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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研究 2018 年全国理综卷中的滴定试题分析
广西桂林市资源县资源中学 541499 李继文

分析化学通常将滴定分析法分为酸碱滴定法、
氧化还原滴定法、沉淀滴定法、配位滴定法四种。

酸碱中和滴定实验，是现行高中化学教材中

为数不多的几个定量实验之一。在普通高中课程

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 选修四: 化学反应原理) 》
( 人教版) ，对该实验的目的表述为: 练习使用 pH
计测量溶液的 pH; 学习以图示处理科学实验数据

的方法; 探究酸碱中和反应过程中 pH 的变化特

点; 体会定量实验在化学研究中的作用。不难看

出，现行教材对滴定实验的要求，已经从原来的操

作层面，转移到了数据的分析与处理上。
2018 年高考中，三套全国理综卷均考查了滴

定实验。
试题 1 ( 全国卷Ⅰ题 27，节选) ( 4) Na2S2O3

可用 作 食 品 的 抗 氧 化 剂。在 测 定 某 葡 萄 酒 中

Na2S2O3残留量时，取 50． 00mL 葡萄酒样品，用

0． 01000 mol·L －1 的碘标准液滴定至终点，消耗

10． 00mL。滴定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该样

品中 Na2S2O3残留量为 g /L( 以 SO2计) 。
试题 2 ( 全国卷Ⅱ题 28，节选) ( 3 ) 测定三

草酸合铁酸钾( K3［Fe( C2O4 ) 3］·H2O) 中铁的含

量。①称量 m g 样品于锥形瓶中，溶解后加 稀

H2SO4酸化，用 c mol·L －1 KMnO4 溶液滴定至终点。
滴定终点的现象是 。②向上述溶液中加入过量

锌粉至反应完全后，过滤、洗涤，将滤液及洗涤液全

部收集到锥形瓶中，加稀 H2SO4酸化，用 c mol·L －1

KMnO4溶液滴定至终点，消耗 KMnO4 溶液 V mL 该

晶体中铁的质量分数的表达式为 。
试题 3 ( 全 国 卷Ⅲ题 28，节 选) ( 2 ) 利 用

K2Cr2O7 标准溶液定量测定硫代硫酸钠的纯度。测

定步骤如下:①溶液配制: 称取 1． 2000 g 某硫代硫酸

钠晶体样品，( 略)。②滴定: 取 0． 00950 mol·L －1 的

K2Cr2O7标准溶液 20． 00 mL，硫酸酸化后加入过量

KI，发生反应:

Cr2O
2 －
7 +6I － +14H + 3I2 +2Cr

3 + +7H2O
然后用硫代硫酸钠样品溶液滴定至淡黄绿色，发

生反应:

I2 + 2S2O
2 －3 S4O

2 －
6 + 2I －

加入淀粉溶液作为指示剂，继续滴定，当溶液 ，

即为终点。平行滴定 3 次，样品溶液的平均用量为

24． 80 mL，则样品纯度为 % ( 保留 1 位小数)。

图 1

试题 4 ( 全国

卷Ⅲ题 12 ) 用 0． 100
mol· L －1 AgNO3 滴

定 50． 0 mL 0． 0500
mol·L －1 Cl － 溶液的

滴定 曲 线 如 图 1 所

示。下 列 有 关 描 述

错误的是( ) 。
A． 根据曲线数据

计算可知Ksp ( AgCl) 的数量级为 10 －10

B． 曲线上各点的溶液满足关系式 c( Ag + ) ·
c( Cl － ) = Ksp ( AgCl)

C． 相同实验条件下，若改为 0． 0400 mol·L －1

Cl － ，反应终点 c 移到 a
D． 相同实验条件下，若改为 0． 0500 mol·L －1

Br － ，反应终点 c 向 b 方向移动

试题 1 的主题干一般理解为化学工艺流程

题，试题 2、3，则为化学实验题，三道题目，与主题

干相关联，又相对独立，解答时，与前部分试题在

知识上没有相关性。
从滴定实验本身的角度看，滴定实验考查的

角度主要集中在下面三个方面。
一、滴定终点现象描述

滴定终点的判断，一般为滴入标准液后，溶液

的颜色发生突变，且半分钟内不恢复为原来的颜色。
即溶液从原本的颜色，突变到反应结束后的颜色。
试题 2 中，当 C2O

2 －
4 完全被 KMnO4溶液氧化后，再滴

入 KMnO4溶液，其紫红色不再褪去，答案为出现( 紫)

