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考点聚焦

《化学反应与能量》1
高考解读与考点突破

口高海增

通过研究分析发现，2013年高考对

化学与热能的考查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化学能与其他能量之间转化形式的判断、

利用图象判断化学反应是放热反应还是

吸热反应、热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应用盖

斯定律计算反应热。本部分内容在高考

中主要以选择题的形式出现，盖斯定律的

应用主要以填空题的形式出现。可以预

测在2014年高考命题中，本部分内容会

：。潮

继续考查以上几个考点，特别是运用盖斯

定律计算反应热这一考点必定出现。同时也

会体现它与电化学、化学平衡移动等内容之间

的联系。

参考点一化学反应中能量的变化

鼙例1 (2013·北京卷)下列设备

工作时，将化学能转化为热能的是( )

A．硅太阳能电池 B．锂离子电池 C．太阳能集热器 D．燃气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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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解析 A项，硅太阳能电池是将太

阳能直接转化为电能，A错误；B项，锂离子

电池将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B错误；C

项，太阳能集热器是将太阳能转变为热能，c

错误；D项，燃料燃烧将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热

能，D正确。

警答案D
擎例2(2012·江苏卷)某反应的

反应过程中能量变化如下图所示(图中E．

表示正反应的活化能，易表示逆反应的活化

能)。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

删

温

反应过程

A．该反应为放热反应

B．催化剂能改变反应的焓变

C．催化剂能降低反应的活化能

D．逆反应的活化能大于正反应的活化能
k

勘解析 A项，由图可以看出反应物
J，

的总能量小于生成物的总能量，故该反应为

吸热反应，A错误；B项，催化剂不能改变反

应的焓变，B错误；C项，由图象可以看出，催

化剂能降低该反应的活化能，c正确；D项，

由图象可以看出E。>E：，即逆反应的活化能

小于正反应的活化能，D项错误。

；鬻答案C

【误区警示】

(1)催化剂只是改变了反应的路径，没

有改变反应物与生成物的总能量，故不会改

变化学反应的热效应(焓变)。

(2)化学反应的热效应只决定于反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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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能量和生成物的总能量的差值，与外界

条件无关。

霈考点二热化学方程式的书写

孥例3 在25 oC、101 kPa下，1 g甲

醇燃烧生成CO，和液态水时放热22．68 l【J．

下列热化学方程式正确的是 ( )

1A．cH30H(1)+÷02(g)=C02(g)+
厶

2H20(1)，AH=+725．8 kJ／mol

B．2CH30H(1)+302(g)一2C02(g)
+4H20(1)，△日=一1452 kJ／mol

C．2CH30H(1)+302(g)一2C02(g)
+4H20(1)，AH=一725．8 Wmol

D．2CH30H(1)+302(g)=2C02(g)
+4H20(1)，AH=+1 452 kJ／mol

～

瑚解析 由燃烧反应为放热反应，可
J，

知△日<0，从而排除了A、D两项；再由题意

可计算求得2 mol甲醇燃烧所放出的热量为

1452 kJ，故答案选B。

【方法技巧】书写热化学方程式，除了遵循

化学方程式的书写要求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反应物和生成物的聚集状态不同，

反应热的数值和符号可能不同，因此必须注

明反应物和生成物的聚集状态，用S、l、g分

别表示固体、液体和气体，而不标“i、T”。

(2)△H只能写在热化学方程式的右

边，用空格隔开，AH值“一”表示放热反应，

△H值“+”表示吸热反应；单位为“kJ／mol”。

(3)热化学方程式中各物质化学式前面

的化学计量数仅表示该物质的物质的量，并

不表示物质的分子数或原子数，因此，化学计

量数可以是整数，也可以是分数。

(4)AH的值要与热化学方程式中化学

式前面的化学计量数相对应，如果化学计量

数加倍，AH也要加倍。

(5)正反应若为放热反应，则其逆反应必

为吸热反应，二者△日的数值相等而符号相反。

镰考点三 考查燃烧热和中和热的

概念

鼙例4 下列热化学方程式中，△日

的绝对值能表示可燃物的燃烧热的是

( )

