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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练习

2017 年高考理综( Ⅰ、Ⅱ、Ⅲ)
化学试题对比分析与备考启示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第一中学 710100 王志刚

2017 年新课标理综化学试题，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积极创新，考查学生基础知识、基本原理，

源于教材又不拘泥于教材。重在考查学生运用已

有化学知识，解决陌生情景下问题的能力。通过

对今年理综Ⅰ、Ⅱ、Ⅲ卷化学试题的对比分析，并与近 5
年全国理综化学试题进行对比研究，为 2018 年高三

化学复习备考提供必要的借鉴和帮助。
一、选择题特征及启示

研究 2017 年 3 套全国卷及近 5 年来的化学

选择题，会发现必修 1、必修 2 及选修 4 教材中的

7 大板块内容，是高考理综化学选择题中的热点

与高频考点，故也是复习备考中要下大工夫研究

与突破的知识。
1． 特征

(1)化学 与 生 活、化 学 与 社 会，几 乎 每 年 必

考，且集中出现在第 1 个化学题即理综第 7 题的

位置，考查化学基本概念及化学常识。做题中可

以多法并举，对比研究，选出合理选项。如全国卷Ⅱ
第 7 题 A 选项，考生纠结脱氧核糖(C5H10O4)不能写

为碳水化合物的形式，那么 A 选项“糖类化合物也可

称为碳水化合物”到底对还是错? 其实退一步再看

C 选项“蛋白质是仅由碳、氢、氧元素组成的物质”，
则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命题者把 A 选项若能设置

成“糖类化合物一般也可称为碳水化合物”加上“一

般”或“通常”，可减少歧义，也更利于考生作答)。
(2)NA的分析及判断，在消失几年后又逐步开

始活跃起来，尤其在全国Ⅱ、全国Ⅲ中表现明显，充分

体现了高考试题的继承性特征。其实像全国 II 第 8
题 B 选项“2． 4 g Mg 与 H2SO4 完全反应，转移的电子

数为 0． 1NA”转移电子数目多少的考查，几乎是 NA考

查的必配选项，是NA复习备考中要特别留意的问题。
(3) 依托周期表及周期律相关的元素推断

题，依旧是经典考题。“W、X、Y、Z 为原子序数依

次增大的短周期元素”这种固定描述多年未变，

在全国Ⅰ、Ⅱ卷中表现最为突出。作为体现必修

2 教材第一章元素周期表内容的典型考题，推断

元素、分析元素化合物性质递变规律，依旧应是该

题考核的根本点之所在。
(4)有机化学考查改变传统，以有机实验形

式考查必修 2 基本有机物的性质(全国卷Ⅱ第 10
题尤为典型)，很好体现了高考试题创新性特征。
基本有机化合物 CH4、H2C = CH2、CH3CH2OH 及

CH3COOH 的性质在该题中均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尤其是 B 选项“乙醇和水都可与金属钠反应产生

可燃性气体，比较乙醇和水中氢活泼性”的问题，

其实就是 2016 年全国卷Ⅱ第 13 题 D 选项“分别

将少量钠投入到盛有水和乙醇的烧杯中，比较水

和乙醇中氢活泼性”问题的再现。创新的同时，

继承性也得以充分的体现。
(5)化学实验，既保留传统，又适度创新。全

国卷Ⅱ第 13 题实验依仍旧采用传统的由实验操

作、现象得出实验结论的考核方式进行考核，其中 B
选项考查的 4Na + CO 2 2Na2O + C(对照 2Mg +
CO 2 2MgO +C 的反应进行设计)，考查考生灵活

