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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题题型及题干分析

1． 试题题型分析

有三种题型: 一是用表格形式呈现出几种未

知元素位置; 二是用文字形式介绍未知元素的微

粒结构; 三是用框图形式呈现几种未知元素形成

的单质和化合物间的相互反应。
第一种题型，将元素用字母形式在表格中反

映出来，考查学生对短周期元素特别是二、三周期

元素位置掌握的熟练程度，但元素的种类可能会

增多，加大了试题的难度。
第二种题型，用文字介绍未知元素的性质，考

查学生对微粒半径、原子序数、电子层结构、化合

价、离子符号等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虽元素种类

无变化，但推出元素后还要按周期表位置重新排

列。
第三种题型，用框图形式呈现未知物质间的

相互反应，推出未知物后，找出对应元素按周期表

顺序排位，难度极大。
因此，从元素化合物知识容量、试题难易及分

值设 置，综 合 运 用 知 识 能 力 等 方 面 分 析，预 测

2018 年高考试题的命制仍以第一、二种题型为

主。
2． 试题题干分析

分析 2013 年 － 2017 年全国Ⅰ、Ⅱ、Ⅲ、大纲

及其他各省市单独命题的高考试卷，无论哪种元

素推断的题型，题干的设计有四个方面相同: 一是

未知元素种类均为四种或以上; 二是未知元素用

字母 W、X、Y、Z 或 a、b、c、d 等符号表示; 三是以选

择题的形式出现; 四是元素大多在短周期元素或

短周期主族元素范围内，可能含 K、Ca 等元素; 五

是利用某元素的特性作为解题的突破点，推导其

他元素。
二、考点元素分析

包括考题中元素出现的次数和元素特性的

分析。分析了 试 卷 中 的 47 个 试 题，得 出 如 下 结

论。

1． 考题元素出现次数分析

对考查元素的次数作统计，按由多到少的顺

序排列( 括号内为各种元素出现次数) : 最多的是

O( 29) ，Cl( 22) ，N、Na、Si、S( 20) ，C( 18) ; 较多的

是 H、Al( 13) ，Mg( 10) ; P( 9) ，F( 7) ; 较少的是 Cu
( 4) ，K( 3) ，Ca、As、Ar、Br( 2) ; 最少的是 Li、He、I、
Ga、Ge、At、Fe、Ni( 1) 。

O、Cl、N、Na、Si、S、C 等不仅属于短周期元素，

且在主族元素范围内，中学课本也详细介绍了这

些元素的单质及化合物性质，推断时应属首选元

素; H 虽只出现 13 次，甚至有些试题未涉及其元

素的推断，但选项设置时会出现与 H 有关的非金

属气态氢化物稳定性、最高价氧化物水化物酸性

强弱等知识的判断，属于重点元素; Al 出现次数

相对较少是因常放在第 II 卷无机化工流程题，但

形成的 Al、Al2O3、Al ( OH) 3 等物质既能与强酸、
又能与强碱反应，推断时也要考虑。

He、Ne、Ar 等最外层电子达稳定结构，已很难

与其他原子得、失电子或共用电子对形成化合物;

K、Ca 不在短周期元素的范畴; Fe、Cu、Ni 又常移

在第 II 卷无机化工流程题中考查; As、Br、I、Ga、
Ge 等元素只是在单独考查同一主族元素性质递

变规律知识时才涉及到。因这些元素出现次数较

少，解题时一般不考虑。
2． 考题元素特性分析

H 原子中只有 1 个电子; 原子核外只有 1
个电子; 原子核外 L 电子层有 0 个电子; 最外层电

子数为 1; H － 电子层结构与氦相同; 核外电子总

数与其周期数相同; 非金属元素最外层电子数与

周期数相同; 最高正价与最低负价代数和为 0; 原

子核中无中子的原子; 同位素原子2
1 H、

3
1 H 是制氢

弹的原料; 常用于高能电池; 与 Na、K 形成离子化

合物，与 N、P、Cl 形成共价化合物; 与 N 形成化合

物在水中呈碱性。
Li 最外层电子数是次外层电子数的 1 /2 倍

的元素; 单质在常温下能与水反应放出气体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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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元素。
Be 最外层电子数等于次外层电子数; 周期