A．c(s)+÷02(g)一co(g)，△日=
一110．5 kJ·mol一1

B．CH4(g)+202(g)一C02(g)+
2H20(g)，△日=一802．3 kJ·tool-1

C．2H2(g)+02(g)一2H20(1)，△日=
一571．6 kJ·mol一1

D．co(g)+÷02(g)一c02(g)，△日
=一283 kJ·mol一1

移解析A、B项中，燃烧热所对应的
产物应是稳定的化合物，分别是CO：(g)和

H：O(1)，故A、B错误；C项，燃烧热所对应的

可燃物的物质的量应为1 mol，故c错误。

撩答案D
【特别提醒】 要明确下面概念的内涵

与外延：

1．燃烧热的定义：

(1)概念：250C，101 kPa，1 mol可燃物

完全燃烧生成稳定的氧化物所放出的热量。

(2)燃烧热的单位为kJ／tool，热量的常

用单位为l【J或J。

(3)完全燃烧的含义H_H：O(1)，C—

C02，S_S02，P_P205，Na_÷Na202，N_÷N2。

(4)表示“燃烧热”的热化学方程式的

书写：即热化学方程式中的△日的数值代表

该可燃物的燃烧热，先将可燃物的系数定为

1，再去配平其他各物质的系数。

孥例5 已知反应：①1标准大气压

时，2C(s)+02(g)一2CO(g)，△日=
一221 kJ／mol②稀溶液中，H+(aq)+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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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一H20(1)，△日=一57．3 kJ·mol～，

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

A．碳的燃烧热大于110．5 kJ·mol—

B．①的反应热为221 kJ·mol。1

C．稀硫酸与稀NaOH溶液反应的中和

热为一57．3 kJ·mol—

D．稀醋酸与稀NaOH溶液反应生成

1 mol水，放出57．3 kJ的热量

国解析A项，因1 mol碳不完全燃烧时

放出的热量为110．5 kJ，故1 raol碳完全燃烧时

放出的热量必大于110．5 kJ，故A正确。B项，①

的反应热为一221 kJ·mol～；C项，正确的表述应

为中和热为57．3 kJ·mol一；D项，因醋酸为弱

酸，电离要吸收热量，故稀醋酸与稀NaOH溶液

反应生成1 mol水，放出的热量要小于57．3 l(J。

鞲答案A
【误区警示】

(1)“反应热”或“△日”包含“+”和

“一”，因为不知该反应是放热还是吸热；而

用文字描述的“中和热”或“燃烧热”一律都

取正值，因为燃烧和酸碱中和反应一定是放

热反应，所以不需要写“一”。

(2)中和热的大小与酸碱的用量无关，

反应放出热量的多少与酸碱的用量有关。

◇考点四 反应热的计算

弩例6(2013·北京卷)汽车发动
机工作时会引发N：和0：反应，其能量变化

示意图如下：

Nz(g)—!竺』生二屿N(g’]!：!二塑!堕：竺坐：!!，2N。(g)
02(g)竺旦型与o(g)一l

。

写出该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 。

露解析用反应物断裂化学键需要吸
收的总能量减去生成物形成化学键释放的总

能量即为焓变：AH=[(945+498)一2 X

630]kJ·tool～=+183 kJ．m01一。

化学·者点聚焦

故该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为N：(g)+

02(g)--2NO(g)，△日=+183 kJ·mol～。

【方法技巧】 利用物质键能计算反应

热的方法：

(1)公式△日=E(反应物的键能总和)

一E(生成物的键能总和)

(2)也可用如下方法求算：先计算出断裂旧

键吸收的能量和形成新键放出的能量，作差对比，

计算出反应热△日，若是放热反应，就在数值前加上

“一”，若是吸热反应就翟缮[值助吐“+”。

弩例7(2013·新课标1I卷)在
1 200℃时，天然气脱硫工艺中会发生下列

反应：

心s(g)+÷02(g)一S02(g)+HEO(g)，
△日l ①

2H2S(g)+S02(g)一S2(g)+2H20(g)，
△也 ②

H2S(g)+÷02(g)一s(g)+H20(g)，
△也 ③

2S(g)m--一-S2(g)，at-／, ④

则A峨的正确表达式为 ( )

