液要变为饱和溶液,可以加溶质或者

蒸发溶剂,①⑤肯定可行;氢氧化钙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

而减小,所以只能通过升高温度使接近饱和的石灰水变

成饱和,所以选 D.

２８．C　解析:温度低于t１℃时乙的溶解度大于甲的溶解度,温
度是t１℃时乙的溶解度等于甲的溶解度,温度大于t１℃时

甲的溶解度大于乙的溶解度,A错误;t１℃时,甲、乙两物质

溶解度相等都为１５g,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１５g
１５g＋１００g×１００％＜１５％,B错误;蒸发溶剂可使不饱和

溶液变为饱和溶液,C正确;t２℃时,甲的溶解度为３０g,

１００g水中最多能溶解３０g甲物质,此时得到溶液的质量是

１３０g,D错误.

２９．C　解析:甲、乙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大,丙的溶解度

随温度升高而减小,A错误;t１℃时,三种物质的溶解度大

小关系:乙＞甲＞丙,B错误;t２℃时,将甲、乙、丙三种物

质的饱和溶液降温,温度降低甲、乙的溶解度减小,甲、乙
两种溶液中有晶体析出,丙的溶解度增大,丙溶液中没有

晶体析出,C正确;t２℃时,甲、乙两种物质溶解度相等,都
为４０g,则甲、乙饱和溶液的溶质的质量分数相等,均等

于 ４０g
４０g＋１００g×１００％＜４０％,D错误.

３０．D　解析:t１℃时,甲的溶解度小于乙的溶解度,A 正确;

t１℃时,加入甲物质,可使不饱和的甲溶液变成饱和溶

液,B正确;t２℃时,甲或乙两种物质的溶解度相等都等于

W,所以t２℃时,甲或乙两种物质的饱和溶液中溶质与溶

剂的质量比是W∶１００,C正确;由溶解度曲线图可知甲

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乙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

极小,所以降低温度甲的饱和溶液会结晶析出晶体,但温

度从t２℃降到t１℃时乙的溶解度几乎没有多大变化,所
以乙析出晶体很少.

３１．D　解析:根据溶解度曲线可以知道,在５０℃时,氯化铵的溶

解度小于硝酸钾的溶解度,A错误;a℃时,氯化铵与硝酸钾

的溶解度相等,所以该温度下两种物质的饱和溶液的质量分

数相等,但若不是饱和溶液,其质量分数不一定相等,B错

误;硝酸钾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所以降低温度硝

酸钾的饱和溶液要析出溶质,但仍然是饱和溶液,C错误;

４０℃时,硝酸钾的溶解度为６４g,根据溶解度的意义可以知

道在５０g水中加入５０g硝酸钾,只能溶解３２g,所以此时得

到的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３２g
５０g＋３２g×１００％＝３９％,D

正确.

３２．D　解析:溶液是均一稳定的混合物,均一稳定的液体不

一定是混合物,比如蒸馏水,A 错误;气体的溶解度随温

度的升高而减小,随压强的升高而增大,B错误;同一温

度下,同种溶质的饱和溶液一定比不饱和溶液浓,C 错

误;洗涤剂具有乳化作用能洗去油污,D正确.

３３．D　解析:由溶解度曲线图可知:６０℃三种物质的饱和溶

液中,溶质质量分数最大的是硫酸镁,A 错误;将８０℃不

饱和的 MgSO４ 降温至４０℃时硫酸镁的溶解度先增大后

减少,不一定能得到饱和溶液,B错误;４０℃时 MgSO４

溶解度比 NaCl大,C错误;氯化钾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

较大,降低温度氯化钾的饱和溶液会结晶析出;氯化钾的

溶解度受温度影响较大,降温时会有较多量的晶体析出,
而氯化钠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较小,降低温度有可能不

析出晶体,将８０℃含有少量 NaCl的 KCl饱和溶液降温

至２０℃,可得到 KCl晶体,D正确.