序数等于最外层电子数; 最高价氧化物及其水化

物既能与强酸反应，又能与强碱反应的元素。
C 能形成同素异形体的元素; 最外层电子

数是其所在周期数的 2 倍; 最外层电子数是内层

电子数的 2 倍; 核外最外层电子数是其电子层数

的 2 倍; 最高正价与最低负价代数和为 0; 最高价

氧化物对应水化物化学式为 H2CO3 ; 与 O 原子核

电荷数之比为 3∶ 4; 与 Al 原子最外层电子数之比

为4∶ 3; 与 Si 同 族; 一 种 单 质 是 宝 石; 与 H 形 成

CH4、CH2 = CH2、CH≡CH、C6H6 等多种有机物; 与

O 元素形成 CO、CO2 两种化合物; 同位素原子: 12
6 C

用于测定相对原子质量、146 C 用于考古断代。
N 核外 L 层电子数为 5; 价电子层中有 3 个

未成对电子; 原子半径: N ＞ H; 氢化物作制冷剂;

气态氢化物的水溶液呈碱性的元素; 元素的气态

氢化物和它的最高价氧化物的水化物能发生化合

反应的元素。
O 能形成同素异形体的元素; 18

8 O 用于同位

素示踪原子; 最外层电子数为 6 或最外层有 6 个

电子; 最外层电子数为内层电子数的 3 倍; 最外层

电子数是次外层电子数 3 倍的原子; 最外层电子

数是电子层数 3 倍的原子; 周期表中位于 N、F 之

间，互 为 相 邻 元 素; 一 般 无 正 化 合 价; 氢 化 物

( H2O、H2O2 ) 通常情况下呈液态的元素; 与 Na 形

成 Na2O、Na2O2 两种化合物; 与 N 形成 NO、NO2、
N2O4、N2O5 等多种化合物; 与 S 形成 SO2、SO3 两

种化合物; 与 P 形成 P2O3、P2O5 两种氧化物。
F 无正价的元素; 价电子层中未成对电子

只有 1 个; 单质常温下为淡黄绿色气体; 单质与氢

气冷暗处发生爆炸反应; 单质常温下与水反应放

出气态的短周期元素; 同族 气 态 氢 化 物 中 最 稳

定。
Na Na + 与 O2 － 或 F － 相同的电子层结构，相

同的电子数，半径 Na + ＜ O2 － ( 或 Na + ＜ F － ) ; 焰色

反应呈黄色的元素; 单质常温下与水反应放出气

体的短周期元素; 与 H 同族; M 电子层有 1 个电

子; 单质在空气中燃烧生成的化合物可与水发生

氧化还原反应; 与 Cl 形成化合物在水中呈中性;

与 F、S 形成化合物在水中因发生水解显碱性; 与

N 形成化合物 Na3N 在水中发生水解生成碱性物

质。
Mg 基态原子的 M 层与 K 层电子数相等;

Mg2 + 与 O2 － 具有相同电子层结构; Mg2 + 电子层结

构与 Ne 相同; L 层电子数为 8 个。
Al 周期数与族序数相同; 基态原子最外层

电子排布式为 3s23p1 ; 既能与酸又能与碱反应放

出氢气的短周期元素形成的单质; 最高价氧化物

及其水化物既能与强酸反应，又能与强碱反应的

元素。
Si 质子数为偶数; 一种核素的质量数为 28，

中子数为 14; 无机非金属材料的主角元素; 单质

广泛用作半导体材料; 纯净的氧化物 SiO2 用作光

导纤维材料。
P 最外层电子数是内层电子数 1 /2 的元素;

能形成同素异形体的元素。
S 最外层电子数为 6; 最外层电子数是电子

层数( 或周期序数) 的 2 倍; 次外层电子数为 8; 与

O 属于同族; 最高化合价是最低价化合价绝对值

的 3 倍; 室温下的单质为淡黄色粉末; 最高价氧化

物水化物与元素气态氢化物可发生氧化、还原反

应的元素; 元素的气态氢化物和它的氧化物在常

温下起化合反应生成该单质的元素; 能形成同素

异形体的元素。
Cl 最外层电子数为 7; 次外层电子数为 8; 与

S 属于同周期; Cl － 最外层有 8 个电子; 阴离子与

K + 具有相同的电子层结构; 比 Al 原子核电荷数

多 4; 富集在海水中的元素; 单质为黄绿色气体;

