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硫酸铜和适量氢氧化钡的混合溶液 

(D)胆矾溶液 

1O．硝酸锌与硝酸铜的混合溶液中，加入 

足量的铁粉，反应后，滤纸上一定有的物质是 

( ) 

(A)Cu (B)Cu Fe 

(C)zn Fe (D)Zn Fe Cu 

1 1．在天平两盘内分别放入一个质量相等 

的烧杯，烧杯内装同浓度的足量的稀盐酸．今 

向左烧杯内放人一小块铝块，向右烧杯内投入 
一 小块石灰石，若它们的质量相等，那么反应 

后天平指针偏向( ) 

(A)左边 (B)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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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不偏转 (D)无法确定 

l2．将氯化钾和氯化钙的混合物 13．2 g， 

放入29．3 g水中，全部溶解后向溶液中加入 

35．5 g的碳酸钾溶液，恰好完全反应，过滤得 

到10 g固体．求：(1)原混合物中氯化钙的质量 

分数；(2)所得氯化钾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 

答案：1．(B) 2．(A) 3．(C) 4．(B) 

5．(B) 6．(D) 7．(D) 8．(B) 9． 

(D) 10．(A) 11．(B) 12．(1)84．09％ 

(2)25．4％ 

信息型氧化还原反应化学方程式写法初探 

根据题目提供的信息，书写氧化还原反应 

的化学方程式，能将化学理论和元素化合物知 

识紧密联系起来，综合考查氧化还原反应的概 

念、规律、计算、配平等知识，因此这种类型的 

试题在近年来的高考试题中经常出现．下面具 

体举例，就这类试题的解法进行分析． 
一

、根据信息直接书写 

例 1 工业镀铬的废液中，含有剧毒的 

Cr20；一，通常用FeSO 将其还原为毒性较小的 

crj ，反应是在 pH<7的条件下进行的，写出 

此反应的 离子方程式 ：— — ． 

解析：本题明确了反应的生成物和反应的 

介质(酸性溶液)，可以直接写出离子方程式： 

Cr202一+Fe +H -- Cr3 +Fe +H20 

最后用化合价升降法配平离子方程式． 

答案：Cr20；一+6Fe +14H =2Cr + 

6Fë +7H
，0 

二、根据知识原型书写 

例 2 科学实验证明，同主族元素的单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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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化合物，其性质相似，例如，硫化物的性质类 

似于氧化物，过硫化物的性质类似于过氧化 

物．写出Na S 溶液与盐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解析：Na S：的性质和 Na：0 相似，写出 

Na 0 与盐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2Na202+4HC1=4NaC1+2H20+02 f 

类比该反应可写出Na S 与盐酸反应的化学方 

程式． 

答案：Na2S2+2HC1=2NaC1+H2S t+s 

三、根据实验现象书写 

例3 (1)在 KI淀粉溶液中，滴加少量次 

氯酸钠溶液，立即会看到溶液变蓝 色，这是因 

为 —
— ，反应的离子方程式是 ． 

(2)在碘和淀粉形成的蓝色溶液中，滴加 

Na SO 溶液，发现蓝色逐渐消失，这是 因为 

— — ，反应的离子方程式是 — —

．  

(3)对比(1)和(2)实验所得的结果，将 I：、 

ClO一、SO 一按氧化性由强到弱的顺序排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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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1)根据实验现象，可知反应生成了 

