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教之窗

物质的量浓度计算中的几个常见问题归类例析

■

肖 欢 许爱华

化学定量分析常涉及溶液的配制和溶液浓度的

计算，利用化学反应进行定量分析时，用物质的量浓

度来表示溶液的组成更为方便。 溶质（用字母

B

表

示）的物质的量浓度（

molarity

）是指单位体积溶液中

所含溶质

B

的物质的量，用符号

c

B

表示，常用单位为

mol/L

。 物质的量浓度计算是以单位体积溶液里所含

溶质

B

的物质的量来表示溶液组成的物理量， 叫作

溶质

B

的物质的量浓度。 在学习物质的量浓度时需

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体积是指溶液的体积，而不

是溶剂的体积；（

2

）在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中取出

任意体积的溶液，其浓度不变，但所含溶质的物质的

量或质量因体积的不同而不同；（

3

） 溶质可以是单

质、化合物，也可以是离子或其他特定组合，如

c

（

Cl

2

）

＝0.1mol/L

、

c

（

NaCl

）

＝2.0mol/L

、

c

（

Fe

2 ＋

）

＝

0.5mol/L

等；（

4

）溶质的量是用物质的量来表示的，不

能用物质的质量来表示。 下面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

谈谈这类计算题中应注意的几个类型，供读者参考。

一

、

注意溶质的判断

例

1

标准状况下，用一定量的水吸收氨气后制

得物质的量浓度为

12.0mol

·

L

-1

、 密度为

0.915g

·

mL

-1

的氨水。试计算

1

体积水吸收多少体积的氨气可制得

上述氨水。（本题中氨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17.0

，水的

密度为

1.0g

·

mL

-1

）

解析：很多同学认为氨水中的溶质为

NH

3

·

H

2

O

，

导致计算出错。其实，我们习惯认为氨水中的溶质为

NH

3

。 设水的体积为

1L

，根据物质的量浓度表达式可

得：

V

（

NH

3

）

22.4L

·

mol

-1

×10

3

mL

·

L

-1

×0.915g

·

mL

-1

V

（

NH

3

）

22.4L

·

mol

-1

×17.0g

·

mol

-1

+10

3

mL×1.0g

·

mL

-1

=

12.0mol

·

L

-1

解得

V

（

NH

3

）

=378L

，故

1

体积水吸收

378

体积的

氨气可制得上述氨水。

二

、

注意溶液的体积

主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能用水的体积代替溶液

的体积；二是当题设未给出溶液的密度时，可将各溶

液（一般为稀溶液）的体积相加（如溶液混合、稀释），

认为其和为溶液的总体积；当给出密度后则需通过

密度进行换算求溶液的体积。

例

2

在

100g

浓度为

18mol

·

L

-1

、 密度为

ρg

·

mL

-1

的浓硫酸中加入一定量的水稀释成

9mol

·

L

-1

的硫酸，

则加入水的体积（ ）

A.

小于

100mL B.

等于

100mL

C.

大于

100mL D.

等于

100

ρ

mL

解析：一些同学未考虑浓硫酸加水稀释后，溶液

的密度会发生变化（减小），而直接将溶液和水的质

量加入求体积。设加入水的体积为

xmL

，则

18×

100

ρ

=

9×

100+x×1

ρ

，解得

x=100

，导致错选

B

项。 设加入水的

体积为

ymL

，由

c

1

V

1

=c

2

V

2

得：

18×

100

ρ

浓

=9×

100+y

ρ

稀

，化简

得

200

100+y

=

ρ

浓

ρ

稀

＞1

，即

y<100

。 答案：

A

。

三

、

注意溶解度的影响

例

3

某温度下，

100g

饱和氯化钠溶液中含有氯

化钠

26.5g

。 若向此溶液中添加

3.5g

氯化钠和

6.5g

水，

则所得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是（ ）

A.30% B.

26.5

100+6.5

×100%

C.26.5% D.

26.5+3.5

100+6.5+3.5

×100％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饱和溶液、溶解度概

念的理解，能检测学生思维的敏捷性。解答时不能盲

目套用公式，关键是要判断溶液是否饱和。 若饱和，

则温度一定，溶液的质量分数不变；若不饱和，则溶

液的质量分数改变。 由

100g

饱和氯化钠溶液中含有

氯化钠

26.5g

可知：

10g

饱和氯化钠溶液中含有氯化

钠

2.65g

。 因此，若向此溶液中添加

3.5g

氯化钠和

6.5g

水，则还有

3.5g-2.65g=0.85g

氯化钠未溶解，所得的

溶液仍是饱和溶液，故溶液的质量分数仍是

26.5%

。

答案：

C

。

四

、

注意实验情景

在计算溶液配制或溶液稀释等问题中溶液物质

的量浓度时， 一要注意不能把水的体积当作溶液的

体积；二是在配制溶液时，要注意容量瓶规格与实际

配制溶液体积的关系。

例

4

实验室需用

480mL摇0.1mol

·

L

-1

的硫酸铜溶

液，现选取

500mL

容量瓶进行配制，以下操作正确的

是（ ）

A.

称取

7.68g

硫酸铜，加入

500mL

水

B.

称取

12.0g

胆矾配成

500mL

溶液

C.

称取

8.0g

硫酸铜，加入

500mL

水

D.

称取

12.5g

胆矾配成

500mL

溶液

解析：一些同学通过计算，得溶质的质量

m

（

CuSO

4

）

=0.1mol

·

L

-1

×0.48L×160g

·

mol

-1

=7.68g

，选

A

项；也有一些同学选

C

项，这里包含两个错误：一

是用

500mL

容量瓶进行配制时， 溶质的质量应满足

500mL

容量瓶的需求； 二是错把溶剂的体积当作溶

液的体积，正确情况应该是称取

8.0g

硫酸铜（或

12.5g

胆矾），加水至

500mL

。 答案：

D

。

五

、

注意物质与其组成微粒的关系

物质与其组成微粒的物质的量、 物质的量浓度

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电离方程式进行分析。 组成微

粒的某量

=

对应物质的某量

×

物质组成中该微粒的

数目。此类问题在近几年高考中出现频率较高，需引

起注意。

例

5

今有

300mL0 . 1mol

·

L

- 1

Na

2

SO

4

溶 液 、

200mL0.1mol

·

L

-1

MgSO

4

溶 液 和

100mL0.1mol

·

L

-1

Al

2

（

SO

4

）

3

溶液， 这三种溶液中

SO

2-

4

的浓度之比为

（ ）

A.1

：

1

：

1 B.3

：

2

：

1 C.3

：

2

：

3 D.1

：

1

：

3

解析：本题易错选

A

项或

C

项。错选

A

项是对物质

与其组成微粒的关系把握不准造成的；错选

C

项是

因为审题不仔细，有些同学看到浓度、体积就想到求

物质的量，将题设数据分别相乘，再比较得到

C

项，

而未细看题目要求。 本题是要计算

SO

2-

4

的浓度之比，

审题仔细后，很容易得到答案为

D

项。 答案：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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