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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差量法在中学化学计算中的应用
文/金明刚

  对于化学反应前后固体质量、气体体积、溶液质量有差量以
及没有数字的计算题都可以用差量法进行计算，我们甚至把“差
量”看成是化学方程式中一种特殊的产物。 该差量的大小与反应
前后物质的相关量成正比。 解题的关键是抓住造成差量的实质，
根据题意确定“理论差值”，在根据题目提供的“实际差值”，列出
正确的比例式，求解答案。 因此，在解题时首先要审清题意，分析
产生差量的原因，将差量写在化学方程式的后边，并以此作为关
系量，列出比例式，求解未知数。 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常见的
类型：

一、反应前后质量的差量
例 1.100 g NaHCO3固体受热分解后，测定反应后固体质量为

69 g，则 NaHCO3的分解率为多少？
【分析】根据质量守恒定律，混合物加热后质量减轻，减轻的

质量为参加反应的 NaHCO3和反应生成 Na2CO3的固体质量差，也
是反应生成的H2O和CO2的质量之和，即Δm=m（NaHCO3）-m（Na2CO3）
或 m（H2O）+m（CO2），由实际固体质量的变化量，即可求出实际参
加反应的质量，从而求出其分解率。
【解答】略。 NaHCO3的分解率为 84%。
例 2.将过量的铁片投入 CuSO4和 H2SO4的混合溶液中，充分

反应后，取出铁片，经洗净、烘干、称量，其质量与原来加入的铁片
的质量相等。 求 CuSO4和 H2SO4的物质的量之比。
【分析】铁片投入 CuSO4和 H2SO4的混合溶液中，铁片分别与

二者反应，与 CuSO4反应，置换出铜，铜吸附在铁片表面，固体质
量会增加；与 H2SO4反应，铁片溶解，放出氢气，固体质量减轻。 根
据题意，反应前后固体质量未发生变化，因此，不难得出，铁与CuSO4

反应固体增重的质量等于铁与 H2SO4反应固体减轻的质量， 利用
此等量关系求出 CuSO4和 H2SO4的物质的量之比。
【解答】略。 CuSO4和 H2SO4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1∶7。
二、体积的差量
例 3.NO和NO2的混合气体充满一试管，倒扣于水槽中，液面

上升到试管容积的一半，求 NO和 NO2的体积比。

【分析】NO2与水反应生成 NO，NO不与水反应，体积减小的是

NO2与水反应的结果。

【解答】略。 NO和 NO2的体积比 1∶3。

三、压强的差量

例 4.把一定质量的碳和 8 g氧气在密闭容器中高温反应，恢复

到原来的温度，测得容器内压强比原来增大了 0.4倍，求参加反应

的碳的质量为多少？

【分析】碳与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碳气体的物质的量未增加，

因此压强未发生变化，生成一氧化碳物质的量增加了，因此压强增

大。 压强之比等于物质的量之比。

【解答】略。 参加反应的碳的质量为（0.2+0.15）×12=4.2 g

掌握差量法在化学计算题中的应用，能有效地提高解题速率和

准确率，从而有效地提高成绩，特别对于高一学生学习化学的信心

增长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必须针对题目的特点，选取有效的解题方

法，最大限度地减少运算量，增强运算的准确率，在测试中取得更

佳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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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差量法是高中化学计算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正确恰当地使用差量法解决实际计算问题，有利于学生对化学反应量变的深
刻了解，同时也能增强学生学习化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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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纲的指示其实有两个方面的考量：（1）建筑工程预算课
程与其他学习科目专业知识的结合，可以让学生充分领略到学科
与学科之间、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密切关系，以此调帮助他们真正
感悟到这一学科知识的学习对自身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增长的必
要性及重要意义，以此极大地激发与调动自身对建筑工程预算这
一科目的学习兴趣。（2）建筑工程预算课程与其他学习科目专业
知识的结合，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学生的专业视野范围及学
识见识，在巩固其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进行建筑工程预算具体知
识点的学习，无论是难度还是深度相对来说都会大大降低，便于
学生更好地吸收与掌握。

这就要求我们中职建筑工程预算这一科目的一线教育工作
者在自身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必须格外注重这一课程知识点同其
他学习科目专业知识的紧密结合，相信，这样才能在充分激发学
生学习积极性与学习兴趣的同时，促使他们进一步巩固与扎实自
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从而为他们日后建筑施工专业相关知识的

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更是促使学生将短暂学习欲望转化成

持久学习动机的根本因素与情感源泉。 因此，作为中职建筑工程
预算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多渠道、多措施地优化课堂教学细
节、改善课堂教学结构，唯有如此，才能探索出更多充分调动中职
学生学习兴趣以及积极性的途径与具体策略，从而为促使学生在
兴趣的引导下真正投入到建筑工程预算这一课程的学习活动之
中提供充足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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