变通处理问题的能力。而全国卷Ⅰ实验题设计则一反

传统，以H2 还原WO3 为载体，考查H2 制备、除杂、干
燥及性质反应中要注意的问题，重在考核实验素养，

实验选择题的创新性在本题中得以很好体现。
(6)电化学问题，注重基础，考查形式多样。全

国卷Ⅰ“外加电流阴极保护钢管柱”、全国卷Ⅱ“电解氧

化法在铝制品表面形成致密、耐腐蚀的氧化膜的电

化学防腐”及全国卷Ⅲ“锂硫新型电池”等问题的考

核，既重视基础，同时也适度创新，考查考生运用已

有知识，灵活处理新情景下问题的能力。
(7)电解质溶液题，作为每年选择题中的压

轴题，近年多以图形图表的形式展现。考查的知识

点丰富，知识迁移难度大，对考生识图能力、加工处

理信息的能力、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均有较高要求，

是考生在复习备考中要重点关注、全力突破的问题。
全国卷Ⅰ、Ⅲ的 13 题的 A 选项，均要求在图形上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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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点，然后求电离常数(Ka2 )、溶度积常数(Ksp)

的数量级(注意不是具体数值)，对考生能力要求均

较高。还有全国卷Ⅱ第 12 题 B 选项 lgK2(H2A)的计

算，和上面两题一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 启示

通过今年 3 套理综化学选择题及近 5 年选择

题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其秉承传统、适度创新、
重在考查基本化学基础知识及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对于 2018 年高考选择题备考，应充分

重视如下几个热点问题的复习与研究。
热点 1:化学与生活、化学与社会。重视必修

2、选修 5 第 4、第 5 章的学习。今年高考题全国卷

Ⅰ第 7 题中合成纤维材料的选择、全国卷Ⅱ中第

7 题糖类、维生素及蛋白质组成的分析、全国卷Ⅲ
第 8 题植物油氢化及淀粉纤维素是否为同分异构

体的判断，无不体现在必修 2、选修 5 教材所谓的

“不重要”知识部分。故一轮复习中要做到面面

俱到、不留死角，切实打好双基。
热点 2:NA的有关判断。由全国卷Ⅰ、Ⅲ中 NA 的

考查会发现，作为考查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物质性

质的经典题型，其考查内容丰富、考查知识全面，可以

较好考查考生基本化学素养，应再次引起重视。在一

轮复习备考中厚此薄彼的做法是要不得的。
热点 3:元素推断题。全国卷中每年必考题，

考查元素基本全为短周期 1 ～ 18 号中的元素。再

进行详尽分析，会发现主要考的元素一般为 4 种

左右，通常是 H、C、N、O、F、Na、Mg、Al、S、Cl 等 10
种元素中的某 4 种，而且非金属元素主要集中在

H、O、S、Cl、金属元素主要集中在 Na、Al 等内容

上。研究到此，元素推断题的核心点也就基本清楚

了。要特别注意 2016 年全国卷Ⅰ第 13 题元素推断中

无机与有机的结合考查(框图中 Cl2 与 CH4 发生取

代反应的推断)。勤动手、多动脑，全面复习的同时

穿插专题突破，定能取得较好的复习效果。
热点 4:有机判断题。在 2017 年全国卷Ⅰ、

Ⅱ有机选择题，改变了过去考查反应类型、物质性

质及同分异构体的单一考查方式，其集中众多知

识点于一道试题，考题数目减少但考查内容更为

丰富(2 题变 1 题)。由高考试题继承性的特征进

行分析，在 2018 年高考中，全国卷Ⅰ、卷Ⅱ的有机

选择题，很有可能采用今年有机选择题的考核方

式进行考核。故在复习备考中对必修 2 教材中基

本 有 机 物 CH4、H2C = CH2、CH3CH2OH 及

CH3COOH 等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及反应类型等

要点一定应认知回顾，熟练掌握。
热点 5:实验题。全国卷Ⅱ实验题继承了全

国卷Ⅰ的传统，而全国卷Ⅰ则一改传统，进行创

新，通过 H2 还原 WO3 的实验装置，考查考生实验

综合素养(注意初中教材中启普发生器的工作原

理及使用范围)。复习备考中，注意全国卷Ⅱ、Ⅲ
向全国 I 卷学习的命题倾向，认真研究全国卷Ⅰ
中各类考题特征及考法，有助于把握高考试题考

查的侧重点及考查动向，有助于更为有效的进行

实验题的复习与备考。
热点 6:电化学题。以陌生原电池或电解装

置图为载体，考查考生新情境下运用所学知识、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较高的区分度。全