红色，( 且半分钟不恢复为原来的颜色)。试题 3 中，

反应结束时，I2不再存在，蓝色消失。答案为蓝色消

失，( 且半分钟不恢复为原来的颜色)。
在中学化学中，最为常见的反应终点指示是三

种情况: 一是酸碱指示剂的颜色突变; 二是氧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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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无机框图推断题的解题策略
江苏省泰兴市教师发展中心 225400 周 跃

无机推断题具有典型的化学学科特征和思维

特征。无机推断题是高考和学业水平测试中最为

常见，甚至是每年必考的一种题型。无机推断题

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文字描述型，它不仅是综

合了无机元素化合物的知识，同时还会应用到化

学实验、化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 另一种是无机框

图型的推断题，它主要是综合考查了无机元素化合

物的相互转化，题目看上去比较简捷，但实际对无机

元素化合物知识的要求比较高，同时考查学生对元

素化合物知识的应用能力。本文就以一道题例的解

析来谈一谈无机框图推断题型的问题解决策略。
一、无机框图题典例解析

典例 图 1 中的 B ～ K 分别代表有关反应的

一种反应物或生成物，其中 A、C、F、K 是固体; E
是常见的气体单质，I 是红棕色的气态氧化物。
固态物质 A 加热后生成的气体混合物若通过碱

石灰只剩余气体 B，若通过浓硫酸则只剩余气体

D。各物质间的转化关系如图 1 所示。
请回答下列问题:

( 1) B 的化学式为 ，D 的电子式 。

( 2) 写出实验室检验 A 物质中含有的阳离子

的方法 。
( 3) 写出实验室制取 B 的化学方程式 。
( 4) 将 0． 01 mol D 通入 1 L 0． 01 mol·L －1 F

溶液中，所得溶液中所含离子浓度由大到小排列

顺序为 。
( 5) 写出 N 的稀溶液与过量的铁粉反应的

离子方程式 。

图 1

解析 由题中 A 分解后的混合气体通过碱

石灰只剩余气体 B，通过浓 H2SO4后只剩余气体 D
可知，B 为碱性气体，而 D 为酸性气体，从而可知

B 为氨，而 A 固体应为铵盐。B( NH3 ) 与 E 单质反应

生成 H，H 再与 E 单质反应生成 I，I 是红棕色气体，

可知 I 为NO2气体，E 为氧气，G 为水，H 为NO，I 与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G

原滴定中若使用了 KMnO4，紫色出现; 三是有 I2参

与的反应，用淀粉作指示剂，蓝色的出现或消失。
二、利用化学方程式的计算

试题 1 要求写出滴定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该

卷中要求书写的两个化学方程式之一，同时考查了

考生利用方程式进行计算的能力; 试题 3 则涉及利

用化学方程式的计算。此类型的计算，为实验结果

处理的重要部分，也是两套试题中最为典型的计算

题，考查学生利用化学方程式计算能力，秉承了近几

年来将化学计算与实验试题融合的惯例，试题 1 需

要清楚参与反应的物质并找出物质间的相互关系

( 写出化学方程式并配平，或利用电子得失守恒找出

氧化剂和还原剂的物质的量比) ，题 3 涉及多步反应

的物质间关系，试题必定具有较高的区分度。
三、滴定曲线分析

试题 4 为选择题，以沉淀滴定为情景内容，以

酸碱滴定曲线为蓝本，考查考生图示处理科学实

验数据的方法和能力，以及对难溶电解质的电离

平衡、溶度积常数的理解。对图像图形具备分析

能力，是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也恰是学生学习的薄

弱环节，借助已有的熟悉内容情景，将知识与能力

融合一起来考查，是很不错的设计。本题中: c 点

时沉淀恰好完全，c( Ag + ) 和 c( Cl － ) 的数量级为

10 －5，Ksp ( AgCl ) 的 数 量 级 为 10 －10，A 正 确; Ksp

( AgCl) 只受温度的影响，B 正确; AgBr 的溶解度

比 AgCl 小，Ksp ( AgBr) ＜ Ksp ( AgCl) ，改为 Br － 反应

终点 c 向 b 方向移动，正确; 改用更低浓度的 Cl －

时，达到滴定终点所需要的 AgNO3 溶液体积为原

来的五分之四，即 20 mL，C 错误。
纵观 2018 年的滴定试题，较好地融合了现行

教材，对中学化学教学的具有导向作用。
( 收稿日期: 2018 － 06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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