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量"有关的离子反应的分类及离子反应方程式

■王海冬

离子反应方程式是重要的化学用语，也是重要的高考考

点，其中，与“量”有关的离子反应方程式的考查是个难点，是学

生容易出错的地方，需要我们从离子反应的本质上指导学生学

会分析思路、掌握解题技巧．

离子反应方程式是基本而且非常重要的化学用语，在江苏

和全国其他地区的高考化学试卷中，离子反应方程式都是必考

考点．其中，由于反应物量的不同而引起的离子反应不同的离

子反应方程式的考查是个难点．在我们高中阶段出现的与量有

关的离子反应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部分复分解反应

1．反应的生成物与反应物可进一步反应

这类离子反应需要我们能够正确判断出生成物的形式，只

有正确判断出生成物的形式，才能正确书写出离子反应方程

式．

例l C0，通入NaOH溶液中

分析：开始时，只有相对少量的CO：通入NaOH溶液中，

NaOH过量，此时生成的是正盐Na2CO，，不可能生成酸式盐

NaHCO，，当过量CO：通入NaOH溶液中，Na2CO，与C02继续反

应，生成了NaHCO，．所以相关离子反应方程式为：CO：+20H一

(足量)=co；一+H20；C02(足量)+OH一=HC03-．

2．试剂滴加顺序不同，离子反应不同

这类离子反应主要是由试剂滴加的顺序不同，导致反应物

量的不同来决定反应如何进行，一般判断离子反应的产物由两

种反应物中处于少量或者适量的物质来确定．

例2 A1C1，溶液与NaOH溶液相互滴加

@A1C1，溶液滴加到NaOH溶液中

分析：将AICl3溶液滴加到NaOH溶液中，此时加入的A1C1，

溶液为少量，而NaOH溶液足量，所以朋3+将消耗更多的OH一，

转化为AIO；，则该反应的离子反应方程式为：AJ3++40H一(足

量)=A10；+2H，O．

(室)NaOH溶液滴加到灿a，溶液中

分析：将NaOH溶液滴加到AICl，溶液中，此时加入的

NaOH溶液为少量，而AICl3溶液足量，所以m3+将消耗较少的

OH一，转化为Al(OH)，，则该反应的离子反应方程式为：Al“

(足量)+30H一=AI(OH)，j．

3．酸式盐与碱的反应

这类离子反应如何进行，还是主要由两种反应物的量来决

定，书写该反应离子反应方程式时应先确定哪种物质少量，少

量物质多个离子参加反应，离子的化学计量数之比符合其组成

比．然后由少量的物质离子的化学计量数来确定过量物质参加

反应离子的化学计量数，最后由参加反应各离子的化学计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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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出生成物及其化学计量数．

例3 NaHCO，溶液和Ca(OH)，溶液的反应

①Nmc03溶液和少量Ca(OH)2溶液的反应

分析：由题意知，少量Ca(OH)2完全反应，ca2+和OH一的

化学计量数之比符合其组成比，为l：2，由OH一的化学计量数可

以确定出HCO；的化学计量数，它们的化学计量数之比为1：1，

所以，各反应物离子及其化学计量数为ca2++20H一十2HCOf，

最后确定产物及其化学计量数，则该反应离子反应方程式为：

Ca2++20H一+2HCO；=CaC03 J+co；一+2H20．
(多NaHCO，溶液和过量ca(OH)：溶液的反应

分析：由题意知，少量HC03-完全反应，所需OH一的化学计

量数与HCO；的化学计量数相同，由于过量，故生成的co；一完

全转化为CaC03沉淀．所以Ca2+的化学计量数由OH。与HCO；

反应生成co；一的量确定，则该反应的离子反应方程式为：

HC03-+OH一+Ca2+=CaC03 I+H20．

例4 NaHS04溶液和Ba(OH)：溶液的反应

①向NaHSO,溶液中逐滴加入Ba(OH)2溶液至中性

分析：由题意知，反应至中性时，H+和OH一需恰好完全反

应，则NaHSO。和Ba(OH)：的物质的量之比为2：1，此时so：一

过量，Ba(OH)：属于少量，所以，参加反应的Ba2+和OH一完全

反应，Ba“和OH一的化学计量数之比符合其组成比1：2，过量物

质的s0：一和H+化学计量数由Ba2+和OH一的化学计量数决

定．则该离子反应方程式为：Ba2++20H一+s0：一+2H+=

BaS04 J+2H20．

②在以上中性溶液中，继续滴加Ba(OH)：溶液至sol一完

全沉淀，此时总反应的离子反应方程式?

分析：由题意知，继续滴加Ba(OH)：至sol一完全沉淀时，

加入的总的Ba2+和sol一恰好反应，Ba2+和sol一的化学计量数

之比为1：l，由此可知NaHSO。和Ba(OH)：的物质的量之比为1

：1，此时OH一过量，NaHSO。属于少量，参加离子反应的H+与

sol一的化学计量数之比符合其组成比l：1，所需Ba2+与OH一的

化学计量数由sq一与H+的化学计量数决定，则离子反应方程

式为：so；一+H++Ba2++OH一=BaS04 i+H20．

4．复盐的有关反应

由于复盐成分相对复杂一些，复盐溶液中所含有的离子也

相对较多，讨论起来有时难度较大，但再复杂的溶液，我们还是

只要找出实际参加反应的微粒及反应物中处于少量或者适量

的物质，基本就可以判断出离子反应如何进行．

例5明矾溶液与Ba(OH)：溶液混合

①明矾溶液与足量Ba(OH)，溶液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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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由于该过程中参加反应的KAl(SO。)：是少量，故参