H2 在 Cl2 中燃烧放出苍白色的火焰，形成一种溶

于水的强酸。
K 最外层电子数为 1; F － 与 K + 电子数相差

8; Cl － 与 K + 具相同电子层结构; 焰色反应为紫色

的元素。
三、元素推断、选项判断、解题方法的策略

1． 元素推断的策略

要推出题干给出的未知元素，解答时应从题

干文字叙述的如下内容中寻求突破口。
短周期或短周期主族元素 短周期，即一、

二、三周期，包括 18 种元素，题干虽未提到“主族

元素”，但一般要排除 He、Ne、Ar 三种稀有气体元

素，因为这三种元素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已达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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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结构。若题干强调“短周期主族元素”，则更要

这样处理。
前 20 号元素 一般所推元素必含 K、Ca 之

一，若不含 K、Ca 元素，则题中没有必要这样叙

述，可直接叙述成“短周期元素”或“前 18 号元

素”。且从同一主族看，K 与 H、Na，Ca 与 Mg 分别

属于 IA、IIA 族的代表元素。
前四周期元素 周期表中的一、二、三、四周

期的所有元素。第一种题型的元素推断中，可能

涉及主族 中 的 K、Ca、Ga，As、Se、Br 等 元 素。因

He、Ne、Ar、Kr 为稀有气体，Fe、Cu、Ni 为过渡元素

且单质及化合物的性质又常移到无机化工流程图

或物质结构题中考查，故推断元素时可不考虑。
四种元素或者以上元素 包含 H、O 之一，有

三种可能: 一是只含 H; 二是只含 O; 三是既含 H、
又含 O。

从 H 的角度分析 一是 H 与活泼金属 Na、K
等形成 NaH、KH 含离子键的离子化合物，与非金

属 C、N、O、Si、P、S、Cl 等 形 成 CH4、NH3、H2O、
SiH4、PH3、H2S、HCl、CH3OH 等只含极性共价键的

共 价 化 合 物，还 可 形 成 C2H6、CH2 = CH2、CH≡
CH、C6H6、N2H4、H2O2、CH3CH2OH、CH3COOH、
CH3COOC2H5 等既含极性键又含非极性键的共价

化合物，从而考查化学键或化合物的类型。二是

与同主族非金属元素形成 HF、HCl、HBr、HI，H2O、
H2S，NH3、PH3 等考查气态氢化物稳定性。三是

与 N、O、F 形成含氢键的 NH3、H2O、HF、CH3OH、
CH3CH2OH、CH3COOH 等考查化合物的熔沸点高

低和水溶性知识。四是与 C、N、Si、P、S、Cl 和 O
形成 H2CO3、HNO3、HNO2、H2SiO3、H3PO4、H3PO2、
H3PO3、H2SO3、H2SO4、HClO4、HClO3、HClO 等 考

查氧化物水化物或最高价氧化物水化物酸性强

弱。五是与 O 和 Na、K、N、Mg 形成 NaOH、KOH、
NH3·H2O、Mg( OH) 2 等考查碱性强弱。六是与

O、Al 形成 Al ( OH) 3 考查两性氢氧化物的性质。
七是与 Na、O、C、S 等形成 NaHCO3、NaHSO3、NaHS
等化合物考查酸式盐水解与电离，与酸、碱反应的

