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实验学化学”复习导航
江苏省滨海县獐沟中学 224500 耿立广

“从实验学化学”一章是《化学( 必修 1 ) 》的

基础，学好本章知识有着重要的作用。为帮助同

学们复习掌握本章知识，现简要谈谈其复习方法。
一、编织知识网络，构建知识体系

复习过程中，要以重要的知识点为基础，编织

知识网路，构建知识体系。从而整体把握，纲举目

张，系统掌握。本章的知识网络如图 1 所示。

图 1

二、认真剖析概念，达到深刻理解

本章涉及的基本概念主要有物质的量、摩尔、
阿伏加德罗常数、摩尔质量、气体摩尔体积、物质

的量浓度等。复习过程中，对这些基本概念应认

真剖析，深刻理解，把握内涵，明确外延，达到融会

贯通，牢固掌握。如对于物质的量浓度这一基本

概念可从以下三方面理解: ①单位体积溶液里所

含溶质 B 的物质的量，称为溶质 B 的物质的量浓度。
溶质 B 的物质的量浓度的符号为 cB，常用的单位为

mol·L －1。②计算溶质 B 的物质的量浓度时，一定

要使用溶液的体积，不能以溶剂的体积代替溶液的

体积。③从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中取出任意体

积的溶液，其物质的量浓度是一定( 不变) 的，但所含

溶质 B 的物质的量则因体积不同而不同。
三、注重分析比较，辨别知识异同

有比较才有鉴别。本章有许多知识，既有相

似性又有差异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些知识

主要有:①蒸发与蒸馏; ②萃取与分液; ③物质的

分离与物质的提纯;④物质的量与摩尔;⑤物质的

量与物质的质量; ⑥阿伏加德罗常数与 6． 02 ×
1023 ; ⑦摩尔质量与相对原子质量及相对分子质

量;⑧气体摩尔体积与 22． 4 L·mol －1 ; ⑨物质的

量浓度与溶质的质量分数等。复习过程中，对这

些知识要注重分析比较，辨别异同，从而深刻理

解，准确掌握。如对于蒸发与蒸馏这两个知识点

可做表 1 所示的分析比较。
表 1

类别 蒸发 蒸馏

概念
加热使溶液中的溶剂挥发减少、溶质从溶液中析

出的操作方法，叫做蒸发

利用液体混合物中各组分的沸点不同，将液体加热成蒸气再冷

凝而分离或提纯的操作方法，叫做蒸馏

适用范围
可溶性固体和液体的分离( 蒸发可得到固体，也

用于溶液的浓缩)

沸点不同的互溶的液体混合物的分离或除去混在液体中的易挥

发、难挥发或不挥发的物质

所需仪器 铁架台( 带铁圈) 、酒精灯、蒸发皿、玻璃棒
铁架台( 带铁圈、铁夹) 、酒精灯、石棉网、蒸馏烧瓶、温度计、冷

凝管、牛角管、锥形瓶

操作要领

①蒸发皿可放在铁架台的铁圈上直接加热; ②蒸

发皿中溶液的体积不能超过蒸发皿容积的 2 /3;

③加热过程中要用玻璃棒不断搅拌，以免溶液局

部过热而溅出;④当有大量晶体析出时，应停止加

热，用余热蒸干

①先检查装置的气密性;②向蒸馏烧瓶中加入几粒沸石以防暴

沸;③温度计水银球应位于蒸馏烧瓶支管口处; ④蒸馏时，蒸馏

烧瓶内所盛液体的体积为蒸馏烧瓶容积的 1 /3 ～ 2 /3; ⑤冷凝水

的方向是“下进上出”; ⑥停止加热后，应继续通入冷凝水冷却

冷凝管中的蒸气

四、掌握操作方法，提高实验技能

混合物 的 分 离 和 提 纯 ( 包 括 过 滤、蒸 发、蒸

馏、萃取、分液) 及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

也是本章的重点。复习过程中，对这些实验知识

要弄清原理，明确所需仪器用品，掌握操作方法。
如对于过滤这一基本操作，学生应从以下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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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中 pH 曲线专题研究
广东省开平市长师中学 529300 邹焕新