３４．B　解析:曲线中交点表示该温度时两种物质的溶解度相

等,所以t１℃时,甲、乙两物质的溶解度相等,故 A 正确;
将t１℃时甲、乙两物质的饱和溶液升温到t２℃,甲物质溶

解度变大,溶液变为不饱和溶液,乙溶解度减小,会析出

晶体,溶液仍然饱和,故B错误;温度小于t１℃时,甲的溶

解度曲线在乙的溶解度曲线下边,所以甲的溶解度小于

乙的溶解度,故C正确;将t２℃时甲、乙两物质的饱和溶

液升温到t３℃,两物质的溶解度都减小,都会析出溶质,
所以溶质质量分数都减小,故 D正确.

３５．D　解析:该图示是溶剂和溶质的质量,没有说溶解度,所
以不能说该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A 错误;
溶解度单位是克,少了单位,B错误;G点表示溶液中溶

质的质量分数为 ２０g
２０g＋１００g×１００％＝１６．６７％,C错误;

G和 M 的区别是 G中有１００g水,M 中有８０g水,溶质

相同都是２０g,所以 G中溶质质量分数要小于 M 中质量

分数,G和 M 都是该温度下的不饱和溶液,W 和Z都在

曲线 上,都 属 于 饱 和 溶 液:饱 和 溶 液 的 质 量 分 数:
溶解度

１００g＋溶解度×１００％,又因为温度没变,溶解度就不

变,所以 W 和Z溶质质量分数相同,因为在同一温度、同
一溶质情况下,它们的饱和溶液的质量分数最大,所以图

中４个点表示的溶液中溶质质量分数的关系是 G＜M,D
正确.

３６．C　解析:分析图表,KNO３ 和 NaCl的溶解度曲线在２０℃
~３０℃温度范围内有相同的时候,所以两种物质的溶解度

曲线在此范围内会相交,A正确;６０℃时 KNO３ 的溶解度



　
　　　

　 　　　

是１１０g,相当于２１０g溶液最多溶解硝酸钾１１０g,则１０５g
饱和溶液含有硝酸钾５５g,所以加入９５g水后,溶液中溶质

的质量分数为 ５５g
１０５g＋９５g×１００％＝２７．５％,B正确;在

２０℃时,NaCl的溶解度是３６．０g,KNO３ 的溶解度是３１．６

g,所以分别将两种物质３５g加入两只各盛有１００g水的烧

杯中,可形成氯化钠的不饱和溶液,硝酸钾的饱和溶液,C
错误;根据图表可知:氯化钠的溶解度受温度的变化影响

较小,硝酸钾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逐渐增大,且变化

较大,所以从含有少量氯化钠的硝酸钾饱和溶液中得到较

多的硝酸钾晶体,可以采取冷却热饱和溶液的方法,D正

确.

３７．C　解析:通过曲线图可知硫酸钠的溶解度有一段是随温

度升高而减小,故 A 错误;３０℃时硫酸钠的溶解度是

４０g,所以 ３０ ℃ 时 硫 酸 钠 饱 和 溶 液 的 质 量 分 数 为

４０g
４０g＋１００g×１００％＝２８．６％,故B错误;从４０℃向上作

垂线,可知硫酸钠的溶解度约为５０g,故C正确;５０℃时

硫酸钠饱和溶液降温后有一段是溶解度变大了,这时不

会析出晶体,而会变为不饱和溶液,故 D错误.

３８．B　解析:物质溶解度的比较必须有温度的限制,否则不

能比较,A错误;由于硝酸钾的溶解度随着温度的降低而

减小,所以降温能由不饱和变为饱和溶液,B正确;饱和

溶液的质量分数的计算公式: 溶解度
１００g＋溶解度 ×１００％,

t℃时,硝酸钾和氯化钾溶解度相等,两种饱和溶液的溶

质质量分数一定相等,但本题没说是否饱和,C错误;由
图示可知６０℃时,硝酸钾的溶解度大于９０g,所以６０℃
时１００g水中加入９０g硝酸钾,充分搅拌,可得到硝酸钾

的不饱和溶液,D错误.