知识。八是与 N 形成 NH +
4 ，考查铵盐与碱的反

应。若无 H 元素推断，则选项中一般都会出现与

H 有关物质知识的考查。
从 O 的角度分析

一是 O 与非金属 H、N、C、Si、S、P 等形成中性

氧化物 H2O，不成盐氧化物 NO、CO，酸性氧化物

CO2、SiO2、P2O5、P2O3、SO2、SO3，特殊氧化物 NO2、
N2O4 ; 与金属 Na、Mg、Ca、Mn、Al 形成碱性氧化物

Na2O、MgO、CaO，酸性氧化物 Mn2O7，两性氧化物

Al2O3 等考查氧化物的性质。
二是与 H、Na 可形成过氧化物 H2O2、Na2O2，

与 Fe 和 Cu 形成多种化合物 FeO、Fe2O3、Fe3O4，

Cu2O、CuO 等考查化学键的类型或化合物性质。
三是与 C、N、S、Si、P、Cl 形成含氧酸根 CO2 －

3 、
NO －

3 、SO
2 －
3 、SO

2 －
4 、PO

2 －
3 、PO

3 －
4 、ClO

－
4 、ClO

－
3 ，与

NH +
4 、金属阳离子的化合物考查含氧酸盐的性质。

四是 O2 － 与 H + 形成 OH － ，与金属阳离子形成碱

性化合物，考查与酸反应的知识。若无 O 元素推

断，在选项中一般都会出现与 O 有关的氧化物或

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酸性强弱判断知识的考

查。
原子序数依次增大 四种或以上元素的推

断，若原子序数依次增大: 含 H，则原子序数最小

的必是 H 元素，因为周期表中 H 的原子序数最

小。对 X、Y 两种元素: 若原子序数 X ＜ Y，原子半

径 X ＜ Y，则 X、Y 在不同周期，且 X 为上一周期、Y
为下一周期; 若原子序数 X ＜ Y，且原子半径 X ＞
Y，则 X、Y 在同一周期，且 X 在前、Y 在后; 若原子

序数 X ＜ Y，且为同一主族，则 X 在上一周期、Y 在

下一周期或在更下一周期。
元素处于相邻周期 将几种元素的位置以表

格的形式反映出来，根据元素相互间位置，可判断

元素所处的周期或族别: 若三个周期相邻且都有

元素，应分布在一、二、三周期; 若两个周期相邻且

各含一种元素，应分布在一、二周期或者二、三周

期; 若两个周期相邻且各含二元素，每个周期两元

素相邻( 或间隔一种或二种) ，元素应分布在二、
三周期。

周期序数等于主族序数 电子层数也等于周

期序数，最外层电子数也等于主族族序数。短周

期中，周期序数等于主族序数的元素有三种: 第一

周期的 H; 第二周期的 Be; 第三周期的 Al。
电子层结构相同的微粒 也称核外电子排布

相同的微粒，包括三个含义: 一是电子总数相同;

二是电子层数相同，三是每层电子数相同。短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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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有三种结构的微粒: 一是 1 层 2e － 微粒，以

He 为 中 心，包 括 H －、He、Li +、Be2 + ; 二 是 2 层

10e － 微粒，以 Ne 为中心，包括 C4 －、N3 －、O2 －、F －、
Ne、Na +、Mg2 +、Al3 + ; 三是 3 层 18e － 微粒，以 Ar 为

中心，包括 Si4 －、P3 －、S2 －、Cl －、Ar、K +、Ca2 +。
最外层电子数与电子层数、内层电子数、次外

层电子数倍数( 或多少) 关系 短周期元素中，最

外层电子数是电子层数: 1 倍的为第一周期 H、第
二周期 Be、第三周期 Al; 2 倍的为第一周期 He、第
二周期 C、第三周期 S; 3 倍的为第二周期 O; 4 倍

的为第二周期 Ne。最外层电子数是内层电子数:

1 /2 倍的为第二周期 Li、第三周期 P。最外层电子

数比次外层电子数: 多且多 1、2、3、4、5、6 分别是

第二周期 B、C、N、O、F、Ne; 相等的为第 二 周 期

Be、第三周期 Ar; 少且少 7、6、5、4、3、2、1 的分别

是第三周期的 Na、Mg、Al、Si、P、S、Cl。最外层电

子数是次外层电子数: 1 /2 倍的为第二周期 Li、第
三周期 Si; 1 倍的为第二周期 Be、第三周期 Ar。
电子层数为最外层电子数: 1 /2 倍的为第一周期

He、第二周期 C、第三周期 S; 1 倍的为第一周期的

H、第二周期 Be、第三周期 Al; 2 倍为第二周期 Li。
又 He、Ne、Ar 为稀有气体，结论中涉及到这些元

素可排除。
金属性与非金属性 短周期元素中，金属性

最强的为 Na，非金属性最强的是 F。同一周期，

从左到右: 金属性逐渐减弱，如 Na ＞ Mg ＞ Al、Li ＞
Be; 非金属性逐渐增强，如 C ＜ N ＜ O ＜ F、Si ＜ P ＜
S ＜ Cl。同一主族，从上到下: 金属性逐渐增强，如