以 pH 曲线图像为材料背景的题目是各地高

考高频考点，题目设计形式多样，涉及到的内容广

泛，考查到能力综合，常考常新。现就从需要的核

心基础知识、读图能力、解题技巧进行研究，供学生

参考，希望对学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有所帮助。
一、pH 与弱电解质溶液稀释体积倍数关系

图1

例 1 浓 度 均 为

0． 10 mol·L －1、体积均为 V0的

MOH 和 ＲOH 溶液，分别加水

稀释至体积 V，pH 随lg( V/V0 )

的变化如图 1 所示，下列叙述

错误的是( )。
A． MOH 的 碱 性 强 于

ＲOH 的碱性

B． ＲOH 的电离程度: b 点大于 a 点

C． 若两溶液无限稀释，则它们的 c( OH－ ) 相等

D． 当 lg( V /V0 ) = 2 时，若两溶液同时升高温

度，则 c( M + ) /c( Ｒ + ) 增大。
考点 电解质强弱判断，弱电解质电离平衡

基础知识 1． 相同体积、浓度的一元酸中，

pH 小的酸性强，一元碱反之。
2． 强酸( 碱) 溶液每稀释 10 倍，pH 增大( 减

小) 一个单位。弱酸( 碱) 每稀释 10 倍，pH 向 7
靠拢不到一个单位。

3． 弱酸( 碱) 溶液浓度减小，电离度增大，无

限稀释时，pH 均约等于 7( 均要考虑水的电离)

4． pH 相同的强酸和弱酸溶液，加水稀释相同

的倍数，强酸溶液 pH 变化大。
读图能力 读起点、特殊点、pH 变化趋势、坐

标中数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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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掌握。①实验原理: 利用物质溶解性的差

异，将液体和不溶于液体的固体分离开来的操作方

法。②适用范围: 不溶于液体的固体和液体的分离

( 常用于除去液体中的不溶性固体)。③所需仪器:

漏斗、烧杯、玻璃棒、铁架台( 带铁圈)、滤纸。④操作

要领:“一贴”: 滤纸紧贴漏斗内壁;“二低”: 滤纸边缘

低于漏斗口，漏斗里液面略低于滤纸边缘;“三靠”:
倾倒液体的烧杯口紧靠玻璃棒，玻璃棒的下端轻靠

在三层滤纸上，漏斗下端管口紧靠烧杯内壁。
五、明确相互联系，能够灵活应用

图2

物 质 的 量 是 化 学

计算的核心，是联系有

关物理量的纽带。物质

的量( n) 与物质的质量

( m)、粒子数( N)、气体

的体积( V)、物质的量浓

度( cB) 等物理量之间的

相互关系如图 2 所示。
其中，包含的基本关系式有: ①n = N /NA、②n

= m /M、③ n = V /Vm ( 若 是 标 准 状 况，n = V ÷
22． 4 L·mol －1 ) 、④cB = nB /V 溶液( 其中，NA 为阿

伏加德罗常数，M 为摩尔质量，Vm 为气体摩尔体

积，nB为溶质 B 的物质的量，V 溶液为溶液的体积)。
因此，复习过程中，要明确物质的量与有关物理量之

间的相互关系，掌握每个基本关系式的使用条件( 如

在利用公式 n = V ÷22． 4 L·mol －1进行计算时，其前

提条件是“标准状况”和“气体”) ，以便灵活应用。
六、强化解题训练，提高解题能力

本章涉及的考点较多，主要有化学实验安全、
化学实验基本操作、物质的分离与提纯、有关物质

的量的计算、有关气体摩尔体积的计算、有关物质

的量浓度的计算、阿伏加德罗定律及其推论的应用、
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 包括所用仪器、操作

方法、误差分析) 等。针对这些考点，要精选典型题

目，强化解题训练，掌握解题方法( 如计算物质的量

浓度的方法主要有四种:①根据物质的量浓度的定

义式 cB = nB /V 计算;②根据物质的量浓度与溶质 B

的质量分数的关系式 cB = 1000ρwM mol·L －1 计算;

③根据溶液的稀释公式c1·V1 = c2·V2计算;④根据

电荷守恒原理计算) ，提高解题能力。
( 收稿日期: 2018 － 05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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