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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研究 基础与能力并举 全面考查化学学科素养

———2016 年全国高考理综乙卷( 卷Ⅰ) 化学试题特点分析
安徽处宿州灵璧中学 234200 汤 伟

2016 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的化学试题有

课程标准理综甲卷( 又称卷Ⅱ，主要为黑龙江、吉
林、辽宁、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陕
西、重庆等省份使用) 、乙卷( 又称卷Ⅰ，为河南、
河北、山西、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安徽、福建等

省份使用) 、丙卷( 又称卷Ⅲ，为云南、广西、贵州

省份使用) 及海南省单独化学高考试卷。四套试

卷针对具体的省份不同，难易程度略有不同，但均

能够较好的遵循《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严格贯

彻《2016 年全国 ( 新课标卷) 考试说明》基本要

求，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有新，试题考查体现立德

树人，内容上尽可能体现核心价值、传统文化、创

新精神等多个方面。下面针对乙卷中的化学试题

特点重点作一分析，愿能够对以后的化学教学带

来一定的帮助。
一、注重基础与能力并举，稳中有新

全国高考乙卷理综化学试题共设计了 7 道选择

题，3 道必做非选择题，1 道选做题( 三选一) ，满分为

100 分。与去年高考化学试题设计的题型及分值相

似，考查的知识要点仍然不回避中学化学典型的主

干知识和常见的化学重点知识，每一道试题考查内

容设计上，都较为注重基础，看似平淡，从平淡中考

查化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试题都特别注重各个

基础知识的综合应用( 见表 1)。
表 1 2016 年高考理综乙卷化学试题考查知识与能力分析表

题号 题型 考查板块 基础知识综合考查点 能力考查点

7
选
择
题

化学与 STSE
蛋白质、乙醇、油脂、人造纤维的相关性质与
应用，本题主要涉及必修模块“化学 1”、“化
学 2”的内容。

通过设置化学与生活背景材料，考查考生对基础
知识融会贯通、再现、辨认的能力，引导学生关注
化学的应用价值，注重学以致用。

8
选
择
题

化 学 基 本 计 算
( 阿伏伽德罗常
数的基本计算)

本题主要是以阿伏加德罗常数为载体，考查
质量与微粒个数、物质的量与微粒的个数、气
体摩尔体积、氧化还原反应等基本知识。另
外还具体考查了可逆反应中分子个数的推
算、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转移数目的计算、物
质结构中所含共价键数目的计算。

能力层面上要求考生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必要
的分析、推理和计算，解决具体的化学问题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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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1 mol·L －1，解得 V2 = 3V1 /2，即V水 ∶ VNaOH

= 9V1 ∶ 3V1 /2 = 6∶ 1。答案为 C。
变式五 25℃ 时，若 pH = a 的 10 体积某强

酸溶液与 pH = b 的 1 体积某强碱溶液混合后溶

液呈中性，则混合之前该强酸的 pH 与强碱的 pH
之间应满足的关系( ) 。

A． a + b = 14 B． a + b = 13
C． a + b = 15 D． a + b = 7
分析 酸 中 n ( H + ) = 10 － a × 10 mol，碱 中

n( OH － ) = 10 －14 /10 － b × 1 = 10 －14 + b mol，根据混合

后溶液呈中性，故 n ( H + ) = n ( OH － ) ，即 10 － a ×
10 = 10 －14 + b，所以 a + b = 15。答案为 C。

变式六 用 1． 0 mol·L －1的 NaOH 溶液中和

某浓度 的 H2SO4 溶 液，其 水 溶 液 的 pH 和 所 用

NaOH 溶液的体积关系变化如图 2 所示，则原

H2SO4 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和完全反应后溶液的

图 2

大致体积是( ) 。
A． 1． 0 mol·L －1，20 mL
B． 0． 5 mol·L －1，40 mL
C． 0． 5 mol·L －1，80 mL
D． 1． 0 mol·L －1，80 mL
分析 从图象中可知滴

定前稀 H2SO4 的 pH = 0，即 c ( H + ) = 1． 0 mol·
L －1，则 c( H2SO4 ) = 0． 5 mol·L －1。当 pH = 7 时，

消耗 V( NaOH) = 40 mL，根据 n( H + ) = n( OH － )

可列式: 1． 0 mol·L －1 × V硫酸 = 1． 0 mol·L －1 ×
40 mL，则原硫酸溶液的体积 V硫酸 = 40 mL。反应

后溶液的大致体积是 40 mL + 40 mL = 80 mL。答

案为 C。
( 收稿日期: 2016 － 03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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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
择
题

