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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是中学化学教、学、考
的重点。如何淡化对化学方程式的依赖，迅速形

成解题思路? 有效的方法就是寻求与题意有关的

各种物质之间的量的关系，依据关系式解题。本

文介绍几种常用方法，供参考。
一、选取基准 串联关系式

从某一角度选取某量作为基准，寻求不同反

应的产物之间关系的内在联系，可得出一串关系

式。如分别用 KMnO4、KClO3、Na2O2、H2O2 制 O2，

当转移电子数目 ( 基准) 相同时，生成的 O2 的物

质的量之比是 1∶ 1∶ 2∶ 2; 电解熔融盐或水溶液( 用

惰性电极) ，按“通过相同电量”这个基准，串联电

路中不同电解产物有如下总关系式:

4e － ～ 4
n M( M 为金属，n 为化合价) ，如

4Na ～ 2Mg ～ 4
3 Al ～ 2Cu ～ 4H + ～ 4OH － ～ 2H2

～ 2Cl2 ～ O2

这个关系式能总揽电化学计算。
二、叠加反应 演绎关系式

将多步反应进行叠加，得出新的化学方程式

和关系式。如叠加 3NO2 + H2 O 2HNO3 + NO、

2NO + O 2 2NO2、4NH3 + 5O2 
催化剂

4NO +
6H2O 这 3 个反应可得到: NH3 + 2O 2 HNO3 +
H2O，它揭示了工业制硝酸的原料氨和产品 HNO3

( 和 H2O) 之间的量的关系，是很有创意和价值

的。
例 1 为了预防碘缺乏病，国家规定每千克

食盐中应含有 40 mg ～ 50 mg 碘酸钾。为检验某

种食盐是否为加碘的合格食盐，某同学取食盐样

品 428 g，设法溶解出其中全部的碘酸钾。将溶液

酸化并加入足量的碘化钾淀粉溶液，溶液呈蓝色，

再用 0． 030 mol /L 的 Na2S2O3 溶 液 滴 定，用 去

18． 00 mL时蓝色刚好褪去。试通过计算说明该

加碘食盐是否为合格产品。有关反应为:

IO －
3 + 5I － + 6H + 3I2 + 3H2O

I2 + 2S2O
2 － 3 2I － + S4O

2 －
6

解析 叠加题给反应可得 IO －
3 ～ 6S2O

2 －
3 ，那

么，428 g 食盐中 n( IO －
3 ) = ( 1 /6) × 0． 030 × 18． 00 ×

10 －3 = 9 × 10 －5 mol，则每千克食盐中含 KIO3 : 9 ×
10 －5mol ×214 g /mol × ( 1000 /428) =0． 045 g =45 mg

这说明该加碘食盐是合格的。
三、善察始终 创新关系式

善察始终是指把握变化的始态和终态，略去

大量、繁琐的中间过程，运用整理思维，创新出所

需关系式的一种方法。
例 2 一定量的铁和氧化铁的混合物投入

250 mL 2 mol /L 的硝酸中，充分反应后，无固体剩

余，生成 1． 12 L ( 标准状况) NO 气体。再向反应

后的溶液中加入 1 mol /L 的 NaOH 溶液，要使铁

元素恰好完全进入沉淀中，所加 NaOH 溶液的体

积最少是( ) 。
A．400 mL B． 450 mL C． 500 mL D． 不确定

解析 本题所涉及的反应较多( 可能有 Fe +
HNO3、Fe2O3 + HNO3、Fe + Fe3 +、OH － + H +、OH －

+ Fe2 +、OH － + Fe3 + 等) ，且不知混合物的质量。
不知 Fe 和 Fe2O3 溶于 HNO3 是全部变成 Fe3 + 还

是既有 Fe2 + 又有 Fe3 + ，不解题给 1． 12 L NO 的用

意。如果 依 化 学 方 程 式 去 进 行 计 算，必 然 走 入

“死胡同”。用整体思维，始态是“Fe + Fe2O3 +
HNO3”，终态是“Fe( OH) x + NaNO3”，当铁元素恰

好全部沉淀时，溶液中的溶质只有 NaNO3，那么

n( Na + ) = n ( NO －
3 ) ，即 n ( NaOH) = n ( HNO3 ) －

n( NO) ，依此关系式不难解出答案为 B。
四、活用守恒 凸现关系式

“守恒”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解题思想和意识。
把握化学反应中的质量守恒、原子守恒、电荷守

