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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Ca(OH)：和NaOH吸收CO：的质量：Ca(OH)：大于

NaOH。因此，他认为通常吸收CO：应该用饱和石

灰水。小李同学的想法对吗?请你来评价。

(总结回顾、布置作业)

f设计分析1问题探究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

在探究中．学生可以多侧面、多角度地运用发散思

维去分析和认识问题，可以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直觉

和想象去体验、去猜测，可以运用多种方法、多种

途径去寻求任何一种可能性的答案[51。“Na0H与CO：

的反应”在近年的中考化学试卷中频频出现，成为

中考的一大热点。笔者选择了两道与此内容有关的

中考试题，将其进行重组设计，以此作为问题探究

的素材，让学生通过探究真正有了一个“亲自”

思考问题的过程，真正有了一种“亲自”实践的

体验，真正有了一片“亲自”飞翔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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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溶液pH的计算历来为高考热点之一，而

做好基本功训练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宝，下面是一

堂基本功的训练课，供同行们参考。

分类情况 练习题目 备注

1．强酸稀释 将pH=2盐酸l体积．加入蒸馏 结论：稀释1倍时，

水稀释到2体积．则稀释后盐酸 pH增加O．3

的pH=

将PH=21拘盐酸I体积．加入蒸馏 结论：pH每增加n个

水稀释到多少体积．则稀释后盐 单位．体积增大到

酸的pH=3 1驴倍。同理，体积

将pH=2的盐酸1体积．加入蒸馏
增大到10”倍，pH增

水稀释到100体积．则稀释后盐
=[Jlln个单位

酸I拘pH=

将pH=2的盐酸1体积．加入蒸馏 结论：当体积增大

水稀释到1000000体积．则稀释 越过107时．pH只能

后盐酸的pH= 接近7．不能越过7
2．强碱稀释 情况同l [pH减少】

[pH=121摅氧化钠溶液】
3．弱酸稀释 将pH=2的醋酸1体积．加入蒸馏 2<pH<2．3，原因是

水稀释到2体积．则稀释后醋酸 弱电解质存在电离

的pH为 平衡

将pH=2的醋酸1体积．加入蒸馏 大于lO体积，原因

水稀释到多少体积．则稀释后醋 是弱电解质存在电

酸的pH为3 离平衡

将pH=2醋酸l体积．加入蒸馏 结论：当弱酸无限

水稀释到10000000体积．则稀释 稀释fl寸pH接近7

后醋酸的pH为
4．弱碱稀释 情况同3 【1 1．7<pH<12】

pH．=12的氨水】

5．强酸与强 将pH=2盐酸1体积．加入等体 训练目的：让学生

酸混合 ． 积的pH=31抛酸．则混合后盐酸 列式计算(10％1∞
的pH= ÷2=5．5x104 ，

将pHi=2的盐酸1体积．加入等体积 结论：当pH相差两个

的pH：=4的盐酸，则混合后盐酸的 及两个以上单位时．

pH= 相当于稀释，pH=
将pHF2的盐酸l体积，加入等体积 pH,+0．3

的pH：=5的盐酸，则混合后盐酸的

pH=

6．强碱与强 情况同5 【pH=pHl-0．3l

碱混合 【pH-=12的氢氧化钠溶液】

7．强酸与强 将pH=2的盐酸1体积，加入等体积结论：当pHa+pHa=
碱混合 的pH=12的氢氧化钠溶液．则混合 14．且为等体积混合

后溶液的pH'- 时．pH=7
将pH=3的盐酸1体积，加人等体积

的pH=11的氢氧化钠溶液．则混合 ’-

后溶液的pH= ●

将pH=2的盐酸1体积，加入等体积 训练目的：让学生列

pH=11的氢氧化钠溶液．则混合 式计算：(10～一lO’

后溶液I拘pH= ÷2’