有机化学
该试题重点考查了有机化学基础知识的综
合，具体考查点有有机物的命名、有机反应类
型、同分异构体、常见高分子化合物的辨别。

能力层面上考查考生不仅能够对中学化学的相关
基础知识融会贯通，有正确再现与辨认的能力，而
且具备从试题提供的新信息中准确提取实质性内
容的能力。

10
选
择
题

化学实验基础
知识

化学实验基础知识的考查，既有有机实验，也
有无机化学实验，考查基础知识点有: 有机混
合物的分离方法、常见气体的收集方法、典型
溶液的配制方法、混合气体的除杂与净化。

能力层面上要求考生能在灵活运用相关实验知识
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分液、洗气、气体收集等方法
的含义及其适用条件，另外能力层面上还进一步
考查了考生对中学化学相关实验知识能够融会贯
通，有正确复述、再现与辨认的能力。

11
选
择
题

电化学基础

综合考查了电解池的相关知识，具体考查点
有阴阳离子的移动方向、两极产物的判断、电
极反应式的书写及反应后溶液酸碱性的推
断、电子守恒在计算中的应用。

要求考生不仅能够对中学化学的相关基础知识融
会贯通，有正确再现与辨认的能力，而且具备从试
题提供的新信息中准确提取实质性内容的能力，
能够从氯碱工业迁移到电解硫酸钠溶液中，进一
步考查了考生的知识迁移能力。

12
选
择
题

电解质溶液
酸碱中和滴定实验中，指示剂的选择、滴定终
点的推断、滴定过程中微粒浓度的大小判断
及溶液 pH 的计算等。

通过提供的图象，考查考生从中准确提取关键信
息，应用相关知识，采用分析、综合的方法，解决问
题的能力，另外还较好的考查了考生的观察能力
和思维能力。

13
选
择
题

元素周期表与周
期律、元素及 其
化合物推断

原子半径大小的比较、元素非金属性强弱的
比较、氢化物状态的判断、最高价氧化物的水
化物酸性强弱的判断等等。

学科内综合考查，将元素化合物框图推断与周期
表与周期律相结合，另外，能力层面上还进一步考
查了考生对图表信息的接受、吸收和整合能力。

26

非
选
择
题

化学实验基础
与探究

常见气体制备装置选取、反应原理方程式的
书写、气体净化仪器的连接、根据反应特点，
探究实验现象及原理。

能力层面上考查基础化学实验和基本技能，另外
能够结合获取的实验现象回答相关结论，考查考
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27

非
选
择
题

化学基本概念与
化学反应原理

化学反应现象推断、化学反应方程式的书写、
平衡转化率及平衡常数的计算、平衡移动原
理的应用、Ksp的计算。

试题体现了对化学基本原理的充分理解和融会贯
通。还进一步考查了考生根据图中给出的信息和
适当的引导，学会分析相关问题。即重点考查了
考生获取信息并应用信息的能力，体现了新课程
标准高考化学的评价目标。

29

非
选
择
题

元素化合物与化
工生产流程

化合价的判断、方程式的书写、除杂试剂的选
取、电极产物的判断、氧化还原反应中氧化剂
与还原剂、氧化产物的推算及化学基本计算。

能力层面上考查了考生对化合物的性质推断、化
学方程式的书写或产物的推断、化学计算等等的
掌握与了解情况; 同时考查考生利用化学的一些
基本原理如氧化还原反应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实际能力。

36

非
选
择
题

化学与技术

化工操作原理分析、反应方程式的书写、化学
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移动原理的应用、反应
产物的判断、电解原理的应用、滴定实验的基
本计算。

能力考查上考查考生能否应用所学的知识分析和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37

非
选
择
题

物质结构与性质

电子排布式的书写、未成对电子数的判断、化
学键成键原理分析、分子间作用力、电负性大
小顺序判断、杂化轨道类型判断、原子坐标参
数及晶胞的基本计算。

能力层面上，考查考生能够根据已有的知识和题
目给定的图示，提取、归纳相关信息，对化学问题
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得出正确的结论或作出正确
的判断，并能把推理过程准确地表达出来的能力。

38

非
选
择
题

有机化学基础
糖类基础知识、有机反应类型判断、常见官能
团识别、有机物的命名、方程式的书写、附加
条件下的同分异构体及设计合成路线图。

该试题突出对自学能力和推理能力的考查，要求
考生由物质变化特点确定相关物质的官能团、结
构和指定反应的反应类型，另外还灵活的考查了
考生的合成路线设计能力。

今年全国乙卷的试题题型在稳定的基础上，

还特别强化考查学生的化学知识面的拓展，考查

学生的化学素养上也力求出新。如试题 7，考查

了化学与生活的常识问题，看似极为简单，但试题

渗透的化学知识却并不简单，要求考生面对生活

中的一些现实问题，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

然; 有些内容考生如果不善于阅读一些科普书籍，

还不一定能够顺利得出答案，如选项 B 中，食用

油反复加热，为何不宜食用? 食用油反复加热能

够生成稠环芳香烃的知识又有多少考生知晓? 选

项 D 中，引导学生要能够从定量角度认识身边的

一些化学常识，众多考生知道教材中书写了医用

酒精的浓度为 75% ，为何 95% 不适合消毒?