３９．C　解析:由溶解度曲线图可知:温度＜t２℃时 N 的溶解

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大,温度＞t２℃时 N 的溶解度随温度

升高而减小,A错误;t１℃和t３℃时,M 和 N 的溶解度曲

线都有一个交点,说明在t１℃和t３℃时 M 和 N的溶解度

相等,B错误;温度＜t２℃时 N的溶解度随温度降低而减

小,降温时会有晶体析出,C正确;温度＜t２℃时 N 的溶

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大,N 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而温度＞t２℃时 N 的溶解度随温

度升高而减小,N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随温度的

升高而减小,D错误.

４０．D　解析:由溶解度曲线可知:７０℃时,硝酸钾的溶解度

为１４４g,A错误;７０℃时,C点在溶解度曲线的上面,为
硝酸钾的饱和溶液,B错误;７０℃时,B点在溶解度曲线

的下面,为硝酸钾的不饱和溶液,C错误;A、C两点对应

溶液的都是同一温度下同一种溶质的饱和溶液,溶液中

溶质的质量分数相等,D正确.

４１．B　解析:２０℃时,甲的溶解度小于乙的溶解度,A 错误;

４０℃时,甲、乙两种物质的溶解度相等,B正确;降低温度

乙的溶解度增大,所以降温的方法不能将乙的不饱和溶

液转化为饱和溶液,C错误;６０℃时甲的溶解度为６０g,

１００g水在该温度下最多溶解６０g甲物质,１００g水中加

入１００g甲,只能溶解６０g甲物质,所得溶液的质量为

１６０g,D错误.

４２．C　解析:从t１℃向上做垂线,与曲线的交点在上面的溶

解度就大,所以t１℃时它们的溶解度大小顺序是b＞a＝
c,A错误;t２℃时,a物质溶解度是５０g,所以加入３０g,

只能溶解２５g,质量分数为２５g
７５g×１００％＝３３．３％,B错

误;溶解度变化范围(减小的范围)大析出晶体就多,由图

示可知a曲线减小的范围大析出的最多,c物质降温后变

为不饱和,不能析出晶体,C正确;由于c曲线溶解度随

温度的升高而减小,所以升温后,溶解度减小,会析出晶

体,所以仍然是饱和溶液,故 D错误.

４３．D　解析:硝酸钾和氯化钠混合物１６０g,加热到８０℃,固
体全部溶解,可能都是刚好饱和,或不饱和,或者有一种

饱和有一种不饱和等情况,A错误;因为硝酸钾和氯化钠

混合物１６０g中没说谁多谁少,所以不能判断谁饱和,谁
不饱和,B错误;由于氯化钠溶解度变化不大,如果质量

很少的话,降温后不可能析出,C错误;因为硝酸钾的溶

解度降温后减小得多,所以一定析出晶体,氯化钠溶解度

变化不大,降温后可能析出,也可能不析出,D正确.

４４．C　解析:甲同学泡了一杯白糖开水,他用筷子充分搅拌

杯中的白糖后的溶液没说是否有不溶物,可能饱和可能

不饱和,A错误;糖水热的时候白糖全部溶解,可能刚好

饱和,也可能不饱和,B错误;待糖水变凉,喝糖水时,发
现杯底有少量未溶解的白糖,说明此时糖水一定是饱和

溶液,C正确;喝糖水时感到很甜与浓度有关,与是否饱

和无关,D错误.

４５．B　解析:０℃时甲的溶解度为２０g,A 错误;曲线中交点

表示该温度时两种物质的溶解度相等,所以１０℃时,甲、
乙两种物质的溶解度相等,B正确;３０℃时,甲物质饱和

溶液的质量分数为 ６０g
６０g＋１００g×１００％＝３７．５％,不等于

６０％,C错误;甲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较大,乙的溶解度

受温度影响较小,可以采用降温结晶的方法除去甲物质

中少量乙物质.

４６．D　解析:由溶解度曲线可以看出B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

的变化较小,A 正确;由溶解度曲线可知:t１℃,A 物质的

溶解度为Sg,B正确;由溶解度曲线可知:t２℃,A、B两物

质的溶解度交于一点,说明该温度下,两物质的溶解度相

等,C正确;t３℃,A 物质的溶解度大于 B物质的溶解度,
说明该温度下两物质的饱和溶液中,A 的溶质质量分数

一定大于 B 的溶质质量分数,若不饱和,无法比较,D
错误.

