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混合液 ω的变化规律
（１）ω１、ω２ 等质量混合

根据溶液质量分数的计算公式 ω ＝ 溶质的质量
溶液的质量

× １００％可以计算出质量分数分别为 ω１、ω２ 的两份同
种溶质的溶液等质量混合后，所得混合溶液的质量分

数 ω ＝
ω１ｍ ＋ ω２ｍ
２ｍ ＝

ω１ ＋ ω２
２ ．

（２）ω１、ω２ 等体积混合
质量分数分别为 ω１ 与 ω２ 的某种溶液等体积混

合，所得混合液的质量分数 ω 与
（ω１ ＋ ω２）
２ 的关系如

何？其推导过程如下：

ω ＝
ω１ρ１Ｖ ＋ ω２ρ２Ｖ
ρ１Ｖ ＋ ρ２Ｖ

＝
ω１ρ１ ＋ ω２ρ２
ρ１ ＋ ρ２

＝

ω１ ＋ ω２
２ （ρ１ ＋ ρ２）＋

ω１ － ω２
２ （ρ１ － ρ２）

ρ１ ＋ ρ２

＝
ω１ ＋ ω２
２ ＋

（ω１ － ω２）（ρ１ － ρ２）
２（ρ１ ＋ ρ２）

若此溶液为氨水（ＮＨ°３Ｈ２Ｏ）、酒精（Ｃ２Ｈ５ＯＨ）等
密度 ρ ＜ １ 的溶液，故 ω１ ＞ ω２ 则 ρ１ ＜ ρ２ 即 ω

＜
ω１ ＋ ω２
２ ．

若此溶液为硫酸（Ｈ２ＳＯ４）、硝酸（ＨＮＯ３）、食盐水
（ＮａＣｌ）等密度 ρ ＞ １ 的溶液，故 ω１ ＞ ω２ 则 ρ１ ＞ ρ２ 即 ω

＞
ω１ ＋ ω２
２ ．

结论

１．无论溶液密度大于 １ｇ ／ ｃｍ３ 还是小于 １ｇ ／ ｃｍ３，
等质量混合时得到混合溶液的质量分数都等于它们

和的一半；等体积混合时所得到混合溶液的物质的量

浓度都等于它们和的一半．
２．两种不同质量分数的溶液等体积相混合，若溶

液的密度大于 １ｇ ／ ｃｍ３，则混合溶液质量分数大于它们
和的一半；若溶液的密度小于 １ｇ ／ ｃｍ３，则混合溶液质
量分数小于它们和的一半．
３．两种不同物质的量浓度等质量相混合，若溶液

密度大于 １ｇ ／ ｃｍ３，则混合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小于它
们和的一半；若溶液的密度小于 １ｇ ／ ｃｍ３，则混合溶液
的物质的量浓度大于它们和的一半．

参考文献：

［１］韦民 . 与名师对话［Ｍ］.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新课改 ＳＪ 版 ２０１２ 高考总复习，ＣＥＴＶ 中国教育电视台推

荐图书 .

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热考归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２１０００３　 　 张成光

　 　 摘　 要：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是高考的热点和重点，文章从弱电离质的电离平衡、水的电离平衡、水解平衡、溶解平
衡四个方面分析了该部分内容的重要考点，提醒考生关注．

关键词：弱电解质；电离平衡；溶解平衡；粒子浓度关系

作者简介：张成光（１９６４ －），男，江苏南京人，本科学士，中学高级教师，研究方向：化学教学．

　 　 考点一　 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
例 １ 　 酸雨中存在电离平衡：Ｈ２ＳＯ 幑幐３ Ｈ ＋ ＋

ＨＳＯ －３ 、ＨＳＯ
－ 幑幐３ Ｈ ＋ ＋ ＳＯ２ －３ ． 下列有关说法不正确

的是（　 ）
Ａ．常温下，加入蒸馏水稀释酸雨，ｃ（Ｈ２ＳＯ３）、

ｃ（Ｈ ＋）
ｃ（ＨＳＯ －３ ）

都减小

Ｂ．常温下，第一步电离常数 Ｋ１ 大于第二步电离
常数 Ｋ２

Ｃ．不考虑亚硫酸的分解和挥发，适当升温，平衡
向右移动，电离常数增大

Ｄ．温度不变，随着酸雨放置时间的增长，溶液的
酸性增强

解析　 Ａ 项，加入蒸馏水稀释酸雨，虽然电离程
度增大，但 ｃ（Ｈ２ＳＯ３）、ｃ（ＳＯ

２ －
３ ）都减小，而 Ｋａ２ ＝

ｃ（Ｈ ＋）·ｃ（ＳＯ２ －３ ）
ｃ（ＨＳＯ －３ ）

只与温度有关，常温下保持不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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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 ＋）
ｃ（ＨＳＯ －３ ）

