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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结构与性质”选考题是大多数考生要面对

的问题，如何使之成为高考的增分点，则是值得探讨

的话题。下面谈谈其常考点及解答策略，供参考。

一、了解常考内窖。过好知识关

“物质结构与性质”选考题一般是以元素推断形

式切人的，多数涉及4～6种主族元素和一种过渡元

素，主要考查以下一些知识点：

1．原子(或离子)的电子排布(简)式、价电子排

布式、电子排布图。

2．元素周期表和元素周期律，如周期表结构、元

素在周期表中的位置推断、原子(或离子)半径、电负

性、第一电离能等，主要是大小比较，并涉及一些特

例。

3．共价键，包括共价键的分类、a键和n键数目

判断、键参数应用、键的极性与分子的极性区别。

4．等电子原理。

5．中心原子的杂化方式、分子的立体构型。

6．配合物理论，如配离子空间构型、配合物组成

推断、配体数目判断、配位键分析等。

7．分子的性质，如范德华力或氢键对物质性质

的影I响、熔沸点、溶解性、手性、无机含氧酸的酸性。

8．四种晶体类型知识，如典型晶胞分析、性质比

较及依据分析．金属晶体的四种堆积模型，决定离子

晶体结构的鼍个因素，晶胞有关计算，等等。

此外，还有核外电子排布三原理，不同运动状态

(或能量)的电子数目分析，电子式书写。对角线规

则，品格能概念(如大小比较、岩浆晶出规则)等，也

偶尔会出现在试题中，不可忽略。

=．熟知解题策略，抓稳得分点

1．首先要根据题给信息或周期表残表等正确推

断元素，这是前提。解题过程中要注意审题，如试题

是要求书写价电子排布式还是电子排布图，晶胞计

算中所给微粒半径的单位是cm还是pm等。看清

楚题目条件和要求后，再逐一分析作答。

2．熟记周期表前36号元素的原子序数、元素符

号名称及对应位置；掌握各元素原子的电子排布
式，书写21号元素以后各元素的电子排布式时，若

用简写形式，则不要漏写3d“”这一亚层的排布；记

住元素周期律有关知识及特例，如第ⅡA族和第V A

族元素的第一电离能分别比后一族元素的大；几种

解题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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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非金属元素的电负性大小顺序是F>0>N>C】

>S。

书写物质的电子式时，要把握几条原则：氢原子

周围只能有2个电子，其他非金属元素周围一般为8

个电子；离子化合物的电子式中的阴离子和复杂阳

离子必须有[]和电荷符号，而共价化合物的电子式

中则没有[]和电荷符号，共用三对电子时，应纵向书

写电子对．如氮气的电子式应写为：N j：N；。

3．认识d键和”键的不同．如构成方式不同，每

两个原子之间可形成且只能形成一个口键，双键包

括一个。键和一个Ⅱ键，三键包括一个。键和两个Ⅱ

键。

4．寻找等电子体的基本思路是：以中心原子的

原子序数为依据，以元素周期表为线索，在其前后寻

找其他元素来替代中心原子，相差的电子数目用得

失电子数补上。如N。可拆为两个N原子．周期表中

C位于N之前，比N差一个电子；O位于N之后，比

N多一个电子，则c、0结合为CO，刚好与N：形成

等电子体。其他的如N()1、c!、cN也可类推。

5．杂化方式与立体构型分析是紧密相关的。判

断中心原子的杂化方式和分子的空间构型的方法有多

种，对于AB，型分子一般可用下表巾的知识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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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组成的分子，如S。、N：F2等，则可根据

电子式、中心原子最外层电子在结构式中的分布情

况或中心原子的成键方式(是双键、三键还是全部为

单键)等进行判断。

6．分析配离子组成时，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

[cu(H。O)。]¨、[cu(NH，)。]卜均为平面结构；二是

配体数一般为中心离子价态的2倍；三是配合物外

界中的离子可电离出来，内界中的离子难于电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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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条件不同时，涉及的化学反应有差异，消耗反

