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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的高考题发现，化学平衡常数已成为了高

考命题的热点，电离平衡常数和沉淀溶解平衡常数也

渐有“升温”的表现，因此，“溶液中的平衡常数”将继

续成为高考的重点及热点．

1 水的离子积常数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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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例1 不同温度下，水溶液中f(H+)与f(oH)

的关系如图1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若从n点到c点，

可采用在水中加入酸的

方法；

B 6点对应的醋酸中

由水电离的

c(H+)一10—6 mol·L 1；

C c点对应溶液的K。

大于d点对应溶液的K。；

D 丁℃时，0．05 mo卜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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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Ba(OH)。溶液的

。 本题重点考查不同温度下水的电离平衡和，V
／解析水的离子积常数的计算．盘点对应的c(H+)

和c(OH一)相等，同理c点对应的f(H+)和f(OH)

也相等，溶液一定呈中性，从口点到c点，可以采用升

温的方法，选项A错误；K。只与温度有关，同温度下

不同酸碱性溶液的K。相同，口点和6点的K。都是

10_14，c点和d点的K。都是10_12，酸和碱溶液都会

抑制水的电离，酸溶液中由水电离的c(H+)与溶液中

的c(0H一)相等，也就是‘水电离(H+)一c(OH一)一

10-8 mo卜L～，B、C均错误；T℃时，K。一10_12，

0．05 mo卜L叫的Ba(OH)2溶液的c(H+)一10_11

mo卜L～，pH一11，选项D正确．答案为D．

2 电离平衡常数、水解平衡常数的计算

留∥矿
鬈三例2 (2013年山东卷)25℃时，H：so。≠

HSOf+H+的电离常数K。一1×101 mo卜L ，则该

温度下NaHSo。的水解平衡常数K。一 m01．

)．50

泳欺理化

L ，若向NaHSOs溶液中加入少量的Iz，则溶液中

署涮将一(填l‘增妒减小”彭不变，’)．足析K。一等骅堋。了+H20}
H。so。+oH一，K。一丛吾毫滁一1．o×102×C Ln，3U1 J

10×10-14—1．0×10_12，当加入少量12时，溶液酸性

增强，c(H+)增大，但是温度不变，K。不变，则

!!旦!璺Qi!僧十
c(H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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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即第2步电离通常比第1步电离难得多，第

3步电离又比第2步电离难得多，因此在计算多元素

弱酸溶液的c(H+)或比较弱酸酸性相对强弱时，通常

只考虑第1步电离．

3 电离平衡常数、溶度积常数的综合应用

ⅪP俨
一三例3 (2014年广东卷)表1是几种弱电解质的

电离平衡常数、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K。。(25℃)．

表1

电解质 平衡方程式 平衡常数K K。。

CH3C00H≠
CH3C00H 1．76×10 5

CH3C00一+H+

HzC03≠H++HC0i K，=4．31×10一7
H2C03

HC0i≠H++C0l— K2—5．61×10一“

C6H50H≠
C6H50H 1I 1×10一10

C6H50一+H+

H3P04≠H++H2P0f Kl=7．52×10
3

H3P0 4 H2P0i≠H++HPoi— K2—6．23×10一8

HP0；一≠H++P0i— K3—2．20×10一13

NH3·H20辛
NH3·H20 1．76×10—5

NH寸+0H～

BaS0 d(s)≠
BaS0 a 1．07×10—lo

Ba2+(aq)+S0i一(aq)

BaC03(s)}
BaC03 2．58×10一9

Ba2+(aq)+Coj～(aq)

回答下列问题：

(1)由表1分析，若①CH。COOH，②HC0}，

③C。H。OH，④H：PO_均可看作酸，则酸性由强到

弱的顺序为 (填编号)．

(2)25℃时，向10 mL O．01 mo卜L叫苯酚溶液

中滴加V mL O．01 mo卜L-1氨水，混合液中粒子浓度

关系正确的是 ．

A若混合液pH>7，则y≥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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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若混合液pH<7，则c(NH产)>c(C6 H。0一)>

c(H+)>f(OH一)：

C V一10时，混合液中水的电离程度小于10

mL o．01 mo卜L_1苯酚溶液中水的电离程度；

D V一5时，2f(NH。·H2 O)+2f(NH≯)一

c(C6H50一)+c(C6H 50H)