Li ＜ Na ＜ K、Be ＜ Mg ＜ Ca; 非金属性逐渐减弱，如

F ＞ Cl ＞ Br、O ＞ S、N ＞ P、C ＞ Si。
同族或同一主族 同族包括主族、副族、Ⅷ

族、0 族。短周期中，无副族、Ⅷ族元素，0 族又为

稀有气体元素，推断元素时只能在主族中考虑。
同一主族，指第ⅠA—ⅦA 七个主族的元素，分别

为:ⅠA 的 H、Li、Na、K、Ｒb、Cs、Fr，ⅡA 的 Be、Mg、
Ca、Sr、Ba、Ｒa，ⅢA 的 B、Al、Ga、In、Tl，ⅣA 的 C、
Si、Ge、Sn、Pb，ⅤA 的 N、P、As、Sb、Bi，ⅥA 的 O、S、
Se、Te、Po，ⅦA 的 F、Cl、Br、I、At。若是短周期元

素，ⅠA 为 H、Li、Na，ⅡA 为 Be、Mg，ⅢA 为 B、Al，
ⅣA 为 C、Si，ⅤA 为 N、P，ⅥA 为 O、S，ⅦA 为 F、
Cl。

短周期元素的最字规律 原子半径最小或单

质最轻的元素是 H; 最轻的金属元素是 Li; 形成化

合物种类最多或气态氢化物中氢的质量分数最大

或单质是自然界中硬度最大的元素是 C; 空气中

含量最多的元素是 N; 地壳中含量最多或气态氢

化物的沸点最高或氢化物在通常情况下呈液态的

元素是 O; 最活泼的非金属性或阴离子还原性最

弱的元素是 F; 短周期中金属性最强或最高价氧

化物对应水化物碱性最强或原子半径最大的元素

是 Na; 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或最高价氧化物及

其水化物既能与强碱反应，又能与强酸反应的短

周期元素是 Al; 最易着火的非金属元素的单质元

素是 P; 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酸性最强或非

金属性活泼性最强的短周期( 或第三周期) 元素

是 Cl。
电子总数相等微粒 电子总数相等微粒有四

类: 一是 2e － 微粒，包括 H －、H2、He、Li
+、Be2 + ; 二

是 10e － 微粒，包括 C4 －、N3 －、O2 －、F －、OH －、CH4、
NH3、H2O、HF、Ne、NH

+
4 、H3O

+、Na +、Mg2 +、Al3 + ;

三 是 18e － 微 粒，包 括 Si4 －、P3 －、O2 －
2 、S

2 －、Cl －、
C2H6、N2H4、H2O2、F2、SiH4、PH3、H2S、HCl、Ar、
K +、Ca2 + ; 四 是 特 殊 化 合 物，如 14e － 的 CO、N2、
C2H2，16e － 的 C2H4，38e － 的 Na2O2，50e － 的

Mg3N2。
最高化合价与最低化合价( 或最外层电子数

或主族族序数) 关系 一般，金属元素无负化合

价; 非金属元素 O、F 无正化合价。最高化合价 =
主族族序数 = 最外层电子数，最低化合价 = 最外

层电子数 － 8。主族元素中，遵循: 最高正化合价

+ |最低化合价 | = 8 ( 或最高正化合价 + | 最低化

合价 | = 2，如 H) 。最高化合价 + 最低化合价等

于: 0 的为 H、C、Si; 2 的为 N、P; 4 的为 S; 6 的为

Cl。
电子层排布与电子数关系 K、L、M、N 分别

代表第一、二、三、四电子层，各电子层最多容纳电

子数为 2n2个即分别为 2、8、18、32; 最外层电子数

( 或倒数第一层) 不超过 8 个( 或 2 个，He) ，次外

层电子数( 或倒数第二层) 不超过 18 个，倒数第

三层不超过 32 个。
2． 选项判断的策略

原子序数 同一周期: 从左到右，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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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到下，逐渐增大。不同周期、不同主族: 下一

周期的原子序数大于上一周期。
微粒半径 同一周期，从左到右: 原子、阳离

子、阴离子半径均逐渐减小，阳离子半径小于阴离

子半径; 同一主族，从上到下: 原子、阳离子、阴离

子半径均逐渐增大; 不同周期、不同主族: 下一周

期的原子半径大于上一周期; 核外电子排布相同

微粒，遵循“阴前阳下，序小径大”规律; 同一元素

的不同微粒半径: 价态越低，半径越大。
金属性强弱 同一周期，从左到右: 金属性逐

渐减弱; 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碱性逐渐减弱;

