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网络化”是顺解无机推断题的前提

江苏省宜兴中学 214200 蒋天平

无机推断题在近几年的高考中主要承载着元

素化合物知识的考查，在化学学科素养上要求学

生能够再现所学知识去分析解决问题，它是整个

理论考查的载体。多年来，形成了识记到理解到

运用的过程，是能力题的基础。
一、无机推断题常用解决方法

1． 顺次推理法。该方法是根据题目所给的条

件以及转化关系图示，从最初的反应物入手，利用

所给物质的结构、性质和特点，一步一步进行顺次

推理，去确定物质。
2． 逆向推理法。对于顺次推理不明确的题

目，可以同时从题目的结论或结果开始，一步一步

向前推理，同时结合题设条件去寻求答案。
3． 假想验证法。由题设条件和转化关系图找

出题目的突破口，并对有关内容建立假设，再将假

设结果代入题中验证分析。
二、无机推断题一般解决步骤

1． 读清题干信息，从题干到问题，再结合框图

迅速浏览一遍，在做题过程中尽量在框图中把相

关信息在表格附近表示出来。
2． 学会发现“题眼”即找到解题的突破口。重要

的“题眼”主要有: 物质的特殊颜色、特征反应现象、

特殊反应条件、特征转化关系、特征数据等。
3． 从题眼信息出发，将新信息及所学的旧知

识联系，大胆猜测，顺藤摸瓜，应用正逆向思维、横
向纵向思维等多种思维方式进行综合分析、推理，

初步得出结论。
4． 进行验证确认，将结果放入原题检验，看是

否符合，完全符合才算正确。
5． 按题目要求写出正确答案。
三、知识网络化是解决无机推断题所必须的

1． 正确建立主线转化关系

( 1) 三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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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现象①②不同是因为到达白磷的着火

点，红磷不燃烧是因为没有达到着火点，A 正确;

①中的白磷与氧气接触，③中的白磷与氧气不接

触，通过现象对比，说明有氧气参与是燃烧条件之

一，B 正确; 铜片上的白磷燃烧，说明它的燃烧所

需温度不高于 80℃，C 正确; 热水除了提供热量，

还能使水中的白磷与氧气隔绝，D 错误。答案:

D。
例 2 如图 3 是探究燃烧条件的实验装置，

有关该实验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
A． 只有左侧试管中的红磷能燃烧

B． 只有右侧试管中的白磷能燃烧

C． 磷燃烧的反应属于氧化反应

图 3

D． 烧碱溶液的作用是吸收

燃烧产物，减轻污染

解析 红 磷 的 着 火 点 约

200℃左右，热水的温度达不到其

着火点，所以红磷不能燃烧，A 错

误; 白磷的着火点较低，热水的温

度达到了白磷的着火点，且与氧

气接触，所以白磷发生了燃烧，B

正确; 磷燃烧是磷与氧气发生的化学反应，属于氧化

反应，C 正确; 白磷燃烧生成的五氧化二磷是一种有

毒物质，可以与氢氧化钠反应，所以烧碱溶液的作用

是吸收燃烧产物，减轻空气污染，D 正确。答案: A。
( 收稿日期: 2017 － 01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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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连续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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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识网络化的生成途径

( 1) 主线氧化还原，副线大多非氧化

( 2) 以单质为中心辐射网络关系

( 3) 以金属单质为中心的不同氧化剂为主线

的转化

四、两种主要类型推断题解析

1． 图表转化型推断

例 1 一定条件下，下列各组物质能一步实

现如图 1 所示转化关系的是( ) 。

图 1

选项 X Y Z W
A Al Al2O3 NaAlO2 Al( OH) 3

B Fe3O4 Fe FeCl2 FeCl3
C H2SO4 SO2 S SO3

D CH3CH2Br CH2 = CH2 C2H5OH CH2BrCH2Br

解 析 A 项，Al2O3 不 能 直 接 转 化 为

Al( OH) 3，错误; C 项，S 不能直接转化为 SO3，错

误; D 项，C2H5 OH 与 CH2 BrCH2 Br 不能直接相互

转化，错误。答案: B。
例 2 已知甲、乙、丙三种物质均含有同种元

素 X，其转化关系如下:

甲
试剂
→
A

乙
试剂
→
A

丙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 若 A 为 NaOH 溶液，乙为白色沉淀，则 X

可能为短周期金属元素

B． 若 A 为硝酸，X 为金属元素，则甲与乙反应

可生成丙

C． 若 A 为氧气，丙在通常状况下为红棕色气

体，则甲可能为非金属单质

D． 若乙为 NaHCO3，则甲或丙可能是 CO2

解析 A 项正确，合理的甲、A、乙、丙的组合

譬如: 氯化铝、氢氧化钠、氢氧化铝、偏铝酸钠; B
项错误，即便利用变价金属铁，也不满足框图所示

的转化关系; C 项正确，合理的甲、乙、丙的组合譬

如: 氮气、一氧化氮、二氧化氮; D 项正确，合理的

甲、A、乙、丙的组合譬如: 氢氧化钠、二氧化碳、碳
酸钠、碳酸氢钠，也可以是碳酸钠、盐酸、碳酸氢

钠、二氧化碳。答案: B。
2． 框图转化型推断

例 3 已知 A、B、C、D 为气体，E、F 为固体，G 是

氯化钙，它们之间的转换关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 1) D 的化学式是 ，E 的化学式是 。
( 2) A 和 B 反应生成 C 的化学方程式是 。
( 3) E 和 F 反应生成 D、H 和 G 的化学方程式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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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题的突破口为“D ( 气体) →E ( 固

