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法 

化学计算 

◇ 山东 张则聪 

有些化学计算题 ，反应物要发生多步化学反应 ， 

分步计算会很繁琐．其 实这是一个陷阱 ，如果我们淡 

化这些中问过程 ，利用物质在反应 中的原子守恒关 系 

或者电子转移守恒关系，分析反应物 的初始状态和最 

终呈现状态，就会简化思维，找到最便捷、最有效的解 

题途径． 

下面笔者通过对几道典型化学计算题的剖析，以 

期体现运用始态、终态分析法解化学计算题 的基本思 

路和策略． 

1 根据原子守恒 

化学反应的过程就是原子的重新组合过程，反应 

物质虽然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变化，但原子数目始终不 

变，在反应中要以关键原子为线索，顺藤摸瓜，把握它 

的开始和最终呈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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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将一定量的钠铝合金置于水中后，合金全 

部溶解 ，得到 30 mL pH一14的溶液 ，然后用 l mol· 

L 的盐酸滴定到沉淀质量最大时，消耗 60 mL的盐 

酸，原合金中钠的质量为( )． 

A 0．92 g； B 1．38 g； ． 

C 0．46 g； D 0．69 g ’ 

Q 经过连续的反应，第1过程：2Na-+-2H O一 ， 挥析
2NaOH+ H 十，2NaOH+2A1-t-2H，O一 

2NaA102+3H2十；第 2过程：NaOH+HC1一NaC1+ 

H2O，HC1+NaA1O2+H2O—NaC1+AI(OH)3 0．当 

沉淀质量达到最大时，钠元 素和盐酸 中的氯元素全部 

以 NaC1的形式存在 ，所以就根据原子守恒关系 ： 

始态 终态 

Na ～ HCl ～ NaCl 

23 g 1 tool 1 mol 

z 0．06 mol 

解得 z===1．38 g． 

答案 B． 

例 2 有一在空气中暴露过的 KOH固体，经分 例 有一在空气中暴露过的 固体，经分 

析知其 内含水 6．4 ，K：CO。4．6 ，KOH 89 ，若将 

此样品 1 g加入到 15 mI 的 1 tool·I 硫酸溶液中， 

过量的硫酸再用 1．5 mo卜L 的 K()H 溶液 中和，中 

和后将溶液蒸干 ，求可得 固体的质量． 

此题 中发生的反应很多 ，但 仔细分析可 知： 
， ，解析 蒸发溶液后所 得固体为硫酸钾

，K SO 中的 

sO 全部来 自于 H SO 中的 sol，在整个过程中 

sol 守恒． 

始态 终态 

K0H ～ K2SO 

即 (K2SO4)一 (H2SO4)，故 m(K2 S()4)一 

0．015 L×1 tool·L ×174 g·tool =2．61 g． 

2 根据 电子转移守恒 

氧化还原反应 的过程 ，其本质是 电子 的转 移过 

程，就像击鼓传花，电子在传递过程中，既不会增多也 

不能减少．氧化剂、还原剂都是电子的载体，对于多步 

的氧化还原计算过程 ，可以淡化 中间 的这种载体 ，然 

后综合判断，分析讨论． 

例 3 将 50．00 mI 0．098 m。1．L 的羟 氨 

(NH 0H)酸性溶液，与足量硫酸铁在煮沸条件下反 

应 ，生成的 Fe。。。又恰好被 49．00 mI 0．040 tool·I 

的酸性 KMnO 溶液所氧化．在上述反应 中，羟氨的 

氧化产物为( )． 

A NO 2； B NO； C N 2 O； D N2 

羟氨被 Fe。 氧化 ，Fe 一又被酸性 KMnO 溶 
'■ 

jr -解析 液所 氧 化
． 归 根 结 底 ，羟 氨 失 去 电 子 被 

KMnO 得到．NH。OH 中 N为一1价 ，设羟氨的氧化 

产物 中 N元素为 z价，由电子转移守恒可得： 

[z一(一1)]×50．00 mL×0．098 mol·I === 

(7—2)×49．00 mL×0．04 tool·I ，解得 —1． 

答案 C． 
_ 

例 4 30 mI 一定浓度 的硝酸溶液 与 4．48 g铜 

片反应，当铜完全溶解后 ，共收集到标准状况时 的气 

体 2．24 L． 

(1)该硝酸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至少是多少? 

