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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历年高考试题,不难发现,与物质的量浓度

有关的计算是重复率较高的核心考点之一,然而考生

的得分率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是同学们对计算的题型

不熟悉,相关公式运用不熟练,因此我们应该想方设

法突破这个计算的“拦路虎”.

1 考点概述与复习对策

物质的量浓度的计算涉及电解质的电离与水解、
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溶解度、气体摩尔体积等诸

多知识点,是化学常用计量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复
习时要注意梳理物质的量、物质的量浓度、微粒数目、
标准状况下气体体积、阿伏加德罗常数等基本概念、
公式之间的换算关系并熟练应用,在应用时还要注意

溶质的质量守恒、物质的量守恒以及溶液的电荷守

恒、质子守恒等.要掌握物质的量浓度有关计算的各

种题型,多做多练,熟能生巧.

2 物质的量浓度计算的最基本题型示例

例1 在某温度下,有饱和KOH溶液体积为V
mL,溶液密度为ρg·mL-3,质量分数为w,物质的量

浓度为bmol·L-1,溶液中含 KOH 的质量为 mg,
试求:

(1)用w 来表示该温度下 KOH 的溶解度(S)
为 .

(2)用m、V 表示溶液中溶质的物质的量浓度(c)
为 .

(3)用w、ρ表示溶液中溶质的物质的量浓度(c)
为 .

(4)用 b、ρ 表 示 溶 液 中 溶 质 的 质 量 分 数

为 .
【思路分析】本题较好的将c(B)、n(B)、V(aq)、m

(B)、ρ、S、w 等融为一体,多角度阐释物质的量浓度

的计算基本方法.注意按题目要求作答,不要畏惧字

母,小心地对基本公式进行运算即可得出正确答案,
具体解答过程如下:

【解答过程】(1)结合初中所讲溶解度的概念与

质量分数的概念可得:

w=m(溶质)
m(溶液)×100%=

S
S+100×100%.

此处结合题意即有 S
S+100=w;得S=100w1-w.

(2)c(KOH)=n
(KOH)
V(aq)=

m(KOH)
M(KOH)
V(aq) =

mg
56g·mol-1

V mL
1000mL·L-1

=1000m56V mol·L-1=125m7V mol·L-1.

(3)此时不妨取溶液1L,则 m(溶液)=ρV=
1000mL×ρg·mL-1=1000ρg;

m(KOH)=m(溶液)×w=1000ρwg;

c(KOH)=

m(KOH)
M(KOH)
V(aq) =

1000ρwg
56g·mol-1

1L =125ρw7
mol·L-1;

(4)同理取1L溶液,则n(KOH)=c(KOH)

mol·L-1×V=bmol,m(KOH)=56bg;m(溶液)=
Vρ=1000ρ,故质量分数可得:

m(溶质)
m(溶液)×100%=

56b
1000ρ

×100%=28b5ρ
%.

【题后反思】求算c(B)、n(B)、V(aq)、m(B)等时,
要紧扣定义,由定义出发,运用守恒及公式:c(B)=
n(B)
V(aq)

、w=m(溶质)
m(溶液)×100%等进行推理,注意ρ的桥

梁作用,计算基本依据可用如下关系式表示:

c(B)
×V(aq)

÷V(aq
췍 췍＝＝＝)n(B)

÷c(B)

×c(B췍 췍＝＝＝)V(aq)
×ρ
÷췍췍＝ρ

m.

本例利用了假设法可使问题简化,第(3)小问的

结论可当作公式来用,已知溶质的质量分数w 求物质

的量浓度,则c(B)=1000ρwM
(M 为溶质B的摩尔质

量,ρ为溶液密度),若是饱和溶液则继续可得:c(B)=
1000ρS

M(100+S)
(溶质在该温度下溶解度为S,溶质B的

摩尔质量为M),掌握这些,就能快速解题.

例2 标准状况下,将xLR气体(摩尔质量为

Mg·mol-1)溶于yL水(密度为1g·cm-3)中,得到

密度为dg·cm-3的溶液,求此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

及质量分数.
【思路分析】本题涉及气体溶于水的计算题,思路

要明确:第1步,求溶质的物质的量n(R)=V(R)/Vm;
第2 步,求 溶 液 的 质 量 m(溶 液)=m(溶 质)+
m(溶剂),再求溶质的质量分数;第3步,求溶液的体

积V=m/ρ;第4步求溶质的物质的量浓度c=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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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过程】n(R)=V(R)/Vm= x
22.4mol

;

m(R)= x
22.4mol×Mg·mol-1=Mx

22.4g
;

m(溶液)=m(溶质)+m(溶剂)=Mx
22.4g+1000yg

;

w=m(溶质)
m(溶液)×100%=

Mx
22.4g÷

(Mx
22.4g+1000yg

)×100%= 100xM
22400y+xM%

;

V(aq)=m(溶液)/ρ=(
Mx
22.4g+1000yg

)÷

1000d=xM+22400y
22400d L;

c(R)=n/V= x
22.4mol÷

(xM+22400y
22400d L)=

1000xd
22400y+xM mol·L-1.

