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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试题的常见题型主要包括: 将新型电

源作为载体，考查原电池的原理及应用; 考查电解

池的工作原理，书写电极反应和电解反应方程式。
下面将其常见的几种考查方式进行归纳解析，希

望对师生的高考备考有所帮助。
一、判断池型

判断池型时，若一池中电极和电解质溶液之

间存在自发的氧化还原反应，则其为原电池。若

电极与外接电源相连则为电解池。通常阳极是与

外电源正极相连，发生氧化反应; 阴极与外电源负

极相连，发生还原反应; 电解池的阳极发生氧化反

应，阴极发生还原反应。

图 1

例 1 用如图 1 所列装置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是( ) 。
A． 甲图装置可用于电解精炼铝

B． 乙图装置可得到稳定、持续的电流

C． 丙图装置可达到保护钢闸门的目的

D． 丁图装置可达到保护钢闸门的目的

解析 如图 1 所示，AlCl3 溶液中存在Al3 +、
H + ，通电时 H + 先得电子，故阴极得到氢气，不是

精炼铝; 乙装置中的原电池的电流应迅速衰减，不

能得到稳定、持续的电流; 丙装置若利用阴极保护

法，其阳极材料应为活泼的金属，这与题意不符。
答案选 D。

点评 本题掌握惰性电极离子的放电顺序、
阴极上金属阳离子得电子顺序，是判断池型、分析

电极产物的关键。
二、电极反应

书写电极反应和电解反应方程式时，首先根

据原电池的工作原理准确判断正、负极，然后结合

电解质溶液确定电极产物，最后再根据质量守恒

和电荷守恒写出反应式。
例 2 ( 2011 年北京市高考题) 如图 2 所示，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图 2

A．Ⅰ和Ⅱ中正极均被保护

B．Ⅰ和Ⅱ中正极反应均是 O2 + 2H2O + 4e


－

4OH －

C．Ⅰ和Ⅱ中负极反应均是 Fe － 2e － Fe2 +

D．Ⅰ和Ⅱ中分别加入少量 K3Fe ( CN) 6 溶液

均有蓝色沉淀

解析 在装置Ⅰ中，锌比铁活泼，铁比铜活

泼，可知装置Ⅰ中锌作负极，电极反应式为: Zn －
2e － Zn2 + ，铁作正极，但溶液显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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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发生锌

9． 8 mol /L) 中滴加几滴饱和的酸化 FeCl2 溶液，

反应已经剧烈到因产生大量气体和热量，使极少

量的反应液沸腾并几乎喷出试管口，待反应停止

后用激光笔照射红褐色液体有丁达尔现象，证明

仅生成胶体，仍无法得到红褐色沉淀。因此笔者

认为应将题目中“沉淀”二字改为“胶体”，这样既

尊重客观事实，又同样能达到对学生知识能力素

养的考查。

化学作为一门自然学科，学习的目的除了获

取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为了培养学生实事求

是的科学精神，学以致用的实践能力，敢于质疑追

求真理的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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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氧腐蚀，正极反应为反应式为: O2 + 2H2O +
4e － 4OH － ，而在装置Ⅱ中铁作负极，负极反

应为: Fe － 2e － Fe2 + ，铜作正极，但溶液显酸

性，所以正极是溶液中的氢离子得电子，电极反应

为: 2H + + 2e － H2↑。因为装置Ⅰ没有 Fe2 +

生成，所以装置Ⅰ中加入少量 K3Fe ( CN) 6 溶液，没

有蓝色沉淀产生。综上所述，只有 A 是正确的。
点评 本题主要考查了原电池的应用。常见

的书写方法技巧: 首先要了解电池类型，熟悉课本

原型，然后根据电解质溶液中的离子移动方向，考

虑其是否参与电极反应，若其参与电极反应，把相

关离子写入电极反应式。
三、定量计算

考查定量计算一般涉及到较难书写的电极反

应式，这对学生掌握电化学知识，提取信息的能

力、判断能力和知识的迁移能力进行了考查。
例 3 为了增强铝的耐腐蚀性，以铅蓄电池

为外电源，将 Al 作阳极、Pb 作阴极，电解稀硫酸，使

铝表面的氧化膜增厚。其涉及到的反应原理如下。
原电池: Pb( s) + PbO2 ( s) + 2H2SO4 ( aq )

2PbSO4 ( s) + 2H2O( l)

电解池: 2Al + 3H2O →
通电

Al2O3 + 3H2↑
在其电解过程中，以下正确的是( ) 。

原电池 电解池

A H + 移向 Pb 电极 H + 移向 Pb 电极

B 每消耗 3 mol Pb 生成 2 mol Al2O3

C
正极: PbO2 + 4H + + 2e



－

Pb2 + + 2H2O

阳极: 2Al + 3H2O － 6e



－

Al2O3 + 6H +

D

解析 由题意可知，原电池中阳离子应向正

极移动，故 H + 移向 PbO2 极。电解池中，阳离子

移向阴极，故 H + 移向 Pb 极，即 A 项错误; 原电池

中消耗 3 mol Pb，转移了 6 mol e －。在电解池中转

移 6 mol e － 生成 1 mol Al2O3，即 B 项错误; 原电池

中正 极 反 应 为 PbO2 + 2e － + 4H + + SO2 － 4

PbSO4 + 2H2O，即 C 项错误; 原电池中的 Pb 失电

子转化为 PbSO4，Pb 电极质量增加。而电解池中的

Pb 作阴极，没有参与反应，质量不变，D 项正确。

点评 本题给定了相关的反应原理，根据正、
负极反应规律可以写出电极反应式，然后根据得

失电子守恒，得到电极反应式。也可以用总反应

式减去较易书写的电极反应式，得到较难书写的

电极反应式。
四、设计原电池

根据题目给定的已知条件，要求学生设计一

个原电池或者电解池，是高中化学学习的重点，也

是高考的考点，此类题目主要考查学生对金属活

动顺序的应用，同时又考查了学生对电池电极的

选择，因此属于综合性的题目。
例 4 选择适宜的材料和试剂设计一个原电

池，完成下列反应:

Zn + CuSO 4 ZnSO4 + Cu
( 1) 画出装置图( ) 。
( 2) 电极材料和电解质溶液各是什么( )。
( 3) 写 出 电 极 反 应 式: 正 极 ( ) ; 负 极

( ) 。
解析 根据题目给定的自发的氧化还原反

应，失电子可作为原电池的负极，选择活性较差的

作为正极，电解液为含有得电子的金属的盐溶液，

结合这两点即可设计出一个简单的原电池。在写

电池的正负极反应时需注意，负极失去电子，正极

得到电子。( 1 ) 根据原电池的构成条件，以及正

图 3

负电极得失电子的规律，可知

锌作负极，铜作正极，硫酸铜

作电 解 液，则 装 置 如 图 3 所

示。
( 2) 负极失去电子，金属

要比正极活泼，氧化还原反应

中金属锌失去电子，因此锌为负极，同理正极可以

是铜或碳棒，电解液为含有铜的可溶性盐，故答案

为: 负极: 锌片，正极: 铜片，电解液: 硫酸铜。
( 3) 负极失去电子，化合价升高，即: Zn － 2e



－

Zn2 + ，正极是电解液中的阳离子得电子，化合

价降低，即 Cu2 + + 2e － Cu。
点评 解决本题时要熟悉金属活动顺序表，

以及原电池的构成条件。原电池的负极要选择活

泼性比正极强的金属。正极是电解质中的阳离子

发生还原反应，负极是电极本身发生氧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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