增大，错误；Ｂ项，弱酸的第一步电离大于第

二步电离，正确；Ｃ 项，电离一般吸热，升高温度有利
于电离，正确；Ｄ 项，亚硫酸在空气中与氧气反应生成
硫酸，溶液酸性增强，正确．

答案　 Ａ
点评　 对于弱电解质溶液中的离子浓度比值关

系可以采用两种方法：（１）转化法．将浓度比转化为物
质的量比值，然后考虑电离平衡移动．（２）拼凑平衡常
数．利用稀释过程中平衡常数不变，将比值问题构造
成平衡常数有关的代数式进行简化判断，然后考虑电

离平衡移动．
考点二　 水的电离与 ｐＨ的计算
例 ２　 水的电离平衡曲线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
Ａ．在 ａ 点对应温度下，

ｐＨ ＝ ａ的氨水溶液，稀释 １０
倍后，其 ｐＨ ＝ ｂ，则 ａ ＝ ｂ ＋ １

Ｂ．纯水仅升高温度，可
从 ａ点变到 ｃ点

Ｃ． 水的离子积常数 Ｋｗ
数值大小关系为 ｂ ＞ ｃ ＞ ｄ

Ｄ．在 ｂ 点对应温度下，
０. ５ｍｏｌ·Ｌ －１的 Ｈ２ＳＯ４ 溶液与 １ｍｏｌ·Ｌ

－１的 ＫＯＨ溶液

等体积混合，充分反应后，所得溶液的 ｃ（Ｈ ＋）＝ １０ －７

ｍｏｌ·Ｌ －１

解析　 Ａ项，加水稀释促进一水合氨电离，ｐＨ ＝ ａ
的氨水溶液，稀释 １０ 倍后，溶液中的氢氧根离子浓度

大于原来的
１
１０，其 ｐＨ ＝ ｂ，则 ａ ＜ ｂ ＋ １，错误；Ｂ项，ａ点

和 ｃ点的 ｃ（ＯＨ －）相等，若纯水仅升高温度，ｃ（ＯＨ －）
与 ｃ（Ｈ ＋）都增大，错误；Ｃ 项，水的电离是吸热反应，
温度升高，水的离子积常数增大，根据图中数据得出

水的离子积常数 Ｋｗ 数值大小关系为 ｂ ＞ ｃ ＞ ａ ＝ ｄ，温
度关系为 ｂ ＞ ｃ ＞ ａ ＝ ｄ，正确；Ｄ 项，ｂ 点的 Ｋｗ ＝ １ ×

１０ －１２，０. ５ｍｏｌ·Ｌ －１的 Ｈ２ＳＯ４ 溶液与 １ｍｏｌ·Ｌ － １ 的
ＫＯＨ溶液等体积混合，充分反应后所得溶液显中性，
此时 ｃ（Ｈ ＋）＝ １０ －６ ｍｏｌ·Ｌ －１，错误．

答案　 Ｃ
点评　 （１）水的电离受外加试剂影响，一般来说，

酸、碱抑制水的电离，易水解的盐促进水的电离，但不

管是哪种情况，水电离出的 ｃ（ＯＨ －）与 ｃ（Ｈ ＋）始终相
等．水的电离也受温度影响，温度升高，水的电离程度

增大，水的离子积常数增大，故在应用 Ｋｗ 时一定要注
意溶液所处的温度．（２）在计算 ｐＨ 时，应注意酸性时
直接根据 ｃ（Ｈ ＋）计算 ｐＨ，碱性时先求出 ｃ（ＯＨ －）再
计算 ｃ（Ｈ ＋）．

考点三　 溶液中粒子浓度的关系
例 ３　 常温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向一定浓度的 Ｎａ２ＣＯ３ 溶液中加入等浓度等体

