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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差量法的原理一一等比定律的表达式进一步变形，并应用变形式对差量法解题进行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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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量法是根据在化学反应中反应物与生成物的差 

量和造成这种差量的实质及其关系，列出比例式求解 

的解题方法。若 a、o为已知量，b、d为未知量，a—c为理 

论差量，b-d为实际差量，根据物质在反应前后的增、 

减差量列出计算式詈=号：等 ，从而确定b、d。它应 

用数学上的等比定律：昔= =器或 a= =旱= 嚣 
或，根据某类物质在反应前后的增、减差量列出计算式， 

从而使计算简洁明 但在差量法的实际应用中，要考 

虑差量法原理一一等比定律的多种表达形式以及化学 

反应原理的具体隋况。 

1 应用形式的变化 

1．1由 a 篙— 昔 蔷 号的形式 
例 1在一容积可调的密闭容器中通人 NH 和CO 

气体，在—定条件下发生反应： 

2NH3(g)+CO2( CO(NH2)2(s)+H2O(g) 

达到平衡状态时，若增大压强，平衡发生移动，但 

混合气体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不变。原平衡状态时，混 

合气体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为 。 

【解析】原平衡状态时存在 NH，、CO：和H：O 3种 

气体，没有给出它们的体积或物质的量，似乎没有突破 

口。但题中有 “达到平衡状态时，若增大压强，平衡发 

生移动，但混合气体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不变”的条 

件，换言之，若平衡向右移动每生成 1 tool CO(NH ) (s) 

和 1 mol H2O( 时，同时 消耗 2 mol NH3( 和 1 tool 

CO2(g)，即每减少2 mol气体就增加 1 mol固体。根据 

： ： ：． ：30g／m。l， 

气体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与摩尔质量数值相等， 

原平衡状态时，混合气体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为30。 

1．2由昔=嵩一昔=嵩=寻的形式 
例 2现有A、B两种有机物，已知： 

①它们分子中含有相同数目的碳原子和氧原子，B 

可以看成A中一个氢原子被氨基取代得到； 

②它们分子中氢元素的质量分数相同，相对分子 

质量都不超过 170，A中碳元素的质量分数为0．720； 

③它们都是一取代苯，分子中都没有甲基，都有一 

个羧基。请按要求填空： 

(1)A、B的分子中氢元素的质量分数都是 ； 

(2)A的结构简式是 ； 

(3)B有一种同分异构体c是苯环上的一硝基化 

合物，其苯环和侧链上的一溴代物各有两种，C的结构 

简式是 。 

[解 析】设 A的分 子式为 c H O ，B可 以看成 

A中一个氢原子被氨基取代得到，则B的分子式为 

c H + N0 ，根据它们分子中氢元素的质量分数相同，则 

(1)(H)= y = y +l ：古=0．0667 
A c)：卿  = ： ： = 

9：10：2，所 以A分子式为 (C9H10O2) ，因MrfA】< 170，所 

以 x=l，即分 子式为 C H。。O ，FZ=5，A的结构 简式为 

(o cH2cH2COOH。B的分子式为c9H。。NO2，n=5，C 
H C＼ 一  

的结构简式为 H o>啊-NO：。 
H3c／ 一 

1．3由 a= (3一 a=吾=嵩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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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利用质量均为 100．0 g的金属铜作电极， 

电解 AgNO，溶液。一段 时间后，两电极 的质量差为 

28．00 g，则此时两电极的质量为 

序号 阳极质量 阴极质量 

A 100．0 128．0 

B 93．6O 121．6 

C l19．0 91．00 

D 88．21 l39-8 

[解析】铜为活性电极，阳极反应式：Cu-2e一=Cu ， 

阴极反应式：2Ag*+2e一=2Ag，总反应式 Cu+2Ag+=Cu + 

2Ag， 

Cu+2Ag+=Cu +2Ag △m 

64．00 g 216．0 g 64．O0 g+216．0 g=280．0 g 

m(Cu) m(Ag) 28．00 g 

ra(Cu)=6．40 g，m(Ag)=21．60 g。即阳极减 少 6．40 g 

为 93．60 g，阴极增加 21．60 g为 121．6 g，选 B。 

理论差量Am之所以为 64．00g+216．0g=280．0g，是 

因为阳极质量减少的同时，阴极质量增加，两极质量差 

扩大，可用下图表示 

2 差量法解题的进一步应用分析 

例4 (2004年河南高考)取a g某物质在氧气中 

完全燃烧，将其产物跟足量过氧化钠固体完全反应，反 

应后固体的质量也增加了a g。下列物质中不能满足上 

述结果的是 ( ) 