４７．B　解析:比较物质的溶解度必须要说明在某一温度,A
错误;t１℃时,a、b两种物质的溶解度相同,将a、b两种物

质的饱和溶液分别恒温蒸发等质量的水,析出晶体的质

量一定相等,B正确;将t２℃时 b的不饱和溶液降温至

t１℃得到的溶液可能是饱和溶液也可能是不饱和溶液,C
错误;t２℃时,a的饱和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一定小于b



的饱和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D错误.

４８．D　解析:由溶解度曲线图可知,当温度高于２０℃时,甲
物质的溶解度大于乙物质的溶解度,当温度低于２０℃
时,甲物质的溶解度小于乙物质的溶解度,A 错误;由溶

解度曲线不难看出,甲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逐

渐增大,所以要将甲的不饱和溶液变为饱和溶液应该降

低温度,B错误;２０℃时乙物质的溶解度为３０g,１００g水

中最多溶解３０g乙形成饱和溶液,得到１３０g饱和溶液,

C错误;根据溶解度曲线可知:４０℃时,甲物质的溶解度

大于乙,所以用１００g水配制甲、乙的饱和溶液,所需甲的

质量大于乙的质量,D正确.

４９．B　解析:０℃时,NaCl和 NH４Cl两种物质的饱和溶液都

升温至t１℃,都变为不饱和溶液,溶质质量分数不变;在

０℃时,NaCl的溶解度大于 NH４Cl的溶解度,所以０℃
时,NaCl的溶质质量分数大于 NH４Cl的溶质质量分数.

５０．B　解析:由溶解度曲线可知:t１℃时,A、B的溶解度都为

１５g,A正确;t２℃时,A的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２０g
２０g＋１００g×１００％＝１６．７％,B错误;A 物质的溶解度

变化趋势比B大,C正确;降温时A、B两物质的溶解度都

减小,D正确.

５１．D　解析:比较两种物质的溶解度,必须要说明在某一温

度下,A错误;将甲、乙的饱和溶液从t２℃降到t１℃,由于

两种溶液的质量关系没有确定,所以无法比较析出甲、乙
的质量关系,B错误;甲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

大,而且变化趋势很大,所以将t２℃时甲的饱和溶液变为

不饱和溶液,应该采取升高温度或增加溶剂的方法,C错

误;t１℃时,甲和乙的溶解度相同,所以甲和乙的饱和溶

液各１００g,其溶质的质量一定相等,D正确.

５２．B　解析:t２℃时,物质a的溶解度是５０g,因而该温度下,

物质a的 饱 和 溶 液 溶 质 的 质 量 分 数 为 ５０g
５０g＋１００g×

１００％≈３３．３％.

５３．D　５４．D　５５．D
５６．C　解析:配制１５０g溶质质量分数为５％的氯化钠溶液,需

要氯化钠的质量为１５０g×５％＝７．５g,称量时当物码放反

时,称得的氯化钠质量为７．０g－０．５g＝６．５g,配得的结果

偏小;A错误;用质量为７．０g的氯化钠配成１５０g溶液其

质量分数也小于５％,B错误;量取溶剂时,俯视读数,读数

大而实际量取的液体小,溶剂减少配得的结果偏大,C正

确;溶液具有均一、稳定性,配好后撒出一部分不会影响溶

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D错误.

５７．C　解析:稀释前后溶液中溶质的质量不变,溶质的质量

为８０g×３５％＝２８g,稀释后溶液的质量为２８g÷１０％＝
２８０g,所以加水的质量为２８０g－８０g＝２００g,所以选C.

５８．B　解析:溶液的质量为０．５g÷２０％＝２．５g,所加水的质

量为２．５g－０．５g＝２．０g,所以需加水２mL.

５９．B　解析:溶质为固体的溶液的配制步骤依次是计算、称
量、溶解、装瓶存放贴标签.

