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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高考中等效平衡题型的解题技巧
王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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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两道高考等效平衡习题的详尽解析，指出了高考中等效平衡题型的解题技巧：用先培小，后放大的思想建立中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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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中的等效平衡题型历来是高考的

热点，更是高考的难点，尤其近几年在南方

的高考题中更为常见。许多考生对此往往
望而却步，面对此类题型不是放弃，就是瞎

蒙。下面我就以近几年高考中的等效平衡

题型为例，谈谈等效平衡题型的解题技巧。

例如：2010年江苏高考化学第14题：在

温度、容积相同的3个密闭容器中，按不同

方式投入反应物，保持恒温、恒容，测得反

应达到平衡时的有关数据如下：【已知：N，

(g)+3H，(g)=2NH，(g)A H=-92．4 kJ‘moll]

(如表1)。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BD)

A．2Cl>C 3
B．a+b292．4 C．2P2<P3 D．

aI+a3<1

解答此题时，首先要对题目中已知数

据有一定的敏感性，乙和丙投料的物质的

量之比都是l：2；其次要认真观察反应的特

点，该反应的正反应为气体体积缩小的反

应；然后根据所学知识判断三次投料方式

下达到的平衡是否为等效平衡。(i)恒温、恒

容下，对于反应前后气体计量数不等的可

逆反应，RIlmA(g)+nB(g)5。pC(g)+qD(g)，

且m+n≠P+q，改变起始时加入的物质的物

表1

质的量，若按可逆反应计量系数之比换算

成同一半边物质(一边倒)，同种物质的物质

的量对应相同(即同种物质的投料量相同)，

则它们互为等效平衡。(2)恒温、恒容下，对

于反应前后气体计量数相等的可逆反应，

gHmA(g)+nB(g)5一pC(g)+qD(g)，且m+n=
P+q，改变起始时加入的物质的物质的量，

若按可逆反应计量系数之比换算成同一半

边物质(一边倒)，其物质的量对应成比例

(即投料量之比相同)，则它们互为等效平

衡。(3)恒温、恒压下，对于任何有气相物质

参加的可逆反应，改变起始时加入的物质

的物质的量，若按可逆反应计量系数之比

换算成同一半边物质(一边倒)，其物质的量

对应成比例(即投料量之比相同)，则它们互

为等效平衡。依然遵守上到题的解题步骤。

显然，将乙的反应物投入量按方程式计量

系数换算成另一半边物质的量时，对应同

种成分的物质的量相等，即投入2 molNH，

时相当于投入1 maiN，和3 molH，，所以甲和

乙属于等效平衡中的第一种情况。对于A

和C选项，比较平衡时体系中甲和丙NH，的

浓度及乙和丙体系的压强，同样采用上到

题的解题技巧：先缩小后放大。

容器 田 乙 丙

l toolN2
反应物投入量 2 molNH 3 4 molNH 3

3 molH 2

NH，的浓度(mol／L) CI C2 C3

反应的能量变化 放出a kJ 吸收b kJ 吸收C kJ

体系压强／Pa Pl P2 P，

反应物转化率 ai a2 a 3

甲(T 2P 2V) 中间状态(T 2P V) 乙(T P 2V)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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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推导如下：