国卷Ⅰ11 题“外加电流阴极保护钢管柱”、全国卷

Ⅲ11 题“锂硫新型电池”等的电化学考核，均体现

了这一点。在复习备考中，应熟练掌握原电池中

负极氧化、正极还原，阳离子移向正极、阴离子移

向负极的基本知识。同时掌握好电解装置中阳极

氧化、阴极还原，阳离子移向阴极、阴离子移向阳

极的核心理论，并能熟练书写正负极、阴阳极的电极

反应方程式，重点对新型电池为载体的电化学试题

进行强化训练，进而突破难点，提高成绩。
热点 7: 电 解 质 溶 液 题。在 2017 年 全 国 卷

Ⅰ、卷Ⅱ及卷Ⅲ考查中，电解质溶液考核均已图像

展现信息，考查考生分析问题、提取信息、解决问

题的能力，有较高难度与区分度。在复习备考中，

要加强对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溶液的酸碱性判

断、离子浓度的大小判断、溶解平衡计算的训练，

要清楚知道影响弱电解质电离度(a) 的因素、能

灵活运用电离平衡常数(K) 化多变量为单一变

量、能巧妙运用溶液中的三大守恒、尤其是电荷守

恒解决离子浓度大小关系的问题，能结合所给信

息或图像计算 K 或 Ksp。抓住难点，重点训练，逐

步突破电解质溶液中含图像的这类考题。
7 道化学选择题，分值 42 分，占理综化学总

分的 42% ，是化学备考成功的核心和关键。抓住

热点、注意变化、系统研究、扎实训练，方可为高三

化学备考的成功踏出坚实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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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做题特征及启示

1． 工艺流程题

(1)特征。2017 年全国卷Ⅰ第 27 题，利用钛

铁矿( 主要成分为 FeTiO2，还含有少量 MgO、SiO2

等杂质)来制备锂离子电池的电极材料(Li4Ti5O12

和 LiFePO4)。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设计的问题有实验条件的选择( 看图选择)、
“酸 浸”后 形 成 TiOCl2 －

4 离 子 方 程 式 的 书 写、
Li2Ti5O15中(Ti 的化合价为 + 4) 过氧键数目的计

算、滤液②中 Mg2 +
是否能生成沉淀 Mg3(PO4) 2 的

判断计算及“高温煅烧②”由 FePO4 制备 LiFePO4

化学方程式的书写，主要涉及反应条件的选择、陌

生情景下方程式的书写及化学计算等问题。考查范

围主要为金属元素知识及化学反应原理和计算。
2017 年全国卷Ⅱ第 26 题，已知水泥熟料的

主要成分为 CaO、SiO2，并含有一定量的铁、铝和

镁等金属的氧化物。实验室测定水泥样品中钙含

量的过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设计的问题主要是 Fe2 + 氧化为 Fe3 +
进行除杂、

SiO2 的除去及性质、沉淀 B 成分判断及关系式法计

算水泥样品中钙含量等问题。考查点主要集中在

铁、铝等金属氧化物及 SiO2 的去除方法、性质及化学

计算上。

2017 年全国卷Ⅲ第 27 题，一般可由铬铁矿

制备重要的化工原料重铬酸钾。铬铁矿的主要成

分为 FeO·Cr2O3，还含有硅、铝等杂质。制备流

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设计的问题主要是陌生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

