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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札记 浅析铅及其化合物在考查中的应用
江苏省泰兴中学 225400 钱琴红

铅元素位于第六周期、第ⅣA 族，与碳元素处

于同一主族，在初中化学教材中金属活动顺序表

中涉及，在高中化学教材中以铅蓄电池介绍相关

知识，近几年铅元素及其化合物的考查大多以新

元素及其化合物相关知识为载体进行考查元素及

其化合物相关知识、化学反应原理、化学实验等，

考查学生知识迁移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

力等学科素养，铅及其化合物在各种考查中多有

涉及，今后在各地高考中有可能涉及，故在高考复

习备考应加以关注，下面举例说明。
例 1 ( 2016 年湖南四模) 硫酸铅可用于铅

蓄电池、纤维增重剂、涂料分析试剂． 工业上通常

用自然界分布最广的方铅矿( 主要成分为 PbS) 生

产硫酸铅． 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已知: ① Ksp ( PbSO4 ) = 1． 08 × 10﹣8，Ksp

( PbCl2 ) = 1． 6 × l0﹣5。

②PbCl2 ( s) + 2Cl － ( aq 幑幐) PbCl2 －
4 ( aq) ，ΔH

＞ 0
③Fe3 +、Pb2 + 以氢氧化物形式开始沉淀时的

pH 分别为 1． 9 和 7。
( 1) 流程中加入盐酸可以控制溶液的 pH ＜

1． 9，主要目的是 。反应过程中可观察到淡黄

色沉淀，则步骤 ( 1 ) 对应的主要反应的离子方程

式为 。
( Ⅱ) 步骤( 2 ) 所得的滤液 A 蒸发浓缩后再

用冰水浴的目的是 ( 请用平衡移动原理解

释) 。
( Ⅲ) 炼铅和用铅都会使水体因重金属铅的

含量增大而造成严重污染． 水溶液中铅的存在形

态主要有 Pb2 +、Pb( OH) +、Pb( OH) 2、Pb( OH) －
3 、

Pb( OH) 2 －
4 。各形态的铅浓度分数 α 与溶液 pH

变化的关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①探究 Pb2 + 的性质: 向含 Pb2 + 的溶液中逐滴

滴加 NaOH，溶液变浑浊，继续滴加 NaOH 溶液又

变澄清; pH≥13 时，溶液中发生的主要反应的离

子方程式为 。
②除去溶液中的 Pb2 + : 科研小组用一种新型

试剂可去除水中的痕量铅和其他杂质离子，实验

结果记录见表 1:
表 1

离子 Pb2 + Ca2 + Fe3 + Mn2 +

处理前浓度 /mg·L﹣1 0． 100 29． 8 0． 12 0． 087

处理后浓度 /mg·L﹣1 0． 004 22． 6 0． 04 0． 053

Ⅰ． 由表 1 可知该试剂去除 Pb2 + 的效果最

好，请结合表中有关数据说明去除 Pb2 + 比 Fe3 + 效

果好的理由是 。
Ⅱ． 若新型试剂 ( DH) 在脱铅过程中主要发

生的反应为:

2DH( s) + Pb 幑幐2 + D2Pb( s) + 2H +

则脱铅时最合适的 pH 约为 。
A． 4 B． 6 C． 10 D． 12．
例题分析 本题以铅及其化合物知识为载

体，是制备型一道化工流程题，考查了化学实验及

化工生产设计、离子反应原理及离子方程式的书

写、溶液中微粒的判断、化学平衡原理等，考查了

学生分析能力、获取信息素养能力、知识灵活应用

迁移能力，综合性强，有较好的区分度。解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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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误读《部分酸、碱和盐的溶解性表》
江苏省宜兴中学 214200 杭 作

高中化学教材中“两表”伴随始终，其中《部

分酸、碱和盐的溶解性表》( 下面称《溶解性表》)

一些信息易误读，导致理解、运用出错。本文仅根

据《溶解性表》在中学化学应用角度收集常见一

些错例，供复习参考。
一、忽视“溶、挥”物质与条件关系

《溶解性表》中有四处标明“溶，挥”，在实际

应用时易混淆错用。现分别讨论其区别。
1． HNO3 ( 溶，挥)

( 1) 在稀溶液中，产生为硝酸，溶于水，不能

用“↑”;

( 2) 固体或浓溶液( 或浓硫酸) 反应产生硝酸

易挥发，用“↑”表示。类似有 HCl( 溶，挥) ，在水

溶液生成氯化氢不用“↑”，氯化钠固体与浓硫

酸，加热反应生成氯化氢用“↑”:

2NaCl( 固) +H2SO4 ( 浓)
△

Na2SO4 +2HCl↑

2． NH3·H2O( 溶，挥)

( 1) 氨与水以体积比 1∶ 700 溶解，在稀溶液、
冷溶液中生成氨溶于水，即产物以“NH3·H2 O”
形式出现。

( 2) 在浓溶液或加热或固体，加热反应产生

的氨，以气体 NH3形式，且标注“↑”。
( 3) 在银氨溶液中反应，因生成氨量少，且溶液

为稀溶液，生成氨，以 NH3形式，但不标示“↑”。
( 4) 双水解反应或 NH+

4 水解反应中，水解程度

弱，用可逆号表示，且产物以“NH3·H2O”形式。
( 5) 在铵盐溶液中加入碳化钙，过氧化钠等

溶于水放热的固态物质，产生中氨以气体 NH3 形

式，且标明“↑”。
3． H2CO3 ( 溶，挥)

二氧化碳溶于水，以 H2CO3形式存在; 碳酸不

稳定，挥发出来就分解，以 CO2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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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2 ( 2017 届盐城市高三期中试题) PbO2

及 2PbCO3·Pb( OH) 2 ( 碱式碳酸铅) 均是生产铅

酸蓄电池正极的原料。
( 1) PbO2可由 NaClO 氧化 Pb( NO3 ) 2溶液得到。
①Pb( NO3 ) 2被氧化为 PbO2的离子方程式为 。
②Pb( NO3 ) 2溶液中通入 H2S 发生

Pb2 + ( aq) +H2S( aq 幑幐) PbS( s) + 2H+ ( aq)

直至平衡，该反应的平衡常数为 K = 。
( 已知: Ksp ( PbS) = 3． 55 × 10 －28 ; H2S 电离常

数 Ka1
= 1． 3 × 10 －7，Ka2

= 7． 1 × 10 －15 ) 。
( 2) 制备碱式碳酸铅的实验步骤如下:

①“碳化”时，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②“洗涤”时，经水洗涤后再用酒精洗涤的目

的是 。
( 3) 为确定 2PbCO3·Pb ( OH) 2 ( 相对式量:

775) 的热分解过程，进行如下实验: 称取一定量

( 2) 实验制得的样品放在热重分析仪中，在氩气

流中热分解，测得样品的固体残留率 ( 固体样品

的剩余质量 /固体样品的起始质量 × 100% ) 随温

度的变化如图 3 所示:

图 3

①A→B 过程中，从体系中逸出的分解产物( 化

合物) 为 ( 填化学式) ; C→D 过程中，从体系中逸

出的分解产物( 化合物) 为 ( 填化学式)。
②根据图中实验数据，计算并确定 E 点残留

固体的化学式( 写出计算过程) 。
例题分析 本题以铅及其化合物知识为载体

考查元素及其化合物知识、氧化还原反应原理、离
子方程式的书写、平衡常数简单计算、实验基本知

识和热重分析计算等。解法略。
( 收稿日期: 2016 － 11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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