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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限制条件型离子方程式的书写
韦昌德

(广西省龙州县高级中学广西龙州532400)

摘 要：所谓条件型离子方程式，即有特殊条件限制的离子方程式，限制条件形式多样，如反应物量的多少，物质的溶解度大小，

反应的先后顺序等条件的限制的离子方程式。这些条件的加入，从而使离子方程式的书写难度加大，它是离子反应知识点复习的难

点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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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条件型离子方程式，即有特殊条件限制的离子方程

式，限制条件形式多样，如反应物量的多少，物质的溶解度大

小，反应的先后顺序等条件的限制的离子方程式。这些条件的

加入，从而使离子方程式的书写难度加大，它是离子反应知识

点复习的难点和重点。下面对此类问题的常见类型及解题方法

进行收集、整理、归类，供高三学生复习时参考。

1 过■型

其程序是：①按照组成比例写出不足物质参加反应的离

子；②过量物质的离子满足不足离子需要。如Ca(HC03)2溶液与

过量NaOH溶液反应．离子方程式中Ca2+与HC03-的比例一定

是1：2，OH一的化学计量数为2，满足2HCO，一。综合起来可得离子

方程式：

Ca2++HC03-+20H一一CaC03 I+CO?-+2H20

此类情况也可以总结为以量少的反应物完全反应来判断

产物，进而写出相应的离子方程式。

2 定量型

其程序是：①按题给条件写出各反应离子的物质的量；

②遵循过量离子满足不足离子的原则。如明矾与等物质的量的

Ba(OH)2反应，可设两物质各为1mol，5042一和Al“过量，可得离

子方程式：

3Ba2++60H-+3AI。+3S042—一3BaS04 J+2AI(OH)3 0

3 目标型

其程序是：①根据目标要求按比例写出离子符合，如明矾

溶液中加入Ba(0H)：溶液至A1“沉淀完全，就要先写出

AI％30H一；(函按组成比例写出与目标离子结合的其他离子，即

AIh+30H-+2S04Z-+3／2Ba“一3／2BaS04』+AI(OH)3 J+1／2S042-,整

理即可得2A1“+60H一+3s042-+3Ba2+．一3BaS04 l+2AI(OH)3 l，溶

液中剩余S0产。

4 相同反应物问的离子反应

(1)反应物滴加顺序不同，离子反应不同，如：把AICl，溶液

逐滴加入到NaOH溶液中至过量：

A13++40H一一【AI(0H)4】一(或A13++40H一一A102-+2HzO)，

[AI(0H)4】一+AI“一4AI(OH)3 J，【或A102-+A13++6H20—

4AI(OH)，』]。把NaOH溶液逐滴加入到MCI，溶液中至过量：

A13++30H一一A1(Orl)3 i，AI(OH)3+OH一一IAl(OH)4】一

(或AI(OH)3+0H—一A10j’+2H20)。

(2)反应条件不同，离子反应不同，如：氯化铵溶液与氢氧化

钠溶液混合，离子方程式为：

NHg+OH一≠NH3·H20。

若氯化铵溶液与氢氧化钠溶液混合并加热，则离子方程式

为：NH4十+0H一≠NH3 t+H20。

(3)微溶物状态不同，离子反应不同，如：石灰乳与碳酸钠溶

液混合，离子方程式为：

Ca(OH)2+C03。一2CaC03 0+20H一。

若澄清石灰水与碳酸钠溶液混合，离子方程式为：

Ca2++C032‘一2CaC0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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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具体内容选择恰当的技术手段和表现形式，充分发挥多

媒体的真正意义，以配合教师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和教学目的，

做到形式为内容服务；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掘语言内涵，注重入文

关怀。语文学科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精神和人文内涵，加强对

学生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思想感情的陶冶、道德品质的培养，

这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因此，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

要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优势，适时点拨，发掘语言文字

蕴含于深层的内涵，使其在学生身上发挥作用。

多媒体和网络技术为创设语文教学情境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它通过运用图像、声音、视频等多种媒体，创设丰富的教学情

景，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但这并不

意味着什么内容都可用多媒体来创设情境。有些教师没有真正

理解教学情境创设．一味追求在课堂教学开始阶段就播放与课

文内容相关的课件材料即刨设教学情境，离开了多媒体的支持

就感到无所适从。这就使得教学情境创设偏离了教学目标。

语文学科具有自身的特点和教学规律，适当的多媒体课件

材料可以辅助创设情境，但这并不是惟一方式。教师的语言魅

力、激发学生想象力和栩栩如生的生活实例等都可以创设情境。

如果什么课型、什么内容都一味地追求多媒体技术，就会造成课

堂教学方式单调、不灵活，学生会产生厌烦、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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