的配平、滤渣①、②主要成分的判断、步骤④调滤

液 2 的 pH 使之变小的原因(2CrO2 －
4 + 2H 幑幐+

Cr2O
2 －
7 + H2O) 及产品产率的计算等。考查内容

主要是原料除杂、方程式书写及计算问题。
(2)启示。纵观近多年全国卷化学元素化合

物部分的考查方式，主要是以工艺流程或综合无

机的形式交替进行考查的。特别值得注意是自

2017 年《考试大纲》在选考部分取消选修 1《化学

与技术》模块后，工艺流程题好像一下子不再受

与《化学与技术》考点重复诟病的束缚，进而在全

国卷中放开手脚进行考查，需要在复习备考中高

度重视。再看工艺流程题的考查形式及内容，主

要考查金属元素中 Fe、Al 的去除方法( 尤其注意

Fe→Fe2 +→Fe3 +→Fe(OH) 3 的去除方法)、非金

属化合物 SiO2 的性质及去除、非金属单质 Cl2、化
合物 H2O2 在去除 Fe 时的作用、反应条件的控制

(如控制条件加快反应速率、控制 pH 除去杂质离

子等)、陌生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书写及关系

式法计算含量或产率等。在后期复习备考中，针对

考点、紧扣核心、展开针对性训练，切实突破工艺流

程这一热点问题。值得商榷的是自 2015 年全国卷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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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题制 H3BO3 的工艺流程题开始，还有今年全国卷

