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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液中加入过量的NaOH溶液产生的沉淀必

为Cu(OH)2(因为～(0H)3会溶于过量

NaOH)，根据灼烧产物4 g可知靠(CuO)2啬。0．05 mol，

所以滤液中n(Cf+)=0．05 m01．

综上所述，加铝粉反应后的滤液中存在的

离子为cd+、AP+和N03-，设加入的铝粉的物

质的量为z mol，根据电荷守恒，C一+、AP+所

带正电荷总数与NO；所带的负电荷总数相

等，得

0．05 mol×2+zX3=0．4 mol／Lxl L

=0．4 m01．

解得z=0．1 m01．

优(A1)=0．1 mol×27 g·mol一1=2．7 g．

答案C

例6取z g铜镁合金完全溶于浓硝酸

中．反应过程中硝酸被还原只产生8960 mL的

NCh气体和672 mL N204的气体(标准状况)，

在反应后的溶液中加足量的氢氧化钠溶液。生

成沉淀质量为17．02 g，则z等于

A．8．64 g B．9．20 g

C．9．00 g D．9．44 g

解析n(N02)=病卺导=0．4 mol；
‘‘·‘．1J。IIK儿

开(N20．)=未甓扣
=O．03 mol；

故转移电子为

0．4 mol×1+0．03 molx2=0．46 mol。

即金属失电子0．46 mol。

根据电荷守恒：n(盐正好沉淀所需OH一

的数目等于金属失电子的数目等于0．46 mol，

Irn(沉淀)=m(合金)+优(0H一)，

故z g+0．46 molx 17 g-mol一1=17．02 g，

z=9．20 g．

答案B

【作者单位：(3121000)浙江省湖州中学】

新课标高考化学选择题
高频考点分析

◆祝 岩

新课标高考已经全面展开，研究高考题可

以把握高考的脉搏，指导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

复习备考，使之更有针对性，为此，本文通过研

究近三年的新课标化学高考题，总结了选择题

中的高频考点．

考点i：物质的量和阿伏加德罗常数的

计算

2010年第10题、2011年第7题、2012年

第9题．

考点2：有机物的同分异构体

2010年第8题、2011年第8题、2012年第

10题．

考点3：有机反应类型

2010年第9题、2011年第9题．

考点4：化学电源

2010年第12题、2011年第11题．

考点5：离子反应及离子方程式

2010年第13题、2011年第12题．

考点6：物质结构及元素周期律

2010年第7题、2011年第13题、2012年

第13题．

考点7：化学反应原理

2010年第ll题、2011年第10题、2012年

第11题．

考点1 物质的量和阿伏加德罗常数的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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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量是高中化学计算的核心，与其它

物理量之间的联系如下：

n=茄：吕：掣：cBV(删"=一=一=—o—：-=，．⋯-、“NA M U 。B‘播最)

物质的量(，1)将微观粒子数(N)与宏观物

理量质量(m)、气体体积(V)、溶液中溶质的浓

度cB联系起来．教学中应该首先明确各物理

量的含义，及各个物理量之间的转化关系，结

合多种粒子的结构和性质，解决对应问题．应

该注意的问题如下：气体所处的状态是否是标

准状况；标准状况下非气体的物质，如H20、

s03、己烷、CHCl3等；物质结构，分子晶体包括

单原子分子(稀有气体)、双原子分子(H2、C12、

N2等)、多原子分子(03、P4、c02等)，原子晶

体(金刚石、晶体硅、SiQ等)离子化合物(Naa

等)．

例1(2012年9)用N^表示阿伏加德罗

常数的值．下列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A．分子总数为NA的NQ和∞l混合气
体中含有的氧原子数为2N^

B．28 g乙烯和环丁烷(Q地)的混合气体

中含有的碳原子数为2NA

C．常温常压下，92 g的N02和N204混合

气体含有的原子数为6N^

D．常温常压下，22．4 L氯气与足量镁粉充

分反应，转移的电子数为2N^

答案D

考点2有机物的同分异构体

有机物的同分异构现象包括：碳链异构、

官能团位置异构和官能团异构(类别异构)．近

三年考查的分别是卤代烃和饱和一元醇的同

分异构体．按照“缩短主链法”可以写出有机物

的碳链异构，若取代基为一个，按照“对称等效

法”找出卤素原子或羟基在碳链上可能连接的

碳原子，即得出该物质的同分异构体有几种．

例2(2012年10)分子式为GHl20且可

与金属钠反应放出氢气的有机化合物有(不考

虑立体异构)