I：，这是因为 ClO一有强氧化性，能将 I一氧化为 

I：．在确定了氧化剂、还原剂和还原产物、氧化 

产物后，即可发现只有在反应物中加水，生成 

物中加 OH一才能配平． 

(2)溶液蓝色消失，说明I：被SO；一还原成 

I一，SO 一本身被氧化为SO 一．要配平该反应的 

离子方程式，需要在反应物中加 H：0，在生成 

物中加 H ． 

(3)根据“前强后弱”的规律可排出各粒子 

的氧化性强弱顺序． 

答案：(1)I一被氧化为 I ，I：遇淀粉变蓝； 

2I一十CIO一+H20=I2+Cl～+20H一 

(2)I2被s0；一还原为I一；I2+s0；一+H20 

= so4一+2I一+2H (3)ClO一>I2>so；一 

四、根据计算结果书写 

例 4 将 10．08 g铁粉溶 于过量的稀硫酸 

中，在所得溶液中加入 5．05 g KNO 氧化溶液 

中的Fe ，待反应完毕后 ，溶液中剩余的 Fen 

尚需30 tooL 0．5 mol·L 的溴水才能全部氧 

化，试 写 出此 三 步 反 应 的 化 学 方 程 式： 

解析：设生成的还原产物中氮元素的价态 

降低 价，由电子得失守恒可知： 

×1_0．03×0．5×2+ · 

解得： =3，即还原产物为 NO． 

答案：发生的三个反应依次为：Fe+H sO 

= FeSO4+H2 T 6FeSO4+4H2s04 +2KNO3= 

3Fe2(SO4)3+K2sO4+2NO T +4H20 

6FeSO4+3Br2：2Fe2(SO4)3+2FeBr3 

五、根据有关规律书写 

例 5 某一反应体系中有反应物和生成物 

共 6 种 ：HC1、H2SO4、SnC12、SnC14、FeSO4、 

Fe2(s04)3，反应前在溶液中滴加 KSCN溶液显 

红 色，反应后红 色消失． 

(1)该反应的氧化剂是 — — ． 

(2)在该反应中，发生氧化反应的过程是 

(3)写出并配平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并 

标出电子转移的方向和数 目：
— —

．  

(4)SnC1 与 SnC1 可 用 Hg 来鉴 别， 

HgC12与 SnC12反应的产物是 SnC14和 Hg2C12 

(白色沉淀)，该反应中还原剂与氧化剂的物质 

的量之比为 

解析：分析反应前后的实验现象可知，反 

应前溶液中存在 Fë ，反应后 Fë 被还原为 

Fë
． 因此，Fe：(SO ) 是氧化剂，FeSO 是还 

原产物；SnC1：是还原剂，SnC1 是氧化产物．因 

为 Fe (SO )，变成 FeSO4后 so 一过剩，SnCI2 

变成 SnCI 后 cI一不足，所以要在反应物中加 

HC1，在生成物中加 H：S0 ，以此平衡有关物质． 

HgC1：与SnC1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2HgC12+SnC12=SnC14+Hg2C12 

还原剂 SnCI 与氧化剂 HgC12的物质的量之比 

为 1：2． 

答案：(1)Fe：(SO )， (2)SnC1：一SnCl 

2e一 

厂—]  
(3)Fe2(S04)3+SnC12+2HC1=2FeS04+SnC14+H2SO4 

(4)1：2 

六、根据工业生产流程书写 

例6 用氯气消毒自来水会产生活性毒 

素，对人造成潜在危害．世界环保联盟即将全 

面禁止这种消毒方法，建议推广采用广谱性高 

效安全的消毒剂二氧化氯．工业上以NH C1、盐 

酸、NaCIO：(亚氯酸钠)为原料制备 CIO2的流 

程如 图 1所示 ： 

气体A 

1O2 

体B 

图 1 

已知：①Ncl，是黄色粘稠状液体或斜方形 

晶体，极易爆炸，自然爆炸点为95℃，在热水中 

易分解，在空气中易挥发，不稳定．②气体B能 

使湿润的红 色石蕊底纸变蓝． 

(1)气体 A的化学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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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解时，发 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一 ． 为保证实验的安全，在电解时需注 

意的问题是：①控制好生成NC1 的浓度；② 

(3)NC1，与 NaCIO2(亚氯酸钠)按物质的 

量之比为 1：6混合在溶液 中恰好反应生成 

CIO ，该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4)在用二氧化氯进行水处理时，除了杀 

菌消毒外，还能除去水中Fe 和Mll2 ．写出用 

CIO2氧化除去 Mn 生成 MnO2的离子方程式 

(CIO：反应后的产物为clo；) 

解析：本题以CIO 的工业制法为载体，主 

要考查化学方程式的书写技能． 

(1)电解时，氮元素由 一3价被氧化为 +3 

价，则氢元素由+1价被还原为0价，生成H ． 

(2)因为 NC1 的自然爆炸点为95℃且易 

分解，所以实验中应控制好温度，使温度低于 

95 ． 

(3)反应中 ClO 的氧化产物是 CIO2， 

HzS04 FeS2粉 

J J 

(NC1 )：n(ClO2-)=1：6，根据电子得失守恒原 

理，可知 NC1。的还原产物为 NH ；根据元素守 

恒和电荷守恒原理，可知反应物中应补水，生 

成物中应补 OH一． 

(4)从电荷和氧元素的量看，反应物中要 

补水，生成物中要补 H ． 

答案：(1)H： 

(2)NH4C1+2HC1些 3H
2 T+NC13 控 

制好反应的温度 

(3)NC13+3H20+6C102=6C102 t+ 

3C1一+30H一+NH3 T 

(4)Mn +2C102+2H20=MnO2 Jr+ 

2C102 +4H 

例 7 以黄铁矿为原料制硫酸产生的硫酸 

渣中含 Fe203、SiO2、AI203、CaO、MgO等物质． 

以硫酸渣制备铁红(Fe 0，)的过程如图 2所 

示 ． 

空 

广一NaoH I厂№ 
硫酸渣一 圈 一 

铁红一圈 一困  一啪 

(1)酸溶过程中Fe 0。与稀硫酸反应的化 

学方程式是 — — ． 

(2)还原过程中加入 FeS 是将溶液中的 

Fe 还原为Fe“，而本身被氧化为so4一，写出 

有关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3)氧化过程中通入空气和加入 NaOH是 

为了将溶液中的铁元素充分转化为沉淀而析 

出，写出有关的离子方程式： ． 

(4)生产过程中，为了确保铁红的质量，氧 

化过程需要调节溶液的 pH至3—4，其 目的是 

解析：本题以硫酸渣制备铁红为载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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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点考查铁元素的化学性质，难点在氧化还原反 