甲：N，(g)+3H，(g)=2NH，(g)A H=一

92．4 kJ·mol-1

t=0时 I mol 3 mol 0

转化量 x 3x 2x

平衡时 1一x 3-3x 2x

乙：N，(g)+3H，(g)=2NH：(g)△H=一

92．4 kJ·mol-1

t=O时0 0 2mol

转化量 y 3y 2y

平衡时 y 3y 2—2y

由题意知，1一x=y，日llx+y=1
r ’1，

又因为了。100％=al二}×100％=a2

所以 a．+a，=l

结论1：恒温、恒容下，同一可逆反应达

到相同状态的同一种等效平衡时，反应物

的转化率之和等于1，Upa．+a，=1。

对于乙和丙来说，平衡不移动时，平

衡时丙的压强是乙的压强的两倍，但增大

压强，对反应N，(g)+3H，(g)=2NH，(g)△

H=一92．4 kJ·mol_1来说，化学平衡向正

反应方向移动，NH，的转化率减小。故a，>

a1；又因为al+a 3=1一a，+a 3，a3-a，<0，所以

a．+a、<1，D选项正确。

对于B选项，由热化学方程式的含义可

知，反应1 molN肘，放出的热量为92．4 kJ，反

应物质的量为x的N，时，反应放出的热量为

92．4XkJ，ROa=92．4xkJl同理，反应2molNH，

时，吸收的热量为92．4 kJ，反应物质的量为

2y的NHl时，吸收的热量为92．4y kJ，即

b=92．4y kJ，a+b=92．4x kJ+92．4y kJ=92．4

(x+y)，又因为x+y=1，所以，a+b=92．4。所以

这道题正确答案为B和D。

结论2：同一可逆反应达到相同状态的

同一种等效平衡时，正反应放出(或吸收)的

热量与逆反应吸收(或放出)的热量之和等

于该反应反应热的绝对值(如图1)。

llpa+b=l△Ⅳl

通过这道高考题，可以看出高考中的
等效平衡题型无非考查以下几个方面：

(1)两种投料方式下达到平衡状态时，

反应体系的压强之间的关系。

(2)两种投料方式下达到平衡状态时，

反应体系中同一物质的浓度大小关系。

(3)两种投料方式下达到平衡状态时，

反应物的转化率之间的关系。

(4)两种投料方式下达到平衡状态时，

反应放出或吸收的热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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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运动，第十一题考查：20世纪70年代中国

的外交，第十二题考查：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理论，第十三题考查：古代雅典的民主

政治，第十四题考查：价格革命，第十五题

考查：评价启蒙运动，第十六题考查：英国

的议会改革，第十七题考查：相对论，第十

八题考查：美术流派——立体派，第十九题

考查：俄国十月革命，第二十题考查：冷战

的影响，第二十一题考查：(1)仁的根本；(2)
儒家有关仁的政治主张；(3)明代统治者、

民众对儒家伦理所持的态度及其各自的

做法；(4)儒家伦理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积

极作用。

第二十二题考查：(1)北伐战争前夕中

国的政治状况；北伐的结局；(2)日本的错

误判断，国共合作的表现；(3)海峡两岸关

系发展的有利因素。第二十三题考查：(1)

大危机、新政对美国失业率的影响；(2)罗
斯福成功的因素、研究的视角；(3)罗斯福

新政的内容；(4)多角度论述“新政的机遇

与挑战”这一主题。第二十四题四选二中

考查：A(1)商鞅变法的条件、特点；(2)孝文

帝“迁都”的作用、原因；(3)孝文帝改革面

临的问题，影响改革效果的基本因素。B(1)

克伦威尔执政前后平等观的变化；(2)拿破

仑对平等观的理解、拿破仑法典的政治影

响；(3)概括克伦威尔平等观的主要政治倾

向，立法、战争对资产阶级文明扩展的价

值。C三星堆文物所蕴含的信息，推测相关

文物出现的原因，考古发掘的意义。D金字

塔建造技术水平的信息、考古价值、考察
视角。

3复习建议
3．1吃透《说明》

今年的高考试题尽管涉及大跃进、十

月革命等这些较冷考点，但没有出现超纲

超本现象，所考查的内容都在Ⅸ考试说明》

规定范围之内。因而只有认真研究Ⅸ考试说

明》，分析近三年来的高考试题，才能更深

入地把握高考的动向，加深对高考的理解，

克服盲目性，明确方向性，更好地指导高考

复习。

3．2立足课堂

高三教学时间紧，任务重，反对少、慢、

差、费。历史教学更应立足课堂，处理好教

与学的关系，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要

从高考的实际出发，突出主干知识，讲练对

位，合理分析，及时总结，不留疑点。要引导

学生自主构建学科知识网络，并将其系统

化、条理化、规律化；要着力理清三个必修

模块之间的内在联系，理清历史发展的脉

络，从而形成对考点的完整把握。

3．3问题导学

历史复习不能变成炒冷饭，要充分利

用教材中丰富的文字、图表、图片等材料，

多角度的设计问题，设疑激趣，把说史变成

问史和疑史，鼓励学生寻找史实之间的因

果转化关系，把历史的知识序列变成史实

的问题序列，以适应高考形势的变化。

3．4注重创新

一定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不能

拘泥于不同版本教材的具体表述，要引导

学生运用多元史观、多种史学研究方法，去

分析、理解背景材料，帮助学生打破思维定

势，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问题和

解决问题，这样学生就能不断适应并理解

试卷中那些纷繁复杂的史料。

3．5关注热点

历史试题虽不会象政治学科那样，直

接考查社会热点，但它会以新问题、新情境

为载体，隐性考查相关知识。作为教者，应

选择恰当的切人点，架起历史与现实之间

的桥梁，引导学生把基础知识与当今中国

和世界发生的热点问题、社会生活结合起

来，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认识这些新的实
际问题，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3．6用好媒体

