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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化学计算题一直是困扰高中学生的一大难题,在考试中,一旦遇到计算题,很多学生会出现胆怯心理,正常的思路
很容易被打乱,影响学生的正常发挥.其实,只要我们对经常出现的计算题类型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很多计算题的解决是有技
巧的,其中利用最多的就是守恒规律.守恒规律之所以应用广泛,原因是其使用时不需要纠缠于细枝末节,重点关注始态和终
态,寻找从始态到终态过程中存在的守恒关系和有用的信息,进而建立简单的等量关系,大大减少了解题的冗余步骤,提高了做
题的准确率.

关键词:质量守恒;电子转移;量守恒

　　守恒规律主要有以下几种:质量、原子(原子团)、物质的
量、电子转移、电荷守恒.我们分别予以举例证明:
一、质量守恒

化学反应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参加反应的物质总量和
生成物的总量是恒等的.

例１　由Na２S、Na２SO３、Na２SO４组成的混合物中,测得
氧元素为２２％,则其中含硫元素约为 (　　)

A．３２％　　　　　　　　　B．４６％
C．７８％ D．无法确定
解析:混合物中不管以任何比例混合,Na和S的原子个

数之比总是２∶１,所以质量比为２３∶１６.因为氧的质量分
数为２２％,所以Na和S的总的质量分数为７８％,可以求出
硫的质量分数为３２％.

例２　把７．４gNa２CO３�１０H２O和NaHCO３组成的混合
物溶于水,配成１００mL溶液,其中 Na＋ 的物质的量浓度为
０．６mol/L;若把等质量的混合物加热到恒重时,残留物的质
量是　　　　.

解析:分析题意可知,最后剩余物质只有 Na２CO３且
Na＋的物质的量为０．０６mol,由 Na＋ 守恒可求出 Na２CO３的
质量为３．１８g.
二、原子守恒

其本质仍然是质量守恒定律,只不过是从微观上来,可
以理解为“在一切化学反应中,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数目、
原子质量前后没有变化”.

例３　已知有反应２NO＋O２��２NO２,今在体积为VL
的密闭容器中通a molNO和bmolO２.反应后的容器中
氮原子和氧原子个数之比是 (　　)

A．a/b　 B．a/２b　 C．a/(a＋２b)　 D．a/(２a＋２b)
解析:由于该反应在密闭容器中进行,氮原子和氧原子

的数目始终不变,可由初始状态求出氮原子和氧原子个数之
比为a/(a＋２b).

例４　某温度下,１L密闭容器中加入１molN２和３mol
H２,使反应N２＋３H２ ��� ２NH３ 达到平衡.测得平衡混合
物中N２、H２、NH３的物质的量分别为 M、N、Q.如果温度不
变,只改变初始物质的加入量,而要求 M、N、Q维持不变,则
N２、H２、NH３的加入量用x、y、z表示时,应满足条件:

(１)若x＝０,y＝０,则z＝　　　　.
(２)若x＝０．７５mol,则y＝　　　　,z＝　　　　.
(３)x、y、z应满足的一般条件是(用含x、y、z的方程式

表示)　　　　.
解析:此题为等效平衡的题目,一般采用极限转化法求

解.如果从原子守恒的角度考虑,该题也比较容易解决.由
题意得,容器内加入物质应始终含有２molN原子和６mol
H原子.

若x＝０,y＝０,则N、H原子全部存在于NH３中,求出z
＝２mol;

若x＝０．７５mol时:
由N原子守恒得:z＝２mol－０．７５mol×２＝０．５mol

由 H原子守恒得:y＝
６mol－３×０．５mol

２ ＝２．２５mol{

(３)由N原子守恒得:２x＋z＝２,由 H原子守恒得:２x
＋３z＝６.
三、物质的量守恒

例５　向一定量的 Fe、FeO、Fe２O３的混合物中,加入

１００mL１mol/L 的 盐 酸,恰 好 使 混 合 物 完 全 溶 解,放 出
２２４mL(标准状况下)的气体.所得溶液中加入KSCN溶液
无血红色出现,混合物中铁元素的质量分数为 (　　)

A．６８．６％　　B．７７．８％　　C．８１．４％　　D．无法计算
解析:该题乍看起来好像条件不足,仔细分析会发现可

以由守恒规律求解.分析题意得,混合物由铁和氧两种元素
组成,且 所 得 溶 液 溶 质 只 有 FeCl２.由 Cl－ 守 恒 得 到,n
(FeCl２)＝０．０５mol,求出铁的质量为２．８g.再分析混合物
中氧的最终产物是 H２O,由氢元素守恒可以求出n(H２O)＝
０．０４mol,进而求出氧的质量为０．６４g.最后算出铁元素的
质量分数为８１．４％.
四、电子转移守恒

氧化还原反应是高中化学学习的主要线索,在氧化还原
反应中,氧化剂和还原剂得失电子的数目是相等的,电子守
恒在氧化还原反应中的应用为高考的热点问题.

例６　２４mL浓度为０．０５mol�L－１的 Na２SO３溶液恰
好与２０mL浓度为０．０２mol�L－１的 K２Cr２O７溶液完全反
应,已知Na２SO３可被K２Cr２O７氧化为Na２SO４,则元素Cr在
还原产物中的化合价为 (　　)

A．＋２　　　B．＋３　　　C．＋４　　　D．＋５
解析:在反应中,硫元素失电子化合价升高,而铬元素得

电子化合价降低.设元素Cr在还原产物中的化合价为x,由
电子得失守恒得２４×０．０５mol�L－１×２＝２０×０．０２mol�
L－１×２×(６－x);解得x＝３.
五、电荷守恒

主要应用于溶液中离子浓度之间的关系,溶液中阳、阴
离子所带的正负电荷总数相等,即电解质溶液呈电中性.

例７　某溶液中仅含有 Na＋、Mg２＋、SO２－４ 、Cl－ 四种离
子,其中离子个数比为 Na＋、Mg２＋、Cl－ ＝４∶５∶８,若设
Na＋为４n个,则SO２－４ 个数可能为 (　　)

A．２n　　　B．３n　　　C．６n　　　D．８n
解析:电解质溶液中,所有阳离子带的正电荷总数和所

有的阴离子带的负电荷总数相等,即正负电荷总数守恒.根
据题给的三种离子个数比可知,当 Na＋ 为４n 个时,Mg２＋、
Cl－个数应分别为５n和８n个,若设SO２－４ 个数为x 个,则根
据电荷守恒可得:４n＋２×５n＝８n＋２x,求得x＝３n.

守恒规律贯穿整个高中化学,是一种常用的解题方法,
适用于解决一些运算较复杂的题目.但是,守恒法解题要求
学生本身具有较高的化学水平,因此在使用时切忌按图索
骥,必须真正理解题意才能做到省时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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