A．5种B．6种C．7种D．8种

答案D

考点3有机反应类型

取代反应，其特征是“原子或原子团的代

替”．如烷烃与氯气(或其他卤素)，苯与溴单

质，乙醇与钠的反应、酯化反应、酯的水解反

应．加成反应，其特征是“双键或三键饱和度提

高”即双键变单键或三键变双键．如乙烯和溴

单质、苯和氢气、乙醛和氢气的反应．消去反

应，特征是“生成双键或三键”．如乙醇分子内

脱水、溴乙烷与氢氧化钠的醇溶液反应．氧化

反应，特征是“得氧或失氢”、燃烧，如醇、醛的

催化氧化．还原反应，特征是“得氢或失氧”，如

醛还原为醇，油脂的氢化．结合具体反应，说明

反应的原理，抓住各种反应的特征，才能正确

得出结论．

例3(2011年9)下列反应中，属于取代

反应的是

0CL

(DCH3CH=CH2+Br2—；CH3Cm疋H2Br(2)CH3CH20H芈m：CH2+Ro
浓l-gSO．

(妻)CH3COOH+CH3CI乇OH—_■3CH3蚴CH3+琏O
液H∞．④C6地+HN03二—≯C6HsN02+H20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答案B

考点4化学电源

这部分知识前两年都在选择题中考查，今

年则在填空题中出现．化学电源是将化学能转
化为电能的装置．构成条件：自发进行的氧化

还原反应。活泼性不同的两个电极，电解质溶

液。闭合回路．两极的规定：失电子的为负极，

发生氧化反应，得电子的为正极，发生还原反

应．惰性电极只导电，不参加反应．电子由负极

流向正极，电流相反，溶液中的阳离子流向正

极，阴离子流向负极．二次电池充电时，电池的

正极接电源的正极，称为阳极，电池的负极接

电源的负极，称为阴极，即。正对正，负对负”，

阳极失电子，阴极得电子，电极反应和总反应

均与放电时相反．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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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2011年11)铁镍蓄电池又称爱迪