６０．D　解析:配制溶液用到的玻璃仪器有量筒、胶头滴管、烧

杯和玻璃棒,A错误;称量药品时药品放在左盘,砝码放在

右盘,B错误;配制好的氢氧化钠溶液中溶质和溶剂的质量

之比为５∶９５＝１∶１９,C错误;氢氧化钠具有强烈的腐蚀

性,所以不能直接放在托盘上称量要放在玻璃器皿中称

量,D正确.

二、填空题

１．２H２O
通电
２H２↑＋O２↑　１∶２

解析:电解水时生成氢气与氧气,正极产生氧气,负极产生

氢气,两者的体积比为１∶２.

２．(１)肥皂水　加热煮沸　(２)b　(３)不同意　活性炭只能

吸附水中的异味、色素及除去不溶于水的小颗粒杂质,不
能除去水中可溶性的杂质

３．吸附　NaClO２　Ca２＋

解析:明矾在水的净化中的作用是溶于水生成胶状物可吸

附悬浮于水中的杂质;根据化学反应前后原子的个数和种

类不变,可知 X 的化学式为 NaClO２,硬水中含有过多的

Ca２＋ 和 Mg２＋ .

４．(１)吸附沉降　(２)引流　(３)煮沸　(４)２０mL　化学反应前

后元素种类不变

解析:(１)明矾是絮凝剂,可以吸附沉降水中的固体杂质;(２)
玻璃棒在过滤操作中的作用是引流;(３)煮沸既能降低水的

硬度,产生的高温还可以杀灭细菌和病毒;(４)电解水实验中

正极产生氧气,负极产生氢气,体积比为１∶２;根据质量守

恒定律可知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种类不变.

５．(１)D　(２)A　(３)肥皂水　(４)氢气(或 H２)　(５)C
６．(１)物理　碱性　(２)混合物　Cl－ 　(３)D　(４)不利于

解析:(１)由图中信息可知,感官指标通常指的是物质的异

味、臭味等,属于物理性质,pH＞７,溶液显碱性;(２)自来

水中含有多种可溶性和不溶性杂质,属于混合物,离子符

号的书写方法是在元素符合的右上方写出所带的电荷及

电性;(３)实验室用自来水制取蒸馏水的方法是蒸馏;(４)
蒸馏水不含人体所必需的一些微量元素,故长期饮用对人

体不利.

７．(１)B
(２)CO２＋H２OH２CO３或CaO＋H２OCa(OH)２

(３)①分子间间隔 　②２H２O
通电
２H２↑＋O２↑　２n

８．(１)８　(２)B　(３)⑤　(４)KCl溶液　８％
解析:(１)氯化钾的质量＝１００g×８％＝８g;(２)称取８gKCl
时应先放砝码后加药品,而使用托盘天平称量药品质量时,
左盘放药品,右盘放砝码;(３)配制溶液需要的仪器有托盘天

平、量筒、胶头滴管、烧杯和玻璃棒;(４)标签上应注明溶液的

名称和浓度.

９．(１)２０　(２)A＞B＞C　(３)蒸发溶剂　(４)＞
解析:(１)由溶解度曲线知,t１℃时 B的溶解度为２０g;(２)
由溶解度曲线知,t２℃时,A、B、C三种物质溶解度由大到

小的顺序为 A＞B＞C;(３)由溶解度曲线知,B物质的溶解

度受温度影响不大,所以析出晶体可采用蒸发溶剂结晶的

方法;(４)因为 A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C物

质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所以将t２℃时 A、C的



　
　　　

　 　　　

饱和溶液降温到t１℃,A有晶体析出,C没有晶体析出,但

A在t１℃溶解度大于C在t２℃时的溶解度,所以溶液中溶

质的质量分数 A＞C.