Ⅱ、Ⅲ工艺题中 Fe3 +、Al3 + 的沉淀去除，均没有给出

Fe(OH)3、Al(OH)3沉淀的 pH 范围，给考生准确推断

人为增加了障碍，给出常见金属离子沉淀的 pH 范

围，应该更合理一些。当然在复习备考中，若能熟练

掌握常见物质如 Fe(OH)3 在 pH = 3． 1 沉淀完全、
Al(OH)3在 pH =4． 7 沉淀完全，则可快速进行判断。

2． 实验题

(1)特征。2017 年全国卷Ⅰ第26 题，利用凯氏定

氮法测定蛋白质中氮含量的含量，原理陌生、装置新

颖，问题朴实。主要考查水蒸气发生装置中玻璃管

作用、碎瓷片作用、冷凝管名称、水封原理、氮含量的

计算等。起点高、落点低，能很好考查考生运用已有

知识、处理陌生情境下问题的能力，有较高的效度。
2017 年全国卷Ⅱ第 28 题，以某课外小组采

用碘量法测定学校周边河水中的溶解氧为载体，

考查了水样取用(为何不能扰动水体表面)、氧的

固定(原理是什么)、标准液 Na2S2O3 配制时注意问

题(蒸馏水为何要事先煮沸)、滴定终点的判断、溶解

氧含量的计算及误差分析等。实为以《选修 4》酸碱

中和滴定为模板的一道基础实验题，源于教材又高

于教材，综合考查考生基本化学素养。
2017 年全国卷Ⅲ第 26 题，以绿矾性质探究

为载体，考查 Fe2 +
性质、干燥管名称、实验步骤的

先后顺序、结晶水数目的计算、误差分析及绿矾分

解产物的探究等。题目起点低、落点高，具有较高

的信度与区分度。
(2)启示。研究近年高考实验大题会发现 3

套卷中实验题各具特色。全国卷Ⅰ实验题近年来

秉承传统，始终以实验装置图为出发点(2015 年

草酸分解产物的检验、2016 年探究 NH3 与 NO2 的反

应、2017 年凯氏定氮法测定蛋白质中氮含量)，考查

基本实验素养及计算能力，尽管考查素材不断创新，

但考查内容基本稳定。故在复习备考中，由基础实

验入手，抓住物质制备及性质检验这一基本实验特

征，在复习中训练学生逐步形成按“制备装置→除杂

装置→干燥装置→性质检验装置→尾气处理装置”
的顺序寻找仪器、按仪器的作用连接仪器，并进行规

范训练，进而有效做好化学实验题的复习与备考。
全国卷Ⅱ实验题近年一改传统，兴起以物质

性质考查为载体的实验考核模式 (2016 年探究

Fe2 +、Fe3 +
的性质、2017 年碘量法测定河水中溶氧

量 ＜ 源于 2016 年天津高考理综化学第 9 题 ＞ )，

且考查内容有由熟悉向陌生转化的倾向。故在复习

备考中，熟练掌握教材典型物质性质，重点研究全国

各地近年高考实验试题，并对以新物质为载体的实

验测量及实验探究题进行专项训练，逐步形成运用

已有实验知识解决陌生情景下实验问题的能力。
全国卷Ⅲ实验题较好体现了高考试题的继承

性特征，2016 年是以制备过氧化钙为载体的实验

题，2017 年是以绿矾性质为载体的实验题，考查

形式在近年全国卷Ⅰ、全国卷Ⅱ中均出现过。故

复习备考中熟练掌握基本实验操作、基本实验原

理的同时，加强对近年全国卷实验真题的训练，应

该对实验题备考大有裨益。
3． 原理题

(1) 特征。2017 年全国卷Ⅰ第 28 题，以 继

NO、CO 之 后 的 第 三 个 生 命 体 系 气 体 信 号 分 子

H2S 为载体，考查 H2S 溶液酸性强弱的判断、热化学

反应方程式的书写、转化率(a)及平衡常数(K)的计

算等，为常规考题;2017 年全国卷Ⅱ第 27 题，以正丁

烷催化脱氢制备丁烯为载体，考查盖斯定律的计算、
运用图像判断平衡的移动、提高丁烯产率的办法、看
图分析丁烯产率在 590 ℃前后发生逆转的原因等，

图形信息量大，考查考生灵活运用已知原理解决陌

生问题的能力;2017 年全国卷Ⅲ第 28 题，以砷(As)
及其化合物之间的相互转化为载体，考查方程式的

书写、盖斯定律的计算、平衡状态的判断、速率的大

小比较、分析图像进行平衡常数(K)的计算等。信息

量大、考查面广，对考生综合分析图像的能力有较高

要求。
(2)启示。研究发现，近年来《化学反应原理》

考点基本固定，考查方式方式主要以图像的方式展

示信息，主要考查考生提取信息、解决陌生情境下问

题的能力。复习备考中，加强核心考点的训练，一定

要把盖斯定律的计算(计算要准确)、平衡移动的分

析、平衡常数的相关运算、溶液中离子浓度的大小比

较、Ksp的有关计算、原电池正负极的判断、电极反应

方程式的书写、电解原理及金属的保护等知识点融

会贯通，熟练掌握。紧抓考点、突破难点，加强热点

图形图表类问题的专题训练，则原理 2 道选择题(12
分)、1 道大题(15 分)，顺利突破，也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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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做题特征及启示

