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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练习 把握晶体结构 掌握晶体性质
———“晶体结构与性质”复习导航

江苏省海安县李堡中学 226631 严红霞

“晶体结构与性质”一章既是中学化学知识的重

点，又是高考考查的热点。为帮助学生复习掌握本

章知识，现简要谈谈其复习方法，供参考。
一、注重分析比较，加深知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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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与非

晶体;②晶胞与晶体;③分子晶体、原子晶体、金属

晶体与离子晶体; ④金属晶 体 的 四 种 堆 积 模 型

( 简单立方堆积、体心立方堆积、六方最密堆积与

面心立方最密堆积) 等。复习过程中，对这些知

识要注重分析比较，辨别异同，弄清联系，明确区

别，从而加深理解，准确掌握。如对于四种晶体的

四种堆积模型的分析比较分别见表 1 和表 2。

表 1 四种晶体的比较

类别 分子晶体 原子晶体 金属晶体 离子晶体

构成粒子 分子 原子 金属阳离子、自由电子 阴、阳离子

粒子间的作用力 分子间作用力 共价键 金属键 离子键

熔沸点 低 很高 一般较高 较高

硬度 小 很大 一般较大 较大

导电性
一般不导电，有的溶于水

后能导电
不导电 导电

晶体不导电，但熔化后或溶于

水后能导电

溶解性 遵循“相似相溶”原理 难溶于水 难溶于水 有的易溶于水，有的难溶于水

物质类别

所有非金属氢化物; 部分

非金属单质; 部分非金属

氧化物; 几乎所有的酸; 绝

大多数有机物

某些非金属单质; 某

些非金属化合物; 金

属锗

金属单质和合金
大部分盐、碱、金属氧化物、金

属过氧化物

典型实例 冰、干冰、C60等

金刚石、单质硼、单质

硅、二 氧 化 硅、碳 化

硅、氮化硼等

金属钠、镁、铝、铁等 氯化钠、氧化钙、过氧化钠等

表 2 金属晶体的四种堆积模型的比较

堆积模型 简单立方堆积 体心立方堆积 六方最密堆积 面心立方最密堆积

典型代表 Po Na K Fe Mg Zn Ti Cu Ag Au
空间利用率 52% 68% 74% 74%

配位数 6 8 12 12

晶胞

晶胞所含原子数 1 2 2 4

二、抓住典型代表，明确结构特点

分子晶体的典型代表是二氧化碳晶体，原子

晶体的典型代表是金刚石晶体和二氧化硅晶体，

离子晶体的典型代表是氯化钠晶体和氯化铯晶

体。复习过程中，要抓住这些典型代表，明确其结

构特点，达到牢固掌握。
如金刚石晶体的结构如图 1 所示，其特点为: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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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化学工艺流程题归类总结*

江苏省宜兴市湖口实验学校 214223 朱佳音

一、中考命题形式

纵观近几年的中考试题可发现，工艺流程题

的命题背景新颖，通常有表 1 所列几种类型。
表 1

按资源背景分类 举 例

( 海) 水资源 海水制盐、氯碱工业、海水提取镁等

空气资源 合成氨工艺流程、生产硫酸工艺流程等

矿产资源 冶铁炼钢等

化石燃料 有机合成工艺

化工( 实验) 废液 提取金属或盐

试题设计一般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1． 推断流程图中的某种物质

这就要求分析流程图中的每一个步骤，了解

每一步操作中的进出物质，化学反应，操作的目

的，对制造或提纯产品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
( 1) 要判断需加入的试剂，可以从加入试剂

的目的、反应的产物入手进行分析。( 2 ) 要判断

流程图中某一步中的物质可以从上一步操作中反

应物可能发生的反应入手。
2． 书写化学方程式

( 2) 依据信息书写未学过的化学方程式，首先要

从流程图中找出反应物和生成物，若从已知信息中

找出的反应物和生成物不满足质量守恒定律，可以

在反应物或生成物中加上水，然后进行配平，还应注

意反应条件的有关信息; 若在空气中煅烧或通入空

气则还需考虑空气中的氧气是否参与反应。( 2) 根

据流程图书写某步操作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

式，首先要找出进入该步操作中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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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学

 ①每个碳原子以四个共价单键对称地与相邻

的 4 个碳原子结合，形成正四面体结构;②最小的

环上 6 个 C 原子; ③C 原子数与 C—C 键数之比

为 1∶ 4 × 1 /2 = 1∶ 2。又如二氧化硅晶体的结构如

图 2 所示，其特点为:①每个硅原子以四个共价键

与 4 个氧原子结合，每个氧原子以两个共价键与

2 个硅 原 子 结 合，硅、氧 原 子 的 个 数 比 为 1 ∶ 2;

②1 mol SiO2晶体中含有 4 mol Si—O 键; ③最小

的环上有 12 个原子( 6 个硅原子和 6 个氧原子) 。
三、总结知识规律，揭示内在本质

本章蕴含着丰富的知识规律。如立方晶胞占

有微粒数的计算规律、晶体熔沸点高低的比较规律、
晶体类型的判断规律、晶格能的知识规律等。复习

过程中，要注重总结知识规律，从而揭示本质，举一

反三，灵活运用。如晶格能的知识规律可总结如下:

1． 因素影响规律: 影响晶格能的因素有离子

的电荷和阴、阳离子的半径。阴、阳离子所带电荷

数( 绝对值) 越多，晶格能越大; 阴、阳离子的半径

越小，晶格能越大。
2． 晶格能与离子晶体性质的关系规律: 晶格

能越大，形成的离子晶体越稳定，而且熔点越高，

硬度越大。

四、掌握计算方法，达到灵活应用

有关晶体化学式的计算和有关晶体( 如晶体

的密度、晶胞的边长、晶体的摩尔质量、阿伏加德

罗常数) 的计算是本章的重点，复习过程中，学生

要掌握其计算方法，达到灵活应用。
1． 晶体化学式的计算: 由晶胞构成的晶体，可

用均摊法计算其化学式。对于立方晶胞来说，处

于顶点的粒子同时为 8 个晶胞共有，1 个晶胞的

占有率为 1 /8; 处于棱上的粒子为 4 个晶胞共有，

1 个晶胞的占有率为 1 /4; 处于面上的粒子为 2 个

晶胞共有，1 个晶胞的占有率为1 /2; 处于晶胞内部的

粒子完全属于该晶胞，即 1 个晶胞的占有率为 1。
2． 有关晶体的计算: 若 1 个晶胞中含有 x 个

粒子，则 1 mol 晶胞中含有 x mol 粒子，其质量为

x mol ×M g /mol = xM g( M g /mol 为晶体的摩尔质

量) ; 若晶体的密度为 ρg /cm3，立方晶胞的边长为

a cm，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数值为 NA，则 1 mol 晶胞

的质量为 ρg /cm3 × ( a cm) 3 × NA = ρa3NA g; 从而

可得 xM g = ρa3NAg。由此公式可知，已知其中的

四个量，可以计算另一个量; 如可以计算晶体的摩

尔质量、晶体的密度或阿伏加德罗常数等。
( 收稿日期: 2018 － 06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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