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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绝大多数省市的中考兼具有毕业考试

( 水平考试) 和升学考试 ( 选拔考试) 的功能。所

以在中考化学的试题中一般来说基础性的属于水

平测试的试题占全卷的 80% 左右，保证了大部分

学生能通过毕业考试，但同时也会有少量的试题

具有选拔性，拉开不同目标学生的成绩差距以达到

选拔的目的。那么，在中考中如何才能获得高分呢?

这是教师和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

题。本文从质量守恒定律的知识点出发，讨论在学

习中如何能对所学知识进行融会贯通而从识记转化

成理解，最终上升到应用的渠道。
一、关于质量守恒定律

初中化学教材中给出的质量守恒定律的定义指

出，质量守恒定律是指参加化学反应的各物质的质

量总和，等于反应后生成的各物质的质量总和。
从教材给出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是从宏观的

角度来下的定义，即从可称量的物质来进行定义。
但我们来理解或是解释质量守恒定律可以从微观

的角度出发，即在学习物质构成的奥秘时我们就

知道了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微粒，而

原子在化学变化中不可再分，原子是化学变化中

的最小微粒。也就是说在化学反应中分子可能是

有变化的，分子的种类和数目包括质量都可能是

不守恒的，但原子在化学反应中仅仅是重新组合

而形成了其他物质，所以原子在化学反应前后种

类、数目，包括质量都没有改变。这才是质量守恒

定律的实质和本原。
质量守恒定律在初中化学知识中反映得最为完

美的是化学反应方程式中的守恒。从化学方程式中

可以得到的与质量守恒有关的信息有: 反应前后原

子的种类、数目及质量是守恒的; 反应前后的分子种

类不同，分子数目也不一定相等; 反应前的各物质的

质量总和等于反应后的各物质的质量总和等等。
二、应用质量守恒进行问题解决

1． 从宏观对质量守恒概念的理解与应用

例 1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及 2Mg + O 2

2MgO 的 反 应 方 程 式，下 列 各 组 数 据 正 确 的 是

( )。
A． 镁的质量 2 g，氧气质量 3 g，氧化镁质量 5 g
B． 镁的质量 3 g，氧气质量 2 g，氧化镁质量 5 g
C． 镁的质量 1 g，氧气质量 4 g，氧化镁质量 5 g
D． 镁的质量 4 g，氧气质量 1 g，氧化镁质量 5 g
解析 质量守恒是指反应前后物质的质量保

持相等。这里对质量守恒的理解要注意到的是

“反应前后”，也就是说，只能参加反应与生成的

物质之间才存在质量守恒，而不是你所提供的反应

物与生成物之间的关系，所以要从方程式本身出发，

即找到本反应中各物质的关系为: 48 ∶ 32 ∶ 80，即

3∶ 2∶ 5; 因而本题的答案中应选择 B。
例 2 现在一密闭容器中有四种物质 X、Y、

Z、W，测得其在化学反应前后的质量数据如下表

所示，试选择该反应所属的反应类型。
物质 X Y Z W

反应前质量 15 84 30 28
反应后质量 未知 0 48 52

A． 化合反应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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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反应

浓度也应为原溶液的两倍，但事实上，由于是等

体积混合而不是等质量混合，溶液体积在混合过

程中是不守恒的，因而不能直接用体积加和的方

式得到物质的量浓度也为两倍的关系，我们可以

应 用 物 质 的 量 浓 度 与 质 量 分 数 换 算 的 公 式

c = 1000ρa% /M，即: c1 = 1000ρ ( 稀 ) a% /M，c2 =
1000ρ ( 浓 ) 2a% /M，即 可 得 c1 / c2 = ρ ( 稀 ) /2ρ
( 浓) ，又由于 ρ( 浓) ＞ ρ( 稀) ，所以可得 c2 ＞ 2c1。

本文讨论了等体积不同浓度溶液的混合，在

混合过程中由于体积的不守恒，需将其转化成守

恒的质量来进行换算，再根据不同溶液的密度与

浓度的关系进行讨论而解决。当然在不同的试题

中有着不同的要求，比如在有些试题中忽略了体

积的变化，从而将问题进行了简化，这也是我们在

问题解决时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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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分解反应 D． 复分解反应