1． 选修 3《物质结构与性质》
(1)特征。2017 年全国卷Ⅰ第 35 题，以钾和

碘的相关化合物在化工、医药、材料等领域有着广

泛的应用引入，考查了紫外线的波长、K 的价电子

4s1电子云轮廓图形状、金属晶体熔沸点的影响因

素(K 比 Cr 熔沸点低的原因)、I +
3 的几何构型、杂

化方式、KIO3 晶体中 K 与 O 间的最短距离、与 K
紧邻 O 的个数及晶胞平移问题(与 2016 年 5 月份

陕西省化学竞赛初赛卷Ⅱ第六大题 CaTiO3 晶胞

平移问题相同)。基本上为常规考点，其中紫外

线的波长选择、I +
3 的几何构型、杂化方式判断及

晶胞平移考查较为陌生，考生得分不易。
2017 年全国卷Ⅱ第 35 题，以我国科学家最

近 成 功 合 成 的 世 界 上 首 个 五 氮 阴 离 子 盐

(N5) 6(H3O) 3(NH4) 4Cl(用 Ｒ 代表)为素材，考查

了 N 原子的价层电子排布图、比较了第二周期元素

第一电子亲和能(E1 ) 的递变规律、比较了 NH4
+、

H3O
+

中心原子杂化方式、立体构型的异同、考查了

N－
5 中的 σ键个数、大 π键的表示方式、氢键的表示

方式及晶胞的计算等。考查形式新颖、考查内容灵

活，较大程度的测试了考生的应变能力，有较高难

度。
2017 年全国卷Ⅲ第 35 题，以 CO2 低压合成

甲醇反应(CO2 + 3H 2 CH3OH + H2O) (Co 氧

化物负载的 Mn 氧化物纳米粒子为催化剂) 为素

材，考查了 Co 基态电子排布式的书写、Mn 与 O
第一电离能的大小比较、CO2 和 CH3OH 中 C 原子

的杂化方式、分子沸点的比较( 注意氢键)、NO －
3

中 σ键与 π键的判断、MgO 晶胞(NaCl 型)O2 －
半

径的计算等。全为常规考点，主要测试原子、分子

及晶体的结构与性质，难度较小。
(2)启示。物质结构与性质，在今年高考中，

打破了以往选修 3 考核“不拓展、不延伸”的一贯

考法，在全国卷Ⅱ中表现最为明显。故在复习备

考中，掌握电子排布式、电子排布图、第一电离能、
电负性的概念;掌握 σ键及 π键、等电子体理论、
价层电子互斥理论及杂化轨道理论、氢键理论及

配合物理论;掌握分子晶体、原子晶体、金属晶体

及离子晶体各自典型晶体的晶胞结构、晶胞密度及

边长计算的同时，加强对物质结构知识运用方面训

练、加强细节知识的复习(如元素 5 区分布、氢键的

表示方式、晶体的测定方法等)、加强物质结构思维

能力方面的训练，才是选修 3 考取高分的根本保障。
以往考生仅靠零碎记住一些知识点就能得到 7 分 ～
8 分甚至 10 多分的考核方式，应该正在逐渐远去!

2． 选修 5《有机化学基础》
(1)特征。2017 年全国卷Ⅰ第 36 题，以实验

室由芳香族化合物 A 制备 H( 一种有机光电材料

中间体)的一种合成路线为载体，考查了 A( 苯甲

醛 ) 的 化 学 名 称、 反 应 类 型

師師

師師帪帪(  CH CHCOH
的 加 成 反 应

師師

師師帪帪

、

 帒帒C CCOOH
和 CH3CH2OH 的 酯 化 反

应)、E 的结构判断

師師

師師帪帪(  帒帒C CCOOH 、有机反

应方程式的书写、F  ( 庎 C CCOOC2H帒帒 5 )限定

条件下同分异构体的书写及仿照流程合成路线的设

计。考查方式规范、考查内容固定，充分体现了高考

试题传承性特征。
2017 年全国卷Ⅱ第 36 题，以合成治疗高血

压的药物“比索洛尔”中间体 G 为载体，考查 A
(C2H4O)环氧乙烷的结构、B(C3H8 O)2 － 丙醇的

名称、合成 E 的方程式书写(成醚反应)、E→F 反

应类型 的 判 断 ( 取 代 反 应 )、G 分 子 式 的 书 写

(C18H31NO4)、限定条件下 D
師師 師師

師師(  HO

OH
)

同分异构体数目多少判断及书写。其中起始物质

A(

O )来源于教材必修 2 最后一讲( 学习原

子利用率时，反应 2H2C = CH2 + O2→


2 O 的

原子利用率 100% 涉及到了 A)，考查了有机合成

中物质名称、反应类型、方程式书写及同分异构体

等核心内容，中等难度。
2017 年全国卷Ⅲ第 36 题，以芳香烃 A 合成

治疗肿瘤的药物氟它 G 的合成路线为载体，考查

了 A 的结构
師師 師師

師師( CH 3 )、C 的名称( 三氟甲

苯)、苯环引入硝基( － NO2)的反应条件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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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阿伏加德罗常数”
江苏省黄埭中学 215143 尤 娟

