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析数学思想方法在高中化学解题中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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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之下，传统的高中化学

考查形式已经不再适应发展的需求，仔细分析近

年来的各地高考模拟试题和高考真题，学生综合

能力的考查越来越受到命题专家的认可，具体体

现在学生运用所学化学知识分析问题、处理问题

的方法与能力的考查，笔者在本文中通过三个典

型案例的剖析，重点说明如何合理、巧妙的运用数

学思想方法将高中化学难题转化为数学问题进行

求解，凸显数学思维方法在快速处理高中化学问

题中的“强大功能”，以飨读者。
一、数列在高中化学解题中的运用分析

数列是处理数学问题的重要的思维方法模型

之一，它体现了典型的数学思想与方法，在高中化

学试题中经常遇到一些有规律的复杂问题，巧借

数列模型分析与处理此类化学题目，能够简化探

究过程，促进解题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在有机化

学中有关于芳香烃问题，经常运用等差数列的问

题进行解决。
例 1 用于铺设公路的沥青中存在一系列稠

环芳香烃，如图 1 所示，A 为荼，B 为芘，C 为蒽并

蒽，可视为同系物，试求

師師

師師

師師

師師帪帪帨帨 師師

帨帨
師師

師師



師師
師師 帨帨

師師
師師

師師師師


師師
師師
師師
師師

師師帪帪

:

A B C
图 1

( 1) 图中稠环芳香烃的分子式通式是 。
( 2) 题目中所述稠环芳香烃分子式中，从荼

开始，第 35 个分子式为 。
( 3) 题目中所述稠环芳香烃的含碳量随着苯

环数目的增加而增大，则此类芳香烃中含碳量百

分比极限值为 。
解析 ( 1) 根据题意可以写出 A、B、C 的分子

式分别为: C10H8、C16 H10、C22 H12，结合高中数学数

列通项式 an = a1 + ( n － 1) d 可得:

碳原子数量通项式:

an = 10 + ( n － 1) × 6 = 6n + 4
氢原子数量通项式:

an = 8 + ( n － 1) × 2 = 2n + 6
可知此类稠环芳香烃通项式为:

C6n + 4H2n + 6 ( n ＞ 1)

( 2) 当 n = 35 时，分子式为: C214H76

( 3) 含碳百分比:

12( 6n + 4)
12( 6n + 4) + ( 2n + 6)

= 72n + 4874n + 54
则极限值为:

72
74 × 100% = 3637 × 100% = 97． 3%

点评 根据上述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通过

观察芳香烃分子表达式中碳原子和氢原子的个数

规律与等差数列整合，列出各自的通项式。可见，

常规思路与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因等差数列的巧

妙运用而迎刃而解，该题注重考查推断同系有机

化合物的分子式的能力，使得学生思维能力得到

有效强化。
二、极限思维方法在高中化学解题中的运用

分析

极值思维方法是在高中化学解题中运用频率

较高的一种解题技巧，通常根据题目中的信息，有

目的从事物的极端上去考虑和处理问题，在一些

化学可逆反应中，一般是假定为正向或逆向的完

全反应，进而分析判断处理所求问题。这样大大

简化了解题过程，提升了解题效率。
例 2 在固定容积的反应容器中，存在可逆

反应 A( g) + 4B( g 幑幐) 2C( g) + D( g) ，在一定温

度下，该反应达到平衡状态时容器中气体物质的

量为 6 mol，现在该容器中充入 A 为 1 mol、B 为

x mol、C 为 1 mol，D 为 1 mol，则试求:

( 1) 欲使起始反应向正反应方向移动，x 的取

值范围;

( 2) 欲使起始反应向逆反应方向移动，x 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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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范围。
解析 ( 1 ) 根据题意，在反应向正反应方向

