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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札记 研究晶体结构中的“切割法”策略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224100 陈建华

一、晶体结构中切割法的应用基本原理

晶体从宏观上来看是一种有规则几何外形的

固体。如果从其微观结构来看，他的宏观的规则

几何外形来自于其晶体内部的微粒的规则排列所

致。不管形成晶体的元素种类是一种、两种还是

更多种，不管是离子还是原子，他们必然是每隔一

定数目的原子或离子就会重复出现，我们称之为

周期，而在这种周期性的指导下，就可以找出形成

一个晶体的最小重复结构单元，这种结构单元称

为晶胞。那么，把一个晶体按晶胞进行切割就可

以形成无数个相同的结构单元，从而只需要研究

好晶胞中粒子数和粒子构成就可以得到整个晶体的

组成与结构。这就是切割法成立的原理。
在常见的晶体中有面心立方、体心立方及六方

晶胞等，他们的晶体中都存在着一定的粒子间排布

规则。如图 1 所示即为一个采取六方密堆积的晶体

中粒子排列的特征，在它的结构中存在着两种排列

方式，从上到下可以表示为 ABA……，它采取的是六

方最密堆积，从串起线上可以看出以上层中心球为

例，它的配位数( 也就是每一个球都会有与它距离相

等且最近的球的数目) 为 12。我们可以将其演化为

质点模型，如图 2。如果要计算该晶体中的粒子组

成，就可以把整个晶体进行切割而形成如图 3 所示

的图形，从而就可以得到了他的组成，构成该晶胞的

粒子数为: ( 1 /6) ×12 + ( 1 /2) ×2 +3 =6。

图 1 图 2 图 3

再如，石墨能与熔融金属钾作用，形成石墨间

隙化合物，钾原子填充在石墨层间。比较常见的

石墨间隙化合物是青铜色的化合物，其化学式可

写作 CxK，其平面图形如图 4 所示，那么由图中可

图 4

得该化合物的化学式应该

是怎 样 的 呢? 由 图 可 知，

晶体中沿连接三个钾原子

的线“切 割”出 一 个 三 角

形，它 是 晶 体 中 重 复 的 最

小的 结 构 单 元，从 切 割 出

来的 三 角 形 中 可 以 看 出，

每个钾原子被 6 个三角形

所共有，而每个三角形内有 4 个碳原子，所以在晶

体中的钾原子与碳原子数之比为 ( 3 × 1
6 ) ∶ 4 = 1

∶ 8，即该化合物的化学式为 C8K。
其他类型的晶体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二、例解切割法在问题解决中的应用

例 1 元素 X 位于第四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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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态原子的

了自身离子增加的水解效果，从而有效地增加

了溶液中的 H + 数量，从而在 pH 的变化上，不会

有大幅度的变化。而强酸溶液则不会出现这种问

题，所以导致了这一情况的出现。同时在进行中

和的过程中，对强碱溶液的消耗上，弱酸溶液需要

的强碱溶液更多。
4． 强碱溶液和弱碱溶液同 pH 的稀释问题

强碱和弱碱溶液的稀释过程中所出现的相关

问题和强酸弱酸溶液的问题极为类似，只是在计

算的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和上面提及的

计算方式类似，就不做细说。
5． 溶液中的沉淀问题

在进行溶液的混合过程中，某些酸碱物质是

不易溶解的物质，所以在混合的过程中，若进行混

合，就可能导致沉淀，这样对于整体的酸碱结构

上，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进行这一类溶液

的混合过程中，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只不过这一类问题只是极个别的特例，在进行混

合的时候，并不常见。
( 收稿日期: 2015 － 03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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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层轨道全部排满电子，且最外层电子数为 2。

图 5

元素 Y 基态原子的 3p 轨

道上有 4 个电子。X 与 Y
所形成化合物晶体的晶胞

如图 5 所示。
( 1) 在 1 个晶胞中，X

离子的数目为 。
( 2) 该化合物的化学式为 。
解析 本题是江苏高考真题作了删减。题中

已知元素 X 是第四周期元素，其基态原子的内层

轨道全部排满电子，且最外层电子数为 2，根据核

外电子排布的规律可得其 原 子 结 构 示 意 图 为:

，从而可得 X 为锌元素; 而元素 Y 基态

原子的 3p 轨道上有 4 个电子，根据原子核外电子

排布的规律可得 1s22s22p63s23p4，则可推断得到 Y
为硫元素。从晶胞图上可以看到黑色的 X 离子，

立方体的顶点有 8 个，面心有 6 个; 白色的球是 Y
离子，他们都在晶胞立方体的内部，合计为 4 个

( Y 离子处于 X 离子形成的四面体空隙中) ，则根

据切割法的原理可以计算出 X、Y 离子的个数: X

离子的个数 = 1
8 × 8 + 1

2 × 6 = 4; Y 离子的个数 =

4 × 1 = 4。所以也就可以得到了该晶体中 X 与 Y
的离子个数的最简比为 1 ∶ 1，即可以得到该晶体

的化学式为 ZnS。
例 2 钼有一种含氧酸根［MoxOy］

z － ，式中 x、
y、z 都是正整数; 钼为 + 6 价，O 为 － 2 价。可按下

面的步骤来理解该含氧酸根的结构: A． 所有钼原

子的配位数都是 6，形成［MoO6］
n － ，呈正八面体，

称为“小八面体”( 如图 6 所示，只画出部分，下同) ;

B．6 个“小八面体”共棱连接可构成一个“超八面体”
( 如图 7 所示) ; C．“孪超八面体”可由两个“超八面

体”共用 2 个小八面体形成( 如图 8 所示)。

图 6 图 7 图 8

则:①小 八 面 体 的 化 学 式［MoO6］
n － 的 n =

。

②超八面体的化学式是 。
③“孪超八面体”的化学式是 。
解析 ①根据初中所学的分子中元素化合价

代数和为零，即可求得 n 值:

n = | × 6 + 6 × ( － 2) | = | － 6 | = 6
②对于［MoO6］

n － 来说形成的是一个小八面

体结构，对此结构比较简单，可以通过简单的想象

即可得到结论，这里也采用“切割”法，将八面体

进行切割而形成图 9 的三个小图，这样就可以很

一目了然地了解到该离子的构成，而对超八面体

首先可以想象到先将四个小八面体“并置”在一

起，然后从上面和下面各放进一个小八面体，这样

就形成了“超八面体”的结构，但这样形成的图形

难画出来，也难从想象图中计算其化学式，这时可

以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切割”得到了如图 10 所

示的图形，也就可以得到 Mo 的个数为 6 个，而 O
的个数为 19 个，再根据在该离子中的 Mo 为 + 6
价，O 为 － 2 价，所以也就可以得到了其化学式为

［Mo6O19］
2 －。

图 9 图 10 图 11

③对于孪超八面体来说，在超八面体的基础

上进行想象，应该不难得到他的基本图形，然后我

们再用“切割”法将其进行切割而得到如图 11 所

示的平面图形，这样也就将抽象的立体结构变为

简单的点线的平面结构，就能比较直观地数出该

结构中的原子的数目，再根据化合价规则而得到

它的化学式为［Mo10O28］
4 +。

总之，由于晶体结构比较复杂，直接从晶体中

计算其化学式一般比较困难。但用“切割”法就

可以将其从繁到简，将晶体演化成晶胞，将比较复

杂的晶胞立体结构还可以通过“切割”法将其进

行 二 次 切 割 而 形 成 平 面 的 点、线、面 的 结 构，

这样也就可以更为简洁地去分析并理清晶体的

结构。
( 收稿日期: 2015 － 01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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