１０．(１)２０℃时 KNO３ 的溶解度为３１．６g(其他答案合理即

可)　不饱和　降温结晶(冷却热的饱和溶液)
(２)称量、溶解　①②　(３)不行

解析:(１)由 KNO３ 和 NaCl的溶解度曲线知,２０ ℃ 时

KNO３ 的溶解度为３１．６g;５０℃时 KNO３ 的溶解度为

８５．５g,表示５０℃时１００g水中溶解８５．５gKNO３ 恰好形

成饱和溶液,而题中８５．５g固体药品是氯化钠和硝酸钾

的质量之和,也即硝酸钾的质量小于８５．５g,溶于１００g
水中,形成不饱和溶液;因为硝酸钾的溶解度是随温度的

升高而增大,并且受温度影响较大,提纯的方法可以用降

温结晶法.(２)配制溶液的步骤为计算、称量、溶解、装
瓶;所配溶液中 KNO３ 溶质质量分数偏小的原因为溶质

少或溶剂多:①KNO３ 固体仍然不纯,溶质少;②溶解前,
烧杯中有少量水,溶剂多;③用量筒量取水时俯视读数,
量取到的液体水偏少,即配得的质量分数会偏大;④装瓶

时,有少量溶液洒出导致溶液的质量减小,而溶质质量分

数不会改变.(３)２０℃时 KNO３ 饱和溶液的溶质质量分

数最大,为 ３１．６g
３１．６g＋１００g×１００％ ＝２４％,不 可 能 达 到

３１．６％,故填不行.

１１．(１)３６　(２)不饱和　降温结晶法　(３)硝酸钾饱和溶液

解析:(１)由溶解度曲线可查得,在０℃时氯化钠和硫酸

锂的溶解度是３６g;(２)由于P点在硝酸钾溶解度曲线的

下面,所以P点代表的硝酸钾溶液是不饱和的,由于硝酸

钾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若要将硝酸钾从溶液

中结晶析出,可采用降温结晶法;(３)由上述可知,将硝酸

钾和硫酸锂的饱和溶液,从２０℃降温到１０℃,有晶体析

出的是硝酸钾饱和溶液.

１２．(１)甲　(２)相等或甲＝乙　(３)N　３０℃时,甲、乙两种

固体物质的溶解度相等

解析:甲中有固体剩余,一定属于饱和溶液;图２中表示

等质量的甲和乙在１００g水中都完全溶解,因此两者溶液

中的溶质质量分数相等;由图１可知２０℃时甲的溶解度

小于乙,由此判断图３中表示乙的溶解度曲线是 N.

１３．(１)甲　(２)４０g　(３)丙　(４)A
解析:(１)由 KNO３ 溶解度表可以看出,KNO３ 的溶解度

随温度的升高而明显增大,所以,图中硝酸钾的溶解度曲

线是甲;(２)由乙的溶解度曲线可知,５０℃时,乙的溶解度

为４０g;(３)由甲、乙、丙的溶解度曲线可知,６０℃时,甲、
乙的溶解度都大于４０g,丙的溶解度小于４０g,所以６０℃
时,将甲、乙、丙的固体各４０g分别加入１００g水中充分溶

解后,能形成饱和溶液的是丙;(４)影响 KNO３ 溶解度的

因素是温度.

１４．(１)氯化钠　(２)１３６　(３)②④
解析:(１)观察图表可以看出:氯化钠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

较小;(２)观察图表可以看出２０℃时氯化钠的溶解度是

３６g,即２０℃时１００g水中最多溶解氯化钠３６g,所以将

４０gNaCl加入到１００g水中充分搅拌后,只能溶解３６g,所
得溶液的质量为１３６g;(３)观察图表可以看出氯化铵的溶

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所以要使接近饱和的 NH４Cl溶

液变为饱和溶液,一定能达到目的是增加溶质和恒温蒸

发水.

１５．(１)相等　减小　＞　(２)加入足量 A(降温、恒温蒸发溶

剂)　(３)＞
解析:(１)曲线中交点表示该温度时两种物质的溶解度相

等,所以P点表示t１℃时 A、B两种物质的溶解度相等,
根据溶解度曲线可知B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减

小,t２℃时,A的溶解度大于B的溶解度;(２)接近饱和的

溶液,变成饱和可以用加入溶质和蒸发溶剂,A 的溶解

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所以也可以通过降温实现;(３)

t２℃时 A、B的饱和溶液同时降温至t１℃后,A 析出晶体

仍然饱和,B变为不饱和,溶质质量分数不变,所以只要

比较出t１℃A的溶解度与t２℃时 B的溶解度大小即可,
由溶解度曲线图可知t１℃时 A的溶解度大于t２℃时B的

溶解度,所以降温后 A 的溶质质量分数大于 B的质量

分数.

