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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练习 紧绕考点的“钠及其化合物”复习策略
江西省赣州市第一中学 341000 罗逢荣

高三时间紧任务重，复习必须紧紧跟着考纲、
紧绕考点，才能提高复习的实际效果，本文以“钠

及其化合物”的复习为例，进行分析，望能有助于

高三复习教学实践。
一、考纲解读

1． 理解并能应用常见金属的活动顺序。
2． 了解 Na 及其重要化合物的主要性质和重

要应用。
3． 了解金属材料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应用。
4． 认识化学在海水等自然资源综合利用和实

现物质间转化等方面的实际应用。
二、紧绕考点的复习

考点一: 钠的主要性质及其应用

本考点的常见命题方向有:

1． 以选择题某一选项的形式考查钠的性质及

应用;

2． 有关钠性质的实验探究。
例 1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将 Na 块放入水中，产生气体:

2Na + 2H2 O 2NaOH + H2↑( 2014 年北京

理综 9)

B． 钠 与 CuSO4 溶 液 反 应: 2Na + Cu 2 +

Cu↓ + 2Na + ( 2013 年新课标全国Ⅱ10)

C． 钠与水反应: Na + 2H2 O Na + + OH － +
H2↑( 2012 年四川理综 9)

D． Na 的金属活动性比 Mg 强，故可用 Na 与

MgCl2 溶液反应制 Mg( 2009 年重庆理综 10)

解析 钠 与 CuSO4 溶 液 反 应，首 先 Na 与

H2O 反应，然后生成的 NaOH 再与 CuSO4 反应，无

法置换 Cu，B 错误; 钠与 H2O 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为 2Na +2H2 O 2Na + +2OH－ + H2↑，C 错误; Na
与 MgCl2 溶液的反应首先是Na 与 H2O 反应，然后生

成的 NaOH 再与 MgCl2 反应，无法置换 Mg，D 错误。
例 2 如图 1 所示，绿豆粒大小的金属钠放

入盛有少量煤油的大试管中后，塞上橡皮塞，通过

长颈漏斗加入滴有酚酞的水直至液体充满整个试

图 1

管。根据反应中观察到的现

象，回答下列问题:

( 1 ) 实验前怎样检查 该

装置的气密性? 。
( 2 ) 金属钠变化的现 象

是 。
( 3 ) 大试管中溶液颜 色

的变化是 。
( 4) 装置中液面的变化分别是:

大试管中 ; 长颈漏斗中 。
( 5) 简述检验产生气体的方法: 。
解析 本实验是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探究钠

与水的反应，故不会发生起火、爆炸现象，要求装

置的气密性良好。由于钠的密度比水小，比煤油

大，所以钠在煤油与水的界面处漂浮。钠与水反

应产生的气体在逸出过程中把钠带入煤油层，钠

在重力作用下再回到界面。反复多次，直至钠完

全消失。产生的气体聚集在大试管上部，把液体

反压到长颈漏斗中。
( 1) 关闭弹簧夹，通过长颈漏斗向大试管中

加水直至漏斗中液面高于试管中液面，一段时间

后液面差保持不变，说明装置气密性良好; ( 2) 钠

与水发生反应，熔化成银白色小球，在两液体界面

处作上下跳动，最后完全消失; ( 3) 水溶液从上至

下逐渐由无色变为红色; ( 4 ) 液面逐渐下降; 液面

逐渐上升; ( 5) 当漏斗中液面上升到一定高度后，打

开弹簧夹点燃气体，有淡蓝色火焰产生。
考点二: 钠的两种重要的氧化物———氧化钠

和过氧化钠

本考点的常见命题方向有:

1． 有关 Na2O、Na2O2 结构与性质的判断;

2． 有关 Na2O2 与 H2O 和 CO2 等反应的计算;

3． 有关 Na2O2 的实验探究。
例 3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1 mol Na2O2 固 体 中 含 离 子 总 数 为 4NA

( 2014 年全国大纲 7)

·54·中 学 化 学 2016 年 第 1 期



B． 二氧化碳通过 Na2O2 粉末反应后固体物

质增重( 2014 年全国新课标Ⅱ9)

C． Na2O2 溶于水产生 O2 : Na2O2 + H2 O
2Na + + 2OH － + O2↑( 2013 年江苏 8)