解析 本题是将质量守恒定律与化学反应的

四大基本反应类型进行综合考查，它首先要求学

生能将反应后未知的 X 的质量数据与其反应前

的数据比较而得出 X 是反应物还是生成物，从而

判断出反应所属类型。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出的是

Y 在反应中质量减少了 84 g，而 Z 的质量增大了

18 g，W 的质量增大了 24 g，从而根据质量守恒定

律可知，反应前后物质的总质量相等，也就是反应

物质量的减少应等于生成物质量的增多，所以也

就可以得到 X 的质量应增大 42 g，也就是说该反

应中 Y 是反应物，而 X、Z、W 都是生成物，根据四

大反应类型的反应物与生成物的特征可以判断，

反应物只有一种而生成物有多种的反应属于分解

反应，所以本例应选 C。
2． 从微观角度应用质量守恒

例 3 2014 年南京青奥会中火炬所用的燃料

Ｒ，其燃烧的化学方程式为: Ｒ + 5O 2 3CO2 +
4H2O 试推断 Ｒ 的化学式为( ) 。

A． C3H8 B． CH4 C． C2H5OH D． CH3COOH
解析 本题是关于质量守恒定律应用的试

题，不仅要从质量守恒的角度理解质量守恒定律，

还需从微观的角度理解质量守恒定律。本题是一

个燃烧反应，在反应前后应遵循质量守恒定律，即

反应前后的原子种类不变、原子数目守恒，因而就

可以根据反应前后的元素原子的种类不变，可以

推断得到该燃料 Ｒ 一定存在 C、H 两种元素，也可

能含有氧元素，再从原子数目守恒可以得到，反应

后的产物中存在的是 3 个 C，10 个氧，8 个 H，所

以反应前也存在相同数目的原子，从而就可以得

到该燃料分子中应存在的是 3 个 C，8 个 H，所以

可得其分子式为 C3H8。
3． 活用质量守恒简化问题解决程序

例 4 某化合物完全燃烧，需要 4． 8 g 氧气，

同时只生成 4． 4 g 二氧化碳和 2． 7 g 水，则该化合

物中( ) 。
A． 只含碳、氢元素 B． 只含碳、氧元素

C． 含碳、氢、氧元素 D． 无法确定

解析 本题中从反应前后物质的质量守恒出

发，能得到的结论是该化合物的质量为 2． 3 g，然

后再从反应后生成的二氧化碳和水可看出，该化

合物中一定含有 C、H 元素( 因为化学反应前后，

元素种类不变) ，从 CO2 和 H2O 中的元素质量守

恒来得到碳元素的质量和氢元素的质量，然后从

质量上判断是否只含碳、氢两种元素。但实际可

以从反应中的原子种类守恒出发，先判断出该化

合物中一定存在的是碳和氢元素，给我们做的工

作仅仅是判断有没有氧元素，因而也就直接由二

氧化碳和水中氧元素的质量与该化合物完全燃烧

所需氧气的质量进行对比，可判断化合物组成中

是否含有氧元素 ( 化学反应前后，元素的质量不

变) 。最终得到相应的结论应该选 C。
例 5 煤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用煤作燃料，不

仅是极大的浪费，而且因煤中含有一种含硫的化合

物二硫化亚铁( FeS2 ) ，燃烧时生成二氧化硫气体造

成环境污染，二硫化亚铁( FeS2 ) 燃烧时的反应方程

式如下:4FeS2 +11O 2 2Fe2O3 +8SO2。
设某具有 30 万户人口的中等城市，每户每天

烧煤 5 kg，这种煤中硫元素的含量为 5% ，燃烧时，

设有 90%的硫转化为二氧化硫，被排放到大气之中。
该中等城市如果全部以煤做燃料，每年( 按 360 天计

算) 将有多少吨二氧化硫排放到大气中?

解析 此题一般的思考思路是先求出该城市

一年所燃烧的煤的质量→求出煤中含硫元素的质

量→转换成二硫化亚铁的质量→根据方程式计算

得出生成的二氧化硫→求出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

化硫的质量。这样的计算过程将非常繁琐。但如

果运用元素守恒的思想来解题，则简洁明了，即不

管怎么反应，反应前后的硫元素的质量是守恒的

所以不需要去将硫元素的含量转化成二硫化亚铁的

质量，直接从 S( 32g)→SO2 ( 64g) ，从质量关系看出生

成的二氧化硫是原煤中硫元素质量的两倍，最后再

乘以 90%即可得到排出的二氧化硫的质量。
总之，在学习质量守恒定律的知识时，不仅要

理解质量守恒定律的本身，还要能活用质量守恒

或者说不仅从物质质量守恒出发，还能从原子种

类、原子数目及原子质量守恒的角度来理解和应

用质量守恒定律。在应用守恒思想解题时，要注

意巧妙地选择两状态中总值不变的物理量建立等

式，不纠缠中间过程，只考虑始终状态，实际上是

整体思维的思想在化学中的应用。
( 收稿日期: 2015 － 02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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