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正误判断，在近几年的高

考中每年都考，稳定性极高，主要以选择题形式出

现。因涉及的知识点较多，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

良好的区分度。对于这类题经常有学生不知从何

处着手，甚至有一部分学生屡战屡败，而且高考对

于阿伏加德罗常数的考查常常设置“陷阱”，考生

一不留神便会成为“猎物”。本文以近三年的高

考试题为例，总结了阿伏加德罗常数问题的六个

主要考点，希望对 2018 年的考生有所帮助。
考查点一 气体摩尔体积的的适用条件

气体摩尔体积的概念:标准状况下(0℃、101 kPa
或 273 K、101 kPa)时，1 mol 任何气体所占的体积均

约为22． 4 L，即 Vm =22． 4 L·mol －1，因此气体摩尔体

积的适用条件为标准状况下的气体。在使用22． 4 这

个数据时，要从以下两方面避免误入陷阱:

1． 是否为标准状况。如“常温常压”“室温”
对应的温度均为 25℃，不适用 22． 4L·mol －1。值

得注意的是，温度压强影响气体的体积，但不影响

气体的质量和物质的量，因此讨论物质的量、质量

与微粒数目的关系时，与是否是标准状况无关。

2． 是否为气体。对常见物质的状态要做到心

中有 数:①标 准 状 况 下 为 非 气 态 的 无 机 物，如

H2O、H2O2、SO3、Br2 等。②标准状况下为气态的

有机物，如 C≤4 的烃、CH3Cl、HCHO，其他一般为

非气态，如冰醋酸、CCl4、苯、辛烷等。
高考精选题 设 NA 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数

值，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常温常压下，22． 4 L Cl2 中含有的分子数

为 6． 02 × 1023
个(2016 年江苏卷)

B． 标准状况下，5． 6 L 二氧化碳气体中含有

的氧原子数为 0． 5NA(2016 年四川卷)

C． 标准状况下，2． 24 L CCl4 含有的共价键数

为 0． 4NA(2016 年新课标卷Ⅰ)

D． 标准状况下，22． 4 L N2 和 H2 混合气中含

NA个原子(2015 年广东卷)

E． 标准状况下，22． 4 L 氨水含有 NA 个 NH3

分子(2014 年广东卷)

F． 标准状况下，11． 2 L 苯中含有分子的数目

为 0． 5NA(2014 年江苏卷)

解析 A 错，“常温常压”不是标准状况;B 对;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C

型、生成 F 的方程式、G 的分子式(C11H11F3N2O3)、

G

師師

師師帪帪(

CF


3

NH





O
)的限定条件同分异构体(特别

注意苯环上 3 取代问题(3 种、6 种、10 种)，利于快速

作答)个数及合成路线的设计。考查形式传统，考查

内容具体，难度中等。
(2)启示。有机化学基础，一直以来都是以

框图推断题的模式进行考查的。陌生情景加信息

给予的测试方式，依旧是近年高考有机模块的主

流考核模式，其渗透信息于框图中，综合考查学生

接受信息、吸收信息及消化信息的能力，考查点主

要集中在有机物的命名、有机物结构式、分子式及

反应方程式的书写、反应类型的判断、同分异构体

数目的寻找及限定条件下同分异构体的书写等。

要特别注意的是全国卷Ⅰ、全国卷Ⅲ的模仿框图

合成路线，制备新物质并设计路线的有机合成考

核模式(全国卷Ⅰ由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2017 年已经连续考了 4 次，而全国卷Ⅱ还没有

考过)，由于高考试题的传承性特征，则使用全国

卷Ⅱ的考生也要特别留意这种考法。有机框图复

习，应系统掌握中学常见有机物的结构及性质，加

强训练，注意热点，重视难点，扎实备考，方能取得

满意的成绩。
在平稳中求创新、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发展中

求突破的同时，继续加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
本思想的考查，依旧是今后高考化学试题命制的

不懈追求。而在高三化学复习备考中，既要狠抓

基础知识的教学，又要重视各种思维能力的培养，

才有可能取得高考化学复习备考真正成功!

(收稿日期:2017 － 07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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