D． 在过氧化钠与水的反应中，每生成 0． 1 mol
氧气，转移电子数目为 0． 4NA( 2014 年江苏 6)

解析 1 mol Na2O2 固体中含有离子总数为

3NA，A 错; 氧原子不守恒，C 错; D 项，过氧化钠与

水发生反应: 2Na2O2 + 2H2 O 4NaOH + O2↑，

生成 1 mol O2 时，转移电子数为 2NA，故每生成

0． 1 mol氧气，转移电子数目为 0． 2NA，错误。正

确答案为 B。
例 4 在下列物质的溶液中分别加入一定量

的 Na2O2 固体，不会出现浑浊现象的是( ) 。
A． 饱和 Na2CO3 溶液 B． Ca( HCO3 ) 2 稀溶液

C． Na2SO3 稀溶液 D． 饱和 CaCl2 溶液

解析 Na2O2 固体与水反应生成 NaOH 和 O2，A
中溶液饱和，由于水被消耗导致析出碳酸钠晶体; B
中碳酸氢钙与 NaOH 溶液反应生成碳酸钙沉淀; C 中

亚硫酸钠被氧气氧化成硫酸钠，硫酸钠可溶于水，不

会出现浑浊现象; D 中 NaOH 与 CaCl2 反应生成的氢

氧化钙微溶，故产生白色沉淀。答案为 C。
例 5 比较下列四组反应，回答下列问题。
一组:①Na2O2 + CO2 ;②Na2O2 + SO2

二组: ③Na2O2 + FeCl3 ( 溶 液) ; ④ Na2O2 +
FeCl2 ( 溶液)

三组:⑤SO2 通入品红溶液中，加热;⑥Na2O2

加入到品红溶液中，加热

四组:⑦NaOH 溶 液 滴 入 紫 色 石 蕊 试 液 中;

⑧Na2O2固体加入到紫色石蕊试液中

问题: ( 1) 写出①、②两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2) 判断③、④反应中可能发生的现象，为什么?

( 3) 判断⑤、⑥反应中可能发生的现象，为什么?

( 4) 判断⑦、⑧反应中可能发生的现象?

解析 ( 1) ①2Na2O2 + 2CO 2 2Na2CO3 +
O2 ;②Na2O2 + SO 2 Na2SO4 ; ( 2 ) ③、④反应均

会有红褐色沉淀生成并有气体放出，④中气体明

显少于③中气体。Na2O2 与溶液中的水剧烈反应

生 成 O2 和 NaOH，FeCl3 与 NaOH 反 应 生 成

Fe( OH) 3，Fe( OH) 3是不溶性的红褐色沉淀;④中

Fe2 + 具 有 强 还 原 性，易 被 Na2O2 氧 化 并 生 成

Fe( OH) 3。( 3) ⑤溶液红色褪去，加热后又恢复红

色;⑥溶液红色褪去，加热后不能恢复红色。原因

是 SO2 的漂白性是由于它能与某些有色物质生成

易分解的无色物质，Na2O2 的漂白性是因其具有

强氧化性。( 4 ) ⑦溶液变蓝，⑧溶液先变蓝后褪

色。原因是 Na2O2 与 H2O 反应生成 NaOH，呈碱

性，同时 Na2O2 又有漂白性。
考点三: 两种重要的钠盐

本考点的常见命题方向有:

1． 有关 Na2CO3、NaHCO3 的性质、转化、除杂

及鉴别;

2． 有关 Na2CO3 和 NaHCO3 的计算;