应物的物质的量也不同。如[cr(NH。)。clz]c1溶液

与AgNO，溶液反应，不加热时按l：1反应，加热

时按1：3反应。

7．对氢键的形成条件、表示方法、常见实例、类型

要熟悉．答题时．一要全面准确，如氨水中所有的氢键

类型有四种；二要知道分子间氢键主要影响物质的物

理性质，而分子内氢键则基本不影响物质性质。

8．对于简答题，要注意回答的逻辑性．基本程序

为：依据(如概念、信息、结构、组成等)一如何影响

(依据规律判断．运用比较法等阐述)一得出结论。

9．分子晶体晶胞中的配位数一般为12，如(=6。、

(X、l：晶体；对原子晶体主要掌握金刚石的结构模型，

这是近几年高考一直考查的热点；对金属晶体则耍熟

悉六方最密堆积和面心立方最密堆积两种方式；对离

子晶体要熟悉NaCl、KCl、caF2的晶胞模型。

10．晶胞计算常用公式为≮：半一P·y，其中M
4 V A

为～个晶胞中微粒的数目，M为微粒的摩尔质量，p

为微粒组成物质的密度．V为一个晶胞的体积。计

算时要注意两点：一是晶胞边长的求算(主要是几何

知识的运用)；二是长度单位要转化为cm，记住

l pm一10’2 m。

三，剖析经典试题．体验戚功感

侧蠢根据元素周期表中第四周期元素的相

关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第四周期元素的基态原子的电子排布中4s

轨道上只有1个电子的元素有 种；写出cu4的

核外电子排布式：一。

(2)按电子排布，可将周期表里的元素划分成五

个区域，第四周期元索中属于s区的元素有 种，

属于d区的元素有 种。

(3)CaO晶胞如图l所示，

ca()晶体中ca2一的配位数为

；Ca0的焰色反应为砖红色，

许多金属或它们的化合物都可以 cn0晶胞

oC一+

●ni。

发生焰色反应，其原因是——。 囝l

(4)由叠氮化钾(KN，)热分解可得纯N：：

2KN。(s)——2K(1)+3N，(g)。下列有关说法正确

的是——(填选项字母)。

A．NaN，与KN；结构类似，前者晶格能较小

B．晶体钾的晶胞结构如图2所示，每个

晶胞中分摊2个钾原子

c．氮的第一电离能大于氧 图2

D．氮气常温下很稳定，是因为氮的电负性小

(5)二氧化钛(TiOz)是常用的、具有较高催化活

性和稳定性的光催化剂。o：在其催化作用下，可将

cN一氧化成cNO一。cN的电子式为——，cNO

的中心原子的杂化方式为——。

(6)在crcl。溶液中，～定条件下存在组成为

[crcl。(H20)。．。]一("和lr均为正整数)的配离子，

将其通过氢离子交换树脂(R—H)．可发生离子交换

反应：[crcl。(H20)e。，+ +zR—H —
R，[crcl。(H20)。一。]+TH一。将含o．001 5 mol

[crcl。(H。O)。一。]一的溶液，与R—H完全交换后，

中和生成的H一需浓度为O．120 O mol-I。叫NaOH

溶液25．Oo mL，则该配离子的化学式为——。

分析：(1)第四周期元索的基态原子的电子排布

中4s轨道上只有1个电子的元素有K、cr、Cu等3

种。Cu的原子序数为29，它变为cu4时要失去最外

层上的1个电子，故cu一的核外电子排布式为

1 s2 2s2 2p63s2 3矿3d”。

(2)第四周期元素中属于s区的元素有K、Ca等

2种；第四周期的过渡元素共有10种，其中属于d区

的元素有8种，cu、Zn两种元素属于ds区。

(3)从图1中可以看出：与Ca2+距离最近且相等

的0’有6个，故Ca’的配位数为6。焰色反应发生

的原因是：激发态的电子从能量高的轨道跃迁到能

量较低的轨道时，以一定波长光的形式释放能量。

(4)根据“离子半径越小，所带电荷越高，晶格能

越大”可知A项错误；晶体钾的晶胞为体心立方堆
1

积，每个晶胞中分摊的钾原子一l十8×÷=2个，B
o

项正确；氮的2p轨道为半充满状态，故其第一电离

能大于氧，c项正确；氮气常温下很稳定，是因为氮原

子间是以三键形式结合的。键能大。

(5)CN一中的c、N之间是以三键形式结合的，

故其电子式为[：c；；N：]一。cNO一的中心原子

为N原子，其a键电子对数为2．孤电子对数==J一1—0生上百_一o，则价层电子对数一2+o一2，故中心
‘

原子的杂化方式为sp杂化。
1

(6)根据题给数据及反应方程式可列式：F未丁i

丽万寂％豇一，解得 r=2。又因为配离子

中的铬元素为+3价，故n—l，则该配离子的化学式

为[crcl(H：0)s]2_。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本厢涉及的考点都是“物质

结构与性质”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复习中夯实基础

知识，答题时按解题基本策略操作，就能得到理想的

结果。 (责任编辑谢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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