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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及其化合物一章的知识主要有钠、铝、铁等

金属单质及其相关化合物的性质，知识点多且比较

零碎。大家在学习时需要采用比较、归纳的方法梳

理知识，使之形成规律化、系统化，利用转化、守恒的

思想使知识条理化、定量化。

一、学习方法

(一)比较法——金属及其化合物之间的性质

比较

1．钠、铝、铁的性质比较。

(1)元素原子的失电子能力。钠、铝、铁元素原

子的失电子能力逐渐减弱。

(2)单质与氧气的反应。①Na：在常温下被氧化

成Na：O，点燃时生成Na。O。。②A1；在常温下被氧

化，生成致密的氧化膜Al。O。；在纯氧中燃烧时生成

A1。O。。③Fe：在潮湿的空气中易腐蚀，转化成

Fe。O。；在纯氧中点燃时生成Fe。O。。

(3)单质与水的反应。①Na：在常温下发生反应

2Na+2H20：2NaOH+H：十。②Al：在常温或
加热时均不反应。③Fe：加热时与水蒸气发生反应

八

3Fe+4H2 0(g)兰Fe3 04+4H2。

(4)单质与酸(如盐酸)的反应。①Na：2Na+

2H+一2Na++H2十。②Al：2Al+6H+一
2A13++3H2十。③Fe：Fe+2H+——Fe2．+H2十。

(5)单质与盐溶液的反应。①Na：先与水反应生

成NaOH，Na反应完后，生成的NaOH再与盐溶液

反应。②A1：可置换出较不活泼的金属。③Fe：可置

换出较不活泼的金属。

(6)单质与碱(如NaOH溶液)的反应。只有铝

能反应，即2Al+2NaOH+2HzO一2NaAlOz+
3H：十。

2．金属氧化物的性质比较。

(1)颜色状态。Na：O为白色粉末，Na。O：为淡

黄色粉末；A1：O。为白色粉末；FeO为黑色粉末，

Fe：O。为红棕色粉末，Fe。O。为黑色晶体。

(2)属性。Na：O为碱性氧化物，Na。O。为过氧

化物；A1：O。为两性氧化物；FeO、Fe：O。均为碱性氧

化物，Fe。0。是一种复杂的化合物。

(3)与水的反应。①Na20、Na202：Na20+H20

一2NaOH，2Na202+2H20一4NaOH+02十。
②Al：O。：不反应。③FeO、Fe：O。、Fe。O。：不反应。

(4)与酸(如盐酸)的反应。①Na。O、Na：O：：前

者与酸反应生成钠盐和水，后者与酸反应生成钠盐、

水并放出02。②A120。：A120。+6H+一2A13++

3H2 O。③FeO、Fe2 03、Fe304：FeO+2H+一
Fe2++H20，Fe203+6H+——2Fe3++3H20，

Fe304+8H+——Fe2++2Fe3++4H20。

(5)与碱(如NaOH溶液)的反应。①Na。O、

Na。O：：均与碱液中的水反应。②Al。O。：Al。O。+

20H一一2AlO丁+H20。③FeO、Fe20。、Fe304：
不反应。

(--)转化法——金属及其化合物之间的转化

关系

1．钠及其化合物之间的相互转化，如图1所示。

图1

2．铝及其化合物之间的相互转化，如图2所示。

①盐酸

图2

3．铁及其化合物之间的相互转化，如图3所示。

图3

在转化关系中，要把握着两个核心思想——氧

化还原反应与酸碱反应。例如，“铝三角”的实质就

是广义上的酸碱反应观念的体现，“铁三角”的实质

就是广义上的氧化还原反应观念的体现，“过氧化钠

与氧化钠性质的不同”也可以从氧化还原性和酸碱

性的角度去认识。同时还要会联系离子反应有关知

识对反应的实质进行分析。

(三)根据化学方程式计算的技巧

1．关系式法。当已知量和未知量之间是靠多个

反应来联系时，只需直接确定已知量和未知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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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花果纤维可以通过减缓食品中糖的消化和吸收，实现预防2型糖尿病的保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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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关系即“关系式”，便可顺利解答试题。