积的盐酸：

　 ｃ（Ｎａ ＋）＝ ｃ（ＣＯ２ －３ ）＋ ｃ（ＨＣＯ
－
３ ）＋ ｃ（Ｈ２ＣＯ３）

Ｂ． ＮａＨＣ２Ｏ４ 溶液：ｃ（ＯＨ
－）＋ ｃ（Ｃ２Ｏ

２ －
４ ）＝ ｃ（Ｈ

＋）

＋ ｃ（Ｈ２Ｃ２Ｏ４）
Ｃ． ｐＨ相同的①ＣＨ３ＣＯＯＮａ、②ＮａＣｌＯ二种溶液的

ｃ（Ｎａ ＋）：① ＜②
Ｄ． ｐＨ ＝ ８ 的 ０. １ｍｏｌ· Ｌ －１的 ＮａＨＢ 溶液中：ｃ

（ＨＢ －）＞ ｃ（Ｈ ＋）＞ ｃ（Ｂ２ －）＞ ｃ（Ｈ２Ｂ）
解析　 Ａ 项，Ｎａ２ＣＯ３ 溶液中加入等浓度等体积

的盐酸，发生反应：Ｎａ２ＣＯ３ ＋ ＨＣｌ ＝ ＮａＨＣＯ３ ＋ ＮａＣｌ，物
料守恒应为：ｃ（Ｎａ ＋）＝ ２ｃ（ＣＯ２ －３ ）＋ ２ｃ（ＨＣＯ

－
３ ）＋ ２ｃ

（Ｈ２ＣＯ３），错误；Ｂ项，根据电荷守恒得：ｃ（ＯＨ
－）＋ ２ｃ

（Ｃ２Ｏ
２ －
４ ）＋ ｃ（ＨＣ２Ｏ

－
４ ）＝ ｃ（Ｈ

＋）＋ ｃ（Ｎａ ＋），根据物料
守恒得：ｃ（Ｎａ ＋ ）＝ ｃ（Ｃ２Ｏ

２ －
４ ）＋ ｃ（ＨＣ２Ｏ

－
４ ）＋ ｃ

（Ｈ２Ｃ２Ｏ４），两式相加得：ｃ（ＯＨ －）＋ ｃ（Ｃ２Ｏ
２ －
４ ）＝ ｃ

（Ｈ ＋）＋ ｃ（Ｈ２Ｃ２Ｏ４），正确；Ｃ 项，由于酸性：ＣＨ３ＣＯＯＨ
＞ ＨＣｌＯ，故同浓度的 ＣＨ３ＣＯＯＮａ 与 ＮａＣｌＯ 的 ｐＨ：
ＣＨ３ＣＯＯＮａ ＜ ＮａＣｌＯ，则 ｐＨ 相同的①ＣＨ３ＣＯＯＮａ、②
ＮａＣｌＯ二种溶液的 ｃ（Ｎａ ＋）：① ＞②，错误；Ｄ 项，ｐＨ ＝
８ 的 ０. １ｍｏｌ·Ｌ －１的 ＮａＨＢ溶液，ＨＢ—电离程度小于水
解程度，故 ｃ（Ｈ２Ｂ）＞ ｃ（Ｂ

２ －），错误．
答案　 Ｂ
点评　 对于溶液中离子浓度大小比较的问题，一

要弄清溶液中存在哪些电离或水解；二要理解各种离

子之间的关系．在解题时，要注意：（１）若溶质之间会
发生反应，则首先考虑它们之间的反应，然后根据反

应后的溶质进行判断；（２）选项中若有等式，则需考虑
电荷守恒、物料守恒、质子守恒．

考点四　 沉淀的溶解平衡
例 ４　 已知某温度下，Ｋｓｐ（ＡｇＣｌ）＝ １. ５６ × １０

－１０

ｍｏｌ２·Ｌ －２，Ｋｓｐ（Ａｇ２ＣｒＯ４）＝ １. １２ × １０
－１２ ｍｏｌ３·Ｌ －３，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Ａ．向氯化银的浊液中加入氯化钠溶液，氯化银的

Ｋｓｐ减小
Ｂ．向 ２. ０ × １０ －４ｍｏｌ·Ｌ －１的 Ｋ２ＣｒＯ４ 溶液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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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体积的 ２. ０ × １０ －４ ｍｏｌ· Ｌ －１ ＡｇＮＯ３ 溶液，则有
Ａｇ２ＣｒＯ４ 沉淀生成

Ｃ．将一定量的 ＡｇＣｌ和 Ａｇ２ＣｒＯ４ 固体混合物溶于
蒸馏水中，充分溶解后，静置，上层清液中 Ｃｌ －的物质
的量浓度最大

Ｄ． 将 ０. ００１ｍｏｌ· Ｌ －１的 ＡｇＮＯ３ 溶液逐滴滴入
０. ００１ｍｏｌ·Ｌ －１的 ＫＣｌ和 ０. ００１ ｍｏｌ·Ｌ －１的 Ｋ２ＣｒＯ４ 的
混合溶液中，则先产生 ＡｇＣｌ沉淀

