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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析 十 字 交 叉 法 在 化 学 计 算 中 的 应 用 

刘 玉 宝 

f都匀一中 化学组，贵州 都匀 558000) 

十字交叉法 即十字交叉相 比法 ，是 一种依据 二元一次方 

程的求解过程 ，并把该过程抽象为十字交叉的图示解题法。此 

法适合于两组分相混合且知其平均值，求各组分之比的计算。 

凡能列式为a x+a：y= (x y)形式的计算式即可整理为( 广i)x= 

( 一a：)y，进而得到x／y=( 一a )／(a — )。图示为：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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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表示混合物的平均量，a 、a2表示两组分对应的量， 

x、v表示两组分在混合物中所 占的份额 。 

由上可知 ，十字交叉法的有关计算是某种平均值计算的 

逆运算 
一

、同位素原子百分含量计算 

例 1．硼的平均相对原子质量为10．8．硼在 自然界 中有两种 

同位素： ”B与 B，则这两种同位素在 自然界中的原子个数比 

为( )。 

A．1：2 B．1：4 C．1：6 D．1：8 

解析 ： 

口B：le 10．8--” l 

N( ) 。一I 
一 —  

_，l。’|、 )。 Uo 一 4 ／ ＼ 。’、 o， Iu一‘ 。I ’ 
／ ＼ 

l‘B： 、I 。一‘n-‘l 

答案 ：B 

练习1．已知铜有 C 和 Cu两种同位素，铜元素的原子量 

是63．5，求 Cu在 自然界 中的丰度 (即该 同位素在这种元 素 的 

所有天然同位素中所占的比例)。 

答案 ：75％ 

二 、混合气体计算 

例2．已知H，和C0的混合气体，其平均式量是20，求混合气 

中H，和C0的体积比。 

解析 ： 

lit：2 I 20-7．8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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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4：9 

练习2．标准状况下，氮气的密度为1．25g·L‘，乙烷的密度 

为1．34g-L- 。两种气体混合后，其密度为1．30g·L ，求混合气中 

氮气和乙烷的体积比。 

答案 ：4：5 

三、溶液配制计 算 

例3．用60％和20％的两种NaOH溶液混合配成30％的NaOH 

溶液，则所用两种NaOH溶液的质量比为多少? 

解 析 ： 

Ka0H(6o％)：60％ ；30％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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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3 

练习3．将 密度 为1．84g·cm ，质量分 数为98％的浓硫酸 与 

水配制成30％的稀溶液 ，应怎么配制7． 

答案 ：取质量比为15：34的浓硫酸和水混合得此稀硫酸 

(注意浓硫酸稀释操 作)。 

四、混合物反应计算 

例4．今有硝酸铵(NH NO )和尿素(CO(NH ) )混合化肥， 

经测定含氮4O％。则混合物中硝酸铵和尿素的物质的量之比 

为 ( )。 

A．4：3 B．1：1 C．3：4 D．2：3 

解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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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 ：B 

练习4．把CaCO ~MgCO 组成的混合物充分加热到质量不 

再减少时，称得残留物的质量是原混合物质量的一半。则残留 

物中钙和镁两元素原子的物质的量之 比是 ( )。 

A．1：4 B．1：3 C．1：1 D．1：2 

答 案 ：B 

十字交叉法是高中化学中常用的一种解题方法．熟练掌 

握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要灵活安排 ．这样随着专业的变化可以随时调整模块的 内容 

和模块的变化。笔者有幸参加了2011年举行的江苏省职业学 

校专业课“两课”评比，参赛教师们将模块化教学法融人专业 
课教学，取得了实质性的效果。在今后的专业课教学中，为了 

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积极以推动教育科学发展为 

主题 ，以加快转变教学模式为主线，探索出适合当代学生特点 

的现代化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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