A．△凰=亍(AHl+AH2—3AH3)

B．△／t,=j-(3AH3一AHl—AH2)

c．△甄=—}(△日l+△H2+3AH3)

D．△凰=÷(△日。一△皿一3AH3)

碜解析根据盖斯定律，进行“变形”，
一’ ，’

由①×÷+②×÷一③×2可得2s(g)——’ ’ 一

sz(g)，故△吼=△日·×等+△致×寺一△只
一'

x 2=÷×(AH·+△坞一3AH3)。

簿答案A

，—I◆
垤叫‘University Entrance'Examination-l_，●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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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技巧】 运用盖斯定律计算反应

热(△日)方法与技巧：

参照目标热化学方程式，对已知热化学

方程式进行“变形”。若目标热化学方程式

中的物质与某已知的热化学方程式中的物质

处于“同侧”，则已知化学方程式不用颠倒，

只考虑化学计量数的变化，通过乘、除某个

数，做到两者相同即可；若目标热化学方程式

的物质与某个已知的热化学方程式中的物质

处于“异侧”，则须将已知热化学方程式进行

颠倒，然后，再观察化学计量数是否相同，然

后再通过乘、除某个数，保证化学计量数相同

即可。将以上过程概括为“同侧相加，异侧

颠倒，然后乘除”。另外，还要注意运用盖斯

定律计算反应热的注意事项：

(1)当热化学方程式乘以或除以某个数

时，△日也应乘以或除以某个数。

(2)当热化学方程式进行加减时，△H

也要同样进行加减运算，且要带“+”、“一”

进行，即把△日看作一个整体进行运算。

(3)当热化学反应逆向进行时，其反应

热与正反应的反应热数值相等，但符号相反。

渗考点五 化学能与热能与其他考

点的综合

鼙例8(2013·山东卷)co(g)+
H20(g)寻=兰H2(g)+C02(g)，△H<0，在其

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

A．加入催化剂，改变了反应的途径，反

应的△日也随之改变

B．改变压强，平衡不发生移动，反应放

出的热量不变

C．升高温度，反应速率加快，反应放出

的热量不变

D．若在原电池中进行，反应放出的热量不变

商解析A项，催化剂只改变了反应途
径，但是△日只取决于反应物、生成物的总能

量，故衄不变，A错；因该反应是一个反应前

后气体物质的量不变的反应，改变压强，平衡不

发生移动，反应放出的热量也不变，B正确；该

反应是放热反应，升高温度，平衡左移，反应放

出的热量减小，c错；若在原电池中进行，反应

不放出热量，化学能转换为电能：D错。

溪答案B
!辩例9(2013·福建卷)某科学家

利用二氧化铈(CeO：)在太阳能作用下将

H20、C02转变成H2、CO。其过程如下：

mCeO：—查{昙堡j(m一菇)ce0：．算Ce+x02
(m—z)Ce02·xCe+xH20+xC02

等mCe0：+戈H：+zCO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

A．该过程中Ce02没 H：(g)+102(g)

有消耗 △吵＼H
B．该过程实现了太H：o(曲——_FH：o(1)

阳能向化学能的转化

c．右图中△日l=AH2+△H3

D．由C0和O，构成的碱性燃料电池的负

极反应式为CO+40H一一2e一一C联一+2I-120
露解析A项，把以上两个反应相加就

会发现，新的化学反应中没有Ce02，所以Ce02

没有消耗，A正确；B项，从第一个反应式中可看

出实现了太阳能向化学能的转化，B正确；c项，

根据所给的图示关系可知，越=一(崛+
AH3)，C错误；D项，碱性燃料电池的总电极反应

为2C0+40H一+02—2C032一+2心0，正极反
应是0，+2H20+4e一——40H一，由总电极反应

式减去负极反应式(电量守恒)，负极反应是c0

+40H一一2e一一c谚一+2H20。
攀答案C
；9点评 以上两道例题都与能量的

变化有关，但涉及化学平衡和电化学等内容，

体现了化学能与热能及其他考点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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