１６．(１)t１　(２)B　(３)降低　(４)t１＜t＜t２　(５)C
解析:A、B、C三种固体物质的溶解度曲线可以看出:(１)
在t１℃时,A、C两种物质的溶解度相等;(２)三种物质的

溶解度曲线中B的溶解度受温度的影响最小;(３)A物质

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因此,降低温度可以使 A
物质的不饱和溶液变为饱和溶液;(４)当温度t满足“t１＜
t＜t２”时,三种物质的溶解度关系满足“C＜A＜B”的条

件;(５)A和B的溶解度随温度的降低而减少,降温时有

晶体析出,溶质质量分数变小,C的溶解度随温度的降低

而变大,降温时没有晶体析出,溶质质量分数不变.

１７．(１)c＞b＞a　(２)t２　(３)不饱和　(４)降温结晶

解析:(１)由图知,t１℃时,a、b、c三种物质的溶解度a最

小,c最大,故由大到小的排列顺序是c＞b＞a;(２)a和c
两种物质的溶解度在t２℃时相交于一点,故此时二者的

溶解度相等,其饱和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也相等;(３)M
点在a物质曲线的下方,是不饱和溶液,在曲线之上或曲

线上方的点表示的是饱和溶液;(４)a物质的溶解度随着

温度的升高而升高,c物质的溶解度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

低,在t４℃时,c物质的溶解度很小,a物质的溶解度很

大,故降温后有a晶体析出.

１８．(１)＝　(２)b＞a＞c(或c＜a＜b)　(３)７５g　(４)降温(或
冷却热饱和溶液)
解析:(１)t１℃a和c两物质的溶解度相等;(２)溶解度越大

饱和溶液中溶质质量分数也越大,t２℃时,a、b、c三种物质,
溶解度b＞a＞c,所以t２℃时,a、b、c三种物质的饱和溶液

溶质质量分数的大小关系为b＞a＞c(或c＜a＜b);(３)

t２℃时,b的溶解度为５０g,表示t２℃时１００g水中最多能溶

解５０gB物质,所以５０g水中只能溶解２５gb物质,所得溶

液的质量为７５g;(４)a和b的溶解度都随温度的升高而增

大,但a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不大,b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

大,所以降温b会大量的结晶析出但a几乎不会析出晶体.



１９．(１)甲　(２)t１℃时,KNO３ 和 K２CO３ 的溶解度相同

(３)B、D
解析:(１)由 K２CO３ 和 KNO３ 在不同温度时的溶解度可

以看出,溶解度受温度影响较大的是 KNO３,故甲表示

KNO３ 溶解的溶解度曲线;(２)两曲线的交点表示该温度

下两种物质的溶解度相同;(３)由图知,①中有剩余固体

而②中没有,①溶液为该温度下的饱和溶液,但②中溶液

是否饱和无法判断;要使①中固体溶解可加水或升温,加
水使其变为不饱和溶液时,其溶质质量分数会变小,但升

温使其变为不饱和溶液时,由于固体溶解溶质质量增加,
溶质质量分数会增大;将烧杯②中溶液降温至２０℃时,
若没有晶体析出,则其溶质质量分数不变.

２０．(１)t１　(２)＜　(３)B、E　(４)B、C、F、G
三、实验题

１．(１)①玻璃棒　②量取　(２)C　(３)导电　C２H５OH
２．(１)烧杯　D、G　(２)搅拌　溶解

３．(１)玻璃棒　药匙　(２)ECADB　(３)６．５　(４)偏小　(５)
在白瓷板或玻璃片上放一小片pH 试纸,将被测液滴到试

纸上,把试纸显示的颜色与标准比色卡比较,即可得出该

溶液的pH
４．(１)７．５g　(２)A、B　量筒　加速溶解　(３)２．５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