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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度是初中化学中的重要考点之一。溶解

度也是每年中考必考的知识，特别是对溶解度曲

线及其应用的考查居多。但溶解度曲线是溶解度

概念在图上的反映，所以它不仅是对溶解度曲线

本身的考查，同时还是对其相关知识点，如饱和溶

液与不饱和溶液、浓溶液与稀溶液、溶液质量分数

与溶解度的关系等等。本文通过一道 2015 年中

考有关溶解度曲线试题考查的分析，谈一谈中考

复习中溶解度相关知识的复习。
一、2015 年中考真题解析

图 1

题例 ( 2015 年 苏 州

中考化学试题第 30 题) A、
B、C 三种物质的溶解度曲

线如图 1 所示。下列分析

正确的是( ) 。
A． t1℃时，A、C 两种物

质的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

量相等

B． t2℃时，把 50 g A 放入 50 g 水中能得到 A
的饱和溶液，其中溶质和溶液的质量比为 1∶ 3

C． 将 t2℃时，A、B、C 三种物质的饱和溶液降

温至 t1℃，所得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的大小关系

是 B ＞ C = A
D． 将 C 的饱和溶液变为不饱和溶液，可采用

升温的方法

解析 A 选项中比较的是 A、C 两种物质的

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它不仅取决于溶液的溶

质质量 分 数 ( 因 为 是 饱 和 溶 液，也 可 以 是 溶 解

度) ，同时还取决于所取溶液质量的多少，只能从

图中知道溶解度 A、C 在 t1℃时相等，但没有所取

A、C 溶液的质量，因而无法比较两溶液中的溶质

的质量，A 不正确; B 选项是在 t2℃ 时，将 50 g A
溶质加入到 50 g 水中，由溶解度曲线图可知此温

度下 A 的溶解度为 50 g，即在 100 g 水中加入 50 g
A 溶质可得到该温度下的饱和溶液，所以将 50 g
A 加入到 50 g 水中可以得到 A 的饱和溶液，其中

溶解的 A 为 25 g，另有 25 g A 剩余，所得的溶液是

该温度下的饱和溶液，其中的溶质质量为 25 g，溶

剂水的质量为 50 g，即其中溶质和溶液的质量比

为 25∶ ( 25 + 50) = 1∶ 3( 因为是该温度下的饱和溶

液，所 以 也 可 以 直 接 从 溶 解 度 的 定 义 出 发，每

100 g水中溶解 50 g A 溶质达到饱和，所以其溶质

与溶液的质量比为 50∶ 150 = 1∶ 3) ，B 选项正确; C
选项是 A、B、C 三种物质分别在 t2℃ 时配成饱和

溶液，然后通过降温到 t1℃，在此变化过程中，由

于 A、B 两种物质的溶解度都随温度的降低而溶

解度降低，因而 A、B 形成的溶液中在降温过程中

会有溶质析出而使溶液的质量分数降低，但降温

到 t1℃时 A、B 物质的溶液仍是饱和溶液。而 C
在 t2℃的饱和溶液进行降温到 t1℃的过程中，由于 C
的溶解度随温度的降低而增大，所以在降温过程中

不会析出溶质，也即溶液的质量分数不变，但降温至

t1℃时，C 物质的溶液是一个不饱和溶液，其质量分

数要比 t1℃时的饱和溶液的质量分数小。再由 t1℃
时 A、B、C 的溶解度曲线可知，t1℃时 A、B、C 的饱和

溶液的质量分数( 也即溶解度) 的关系应为 B ＞ C =
A，但由于此时的 C 溶液是一个不饱和溶液，所以 C
的溶液的质量分数小于其此温度下的饱和溶液的质

量分数，从而可得实际 A、B、C 的三种溶液的质量分

数关系为 B ＞ A ＞ C，C 选项不正确; D 选项中欲将 C
的饱和溶液变成不饱和溶液的方法，主要是两种方

法，一种是向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溶剂，即增大溶剂

的质量，溶质质量不变，溶液由饱和变为不饱和，另

一种方法是通过调节温度，使溶液从饱和变为不饱

和，从溶解度曲线上可以看出，C 的溶解度随着温度

的升高而降低，因而通过调节温度使 C 的饱和溶液

变为不饱和溶液的方法是使溶液的温度降低，降低

温度 C 的溶解度会增大，从而使原有的饱和溶液转

化为不饱和溶液，D 选项不正确。本题选 B。
命题意图分析 中考一般都肩负着两个使

命，一个是毕业考试 ( 也即水平考试) ，另一个是

升学考试 ( 也即选拔考试) 。本题是中考选择题

的压轴选择题，主要用于体现中考的选拔功能，因

而有一定的难度。它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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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一是考查学生对溶解度与饱和溶液的角度考