试卷中体现稳中求新的考点有一些比较典型。
如有机物的系统命名法与习惯传统的命名法结合考

查( 试题 9 选项 A)、元素周期表与周期律与元素化

合物框图推断综合考查( 试题 13)、由学生熟识的氯

碱工业拓展到今年高考试题中三室式电解 Na2SO4

( 试题 11)。过去高考有机试题常常附加一些信息

( 如双烯合成反应，又叫狄尔斯 －阿尔德反应或Di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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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er 反应) ，而今年高考有机合成推断试题中( 试

题 38) 涉及到的双烯合成反应，并没有提供信息，而

是通过流程图，让学生自己分析推理，得出答案，这

些与过去相比，均具有较好的创新性。
二、关注三维目标，重在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和

深度思维

今年全国高考乙卷理综化学试题试卷中化学

试题在注重基础知识的考查同时，还尽可能贴近

学生的生活实际，突出化学的实用价值。关注教

学三维目标，试题借助相关的生活或社会情景展

开，问题通过一些较为基础但又具有很好的开放

性的形式设计，考生一般会产生好奇的思维模式，

由此激发学生深度思考、创新思维。
例如题 26，在选择试题提供的实验装置图时，答

案并非唯一，但装置图与对应的答案必须一致，即实

验室制备氨，如采用铵盐与碱混合加热，应该选取装

置 A，反应原理为: 2NH4Cl + Ca( OH) 2 
△

CaCl2 +
2NH3↑ +2H2O; 如采用浓氨水受热分解法，则应选取

装置 B，反应原理为 NH3·H2O
△

NH3↑ +H2O。
再如题 38，最后要求考生设计制备对苯二甲

酸的合成路线，该问题能够较好的考查学生的创

新思维，它是去年全国高考乙卷理综化学试题 38
合成路线设计题的延续和拓展。而今年试题在考

查创新思维的同时还更加注重考查了学生的深度

思维，根据试题提供的合成路线中，学生要能够获

取并了解课本中未学习到的 Diels － Alder 反应，

这是解答该问题的关键知识点。根据试题框图信

息，学生要能够明确 C→D 的转化为链状有机物

转化为 环 状 有 机 物 的 反 应 ( 即: Diels － Alder 反

应) ，这时候才能够得出第一步合成的关键路线

图 :

CH


3

CH


3

C2H4
→ 帨帨 

加热

CH


3

CH


3

，然后根据试题框图信息，

D→E 的转化为六元环转化为苯环的变化，得出

第二步合成路线图 帨帨 :

CH


3

CH


3

Pd /C
→ 帨帨
師師
師師

加热

CH


3

CH


3

，最后联

系教材所学习的苯的同系物能够被高锰酸钾氧化

为苯 甲 酸 的 结 论，得 出 第 三 步 合 成 路 线 图:

KMnO4 /H
+

→ 帨帨
師師
師師

加热


COOH


COOH

，将该合成路线整合，便可

以得出理想的合成路线答案为



:

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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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2H4
→ 帨帨 

加热

CH


3

CH


3

Pd /C
→

帨帨
師師
師師

加热

CH


3

CH


3

KMnO4 /H
+

→ 帨帨
師師
師師

加热


COOH


COOH

。

三、注重化学计算，引导学生能够从定量角度

学习化学

今年全国高考乙卷理综化学试题中更加注重

化学计算的考查。
1． 7 道化学选择题中，有 4 道选择题均涉及

到化学计算的内容考查。
2． 非选择题中，几乎每一道试题都涉及到了

一些化学计算的相关内容。
3． 选做题 36，有两处考查了化学计算，即“电

解法”和“歧化法”比较中，K2MnO4 的理论利用

率之比为多少的计算和通过滴定实验，计算高锰

酸钾样品的纯度; 试题 37，重点设计了一个关于

晶胞密度的计算; 试题 38，通过计算得出分子中

所含有的羧基个数，由此才能够进一步推算有机

物的同分异构体。
总之，2016 年的全国高考理综乙卷化学试题

设计上能突出主干、重视应用、适度创新，强化能

力和学科素养的考查，试题稳中有变，难度适中，

贴近教材，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对我们的新课改

的深化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
( 收稿日期: 2016 － 0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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