(3)如图2所示，

有T，、T：2种温度下2

条BaSO。在水中的沉

淀溶解平衡曲线，讨论

L温度时BaSO。的沉

淀溶解平衡曲线，下列

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

5×lO
5

c(Soj一)／(m01．L-1)

图2

A加入Na：S0。可使溶液由口点变为6点；

B在T。曲线上方区域(不含曲线)任意一点时，

均有BaSO。沉淀生成；

C蒸发溶剂可能使溶液由d点变为曲线上日、6

之间的某一点(不含口、6)；

D升温可使溶液由6点变为d点

o (1)根据电离平衡常数可判断弱酸的相对强，V
，解析 nH

弱，平衡常数越小，酸性越弱．(2)

ONH4+H2O，

+

件。一的V
水解程度远远大于NH≯的水解程度，选项A错误．

体积略小于10 mL时，pH也可能大于7，选项B错

误．若pH<7，则该式不符合电荷守恒，应是

c(C6 H5 0)>f(NH≯)>f(H+)>f(OH )；

水的电离，选项C错误．当y一5 mL时，正好组成

ON

H4和◇叫的混僦且二者等
量，选项D正确．(3)温度不变K。。不变，c(SOi)增

大，f(Ba21。)减小，选项A正确；丁。曲线上方区域，任

意一点为过饱和溶液，有BaSO。沉淀生成，选项B正

确；蒸发溶剂，c(SOi)、f(Ba2．)均增大，而由d点到

口点c(SOi一)保持不变，由d点到6点c(Ba2+)保持不

变，选项C正确；升温K。。增大，c(Ba2+)、f(SO：)应

均增大，选项D错误．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第一中学)

预设与纬成

铙堂罄学的

◇江苏 宋武美

教师在课前会对教学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做充分

的预设，但是再充分的预设，在课堂上都应随学生的

学习情况进行调整．因为教学过程是动态的、生成的，

教学过程中经常会出现预想不到的情况．教师要利用

自己的教育机智合理地利用课堂生成的问题，使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使课堂教学更加

有效．因此如何处理好预设与生成的关系，就成了构

建有效课堂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结合曾上过的一节

赛课(课题为“硫与可持续发展(复习课)”)，简要分析

对预设与生成关系的理解和处理．

1重视预设。教给学生需要的内容

“每位老师都要带着自己的哲学思想走向课堂”

和“为学习而设计”是对“预设”的完整定义，即预设要

做到教师的经验、智慧与学生学习需要相统一，教师

在解读教材知识内容，理解重点、难点之后，要根据学

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需要确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内

容、设计教学过程．

1)按照学生的学习基础选择教学内容

“硫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及应用”是近几年常考的

考点．要想在1个课时内将硫及其化合物复习完，时

间上肯定不允许，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考虑再三，笔者

决定将重点放在二氧化硫及硫酸的性质复习上．

考虑到学生的学习基础，难度一定要适中，要努

力做到让学生“跳一跳摘到果子”．赛课是借班上课，

又是复习课，如果采用单一的讲练式复习教学，学生

肯定不感兴趣．结合元素化合物知识的特点，笔者采

用问题情境和探究实验结合的教学方式，创设有效学

习情境，优化课堂教学，适时地利用探究实验来解决

问题．

2)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复习课中采用问题情境的设计，是预设的一个关

键．拿到课题后，笔者首先想到在复习课如果只是把

知识点简单罗列出来，效果肯定很差．因此决定采用2

个开放式问题情境为依托，将知识网络再现．

问题情景1：某化工厂仓库里有2钢瓶气体，一瓶

是SO：，一瓶是CO。，由于置于潮湿的仓库中，标签已

吉-51懒理化

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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