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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是电子转移，还原剂失电子总数＝氧化剂得电子总数．用电子守恒法配平氧化—还原
反应方程式，可以同步明确物质的作用以及电子转移的方向和数目的确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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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平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涉及较多的配平技巧
如：正向配平法、逆向配平法、正逆向相结合法、整体
配平法等，方法过于复杂，不利于学生的掌握．氧化还
原反应的本质是电子转移，还原剂失电子总数＝氧化
剂得电子总数．用电子守恒法配平氧化还原反应方程
式方法更简单，学生更容易接受，用该方法配平方程
式可以同步明确物质的作用以及电子转移的方向和

数目的确定等．
Ｃｕ ＋ＨＮＯ３（稀）——— Ｃｕ（ＮＯ３ ）２ ＋ＮＯ↑＋Ｈ２Ｏ
反应为例来谈谈电子守恒法配平氧化还原反应

方程式的原理和步骤．
一、电子守恒法配平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原理
还原剂失电子总数 ＝氧化剂得电子总数 ＝该反

应的电子转移数目

二、电子守恒法配平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步骤
例 １　Ｃｕ ＋ＨＮＯ３（稀）———Ｃｕ（ＮＯ３ ） ＋ＮＯ↑＋Ｈ２Ｏ
（１）标好价
标好反应前后化合价发生改变的元素的化合价

０　　＋５　　　　 ＋２　 　 　＋２
Ｃｕ　＋ＨＮＯ３（稀）———Ｃｕ（ＮＯ３）２ ＋ＮＯ↑＋Ｈ２Ｏ
（２）列变化
根据变价元素原子守恒写出两个变化过程

氧化过程：还原剂
－nｅ －

氧化产物

还原过程：氧化剂
＋mｅ －

还原产物

注：两个变化过程可以写成变价物质对变价物质
或变价物质对变价原子或变价原子对变价原子

　０　　　 　＋２
Ｃｕ －２ｅ － Ｃｕ（ＮＯ３ ）２

＋５　　 　 　 ＋２
ＨＮＯ３ ＋３ｅ － ＮＯ

　或

０　　　　　＋２
Ｃｕ －２ｅ － Ｃｕ
＋５　　　＋２
Ｎ＋３ｅ － Ｎ

（３）求总数（求最小公倍数）
使还原剂失电子总数 ＝氧化剂得电子总数＝最

小公倍数＝该反应的电子转移数目
２、３的最小公倍数为 ６，要使还原剂失电子总数

等于氧化剂得电子总数，第（２）步过程变式为
３Ｃｕ －６ｅ － ３ Ｃｕ（ＮＯ３ ）２

２ＨＮＯ３ ＋６ｅ － ２ＮＯ 　或

　 ０　 　　 　＋２
３Ｃｕ －６ｅ － ３Ｃｕ
＋５　　 　＋２
２Ｎ ＋６ｅ － ２Ｎ

（４）配系数
电子守恒后便可先配出氧化剂、还原产物；还原

剂、氧化产物前面的系数，最后用观察法配平其它物
质前面的系数．
电子守恒后从第（３）步可以看出 Ｃｕ（ＮＯ３ ）２ 和

Ｃｕ前面的系数均为 ３ ，ＮＯ前面的系数为 ２， ＨＮＯ３ 前

面的系数暂定为 ２，３Ｃｕ ＋２ＨＮＯ３（稀） ３ Ｃｕ（ＮＯ３）２ ＋
２ＮＯ↑ ＋Ｈ２Ｏ 说明 ３ｍｏｌ 的 Ｃｕ 参加反应反应有
２ｍｏｌＨＮＯ３ 被还原．由于 Ｃｕ（ＮＯ３ ）２ 前面的系数为 ３，
说明 ３ｍｏｌ的 Ｃｕ参加反应，有 ６ｍｏｌＨＮＯ３ 起酸的作用，
故 ＨＮＯ３ 前面的系数最后为 ８， ３Ｃｕ ＋（２ ＋６ ）
ＨＮＯ３———３Ｃｕ（ＮＯ３ ）２ ＋２ＮＯ↑ ＋Ｈ２Ｏ，最后用观察法
配平其它物质前面的系数，并将 “—” 改成 “ ”
３Ｃｕ ＋８ＨＮＯ３（稀） ３ Ｃｕ（ＮＯ３ ）２ ＋２ＮＯ　＋４Ｈ２Ｏ

（５）检查
检查方程式是否符合质量守恒和电荷守恒

从配平过程中我们可以明确 ＨＮＯ３ 的作用，被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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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的 ＨＮＯ３ 量占参加反应 ＨＮＯ３ 总量的
１
４ ，同时可标