应方程式的书写． 

(1)Fe：0，是碱性氧化物，与硫酸反应生成 

盐[Fe (SO )，]和 H：0． 

(2)该反应的反应物是 FeS：和 Fë ，生成 

物是 Fë 、so4一，从物质的性质、所带电荷及元 

素种类分析，反应物中应补 H 0，生成物中应 

补 H ． 

(3)过滤后 的溶 液 中含有 Fë ，加入 

NaOH后生成了Fe(OH)：沉淀，Fe(OH)：的还 

原性较强，通入空气时，很容易被空气中的氧 

气氧化为 re(OH) ． 

万方数据



 

(4)确保铁红的质量就是确保不引入杂 

质，Fë 在 pH至 3～4时即能充分沉淀，而其 

他金属阳离子在此时不生成沉淀，这样就可以 

得到纯净的Fe(OH) 沉淀． 

答案：(1)Fe2O3+3H2SO4=Fe2(SO4)3+ 

3H2O (2)FeS2+14Fe +8H20=15Fe。 + 

2s0j一十16H (3)4Fe +02+2H20+ 

8OH一= 4Fe(OH) 或 Fe“ +20H一： 

Fe(0H)， 4Fe(OH)，+0，+2H，0： 

4Fe(OH) (4)使Fë 完全沉淀，而其他金属 

●周建国 刘树领 

阳离子不生成沉淀 

氧化还原反应在生产生活中有及其重要 

的应用，正确书写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学 

习化学必备的技能．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只有深入理解氧化还原反应的规律，熟悉物质 

的性质，掌握化学方程式的配平技巧，才能正 

确地书写信息型氧化还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蔓渤省常晰市蝴 融 中 2j_3ll9 

浅探废水处理在化学实验命题中的特点 

随着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人类与环境之 

间的矛盾关系日益突出，因而保护环境、合理 

开发与利用 自然资源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 

共识，作为生命之源的水资源也就必然成为环 

境保护的重中之重，故对工业废水的综合处理 

与运用成为实验命题的热点题材，不但能起到 

对学生渗透环保教育的作用，而且也很好地体 

现了关注 STSE知识、凸现能力考查的命题原 

则．现以近几年试题为例，浅谈一下有关工业 

废水综合处理的命题特点． 
一

、废水中有毒物质或离子的含量测定 

例 1 (2008年江苏省)金矿开采、冶炼和 

电镀工业会产生大量含氰化合物的污水，其 中 

含氰化合物以HCN、CN一和金属离子的配离子 

M(CN) 的形式存在于水中．测定污水中含 

氰化合物含量的实验步骤如下：① 水样预处 

理：水样中加入磷酸和 EDTA，在 pH<2的条件 

下加热蒸馏，蒸出所有的 HCN，并用 NaOH溶 

液吸收．②滴定：将吸收液调节至pH>11，以试 

银灵作指示剂，用AgNO 标准溶液滴定 Ag + 

2CN一=[Ag(CN) ]终点时，溶液由黄色变成橙 

红 色． 

根据以上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 

(1)水样预处理的 目的是 

(2)水样预处理的 

装置如图1，细导管插入 

吸收液 中是为 了 ． 

(3)蒸 馏瓶 比吸收 

液面要 高 出很 多，其 目 加 

的是 

(4)如 果 用盐 酸代 

替磷 酸进行预处理，实 

验结果将 — — (填 

“偏高”“无影响”或“偏 

低”)． 图1 

(5)准确移取某工厂污水 100 mL，经处理 

后 用浓度为 0．01000 tool·L 的硝酸银标准溶 

液滴定，终点时消耗 了21．00 mL．此水样中含 

氰化合物的含量为 — — mg·L 的(计算 

结果保留一位 小数 )． 

赏析：本题是以废水中有毒离子的含量测 

定为题材，介绍了有些物质或离子因不能直接 

狈0量而采用转化来间接i贝0量的方法与操作，其 

考查的知识点就是中和滴定知识的灵活迁移， 

同时也对思维的严密、深刻及计算能力有了较 

好的考查．水样预处理的目的是将污水中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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