体) →D( 气体) ”这一系列转化过程，可联想到中

学化学中“氨气→铵盐→氨气”这一转化过程，据此

可推测 D 为 NH3，结合 G 为 CaCl2，可知 E 为 NH4Cl，
F 为 Ca( OH) 2。其余物质可以逐一确定: A 为 H2 ( 或

Cl2 ) ，B 为 Cl2 ( 或 H2 ) ，C 为 HCl，H 为 H2O。

答案: ( 1) NH3 NH4Cl ( 2) H2 +Cl2
点燃

2HCl

( 3) 2NH4Cl +Ca( OH) 2
△

CaCl2 +2NH3↑ +2H2O
例 4 图 3 中的字母分别代表一种常见的物质

或其溶液，相互之间的转化关系如图所示( 部分产物

及反应条件已略去)。已知 A、B 为气态单质，F 是地

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的单质，E、H、I 为氧化物，

E 为黑色固体，I 为红棕色气体，M 为红褐色沉淀。

图 3

请回答下列问题:

( 1) 写出 F 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 。
( 2) 由 J 的饱和溶液可以制得胶体，其原理是

( 用化学方程式表示)。
( 3) 电解 X 溶液的离子方程式为 。
( 4) D + E→B 的反应中，被氧化与被还原的物

质的物质的量之比是 。
( 5) G + J→M 的离子方程式是 。
( 6) Y 受热分解的化学方程式是 。
( 7) G 中离子浓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为 ，将 G

蒸干灼烧得到的物质为 ( 填化学式)。
解析 F 是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的单

质，则 F 为Al; X 电解生成 A、B 两种气态单质和能与

Al 反应的物质 C，可知 X 为饱和 NaCl 溶液，C 为

NaOH 溶液，A、B 为 H2、Cl2中的一种，则 D 为 HCl，D
与黑色固体 E 反应又生成 B，可知 E 为 MnO2，B 为

Cl2，故 A 为 H2 ; G 为 NaAlO2 溶液，M 为红褐色沉淀

Fe( OH) 3，则 J 中含有 Fe3 + ，应为 FeCl3溶液，故氧化

物 H 为 Fe2O3 ; I 为红棕色气体，且为氧化物，则 I 为

NO2，从而可知 N 为 HNO3 溶液，故 Y 为Fe( NO3 ) 3。

( 1) Al 在元素周期表中位于第 3 周期ⅢA 族。( 2) 实

验室制备 Fe( OH) 3胶体的方法: 将饱和 FeCl3溶液逐

滴加入沸水中，加热煮沸至液体呈红褐色时停止加

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FeCl3 +3H2O
△

Fe( OH) 3

( 胶体) +3HCl。
( 3) 电解饱和食盐水生成 NaOH、H2和 Cl2。

( 4) MnO2 + 4HCl ( 浓) 
△

MnCl2 + Cl2↑ +
2H2O，氧化剂为 MnO2，HCl 既表现还原性又表现酸

性，各占一半，氧化剂被还原，还原剂被氧化，故被氧

化与被还原的物质的物质的量之比是2∶ 1。
( 5) Fe3 + 水解呈酸性，AlO －

2 水解呈碱性，两者相

互促进，完全水解生成 Fe ( OH) 3 和Al( OH) 3 沉淀:

Fe3 + +3AlO－
2 +6H2 O Fe( OH) 3↓ +3Al( OH) 3↓。

( 6) Fe( NO3 ) 3受热分解生成 Fe2O3、NO2，N 的化

合价降低，故必有一种元素的化合价升高，从化学式

来看，只能是 O，故产物中还有 O2。根据化合价升降

守恒和原子守恒可配平化学方程式。
( 7) NaAlO2溶液中 AlO －

2 发生水解 AlO －
2 +2H2O


△

Al( OH) 3↓ + OH－ ，故溶液中离子浓度大小关

系为 c( Na + ) ＞ c( AlO －
2 ) ＞ c( OH－ ) ＞ c( H+ )。加热

NaAlO2溶液时，水解平衡向右移动，c( OH－ ) 逐渐增

大，将会溶解 Al( OH) 3重新生成 NaAlO2，故蒸干灼烧

该溶液得到的固体仍然是 NaAlO2。
答案: ( 1) 第 3 周期ⅢA 族 ( 2) FeCl3 + 3H2O


△

Fe( OH) 3 ( 胶体) + 3HCl ( 3) 2Cl － + 2H2O
电解

2OH－ +H2↑ + Cl2↑ ( 4) 2∶ 1 ( 5) Fe3 + +3AlO－
2 +

6H2 O Fe( OH) 3↓ +3Al( OH) 3↓ ( 6) 4Fe( NO3 ) 3


△

2Fe2 O3 + 12NO2↑ + 3O2↑ ( 7) c ( Na + ) ＞
c( AlO－

2 ) ＞ c( OH－ ) ＞ c( H+ ) NaAlO2

五、方法思维模型

总之，推断框图的思路是: ( 1 ) 先迅速浏览→
再整体扫描→随即产生印象→立即寻找“题眼”;

( 2) 由点到面再进行随机检验; ( 3) 注意前后联系

→大胆进行假设→全面过程分析［顺推法、逆推

法或假想验证法］→最后验证确认。解题的关键

是要结合特征反应、现象等信息快速确定物质的

化学式，以此找到“题眼”; 再结合顺推、逆推等方

法，顺藤摸瓜，逐一确定各物质的化学式。
( 收稿日期: 2017 － 01 － 15)

·55·中 学 化 学 2017 年 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