【题后反思】有关气体溶于水的计算有以下几点

要注意:

1)溶质是否变化? 特殊的是氨水中的溶质主要

是NH3·H2O,但要以NH3 为准计算;

2)必须根据定义表达式进行计算;

3)溶液的体积不能直接用气体的体积或水的体

积或气体与水的体积之和,而必须通过V=m
ρ

计算得

到;本题所得结论可作为公式用,注意看清题给各量

的表达形式;本题算出w 后同样可用c、ρ、w 之间的计

算:c=1000ρwM
(同种溶液的质量分数与物质的量浓

度之间的换算).

例3 将质量分数为a的 H2SO4 和质量分数为

4a的 H2SO4 等质量混合后,所得溶液的质量分数

(填“大于”“小于”或“等于”)2.5a,如果等体

积混合,混合后溶液的质量分数 (填“大于”
“小于”或“等于”)2.5a.

【思路分析】本题考查溶液的混合问题,混合时抓

住溶质守恒,注意溶质不同,溶液的密度与质量分数

变化的关系,另外抓住关键词“等质量”“等体积”,假
设一些数据即可解决,具体如下.

【解答过程】等质量混合时,假设质量为 m,则
w(混)=(ma+m4a)/2m=2.5a;等体积混合,假设溶

液体积为V,则有ρ1aV+ρ24aV=(ρ1V+ρ2V)w(混).

得w(混)=(ρ1+4ρ2
ρ1+ρ2

)a=2.5a+1.5(ρ2-ρ1
ρ1+ρ2

),由于硫

酸浓度越大,密度越大,即ρ2>ρ1,所以w(混)>2.5a.
【题后反思】涉及溶液的混合计算时要特别注意

是否忽略溶液体积变化,若可忽略则:c1V1+c2V2=
c(混)(V1+V2);不 能 忽 略 时 则 有:c1V1+c2V2=
c(混)V(混),其中V(混)=m(混)/ρ(混),本例结论

可当作一般结论推而广之,一般如硫酸、盐酸、NaCl
等溶液密度与浓度的变化趋势相同,且比水的密度

大,结论同本例;而乙醇、氨水等溶液密度则反之,得
到与本例相反的结论.

3 物质的量浓度计算常见技巧题型示例

例4 把1LBaCl2 和KCl的混合溶液分成4等

份,取1份加入含amolNa2SO4 的溶液,恰好使Ba2+

完全沉淀;另取一份加入含bmolAgNO3 的溶液,恰
好使 Cl- 完 全 沉 淀.则 该 混 合 溶 液 中 K+ 浓 度 为

(  )mol·L-1.
A b-2a;   B 10(2a-b);

C 4(b-2a);  D 10(b-2a)
【思路分析】电荷守恒法是溶液中离子浓度计算

的常用方法:

1)离子的物质的量浓度与溶质的组成及溶质的

离子浓度有关.强电解质在溶液中完全电离:AxBy=
xAy++yBx-,因此有:c(Ay+)=xc(AxBy)、c(Bx-)=

yc(AxBy)、c(Ay+)∶c(Bx-)=x∶y;

2)离子所带的电荷数等于离子的物质的量乘以

每个离子所带的电荷数.如K2SO4、NaCl混合液中

c(H+)+c(K+)+c(Na+)=
c(OH-)+2c(SO2-4 )+c(Cl-).

【解答过程】据题意,1L溶液分成4等份,每份

中n(Ba2+)=n(SO2-4 )=amol,n(Cl-)=n(Ag+)=b
mol,而混合液中,电荷守恒关系,n(K+)=(b-2a)

mol.则c(K+)=(b-2a)mol/0.25L=4(b-2a)

mol·L-1,答案为C.
【题后反思】同种溶液,取出任意体积后,其各种

浓度(物质的量浓度、溶质的质量分数、离子浓度等)
均不变,但所含溶质的质量则因体积不同而不同,不
要弄错! 本题若不注意体积可能错选A答案.另外,
守恒法是化学计算中常用的基本方法,在高考中或平

时练习中都有广泛应用.它包括电荷守恒、得失电子

守恒、质量守恒(元素、原子个数)守恒、物料守恒等.
平时多加练习,考试时就能正确使用,会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例5 向某 Ba(NO3)2 溶液中逐滴滴加ρ=
1.165g·cm-3的稀硫酸,恰好完全反应时,过滤后滤

液的质量与原Ba(NO3)2 溶液质量相等,求此稀硫酸

的物质的量浓度(结果保留2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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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分析】本题属于典型的无数据型计算题,要
从发生的反应入手,找出它们与题给条件之间的关

系,然后进行合理的假设,即可顺利求解.
【解答过程】发生的反应方程式为:Ba(NO3)2+

H2SO4=BaSO4↓+2HNO3;根 据 质 量 守 恒 可 知

m(BaSO4)+m(H2SO4)=m(BaSO4)+m(HNO3),
题意知:m(HNO3)=m(Ba(NO3)2),故m(H2SO4)=
m(BaSO4),不妨假设该反应生成的n(BaSO4)=
1mol=n(H2SO4),其质量为233g,则

V(H2SO4)=233g/1.165g·cm-3=200mL=0.2L,

c(H2SO4)=1mol/0.2L=5.0mol·L-1.
【题后反思】解决此类问题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

仔细分析,本例中要注意沉淀不是溶液的质量,反应

物之间质量守恒,整体(反应与未反应的)仍然满足质

量守恒.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时并不是唯一的,可以多

种方法联用,题目做多了,这些自然能够顺利突破.