出该反应的电子转移情况：０ 价态的 Ｃｕ 原子失电子
转移给 ＨＮＯ３ ＋５ 价的 Ｎ 原子，电子转移数 ６ｅ －，电子
转移的方向和数目可表示为：

３Ｃｕ ＋８ＨＮＯ３ ３ Ｃｕ（ＮＯ３ ）２ ＋２ＮＯ↑＋４Ｈ２Ｏ
三、若同一反应物变价原子有多种时，应先体现

出变价原子的配比特点，再求最小公倍数
例 ２　 ＋２－１　０　　＋３－２ ＋４－２
　 　 　Ｆｅ Ｓ２ ＋Ｏ２———Ｆｅ２ Ｏ３ ＋ＳＯ２

　　（还原剂）（氧化剂）
（１）标好价
该反应中变价元素有 ３种，其中 ＦｅＳ２ 中＋２价 Ｆｅ

元素和－１价的 Ｓ 元素化合价均发生改变，而且参加
反应的 Ｆｅ原子和 Ｓ原子数目比为 １∶２，配平时应先体
现出变价的 Ｆｅ 原子和 Ｓ 原子的数目比 １∶２ 的特点，
再求使还原剂失电子总数等于氧化剂得电子总数的
最小公倍数．

（２）列变化
　＋２　 　 　＋３

Ｆｅ －ｅ － Ｆｅ
－１　　　 ＋４
Ｓ －５ｅ － Ｓ
０　 　 　　－２
Ｏ２ ＋４ｅ － ２Ｏ

注：在－１价 Ｓ原子的前面先配系数 ２，体现出参
加反应的 Ｆｅ原子和 Ｓ原子的数目比为 １∶２．上述过程
变式为：

　　＋２　　　 ＋３
Ｆｅ －ｅ － Ｆｅ
－１　 　　　 ＋４
２Ｓ －１０ｅ － ２Ｓ
　０　 　　 －２
Ｏ２ ＋４ｅ － ２Ｏ

（３）求总数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还原剂总共失去 １１ 个电

子，氧化剂得到４个电子，４和１１ 的最小公倍数是４４，
要使还原剂失电子总数等于氧化剂得电子总数，上述
过程变式为：

　＋２　　　　　＋３
４Ｆｅ －４ｅ － ４ Ｆｅ
－１　　　　　＋４
８Ｓ －４０ｅ － ８Ｓ
０　　　　　　 －２
１１Ｏ２ ＋４４ｅ － ２２Ｏ

（４）配系数
４Ｆｅ Ｓ２ ＋１１Ｏ２ ２Ｆｅ ２Ｏ３ ＋８ＳＯ２

从第（３）步我们可以看出＋２ 价 Ｆｅ原子失去 ４个
电子转移给 Ｏ２ ， －１ 价的 Ｓ 原子失去 ４０ 个电子转移
给 Ｏ２ ，所以该反应的电子转移方向和数目为：

４Ｆｅ Ｓ２ ＋１１Ｏ２ ２Ｆｅ ２Ｏ３ ＋８ＳＯ２

　
四、对配平过程物质前面出现分数的处理
例 ３　＋５　　　　 －１　　　　　＋４　　０
　　ＫＣｌＯ３ ＋ＨＣｌ———ＫＣｌ ＋ＣｌＯ２ ＋Ｃｌ２ ＋Ｈ２Ｏ
　　（氧化剂） （还原剂）
（１）标好价
该反应中变价元素只有一种 Ｃｌ 元素，属于同一

元素不同价态原子之间的氧化—还原反应，价态变化
规律是“只靠拢，不相交．”

（２）列变化
　＋５　　　　　　＋４
ＫＣｌＯ３　 ＋ｅ － ＣｌＯ２

－１　　　　　　０　

ＨＣｌ　－ｅ － １
２ Ｃｌ２

（３）求总数
上式还原剂失去电子总数已等于氧化剂得电子

总数，即最小公倍数为 １
（４）配系数
根据电子守恒 ＫＣｌＯ３ 和 ＣｌＯ２ 前面系数均为 １，

Ｃｌ２ 前面系数为 １
２ ，ＨＣｌ 前面系数暂定为 １，根据 Ｋ原

子守恒 ＫＣｌ前面系数为 １，说明 １ｍｏｌ ＫＣｌＯ３ 参加反应
有 １ｍｏｌ ＨＣｌ 被氧化，１ｍｏｌ ＨＣｌ 起酸的作用，最终 ＨＣｌ
前面的系数为 ２，最后用观察法配平其它物质前面的

系数 ＫＣｌＯ３ ＋２ ＨＣｌ ＝ＫＣｌ ＋ＣｌＯ２ ＋
１
２ Ｃｌ２ ＋Ｈ２Ｏ．

化学方程式的配平，各物质前面的系数要化为最
简单的整数比，方程式的系数扩大几倍，电子转移数
同时也扩大几倍，所以上述方程式的系数及电子转移
的方向和数目为：

２ＫＣｌＯ３ ＋４ ＨＣｌ ２ＫＣｌ ＋２ＣｌＯ２ ＋Ｃｌ２ ＋Ｈ２Ｏ
总之用电子守恒法配平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方

法更简单，学生更容易接受，用该方法可以比较轻松
地解决氧化还原反应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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