(2)若把装有这些气体的集气瓶倒立在盛水的水 

槽中，需通人多少 I 标准状况下 的氧气才能使集气 

瓶充满溶液? 

Q (1)铜与一定量的浓硝酸反应，随着硝酸浓 ，解析
度的降低，开始生成的还原产物是 NO ，后 

期生成的还原产物可能就是 NO，所 以难以确定铜分 

别与浓硝酸、稀硝酸反应的量．但是如果假设硝酸也 

恰好完全反应，产物中含有氮原子是 Cu(NO s)z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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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两部分 ，铜溶解后生成 Cu(NO。) ，根据 Cu原子守 

恒 ，得到关系式 ： 

Cu ～ Cu(NO 3)2 ～ HNO。(消耗) 

1 mol 2 mol 

(4．48／64)tool 

解得 一0．14 too1． 

虽不能确定混合气体量的比例，但如果把 2种气 

体作为整体考虑，而不区分有多少 NO 和 NO，就可 

根据反应前后氮原子守恒，得到关系式： 

NO ～ HNO。(消耗) 

1 mol 1 mol 

(2．24／22．4)mol Y 

解得 Y===0．1 mo1． 

总共消耗 HNO。物质的量 n一0．14+0．1—0．24 

tool，则该硝酸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至少为 ： 

f(HNO )一0．24 mol÷ (30÷1000)L===8 mol·L_。． 

(2)混合气体将从铜中得到的电子传递给了氧 

气 ，所以根据 电子转移守恒，铜失 电子总数，等于被还 

原的硝酸得到的电子总数等于氧气得到的电子总数， 

得到最终关系式 ： 

铜失的电子总数等于氧气得到的电子总数． 

2Cu ～ O2 

2 22．4 L 

(4．48／64)mol V 

V(O2)===0．784 L． 

答案 (1)至少 8 mol·L-。； 

(2)0．784 L． 

小结 始态、终态分析法解题，可以概括为“紧盯 

反应线索，抓住反应本质，巧妙跨越中态，借助守恒关 

系，利用终态列式”．这对于某些中间反应过程复杂的 

化学计算，若能运用原子守恒或电子转移守恒综合考 

虑，可省去中间的各步计算，使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 

链接练习参考答案 

A． 

靠 一⋯I．|_ ̂⋯l⋯I_⋯l⋯．⋯·l1．_̈-lI‘⋯ ⋯l_．． ⋯l⋯．I1 

(作者单位：山东省胶南市实验中学) 

◇ 江苏 刘启成 

从近年来的高考来看 ，有机物同分异构体的书写 

已经从官能团的类别异构、位置异构和碳链异构 的穷 

举法到满足限制条件的同分异构体的书写过程，估计 

以后的高考还会延续这一考法．从高考试卷分析和教 

学实践来看 ，考生在书写时存在一定的问题． 
■ ■ 

例 1 (2011年浙江卷，有删改)已知有机化合 
—  

物 CH。O—<／ 、 CHO有多种同分异构体，请写 
＼c==／ 

出符 合 下 列条 件 的所有 同分 异构 体 的结 构 简 

式 ： ． 

① 能 发生 银镜 反 应 ；② 含 苯环 且 苯 环 上 只有 2 

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原子． 

Q 能发生银镜反应，说明结构中含有醛基(注 解析
意也可能为甲酸某酯，易遗漏)；含苯环且苯 

环上只有 2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原子 ，说 明苯环上有 

2个取代基且在对位，结构简式有： 

HOCI{ ◇ CHO；H哈 cH CHO； 
O 
 ̈

CH。 。一  H ． 

例 2 (2011年安徽 卷，有 删改)已知 x是 E 

CH 

NH )的同分异 构体 ，X分子 中含有 苯 

’ CH3 

环 ，且苯环上一氯代物只有 2种 ，则 X所有可能 的结 

构 简 式 有 Hac— NHCH。、 

◇ 因为X中苯环上一氯代物只有2种，所以若 囊犟析
苯环上有 2个取代基，则只能是对位的，这 2 

个取 代 基 分 别 是 乙 基 和 氨基 或 者是 甲基 和一 

CHzNH ；若有 3个取代基，则只能是2个甲基和 1个 

没有口水与汗水，就没有成功的泪水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