例6 设NA 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数值,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  ).
A 85℃时,1LpH=1的醋酸溶液中含有醋酸

分子数等于0.1NA;

B 10L0.1mol·L-1的Na2CO3 溶液中,Na+、

CO2-3 总数为3NA;

C 在含c(Al3+)=1.0mol·L-1的 AlCl3 溶液

中,Cl-总数大于3NA;

D 0.1molFeCl3 在溶液中Fe3+完全水解生成

Fe(OH)3 胶粒数小于0.1NA

【思路分析】本题考查物质的量浓度与电离、水
解、微粒数目、物质的量、阿伏加德罗常数的转化关

系.此类试题的特点是:综合性较强,陷阱较多,稍不

留神,则易做错;因此解决问题时要细心作答,具体过

程如下.
【解答过程】醋酸是弱酸,1LpH=1的醋酸溶液

中已电离的醋酸分子数为0.1NA,而未电离出的醋酸

分子远大于0.1NA,选项 A错误;由于CO2-3 水解:

CO2-3 +H2O⇌HCO-
3 +OH-,1molNa2CO3 的溶液

中CO2-3 数目小于NA,故Na+、CO2-3 总数小于3NA,
选项B错误;由于 Al3+ 发生水解:Al3+ +3H2O⇌
Al(OH)3(胶体)+3H+,若溶液中含 Al3+ 总数为

NA,则投入的n(AlCl3)>1mol,溶液中 N(Cl-)>
3NA,但由于不知道溶液体积,物质的量无法计算,选
项C错误;Fe(OH)3 胶粒是若干个Fe(OH)3 的聚集

体,故0.1molFe3+ 产生的 Fe(OH)3 胶粒远小于

0.1NA,选项D正确.
【题后反思】本题其实还有很多知识可以去挖掘

的,例如选项 A:85℃,对pH=1的酸中c(H+)=
0.1mol·L-1无影响,若是该温度下的pH=13的碱

中c(OH-)=0.1mol·L-1吗? 又如选项B:若改为阴

离子数目小于 NA 对吗? 若是在1molNa2CO3·

10H2O晶体中,Na+、CO2-3 总数为3NA 对吗? 另外

还有不少同学可能会选C答案,思路按上述解答过程

来分析,但是却忘了没有告诉溶液体积问题,而对于

选项D却不知道胶粒是如何得到的,反而不选.
有关物质的量浓度计算的题型还有:滴定计算、

气体的平衡常数计算、溶液中离子浓度大小比较、Ksp

计算、电解有关计算等,限于本文篇幅及后续还要专

门讲到,此处就不再赘述.不管怎么样,计算的基本思

路还是相通的,在掌握方法后,加以强化训练,会有所

突破的,这也是笔者的初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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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练习

1.已知某温度时饱和 NaOH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w,该饱和溶液密度为ρ,则
(1)该温度下NaOH的溶解度为 ;
(2)在500 mL 上 述 溶 液 中 含 有 NaOH 的 质 量

为 ;
(3)上 述 饱 和 溶 液 中 NaOH 的 物 质 的 量 浓 度

为 ;
(4)在100mL水 中 溶 解 NaOH 至 质 量 分 数 为 w

时,溶液的体积为 .
2.在标准状况下,将体积为V 的气体(摩尔质量为 M )

溶于0.1L水中,所得溶液密度ρ,则此溶液的物质的量

浓度为(  ).

A Vρ
MV+2240

;  B 1000Vρ
MV+2240

;

C 1000VρMMV+2240
; D MV

22.4(V+0.1)ρ
3.2种 H2SO4 溶液,其中一种的物质的量浓度为c1,密

度为ρ1;另一种的物质的量浓度为c2,密度为ρ2,将它们

等体积混合后,所得溶液的密度为ρ3,则混合后硫酸的物

质的量浓度为(  ).

A 
(c1+c2)ρ3
ρ1+ρ2

;   B c1+c2
ρ1+ρ2

;

C 
(c1+c2)ρ3

1000(ρ1+ρ2)
; D 1000

(c1+c2)ρ3
ρ1+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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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练习参考答案

1.(1) w
1-wg

;(2)5ρ1w1g;(3)aw1

4 mol·L-1;

(4) 100
(1-w1)ρ1

或 10000
(100-w1)ρ1

.

2.B.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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