进行时，消耗反应物最多的是 B，若 B 没有发生反

应，则 1 + x + 1 + 1 = 6 即 x = 3; 若 B 全部反应转

化，则( 1 － x
4 ) + ( 1 + x

2 ) + ( 1 + x
4 ) = 6，即 x =

6; 综上可得: 3 ＜ x ＜ 6。( 2 ) 根据题意，在反应向

逆反应方向进行时，消耗反应物最多的是 C，若 C
没有发生反应，则 1 + x + 1 + 1 = 6 即 x = 3; 若 C

全部反应转化，则( 1 + 1
2 ) + ( x + 2 ) + ( 1 － 1

2 )

= 6，即 x = 2。综上可得: 2 ＜ x ＜ 3。
点评 本题是运用极值思想处理化学可逆反

应中反应物或生成物的取值范围的问题，由于可

逆反应不可能达到完全反应，因而确定取值范围

目标明确、方便简洁，将常规方法的繁、难问题简

单化，提升了解题的速度。
三、函数思想方法在高中化学解题中的应用

分析

数学函数知识处理高中化学问题能够充分体

现工具学科与自然科学学科的有机整合，有利于

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在高中化学有关于极值

的计算问题中函数的运用使得解题思路清晰明了。
例 3 某兴趣小组进行了两步实验操作，第

一步: 给装有适量固体 KClO3 的试管进行加热一

段时间后停止; 第二步: 在冷却的试管中加入足够

量的稀硫酸且加热，发生的化学反应:

KClO3 + 5KCl + 3H2SO 4

3Cl2↑ + 3K2SO4 + 3H2O
假设第一步中装有的 KClO3 为 m mol，其分

解率为 x，试求: 两步反应中生成气体总物质的量

最大时 x 值。
解析 ( 1)

KClO3 + 5KCl + 3H2SO 4

3Cl2↑ + 3K2SO4 + 3H2O
1 5

m － mx mx

即
m － mx

1 = mx5 即 x = 5
6

当 0 ＜ x≤ 5
6 时，固体 KClO3 过量或者刚好与

分解生成的 KCl 完全反应，则:

2KClO 3 2KCl + 3O2↑
mx 1． 5mx
5KCl + KClO3 + 3H2SO 4

mx
3Cl2↑ + 3K2SO4 + 3H2O
0． 6 mx

则生 成 气 体 的 总 物 质 的 量: n = 1． 5mx +
0． 6mx = 2． 1mx，根据数学知识可知: n 与 x 成正比

例关系( 增函数) ，则当 x = 5
6 时，n→nmax即nmax =

2． 1 × m × 5
6 = 1． 75m ( mol)

( 2) 当
5
6 ≤x ＜ 1 时，分解生成的 KCl 过量或

者刚好与 KClO3 完全反应，则:

2KClO 3 3KCl + 3O2

mx 1． 5mx
KClO3 +5KCl +3H2SO 4 3Cl2↑+3K2SO4 +3H2O
m － mx 3( m － mx)

则生成气体的总物质的量: n = 1． 5mx + 3 ( m
－ mx) = 3m － 1． 5mx，根据数学知识可知: n 与 x

成线性关系 ( 减函数 ) ，则当 x = 5
6 时，n→nmax 即

nmax = 3m － 1． 5m × 5 /6 = 1． 75m。

综上所述可知，当 KClO3 的分解率 x = 5
6 时，反

应中生成气体的总的物质的量最大且为1． 75m。
点评 该题中构造关于分解率 x 与气体总的

物质的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是正确处理问题的关键

之处，其中确定 x 的取值范围是解题的重点之处，

采取数学函数的增减性确定化学量的极值问题，

体现了化学与数学的有机融合，同时也反映了数

学工具在处理化学问题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总而言之，数学思想方法在高中化学解题中

的合理效用是高效解决化学问题的重要措施之

一，以化学知识为载体，将数学思维方法服务于化

学问题的处理之中是新课改不断深化与发展的必

然趋势，作为一线的高中化学教师在平时的课堂

教学中应该注重这方面思维与能力的训练和培

养，进一步提高高中化学课堂教学的效果。
( 收稿日期: 2015 － 11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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