3． Na2CO3 和 NaHCO3 的相关实验探究。
例 6 下列叙述与钠的化合物的性质与其用

途不相符的是( ) 。
A． Na2O2 可用于呼吸面具或潜水艇中的供氧剂

B． Na2CO3 可作胃酸中和剂，用于治疗胃酸过多

C． 用热的烧碱洗去油污是因为 Na2CO3 可直

接与油污反应

D． NaHCO3 受热易分解生成 CO2，可用作发

酵粉

解析 Na2CO3 与胃酸反应会放出大量热，具

有灼烧感，B 错误; 烧碱是 NaOH 而不是 Na2CO3，

并且 Na2CO3 水解显碱性，油污在碱性条件下水

解为易溶于水的物质，并非 Na2CO3 直接与油污

发生反应，C 错误。选 BC。
例 7 为鉴别 K2CO3 和 NaHCO3 两种白色固

体，有 4 位同学分别设计了下列四种不同的方法，

其中不可行的是( ) 。
A． 分别加入 1 mol·L －1 的盐酸，看气泡产生

的快慢

B． 分别取样在试管中加热，将可能产生的气

体通入澄清石灰水中，观察有无白色浑浊

C． 分别取样配成溶液，滴加 Ba( OH) 2 溶液，

观察有无白色沉淀

D． 分别配成溶液，做焰色反应实验，观察火

焰的颜色

解析 A 项，因 K2CO3 与 盐 酸 反 应 分 步 进

行，先生成碳酸氢钾，盐酸过量时才生成气体，故

可行; B 项，K2CO3 受热不分解，NaHCO3 受热分解

产生 CO2，故可行; C 项，二者与 Ba( OH) 2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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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化学命题特色创建分类指导要诀

江苏省南京市大厂高级中学 210044 林尤宏

2015 年高考前夕，南京市教育局首次开通了

高三九门高考学科“网上在线答疑”。要求教师

的答疑针对性、实用性强，切合高考题每种题型的

实际。根据近几年江苏省高考命题的鲜明特色和

稳定的命题风格，尝试将近几年高考题的各种题

型所涉及的知识要点、思路和方法，归纳成通俗易

懂的七字要诀。针对不同提问，分别介绍给考生，

考后反馈，效果显著。
一、离子共存选择题

酸性不容弱酸根，碱性难忍是铵根;

多元弱酸酸式根，无论酸碱不共存。
弱碱金属阳离子，碱性沉淀难留存。
水中不留难溶盐，Fe3 + 携手 SCN －。
亚铁离子硝酸根，中性共处酸难存。
硫、碘离子 SO2 －

3 ，惧怕 Fe3 + 和 NO －
3 ( 酸性) ;

遇到碱性 ClO － ，也被氧化不留存。
Cl － 不敌酸性 MnO －

4 ，Al3 +、Fe3 + 不共碳酸根。
酸碱环境不明了，指示剂、pH 看明白;

与铝反应放氢气，酸、碱兼顾莫迟疑;

pc( H + ) 水 大于 7，或酸或碱皆可能。

二、实验装置判断选择题

制气装置看药品，是何状态、需加热?

气体收集看物性，比重大小、溶解性?

万能瓶上长短管，长进短出性质验;

除气、干燥也如此，还可干燥管来替。
漏斗( 倒置) 、空瓶防倒吸，水下“油”封也可

行。
加热试管口上下，药品液、固来当家。
蒸发、灼烧玻棒搅，过滤、配液引流要。
溶液蒸发蒸发皿，固体坩埚来灼烧。
蒸馏下进上出水，水银球挂瓶支嘴;

溶液温度需测定，银球插液不靠底。
分液漏斗管靠壁，下流上倒不可逆;

醇( 酸) 、酯混合不分层，纯碱倒入才分液。
条件不同比速率，其它条件需统一;

连续通气比性质，排除干扰要严格。
实验能否达目的? 原理、操作心里明。
三、NA 计算选择题

己知浓度求“数目”，关注体积是多少;

浓度、体积求“数目”，水解、电离找一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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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都产生白色沉淀 BaCO3，故不可行; D 项，

钾的焰色反应为浅紫色( 透过蓝色钴玻璃观察) ，

钠的焰色反应为黄色，可行。答案 C。
例 8 Na2CO3 与 NaHCO3 的鉴别

练习 ( 1) ①纯净的 Na2CO3 a g;②Na2CO3与

NaHCO3 的混合物 a g; ③纯净的 NaHCO3 a g，按

要求回答下列问题:

A． 分别与盐酸完全反应时，耗酸量从大到小

的顺序为 。
B． 分别和盐酸完全反应时，放出 CO2 气体的

量从大到小的顺序为 。
C． 分别溶于水，再加入足量的澄清石灰水，

生成沉淀的质量从大到小的顺序为 。
D． 分别配成等体积的溶液，c( Na + ) 的浓度从

大到小的顺序为 。
( 2) 将 a g Na2CO3 和 NaHCO3 的混合物充分

加热，其 质 量 变 为 b g，则 Na2CO3 的 质 量 分 数

。
( 3) 若将问题( 1 ) 中的等质量改为等物质的

量，回答上述 A、B、C、D 四问。
( 收稿日期: 2015 － 0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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