恒、得失电子守恒等守恒关系，便能凸现出关系

式，找到解题的切入点。
例 3 已知脊椎动物的骨骼中含有磷。以下

是测定动物骨灰中磷元素含量的实验方法。称取

某动物骨灰样品 0． 103 g，用硝酸处理，使磷转化

为磷酸根。再加入某试剂，使磷酸根又转化成沉

淀。沉淀经灼烧后得到组成为 P2Mo24O77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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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考实验探究题例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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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实践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重要途径，实验探究题型是考查学生科学探究

水平的重要载体。2014 全国各地中考试题，实验

探究题已成为中考必考的热点题型，该题型综合考

查水平一般为 C 级，属应用、独立操作、领悟水平，本

文解析几例。
例 1 ( 河北) 某兴趣小组对" 蜡烛燃烧的产

物"进行探究。
【查阅资料】蜡烛的主要成分是石蜡，石蜡由

碳、氢两种元素组成。
【作出猜想】蜡烛燃烧的产物是二氧化碳和水。
【实验验证】( 1) 用干冷的小烧杯罩在蜡烛火

焰上，观察到 ，证明有水生成。( 2 ) 用涂有饱

和石灰水的小烧杯罩在蜡烛火焰上，石灰水变浑

浊，证明有二氧化碳生成。二氧化碳和石灰水反

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小明提出质疑: 石灰水

变浑浊不一定是生成碳酸钙，还可能是饱和石灰

水受热后 ，析出了氢氧化钙。同学们又用图

1 所示的装置进行实验，1 分钟后，提起锥形瓶，翻

转后注入 20mL 饱和石灰水，加塞、振荡，观察到

石灰水变浑浊，确定有二氧化碳生成。
实验中小明观察到一个意外现象: 锥形瓶内

壁上有少量黑色物质。
【交流讨论】经分析，同学们一致认为黑色物

质是石蜡不充分燃烧生成的炭黑。由此他们猜想

还可能生成一氧化碳。为验证一氧化碳，他们设

计了如图 2 所示的实验。

图 1 图 2

【实验验证】( 1 ) 实验前，先在玻璃管的中部

放入一团棉花，其目的是 。( 2) 将 a 端插入蜡烛

的焰心。( 3) 用酒精灯加热 b 端的糊状物，一段时间

后，观察到黑色物质变成红色，证明蜡烛不充分燃烧

有一氧化碳生成。( 4) 为防止玻璃管中的红色物质

又被氧化变成黑色，接下来的操作是: 。
【拓展应用】含碳燃料不充分燃烧会生成一

氧化碳等物质，浪费资源，且污染空气。为使其充

分燃烧，应采取的措施是 ( 答一条即可) 。
试题解析 对标考点: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的

性质与检验; 氢氧化钙溶解度; 燃烧的条件; 能对

所获得的事实进行分析、归纳得出结论等。
对标主题: 我们周围的空气; 水与常见溶液;

发展科学探究能力。
解题思路: 第 1、2、4 空，均为人教版教材所涉

及内容，很容易; 第 3 空只要意识到蜡烛燃烧放

热，会引起石灰水滴温度升高，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氢氧化钙的溶解度

体( 其式量以 3． 60 × 103 计) 0． 504 g。试计算该

骨灰样品中磷的质量分数。
解析 不管转化过程多么复杂，追踪磷元素，

则有 2P ～ P2Mo24O77，骨灰样品中含磷:

m( P) = 0． 504 g
3． 60 × 103 × 2 × 31 = 8． 68 × 10 －3g

w( P) = 8． 68 × 10 －3

0． 103g × 100% = 8． 43%

例4 将1． 92 g 铜投入一定量的浓硝酸中，随着

反应的进行，生成气体的颜色逐渐变浅，当铜完全溶

解后，共收集到 x mL( 标准状况) 气体。将盛等量该

气体的容器倒扣于水中，欲使容器内气体恰好完全

溶解于水，试求需通入的氧气的体积( 标准状况)。
解析 仅由 1． 92 g 不可能算出 x 的值，而 x

未知又怎能算出 O2 的体积? 困绕在不少同学的

心头。若试着去图示题意:

HNO3 →
Cu

NO、NO2 ( x mL)
O2 /H2

→
O
HNO3

可以发现，应该有“Cu 失去的电子数与 O2 得到的电

子数相等”，即有关系式2Cu ～O2，依此可解出 V( O2 )

=336 mL。
( 收稿日期: 2015 － 0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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