结论：(1)先作用，后

将pH=2的盐酸1体积，加入等体
计算

积的pH=13的氢氧化钠溶液，则
(2)酸过量，算H+的

浓度。碱过量，算OH‘
混合后溶液I拘pH=

的浓度，然后再换算

成H+浓度。否则．

错也。

(3)体积变化时，计

算方法相同。

将pH=2的盐酸1体积．加入多少

体积的pH=11的氢氧化钠溶液，

则混合后溶液I构1p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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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谓臭氧层

n臭氧层位于距地面20～30公里的上空，假设将

其移到地面只有3 mill f1大气压)的厚度。而正是

这像蕾丝窗帘厚度的臭氧层在保护着地球不受紫外

线的照射。

2臭氧层破坏的现状

由于臭氧有其特殊的性质，并易受各种因素的

影响，所以臭氧层又是十分脆弱的。卫星观测资料

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臭氧总量明显减

少，1979年～1990年。全球臭氧总量大致下降了

3％。南极附近上空臭氧量的减少尤为严重，大约

低于全球臭氧平均值的30％～40％，出现了“南极

臭氧洞”。自1985年发现“臭氧洞”以来到1987年，

它变得既宽又深，1988年虽然有所缓解，但1989年

以后到90年代的前几年里，每年南半球春季都出现

了很大的“臭氧洞”，从1994年到1996年南极臭氧

洞还在扩大。最近从安装在俄罗斯和美国卫星上的

探测器发回的数据获悉． “南极臭氧洞”面积已达

2400平方千米，最薄处只有100多布林单位(100

dobson，相当于1毫米厚度)。以上情况表明，臭氧

层这个地球生命的保护伞，正在遭到严重的破坏，

研究其形成的原因和机制并提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措

施，已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

3臭氧层破坏的原因

3．1废气破坏臭氧层

废气中含有大量的氮氧化物(如NO和INO：等)，

这些氮氧化物可以破坏掉大量的臭氧分子．从而造

成臭氧层的破坏。

3．2 CFCl和哈龙对臭氧层的破坏

美国科学家莫里纳fMolina)和罗兰德(Rowland)

提出：人工合成的一些含氯和含溴的物质是造成臭

氧层被破坏的元凶，最典型的是氯氟烃类化合物

fCFCl)N含溴化合物哈龙(Halons)。

CFC|和哈龙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总是要泄漏

的，泄漏后它们首先进入大气的对流层中。在对流

层中这些物质是惰性的，且十分稳定，可以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不发生变化。但这些物质不可能总是存

在于对流层中．通过极地的大气环流以及赤道地带

的热气流上升，可使这些物质进入平流层。然后又

在风的作用下，把它们从低纬度地区向高纬度地区

输送，在平流层内混合均匀。在平流层内．强烈的

太阳紫外线照射使CFCI和Halons分子发生解离，释

放出高活性的氯和溴的自由基。氯原子自由基和溴

原子自由基就是破坏臭氧层的主要物质．它们对臭

氧破坏的化学机理如下：R—Cl—R·+C1·；CI．+03_

CIO叶02；C10叶03_C1．+202。溴原子自由基也是以

同样的过程破坏臭氧。据估算．一个氯原子自由基

在失活以前可以破坏掉10。～105个臭氧分子，而由

Halon释放的溴原子自由基对臭氧的破坏能力是氯

原子的30～60倍。而且，氯原子自由基和溴原子自

由基之间还存在协同作用，即二者同时存在时，破

坏臭氧的能力要大于二者简单的加和。

当然，臭氧空洞的形成除了以上的化学过程

外．还有空气动力学过程和极地特殊的温度变化过

将pH=2的盐酸1体积，加入多少黠论：当pH№+pH-t<
体积pH=10的氢氧化钠溶液，则114时，比144,n个单

混合后溶液的pH=7 I位，浓度小的物质

j体积增大到10n倍。

将pH=2的盐酸1体积，加人多少陪论：当pH№+pH。t>

体积的pH=13的氢氧化钠溶液，1141t寸，比14大11个单
则混合后溶液的p／-／=7 }位，浓度小的物质

将pH=2的盐酸1体积，加入多少I体积增大到10n／F音。
体积的pH=14的氢氧化钠溶液，1

则混合后溶液的pH=7

8。强酸与弱 将pH=21拘盐酸l体积．加人等体 pH>7．原因是氨水
碱混合 积的pH=12的氨水，则混合后溶 的浓度比盐酸大

液的pH为

9．弱酸与强 将pH=2的醋酸1体积，加入等体 pH<7，原因是醋酸

碱混合 积的pH=12的氢氧化钠溶液．则 的浓度比氢氧化钠

混合后溶液的pH为 溶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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