生电池，放电时的总反应为：

Fe+Ni2q+3心O—
Fe(0H)2+2Ni(OH)2

下列有关该电池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电池的电解液为碱性溶液，正极为

Ni2Q、负极为Fe

B．电池放电时，负极反应为

Fe+20H一一2e一-一-Fe(OH)，

C．电池充电过程中，阴极附近溶液的pH

降低

D．电池充电时。阳极反应为

2Ni(C)II)2+201l一一2e一一Ni2Cb+31ho
答案C

解析根据电池的总反应，Fe失去电子为

负极，发生了氧化反应生成Fe(0H)2，Nh03得

到电子为正极，发生了还原反应生成Ni(0H)2．

充电时的反应相反，阴极上Fe(oH)2发生了还

原反应产生OH一，阴极附近溶液的pH升高。

故C错．

考点5离子反应及离子方程式

离子反应是有离子参加的反应．在书写离

子方程式时应该注意，只有易溶于水且易电离

的电解质(两易)才能拆写成离子，包括：强酸

(除浓硫酸)、强碱(包括氢氧化钙溶液不包括

其浊液)、易溶于水且易电离的盐．其他都写化

学式．离子方程式要符合反应规律，要遵循质

量守恒、电荷守恒、化合价升降守恒．

例5(2011年12)能正确表示下列反应

的离子方程式为

A．硫化亚铁溶于稀硝酸中

FeS+2H+一F孑++H2S十
B．NH,H033溶于过量的NaOH溶液中

HC03-+OH一一00j一+心O
C．少量sch通入苯酚钠溶液中

QH50一+sch+H20—
C6H50H+HS03-

D．大理石溶于醋酸中

Cl∞t+2CH30跏一
Ca2++2CH30DO一+cch十+H20

答案D

解析A中硝酸有强氧化性将一2价的硫

氧化．B中漏掉了NI-h*与OH一的反应．C中少

量sch应生成so]。．D正确cac03中不溶于

水，CH3COOH为弱酸．

考点6物质结构及元素周期律

这部分包含知识很多，粒子的组成、结构

和表示方法。如原子结构示意图、电子式、结构

式等，元素周期表的结构和元素周期律的内

容，经常涉及元素推断．

例6(2012年13)短周期元素Ⅳ、X、y、

Z的原子序数依次增大，其中Ⅳ的阴离子的

核外电子数与X、y、Z原子的核外内层电子数

相同．X的一种核素在考古时常用来鉴定一些

文物的年代。工业上采用液态空气分馏方法来

生产y的单质．而Z不能形成双原于分子．根

据以上叙述。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上述四种元素的原子半径大小为Ⅳ<

X<y<Z

B．Ⅳ、X、y、Z原子的核外最外层电子数

的总和为20

C．W与y可形成既含极性共价键又含非

极性共价键的化合物

D．由W与X组成的化舍物的沸点总低于

由W与Y组成的化合物的沸点

答案C

解析根据X的一种核素在考古时常用

来鉴定一些文物的年代，知X为C，工业上采

用液态空气分馏方法来生产y的单质，知y

为N或o．W的阴离子的核外电子敬与X、y、

Z原子的核外内层电子数相同，知Ⅳ为H，而

Z不能形成双原于分子，所以Z为Ne．

考点7化学反应原理

这部分包括反应热、化学平衡、电离平衡、

盐类的水解、电化学等内容，是必修阶段知识

的扩展和延伸。有一定的难度，是理科学生必

须掌握的．2010年和2011年考查弱酸的电离，

2012年考查酸碱中和．

例7(2012年11)已知温度T时水的离

子积常数为Kw．该温度下，将浓度为口mogL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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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元酸HA与b m洲L的一元碱BOH等体

积混合。可判定该溶液呈中性的依据是

A．a=b ．

B．混合溶液的pH=7

c混合溶液中，f(H+)=瓜mol／L
D．混合溶液中，．

c(H+)+c(B一)=c(0H一)+c(A一)

答案C

解析此题考查酸碱中和后溶液的酸碱

性问题，结合了弱酸、弱碱和盐类水解的问题

A答案中不知道酸与碱是否为强酸、强碱，反

应后不一定成中性．B答案pH=7，因为温度

全 面“围

不一定为常温25℃，同样也不能说明呈中性．

C答案说明c(H+)=f(0H一)，溶液显中性．D

答案是溶液中的电荷守衡，不能说明溶液一定

显中性．

另外，今年新增加了物质的检验和保存

(第7题)、物质的用途和分类(第8题)、与数学

知识结合推断有机物分子式(第12题)，由此

可见，选择题在保持原有重点的前提下，也在

扩大广度，以检验更多内容，体现化学与生活、

与其他学科间的更多的联系．

【作者单位：(135000)吉林省梅河17／市第
五中学】

剿”氧化还原反应

◇顾 勇

氧化还原反应一直是中学化学教材中的

重点内容，贯穿整个高中化学的始终，因此，它

一直是历年高考的必考内容之一，主要考查氧

化还原反应的概念与本质；判断氧化剂与还原

剂、氧化产物与还原产物，被氧化元素与被还

原元素；比较氧化剂(或还原剂)的氧化性(或

还原性)的强弱，配平方程式及简单的计算等．

那么，它在高考中有哪些考查形式?高考考查

的重点又是什么呢?这是我们需要明确的问

题．

一、出现在离子共存问题中

例1室温下．下列各组离子在指定溶液

中能大量共存的是

A．饱和氯水中a一、N03-、Na+、s0；}一

B．c(H+)=1 X 10．13 m洲L溶液中A10f、

K+、鲥一、Br—
C．Na2S溶液中鲫一、K+、CI一、酣+
D．pH=l的溶液中NO／、I_、Na+、AP+

解析A项，在饱和氯水中存在着大量的

氯气，氯气具有强氧化性，它将氧化鲥一，使

之生成soi一；c选项会生成CaxS沉淀；D选项，

pH=1说明溶液为酸性环境，溶液中含有大量

的H+，N03-在酸性环境中具有强氧化性，而

I一具有还原性，故答案选B．

点评这是一道2011年安徽高考题的改

编题，题目涉及了具有氧化性的微粒，如cl’和

(H+、NOr)和还原性的离子soi一、I一，另外，

具有氧化性的离子还有Fe3+、MnO；，还原性

离子还有守一、昭+．它们在考试中也容易
出现．

二、出现在离子方程式中

例2 能正确表示下列反应的离子方程

式是 “

A．将铁粉加入稀硫酸中

2Fe+6H+一2Fe3++382 t

B．将磁性氧化铁溶于盐酸

Fe30I+8H+一3Fe3++4I-hO
C．将氯化亚铁溶液和稀硝酸混合

Fez++4H++NOs-—一
蹭++2I-ho+NO+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