加反应的AJ3+和s哦一的化学计量数之比符合其分子组成比为

1：2，由1 mol A1”转化为AlOe-需4 mol OH一，2 mol so：一完全

转化为BaSO。沉淀，需2 tool Ba2+，所以该离子反应方程式为：

舢’++2s042一+40H一+2Ba2+=／dO；+2BaS04 J+2H20．

②明矾溶液与少量Ba(OH)：溶液反应

分析：由于Ba(OH)2少量，故Ba2+和OH一的化学计量数之

比为l：2，1 tool Ba2+完全转化为BaSO。需l tool so：一，2 mol

1

OH。转化为A1(OH)3需÷mol A13+，由此得：Ba2++20H一+
J

，' 一’

so：一+÷舢“=Bas04 J+÷灿(oH)，J，化为整数得该反应
J J

的离子反应方程式为：

3Ba2++60H++3SOj一+2Al’+=3BaS04 J+2AI(OH)3 J．

二、部分氧化还原反应

这类离子反应一般涉及到多种具有还原性的微粒与同一

种具有氧化性的微粒之间发生氧化还原反应，或者是多种具有

氧化性的微粒与同一种具有还原性的微粒之间发生氧化还原

反应，不同情况下反应到底如何进行，由不同微粒的还原性强

弱或者氧化性强弱以及反应物量的多少来决定，我们知道，同

一种氧化剂首先与还原性强的微粒反应，之后才和还原性弱的

微粒反应，反之同种还原剂与不同氧化剂反应也是如此．这就

要求我们要能够准确判断出不同微粒的氧化性或还原性强弱，

只有这样才能准确书写或判断出离子反应方程式．

例6 C1，通入到FeBr2溶液中

①少量的C12通入到足量的FeBr2溶液中

分析：由于FeBr：溶液中的Fe2+和Br一都能够被cl：氧化，

当cl：通入FeBr2溶液中，cl：首先和还原性强的离子反应，由

于Fe2+比Br一的还原性强，所以当少量C12通入FeBh溶液中

时，Cl：只和Fe“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则该离子反应方程式为：

C12+2Fe2+=2C1。+2Fe3+．

②足量的c12通人到FeBr2溶液中

分析：由于C1：是足量的，则FeBr2溶液中两种还原性离子

Fe2+和Br一均可被Cl：氧化，且少量的FeBr2完全反应，由此可

知参加反应的Fe2+和Br一的化学计量数之比符合其组成比

1：2，所需C12的化学计量数由Fe2+和Br一的量来确定，此时离

子反应方程式为：2Fe“+4Br一+3C12=2Fe”+2Br2+6C1一．

③1 mol C12通入到含1 mol FeBr2溶液中

分析：由题意知，1 mol Fe2+首先完全反应，需消耗C1：

0．5 mol，剩余0．5 mol c12可以氧化1 mol Br一，故Br一过量，则

参加反应的c12、Fe“、Br一的化学计量数之比为1：1：l：此时离子

反应方程式为：2C12+2Fe“+2Br一=4C1一+2Fe”+Br2．

总之，不管再复杂的离子反应，只要我们能够分析清楚真

正参加反应的离子及其产物，我们就一定能够正确的书写或判

断离子反应方程式．对于与量有关的离子反应，我们要紧紧抓

住完全反应的微粒，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反应物中处于少量或

适量的物质来进行判断，从而掌握离子反应方程式的书写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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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新课标的重要考点——溶度积

■赵晓磊

溶度积为新课标新加入的内容，由于此知识点考查方式灵

活，很能考查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备受命题人的青睐，现

笔者就此知识点所涉的基础知识和考查技巧为契入点，深入剖

析这一知识点，希望对同学们的学习有所帮助．

一、知识储备

1．概念一定温度下，在难溶电解质的饱和溶液中，当沉淀

的溶解速率等于沉淀的生成速率时，即达到沉淀的溶解平衡状态．

2．表达式对于如下沉淀溶解平衡：M。A。(s)≠mM“(aq)

+nA一(aq)，固体纯物质不列入平衡常数，上述反应的平衡常

数为：K。=[C(坩+]“×[c(A一)]“

3．影响因素 (1)内因 难溶电解质本身的性质．

(2)外因①温度：升温，多数平衡向溶解方向移动．升温，一

般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增大．溶度积只与温度有关，温度不变，

溶度积不变．

②浓度：加水，平衡向溶解方向移动，但溶度积不变．

③同离子效应：向平衡体系中加入与难溶电解质电离的相

同离子，平衡向沉淀方向移动，但溶度积不变．如向AgCl饱和溶

液中加入AgNO，固体，平衡向生成沉淀的方向移动．

④向平衡体系中加入可与体系中的某些离子反应的生成

更难溶解或更难电离的电解质或生成气体的离子时，平衡向溶

解的方向移动，但溶度积不变．

4．应用——判断弱电解质的溶解或析出

某难溶电解质的溶液中任一情况下离子积Q。和溶度积K。

的关系：

(1)Q。>如时，溶液过于饱和，析出沉淀．

(2)Q。=K．p时，为饱和溶液，处于沉淀溶解平衡状态．

(3)Q。<K,p时，溶液未饱和，无沉淀析出．

二、典例赏析

1．与图象结合

例1 已知A92S04的K。为2．0×10～，将适量A92S04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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