单质的还原性逐渐减弱; 金属阳离子的氧化性逐

渐增强。同一主族，从上到下: 金属性逐渐增强;

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碱性逐渐增强; 单质的

金属性逐渐增强; 金属阳离 子 的 氧 化 性 逐 渐 减

弱。
非金属性强弱 同一周期，从左到右: 非金属

性逐渐增强; 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酸性逐渐

增强; 气态氢化物的稳定性逐渐增强; 单质的氧化

性逐 渐 增 强; 非 金 属 阴 离 子 还 原 性 逐 渐 减 弱。
同一主族，从上到下: 非金属性逐渐减弱; 最高价

氧化物对应水化物酸性逐渐减弱; 气态氢化物的

稳定性逐渐减弱; 单质的氧化性逐渐减弱; 非金属

阴离子的还原性逐渐增强。两种非金属元素形成

的化合物中，负价元素的非 金 属 性 强 于 正 价 元

素。
熔沸点高低 不同类型的晶体，一般遵循: 原

子晶体 ＞ 离子晶体 ＞ 金属晶体 ＞ 分子晶体; 或原

子晶体 ＞ 金属晶体 ＞ 离子晶体 ＞ 分子晶体。相同

条件下物质的不同状态: 固态 ＞ 液态 ＞ 气态。
同类型的原子晶体，成键原子半径越小，熔沸

点越高; 同类型的离子晶体，阳离子、阴离子半径

越小，离子所带电荷数越多，熔沸点越高; 同类型

金属晶体，原子半径越大，熔沸点越低; 同类型分

子晶体，相对分子质量越大，熔沸点越高。同族非

金属元素的氢化物，从上到下，相对分子质量逐渐

增大，熔沸点越高，有氢键的高于无氢键的。烷

烃、烯烃、炔烃、卤代烃、醇、羧酸同系物，从上到

下，随着 C 原子数目增多，相对分子质量增大，分

子间作用力增强，熔沸点越高。碳链异构的同分

异构体，支链越多，熔沸点越低; 空间结构越对称，

熔沸点越低。
酸、碱性强弱 同一周期，从左到右，金属元

素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碱性逐渐减弱，非

金属元素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酸性逐渐增

强; 同一主族，从上到下，金属元素最高价氧化物

对应水化物的碱性逐渐增强，非金属元素最高价

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酸性逐渐减弱。若题干无

“最高价”，则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酸性、碱性就

不一定遵循这个规律。
化合物类型判断 可从三个方面: 一是化合

物类型。一般非金属氢化物、非金属氧化物、有机

物( 有机盐除外) 为共价化合物，大多数金属氧化

物、强碱、大多数盐是离子化合物。二是化合物性

质。熔融状态下能导电的为离子化合物，熔融状

态下不导电的为共价化合物。三是化学键类型。
含离子键的化合物，一定为离子化合物; 只含共价

键的化合物，一定是共价化合物。
化学键类型 化学键包括离子键和共价键，

共价键又包括极性共价键和非极性共价键，有四

种类型: 一是只含共价键，由非金属单质和大多数

由非金属元素组成的化合物。二是只含离子键，

由活泼金属元素( ⅠA、ⅡA) 与活泼非金属元素

( ⅦA、ⅥA) 形成的化学键为离子键。三是既有离

子键又有共价键化合物，含原子团的离子化合物。
四是无化学键，稀有气体。注意: AlCl3 虽由金属

元素和非金属元素组成，但为共价键; NH4NO3 虽

由非金属元素组成，但含离子键。
3． 解题方法的策略

常用比较、推理、归纳、假设等解题方法。
( 1) 比较法

即同一周期、同一主族不同元素原子间: 微粒

半径、原子序数，金属性与非金属性，氢化物稳定

性，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酸或碱性，单质氧化

性或还原性等大小、强弱的比较。
( 2) 推理法

包括顺推法和逆推法。关键是要抓住题目中

某一元素的某一特性即显现条件( 即“题眼”，也

称解题的突破口) 推出该元素，然后分析与其它

元素关系，通过顺向或逆向或两边向中推理等的

方法推导出其它元素。
顺推法 即根据题目所给文字信息或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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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的相对位置，从某一元素特性出发，沿正向思