A．H2 B．CO C．C6H1206 D．C12H220i1 

[解析】对 H 和CO的反应过程分析如下： 

2H2+O，』薹鳖2H'0 2CO+O，』 鳖2cO， 

(+)2H2O+2Na2O2=4NaOH+O2 f 

2Hz+2N％0， ；皇鳖4NaOH 

(+)2C02+2Na202=2Na2CO3+O2 

2C0+2N％0， 2Na2CO， 

H 和 CO在此条件下反应结果相似，即：H (co) 

燃烧产物使Na：0：增重的量(质量差量)就是 H (co) 

本身的质量。H：和CO组合在一起性质仍然相似，如果 

化合物能够 “拆成”H 和 CO的组合，即(H ) (c0) 或 

(H) (c0) [m、n为正整数 】形式，就符合题意，如C选 

项 C H。 0 可以拆成 (H ) (cO) 的形式而符合题意，选 

D。 

例5 一定条件下将质量为X g的有机物在 0，中 

完全燃烧，燃烧后全部产物通过足量 Na 0 层，过氧化 

钠的质量增重 Y g，下列对应关系一定正确的是 ( ) 

序号 有机物 X Y 

A C2H4 l5埘／7 

B HC00H l5埘／23 

C CH OH和CH3COOH的混合物 2m／3 

D HCOOH与CH3COOCH3的混合物 

[解析]根据例4的解析，选项C中的CH，OH和 

CH COOH均可 “拆成”(H2) (C0) 的形式，增重 应为 

埘；选项 D增重仍为m，而n(HCOOH)：n(CH COOCH ) 

= l才成立；选项 A满足c H4～Am[(H2)2(c0)2】，若 c2H4 

质 量 为 m，则 增 重 为 15m／7；选 项 B满足 HCOOH～ 

A m[(H )(cO)]，若 HCOOH 质 量 为珊，则 增 重 为 

15m／23。答案为 A、B。 

例6 (原上海高考题)铜镁合金4．6 g完全溶于浓 

硝酸，若反应中硝酸被还原只生成 4480 mL NO，气体 

和 336 mL N，0 气体 (气体均为标准状况)，在反应后 

的溶液中加入足量的氢氧化钠溶液，生成沉淀的质量 

为 ( ) 

A．7．04 g B．8．26 g C．8．51 g D．9．02 g 

[解析]Cu、Mg溶于浓硝酸后生成Cu 、Mg“，它 

们再与足量的NaOH反应生成 Cu(OH)2、Mg(OH)2沉淀， 

如若得到沉淀的质量，列二元一次方程组来解肯定能 

求出答案，但对于一道选择题来说，较长的解题时间无 

疑是很不经济的! 

从形式上看，Cu +20H一=Cu(OH) 、Mg +20H一= 

Mg(OH) I，Cu(OH) 、Mg(OH)：沉淀的质量可分割成m 

(cu 、Mg )、re(OH-)两部分，忽略电子的质量m(Cu 、 

Mg )-m(Cu、Mg)，故此题就转化为求沉淀生成时消耗 

OH一的质量(即A／T／)To又根据： 

Cu～Cu ～2e一一20H一～Cu(OH)2、Mg～Mg ～2e一～20H一 
～ Mg(OH)2 

两者的共性是e一～OH一，Cu、Mg溶于浓硝酸失去电 

子的量与浓硝酸生成 NO 、N O 得到电子的量相等， 
4480mI． 

n(OH-)=n(e-)= 互 [(+5)一(+4)]+ 

—

336 m
—

L~2 [(+5)
一 (+4)]=0．2322400 mL／mol m。l， L ’J， 。_r 一‘ 儿 u ’ 

m[Cu(OH)2、Mg(OH)2]=4．6 g+0．23 mol X 17 g／mol=8．51 g， 

答案为 C。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等比定律运用到化学方程 

式的差量计算可以有多种形式，要根据基本数学原理， 

结合化学反应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恰中肯綮。换 

言之，掌握知识的内涵并能够灵活运用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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