解析　 Ａ 项，ＡｇＣｌ 的 Ｋｓｐ只与温度有关，向 ＡｇＣｌ
的浊液中加入氯化钠溶液，虽然平衡向逆方向移动，

但 Ｋｓｐ不变，错误；Ｂ 项，Ｑ ＝ ｃ
２（Ａｇ ＋）× ｃ（ＣｒＯ２ －４ ）＝

（
２. ０ × １０ －４
２ ） × ２. ０ × １０

－４

２ ＝ １. ０ × １０ －１２ ＜ Ｋｓｐ

（Ａｇ２ＣｒＯ４）＝ １. １２ × １０
－１２ｍｏｌ３·Ｌ －３，所以没有沉淀生

成，错误；Ｃ项，ＡｇＣｌ和 Ａｇ２ＣｒＯ４ 固体混合物溶于蒸馏
水中，ＡｇＣｌ 和 Ａｇ２ＣｒＯ４ 都会产生银离子，所以银离子

浓度 最 大，错 误；Ｄ 项，根 据 Ｋｓｐ （ＡｇＣｌ）、Ｋｓｐ

（Ａｇ２ＣｒＯ４），则当 Ｃｌ
－开始沉淀时 ｃ（Ａｇ ＋）＝

Ｋｓｐ
ｃ（Ｃｌ －）

＝

１. ８ × １０ －７ ｍｏｌ·Ｌ －１，当 ＣｒＯ２ －４ 开始沉淀时 ｃ（Ａｇ
＋）＝

Ｋｓｐ（Ａｇ２ＣｒＯ４）
ｃ（ＣｒＯ２ －４槡 ）

＝ ４. ３６ × １０ －５ ｍｏｌ·Ｌ －１，故先产生

ＡｇＣｌ沉淀，正确．

答案　 Ｄ

点评　 解这类题时应注意：①若离子来源于不同

溶液，则代入 Ｑｃ、Ｋｓｐ中进行计算的离子浓度是指溶液

混合后、反应前的浓度，而不是混合前的浓度．②不同

类型难溶电解质，不能根据 Ｋｓｐ比较溶解度的大小．
参考文献：

［１］柴勇 . 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考点探究［Ｊ］. 数理化学

习（高三版），２０１５（１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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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学法”在化学教学中运用之新议

福建省莆田市哲理中学　 　 ３５１１００　 　 谢清秀

　 　 摘　 要：现代科技日益渗透到人们生活中，学生的阅读能力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多数情况下高中化学课的
阅读教学还仅仅是流于形式，疏于对学生的辅导．这就需要化学教师切实重视和加强阅读教学．在中学化学教学中教师
应采用适宜的教学方法和策略，将阅读教学法融入到课堂中，逐步养成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学生的阅读的兴趣和

能力．
关键词：阅读教学；预习阅读；课堂阅读；课外阅读

作者简介：谢清秀（１９８４ －），女，福建莆田人，本科学士，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化学实验．

　 　 阅读是人们获取信息、掌握知识的重要手段之
一．一提到阅读人们往往有一种误区，认为这是语文、
英语等文科教学的任务． 近几年来，高考考题中各类
信息题层出不穷，阅读理解类题型越来越多，具有很

强的选拔功能，而且各个学科面临同样问题，学生不

会“读”信息题． 很多学生解题能力不强，过分依赖老
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阅读能力差导致的．因此，在理
科教学中，阅读显得十分重要．

对于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绝大多数化学教师思

想上是十分重视，但在教学中却难以落实，一节课下

来比较少让学生打开课本，缺少给学生阅读教材的时

间，这种状况减少了学生与教材接触的机会，容易导

致学生不能完全理解理科教材中抽象、严谨语言背后

的含义．反而是教师的讲解替代了学生独立思考，以
至于学生独自获取知识的能力、总结、归纳的能力都

达不到预期的良好效果．为了让阅读能在化学教学中
真正发挥的作用，必须通过有效的阅读策略，提高学

生的阅读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一、精心编写预习提纲，提高学生对预习阅读的

重视

预习阅读是课前阅读，是学生自主学习的阅读．
在化学教学中，教师常常要求学生要预习，然而学生

由于缺乏良好的阅读习惯往往没有很好的落实到位，

大部分学生只是不经过思考的阅读了一遍教材内容．
因此，教师在学生读书前就需准备预习提纲，预习提

纲可以成为学生获得新知识的向导和桥梁，特别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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