(1)根据化学方程式确定关系式。写出发生反

应的化学方程式，根据各物质的相关量的关系列出

关系式。例如，把CO还原Fe：O。生成的CO：通人

到澄清石灰水中，求生成沉淀的量。写出发生反应
^

的化学方程式，为3CO+Fe：O。=二2Fe+3C02，

CO：+Ca(OH)2一CaC03++H20。得出关系式
为3CO～3C02～3CaCO 3，即CO～CaC03。

(2)根据原子守恒确定关系式。上述例子中也

可直接根据碳原子守恒得出CO～CaCO。。

2．守恒法。

(1)质量守恒。宏观上是指反应前后物质的质

量守恒，微观上是指反应前后各元素的种类及原子

个数守恒。

(2)电子守恒。在氧化还原反应中，氧化剂得电

子总数等于还原剂失电子总数。

(3)电荷守恒。在电解质溶液中，阳离子所带的

正电荷总数等于阴离子所带的负电荷总数；在离子

方程式中，左边离子所带的电荷总数等于右边离子

所带的电荷总数且电性相反。

3．差量法。根据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相关物理量

发生的变化，找出“理论差量”，如反应前后的质量差、物

质的量差、气体体积差等。该差量的大小与反应物的有

关量成正比。差量法就是借助这种比例关系，解决一定

量变计算题的方法。例如，把一铁棒插入CuS04溶液

后，过一段时间后取出，铁棒的质量增加了4 g，据此可

求出参加反应的铁的质量。由化学方程式得：

Fe+CuS04一FeSO 4 4-Cu Am

56 64 8

m(Fe) 4 g

列式解得m(Fe)一28 g。

二、知识应用

这部分知识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应用，选取以下

问题供大家参考。

1．青铜器后母戊方鼎是纯铜的吗?

解答：不是。是红铜与锡、镍、铅等的合金，其铜

锈呈青绿色，因而得名青铜器。

2．为什么铝制品不能长时间盛放酸性或碱性

食物?

解答：铝在空气中虽易被氧化，但生成的氧化铝

却非常致密，阻止了内部的金属进一步反应。不过

氧化铝及铝都可以和酸或碱反应，如果长时间存放

酸性或碱性食物，这种氧化膜就会被侵蚀。

3．金属钠着火时能否用泡沫灭火器或者水灭火?

解答：不能。泡沫灭火器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

碳，金属钠着火时生成有过氧化钠，而生成的过氧化

钠会与二氧化碳反应放出氧气，又促进了金属钠发

生反应，所以不能用泡沫灭火器灭火。用水灭火时，

钠和水反应生成氢气，着火时生成的过氧化钠和水

反应又生成氧气，也会使燃烧更旺。

4．熔融NaOH固体时能用氧化铝坩埚吗?

解答：不能。因为氧化铝能与NaOH反应。

5．铝盐和铁盐为什么能够净水?

解答：铝盐和铁盐溶于水时，Al什、Fe抖分别水

解生成氢氧化铝、氢氧化铁胶体，胶体可以吸附水中

的杂质和色素。

6．焰色反应是金属元素发生了化学变化吗?

解答：不是。金属元素在灼烧时金属原子中的

电子的能量发生了变化，多余的能量以可见光的形

式放出，是物理变化。

7．高铁酸钠(Na：FeO。)是水处理过程中的一种

新型净水剂，它的净水原理是什么?

解答：FeO；一中的Fe呈+6价，具有强氧化性，

能杀菌消毒，本身被还原为Fe抖，Fe3+水解生成的氢

氧化铁胶体具有很强的吸附性，起到净水的作用。

下列实验中，对应的现象及结论都正确且两者

具有因果关系的是( )。

A．将稀硝酸加人过量铁粉中，充分反应后滴加

KSCN溶液：有气体生成，溶液呈红色，故稀硝酸能

将Fe氧化为Fe3+

B．将铜粉加入到1．0 mol·L～Fe。(SO。)。溶液

中：溶液变蓝，有黑色固体出现，故金属铁比铜活泼

C．用坩埚钳夹住一小块用砂纸仔细打磨过的铝

箔，在酒精灯上加热：熔化后的液态铝滴落下来，故

金属铝的熔点较低

D．将0．1 tool·L～MgSO。溶液滴入NaOH溶

液至不再有沉淀产生，再滴加0．1 tool·L～CuSO。

溶液：先有白色沉淀生成，后变为浅蓝色沉淀，故

Cu(OH)2比Mg(OH)2更难溶

参考答案与提示：D提示：A项，稀硝酸与过量

的Fe充分反应，生成Fe(NO。)：和NO、H。0，加入

KSCN溶液后，溶液不会呈红色；B项，Cu与

Fe。(SO。)。发生反应，生成CuSO。和FeSO。，无黑色固

体出现，说明Fe3+有氧化性；C项，铝在空气中受热时，

生成的氧化铝熔点较高，内部熔化的铝不会滴落；D

项，MgSO。与NaOH溶液反应生成Mg(OH)。沉淀，再

加入CuSO。溶液，则生成Cu(OH)：蓝色沉淀，沉淀的

转化符合由溶解度小的向溶解度更小的转化，所以

Cu(OH)：比Mg(OH)：更难溶。(责任编辑 王琼霞)

干无花果放置时间过长容易产生白色“糖霜”(实际为糖分外溢)，因此，最好放进冰箱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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