运用多种教学手段，积极创设历史情

境，不仅能将历史“复原”，使那些久远的、

陌生的历史“重现”在学生面前；还能把枯

燥、干瘪、抽象的知识变成一幅幅真实的、
有血有肉的历史画卷，活灵活现地展现在

学生面前，以培养学生人文情怀，促进其非

智力因素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201 3年江苏高考历史试卷

(上接1 1 4页)

(5)两种投料方式下达到平衡状态时，

反应体系中同一物质的质量或物质的量的

比较。

又如：20l 2年天津高考理综第6题：已知

2S0，(g)+0，(g)5—2S0，(g)。
AH=-197 kJ·mol～．向同温、同体积的

三个密闭容器中分别充入气体：(甲)2 molSO，

和1 molO，；(乙)：l molSO，luo．5 molO，；(丙)：

2 molSO，。恒温、恒容下反应达到平衡时，下

列关系一定正确的是(B)

A．容器内压强P：P_=P；>2P，

B．S01的质量m：m_=m☆>2m7

C．c(S02)与c(0 2)之比K：K目=Ki>K，

D．反应放出或吸收热量的数值Q：Q。=

Q丙>2Q乙

可以看出，甲和丙属于恒温、恒容下从

不同反应方向开始的同一可逆反应达到相

同状态的同一种等效平衡，所以达到平衡

状态时，反应体系的压强、同种物质的量

(质量、物质的量)、同种物质的百分含量(质

量分数、物质的量分数、气体的体积分数)

均相同，RIIP十=P丙，S02的质量m：m_=m丙，Q十

+Q；亍197 kJ，但由于甲和丙达平衡时生成

的SO，和分解fl勺so，的物质的量不一定相等，

即虽然a_+8月=1，可是8_不一定等于8丙，Q十

也不应定等于Q；。即D选项错误。A选项在

上道江苏的考题中都涉及到了，B选项实质

与A选项一样，所以依然采用先缩小后放大

的解题技巧，很快判断出A选项，P；与2P，

的大小关系，B选项，m。与2m，大小关系。具

体过程如下：

所以B选项正确，A选项错误。至于C选

项，甲和丙属于恒温、恒容下，同一可逆反

应达到相同状态的同一种等效平衡，平衡

时c(SO，)ac(O，LZ}：kK：K，=K；；甲、乙中投
料之比为2：1，又按照2：1反应，所以甲、乙

平衡时c(SO，)与c(O，)之LLK：K。=K，=2：l，

即甲、乙、丙三者平衡时c(SO，)-bc(O，)之比

K：K。=K，=K；=2：1，C选项错误。所以这道

题的正确答案是B。

由以上几道例题可见，高考中的等效

平衡题型来源于一道课后习题的演变，做

这类等效平衡的题型时，从以下几个技巧

方面人手，就会如鱼得水，快速而准确的得

出正确答案。

(1)观察题目中已知的数据，是否有倍

数或等量关系。

(2)观察已知化学反应的特点。

(3)根据所学知识判断两次投料方式下

达到的平衡是否为等效平衡。
(4)两次投料下题目中已知物质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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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的压强都在改变时，一般采取先缩小，

后放大的解题思路(往往从第一次投料平

衡后抽出一半原料的情况居多)，这样使题

目变得简单、明了。这是解答等效平衡中最

为关键的一步。

(5)熟记等效平衡的三种类型和有关结

论，以便直接应用结论做出某些选项的判

断。

(6)弄清常见的等效平衡题型的考察点、

易错点。

如果从以上几个方面人手，对高考中

等效平衡的题目就不再是老虎上天，无从

下抓了，而是势如破竹般地做出正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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