查，二是考查学生对溶解度曲线的理解和应用; 三

是考查了学生对溶解度的简单计算。
二、中考试题对中考复习的启示

1． 溶解度基本概念的复习

溶解度是指在一定温度下，100 g 溶剂( 一般

就是指水 ) 中 溶 解 某 种 溶 质 的 最 大 质 量。或 者

说，在一定温度下，100 g 水中溶解某种溶质达到

饱和溶液时所需溶质的最大质量。这里要注意的

是( 1) 温度确定，温度一旦发生变化，则溶质的溶解

度也会随之而发生改变，绝大多数的固体溶解度随

温 度 的 升 高 而 增 大，但 也 有 少 数 ( 如 熟 石 灰

Ca( OH) 2 ) 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另外，气

体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同时还随压强的

增大而增大，但在初中化学中不做为重点考查;

( 2) 注意是 100 g 水中所能溶解某种溶质的最大质

量。也就是说，在该确定的温度下，某溶质形成的饱

和溶液的质量分数是最大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区分

饱和溶液与浓溶液没有关系，饱和溶液不一定就是

浓溶液，因为不同的溶质溶解度不同，有的溶解度

大，所得的饱和溶液甚至不饱和溶液都是浓溶液，而

有的溶质的溶解度小，所得的饱和溶液仍是一个稀

溶液; ( 3) 判断某溶液是一个饱和溶液。饱和溶液的

判断是在一定的温度下，向该溶液中继续投入该物

质，如果不能继续溶解( 即固体的质量不发生改变，

而不是固体的形状) ，则说明原溶液是该物质的饱和

溶液。这里要注意的是饱和溶液是针对某一溶质而

言，也就是说，一定温度下，某溶质的饱和溶液中不

能继续溶解该溶质，但加入其他溶质时，仍可以溶

解。比如，在一定温度下，向氯化钠饱和溶液中投入

硝酸钾时，硝酸钾可以溶解。( 4) 饱和溶液与不饱和

溶液可以发生转化。对于一定温度下的某种物质的

饱和溶液，如果其溶解度是随温度升高而增大的，则

将该饱和溶液升温即可使溶液变为不饱和溶液，不

改变温度而加入溶剂水，同样可以使饱和溶液转化

为不饱和溶液; 如果是一定温度下的不饱和溶液同

样可以将其转化为饱和溶液，其方法可以是改变温

度、加入溶质或是蒸发溶剂，都可以达到目的。
2． 溶解度曲线及其应用

( 1) 溶解度曲线

溶解度曲线是将不同温度下的某一物质的溶解

度反映到一个图中连接后所得的曲线。可以从四个

方面理解溶解度曲线: 一是它可以表示某物质在相

应温度下的溶解度; 二是表示某物质在不同温度下

的溶解度; 三是表示某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变化的

趋势; 四是溶解度曲线上的点都是各温度下的溶解

度，如果有点在曲线的下方，则表示是该温度下的不

饱和溶液。当然，还可以在同一个图中划出不同物

质的溶解度曲线，通过溶解度曲线可以比较两种物

质的溶解度，其中两根溶解度曲线图的交叉点就表

示在该温度下两种物质的溶解度相同。
( 2) 溶解度曲线的应用

通过读懂溶解度曲线图，我们可以用来解决

许多的问题。a 可以用于判断某一种物质在不同

温度下的溶解度的大小; b 可以用于判断或是比

较不同物质在同一温度下的溶解度的大小，如可

以从曲线图中做垂线，得到的交点中，看出各物质

在该温度下的溶解度的大小; c 可以用于判断不

同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变化的趋势; d 可以用于

确定物质分离、提纯的方法。其中比较典型的是

KNO3 的溶解度随温度变化较大，NaCl 的溶解度

随温度变化较小，所以一般来说，除去 KNO3 中少

量的 NaCl 时，用降温结晶的方法，如果是除去 NaCl
中含有的少量的 KNO3 时，用蒸发结晶的方法; e 可

以用于判断从溶液中析出晶体的量。
3． 关于溶解度的计算

溶解度的计算在中考中已不作为重点考查的知

识点，但是对于最为基本的计算每年也都有相应的

考查。在复习中对于溶解度的计算，也要将其中最

基本的计算掌握。其中，相应的基本公式及其应用

于计算是重点。( 1) 溶解度与饱和溶液中的溶质、溶

剂的关系: 溶解度 = 溶质的质量
溶剂的质量

×100 g; ( 2) 溶液中

溶质的质量分数 =溶质的质量
溶液的质量

×100 g; ( 3) 饱和溶液

的质量分数 = 溶解度
溶解度 +100 g ×100 g。

总之，溶解度是初中化学中最重要的基本概念

知识点之一，是中考化学中的必考考点，在复习中对

其基本概念、溶解度曲线的意义及应用以及溶解度

的基本计算，都要熟练掌握。并通过适当的变式训

练，能在具体的问题解决中熟练应用。
( 收稿日期: 2015 － 06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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