路层层分析推理，直至推出其他元素。

表 1

W X

Y Z

如，“( 2013 山东) W、X、Y、Z 四种短周期元素

在元素周期表中的相对位置如表 1 所示，W 的气

态氢化物可与其最高价含氧酸反应生成离子化合

物( 选项略，下同) ”中元素的推断用顺推法:

“W 的气态氢化物可与其最高价含氧酸反应

生成离子化合物”是该题的突破点: W 为 N。由

W、X、Y、Z 在表中位置，用“顺推”原理，可推出其

他元素: W 与 X 为同一周期且相邻，X 为 O; Y 与 X
为同一主族且相邻周期，Y 为 S; Y 与 Z 为同一周

期且相邻，Z 为 Cl。
逆推法 有的元素推断题，最初所给条件并

不明确，但某一结果有较明确的含义，求解时可从

结果入手，采用逆向思维逐层推理，推出其它元

素。
如“( 2014 全国Ⅰ) X、Y、Z 均是短周期元素，

X、Y 处于同一周期，X、Z 的最低价离子分别为

X2 － 和 Z － ，Y + 和 Z － 离子具有相同的电子层结构”
中元素推断用逆推法:

“W、X、Y、Z 均是短周期元素，X、Y 处于同一

周期”这一信息不明确，无法推出。故只能从最

后一个信息或结论“Y + 和 Z － 离子具有相同的电

子层结构”出发，推 Y + 和 Z － : 相同电子层结构相

同有三种: 一是 1 层 2 电子的 Li + 和 H － ; 二是 2 层

10 电子 Na + 和 F － ; 三是 3 层 18 电子 Cl － 和 K +。
短周期，排除第三种。即 Y + 为 Li +、Z － 为 H － 或

Y + 为 Na + ，Z － 为 F －。
再根据“X、Z 的 最 低 价 离 子 分 别 为 X2 － 和

Z －”条件推 X。由 X 的最低价离子 X2 － 知 X2 － 为

O2 － 或 S2 － ，又“X、Y 处于同一周期”: 若 Y + 为 Li +、
Z － 为 H － ，X2 － 只 能 为 O2 － ; 若 Y + 为 Na + ，Z － 为

F － ，则 X2 － 只能为 S2 －。因选项未涉及 W 元素，不

必推出。
答案: X － O、Y － Li、Z － H 或 X － S、Y － Na、

Z － F。
两边向中推理法或中间向两边推理法 解题

的突破点，还是在于寻找某一或某两元素的特性，

前者出现在题干文字叙述( 或元素位置) 的两边，

后者出现在中间的一种推理方法。
( 3) 归纳法

是根据大量的事实概括出一般性结论的一种

逻辑推理方法。因元素周期律是应用归纳法总结

出来的，故元素推断题中无论是题目文字还是选

项涉及的知识，都要用归纳法解答。
( 4) 假设法

由题设条件和元素位置图找出题目突破口，

并对有关内容建立假设，然后将假设结果代入题

眼中进行验证分析，由此可使问题得以解决。
如( 2017 年全国Ⅱ) “a、b、c、d 为原子序数依

次增大的短周期主族元素，a 原子核外电子总数

与 b 原子次外层的电子数相同; c 所在周期数与

族数相同; d 与 a 同族。”中元素的推断 3 次用到

假设法:

由“a 原子核外电子总数与 b 原子次外层的

电子数相同”知，b 原子次外层电子数，b 只能为第

二周期或第三周期。假设 b 为第二周期，次外层

有 2 个电子，a 核外有 2 个电子，a 为 He，不是“主

族”，排除; 第三周期，次外层有 8 个电子，a 的核

外有 8 个电子为第二周期的 O 元素。
由“c 所在周期数与族数相同”知，假设 c 在

第一周期，则族序数为 1 即ⅠA 的 H; 第二周期，

族序数为 2 即ⅡA 的 Be; 第三周期，族序数为 3 即

ⅢA 的 Al。又 c 的原子序数大于 a、b，由上述推

断知，a、b 已在第二、三周期，故排除 c 为 H、Be 这

两种可能，c 只能为 Al。
因 d 与 a 同族且 d 的原子序数大于 c，当 c 为

Al、a 为 O 时，d 为 S。因 b 的原子序数在 a 与 c 即

O 与 Al 之间，则 b 为 F、Na、Mg 之一，再采用假设

法将这三种元素代入选项，即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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