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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剖析“铝三角’’及其图像 

学习“铝及其化合物”的有关知识时．我 

们接触到最多的是铝化合物的相互转化，以 

及用图像来描述它们的相互转化关系。不少 

学生在解答这一部分问题时．往往由于理解、 

分析得不够准确．知识应用得不熟练，从而出 

现差错 下面我就把它们加以综合，并辅之以 

图形相结合的方法．对“铝三角”进行全面的 

剖析。 
一

、“铝三角”的相互转化关系(如下图) 

1．AIOf+H~=A1 +2H20 

注：AIO 一— AI(OH) 加的必须是强 

酸过量 因~A102-与H+先生成Alf0H 沉淀， 

AI(OH) 与强酸才生成Al ，而H2CO 等一些弱 

酸则不能 

2．AP++40H一=AlO2-+2H20 

注：Al 1 AlOfj／Ⅱ的必须是强碱过量， 

虽Alf0Hl提两性物质，但AI(OH)3只溶解于Na0H 
等强碱溶液中，而NH ·H20等弱碱则不能。 

3．AI(OH)3+H~A1％3H20 
4．AP*+OH-=A1(OH)3 i或A1 ％3NH3·H20= 

AI(OH)3 +3NIG~ 
5．MOf+H~+2H20=AI(OH)3 或A102-+CO2+ 

2H20=AI(OH)3 l+HCO3— 
6．Al(0H)3+OH-=AIOf+2H20 
另：A13~+3AlO -+6H20=4 A1(OH) l弱碱 

根与弱酸根的双水解反应。 

二 “铝三角”相互转化的操作顺序图像 

1．向可溶性铝盐中滴J／IINaOH溶液至过量 

(如图1) 

①段：A1 +3OH-=AI(OH)3 I 
②段：AI(OH)3+OH-=A1OE-+2H20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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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从图1不难看出．向A1C13溶液中滴 

J／fiNaOH．若达不到最大沉淀量时．对应的 

NaOH溶液的体积有两种情况：一是NaOH不 

足，即A1C1 过量；二是加入的Na0H将生成的 

AI(OH)髂解了一部分。 
2．向强碱溶液中滴人可溶性铝盐至过量 

(如图2) 

图2 

①段 ：AI~+4OH-=AlO2-+2H20 

②段：Al 3AIOf+6H20---4 AI(OH)3』 
说明：由图2可知，向强碱溶液中滴人铝 

盐溶液时，先无沉淀， AP+全部转化为Al0 一 

时．再加入铝盐溶液．~13A102-与Al“发生了相 

互促进的水解反应．~ AI(OH) ，直到反 

)~ A102一，AI(OH) 沉淀不再增加。 
3．向铝盐溶液中滴人氨水或向氨水中滴加 

铝盐溶液 

(1)向铝盐溶液中滴加氨水时．当氨水增 
加到n(Al +1：n(NH3"H O)=1：31i~，产生最大沉淀 

量(如图3)。 

图3 

(2)向氨水中滴加铝盐溶液时，开始时氨 

水过量(如图4)。 

图4 

①段：AI％NH3"H2o=AI(OH)3I+NI-h+ 
②段：AI(OH)3~NH3．H20不反应。 
说明：由图3和图4不难看出，Al(0H)，沉淀 

是不溶于弱碱(NH，·H20) 。 

4．向偏铝酸盐溶液中滴人强酸或向强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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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加偏铝酸盐溶液至过量 

(1)向偏铝酸盐溶液中滴人强酸至过量 

(如图5)。 

图5 

①段：A10 H％H20=AI(O H)3 

②段：AI(OH)3+3H+=AP++3H20 
说明：当n(H+1：n(AlOf)=l：1时，产生最大 

沉淀量．继续滴人强酸。沉淀又溶解。 
(2)向强酸中滴加偏铝酸盐溶液至过量 

(如图6)。 

图6 

①段：AIOf+4H~=A1 2H20 

②段：3AlO2-+A13++6H20=4AI(OH)3 
说明：滴入的A102-先与H+反应，生成 

AI(OH) 沉淀．继而马上被H+溶解为Al ，而继 
续滴加的m0，一则又与Ap+发生了双水解反应 

生成了沉淀．直到反应完AP+达沉淀量最大。 

5．向偏铝酸盐溶液中缓慢通人至CO，过量 

(如图7) 

图7 

①段：AIOf+CO2+2H20=AI(OH)3』+HCOf 
②段：AI(OH)3+CO2+H20不反应。 
说明：向AIO2一中通人CO ，由于产生的 

AI(OH) 沉淀不溶解在H2C0，中，所以沉淀不 
消失。 

(责编 张晶晶) 

心．了解数学的历史，丰富数学知识 ，增强学 

习情趣．培养创新精神．最终提高他们的创新 

能力。 

三、教师必须鼓励学生质疑问难 

在教学中，教师要多鼓励、少批评，善用 

鼓励法进行教学．让所有的学生用脑思维．用 

手操作．用心记忆。尤其是要善待学生、赏识 

学生、鼓励学生。启发他们质疑问难，鼓励他 
们发现问题．诱导他们提出问题．参与他们讨 

论问题．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进一步发挥他们 
的个性特长．培育他们的创新思维．提高他们 

的创新能力。在鼓励学生质疑问难的同时．教 

师务必要创设生动有趣的情境．运用激情燃烧 

的深度语言鼓动学生敢于冲破界限．打破思维 

定势．勇于提出独特的见解．展开批判性的当 
堂质疑和现场问难．敢于大胆质疑——敢于向 

教材内容质疑．敢于向教师讲解质疑．积极对 

新课题质疑，敢于一题多问。善于一题多解，发 

扬“打烂砂锅问到底”的挑战精神 只有勇于打 

破常规．发扬批判性的质疑．才能真正地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才能塑造学生创 

新能力的必备素质 

在数学教学实施中．教师可有意地设计一 

些复杂多变的问题．让学生亲自判断．加以解 

决．在讨论和辩论中各抒己见．各摆观点，诱导 

学生提出各自发现的更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延 

伸、拓展他们的精深思维 同时，教师也要鼓励学 
生弘扬个性、发挥特性，让思维流畅、反应敏捷的 

学生表现出具有个性的见解．助推他们的创新思 

维健康发展．促进他们的创新能力大大提高。 
总之．培养学生的大胆创新能力。必须首 

先保证学生在探究学习中的主体作用．同时要 
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只有师生充分利用 

好数学课堂阵地。全面合作．积极参与．共同创 
新．才能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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