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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溶解度计算是继化学方程式计算之后又

一个重点，也是学生感到比较棘手的难点。学生

在学了溶解度概念后，往往死记硬背概念，而没有

真正去理解溶解度概念的内涵。因而，在应用概

念进行计算时，往往抓不住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要

领，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现就学生在计算

中常出现的错误加以归纳和分析。
一、解题对策

溶解度的概念可概括为四个字:“温”、“百”、
“饱”、“克”，细心分析这四个字，不难看出解溶解

度计算的灵魂是: 要牢牢抓住“饱和”，寻找饱和

溶液中溶质和溶剂的质量关系，建立溶剂和溶质

的质量之比就等于该温度下 100 g 水和溶解度之

比的守恒关系。
二、错误种种及分析

1． 没有求出相应的溶质和溶剂，便信手沾来

草率进行计算。
例 1 将 10℃ m g 硝酸钾饱和溶液加热，蒸

发一部分水，再冷却到 10℃ 时发现有晶体析出，

经过滤得 a g 晶体和 b g 滤液，求该温度下的溶解

度。
错误解法 溶剂 100 g b g

溶质 S a g

故 S = 100ab g

分析 本题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原溶液是饱

和溶液，所以当原溶液蒸发溶剂后减少的溶液( m
－ b) g 也是饱和的。故析出 a g 溶质后，溶剂减少

量为( m － a － b) g，而不是 b g。
故其溶解度为:

S = 100a
m － a － b g

启示 在恒温下，饱和溶液减少的质量是饱

和的，母液也是饱和的。
2． 没有分析原溶液是否饱和，盲目利用质剂

之比求解溶解度。
例 2 已知 t℃ 时，某物质的不饱和溶液 a g

中含溶质 m g，若该溶液蒸发 b g 水恢复到 t℃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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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将硫化铝水解的离子方程式误写为:

2Al3 + + 3S2 － + 6H2 幑幐O
2Al( OH) 3↓ + 3H2S↑

由于 Al3 + 和 S2 － 两离子双水解进行的非常激烈，

且能进 行 到 底，故 用 幑幐“ ”是 错 误 的，而 应 用

“ ”。
2． 误用“↓”和“↑”符号

如将 AlCl3 水解的离子方程式误写为:

Al3 + + 3H2 幑幐O Al( OH) 3↓ + 3H +

由于单项盐水解是微弱的，生成物的量很少，因此

不能用“↓”符号表示 Al( OH) 3。
同理，书写 NaHCO3 水解的离子方程式时，生

成物“H2CO3”也不写成“CO2↑ + H2O”。
3． 误将分步水解的反应，写成一步完全反应

多元弱酸根离子水解是分步进行的，不能一

步水解到底。如将 Na2CO3 水解的离子方程式误

写为:

CO2 －
3 + 2H2 幑幐O H2CO3 + 2OH

－

由于多元弱酸根离子各步水解程度相差很

大，应分步书写离子方程式，故应改写为:

CO2 －
3 + H2 幑幐O HCO －

3 + OH －

4． 把电离方程式与水解离子方程式混淆

如下列表示物质变化的离子方程式属于正确

的水解离子方程式的是( ) 。
A． HS － + H2 幑幐O H3O

+ + S2 －

B． S2 － + 2H2 幑幐O H2S + 2OH
－

C． HS － + H2 幑幐O H2S + OH
－

D． 2Na2O2 + 2H2 O 4Na + + 4OH － + O2↑
上述表示式中 C 是正确的，有的学生易把 A

当作正确选项，但 A 所表示的式子是 HS － 的电离

方程式。
( 收稿日期: 2015 － 01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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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出溶质 m1 g． 若原溶液蒸发 c g 水并恢复到 t℃
时，则析出溶质 m2 g。用 S 表示该物质在 t℃时的

溶解度，下式中正确的是( ) 。

A． S = 100
a － m B． S =

100m2

c

C． S =
100( m1 － m2 )

b － c D． S =
100( m － m1 )

a － b
错误解法 该试题设下了陷阱，布下了迷宫，

学生容易错选 A 或 B，选 A 是把第一种状态的溶

液视为饱和溶液; 选 B 是把第三种状态的溶液作

为饱和溶液。殊不知，不管用那种状态进行计算，

“原溶液都是不饱和溶液”，这就是命题者设下的

陷阱。
分析 本试题设置了种种干扰条件，让学生

顾此失彼，在众多的条件下很难找到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基点。题目给出了 t℃ 时的 3 种状态: 其

一，a g 溶液; 其二，蒸发掉 b g 水并恢复到原温

度; 其三，蒸发掉 c g 水并恢复到原温度。值得注

意的是，这 3 种状态，其溶液都是不饱和溶液，这

是思考该问题的基石。两次蒸发掉水的质量差为

( b － c) g，两次析出的质量差为( m1 － m2 ) g，这标

明在饱和溶液中，( b － c) g 水与其所溶解的溶质

质量( m1 － m2 ) g 之比，等于该温度下 100 g 水与

溶解度之比。因而选 C。
启示 不饱和溶液析出晶体时，得到的母液

是饱和溶液; 在相同的条件下，每次减少的溶液是

不饱和溶液，只有两次减少的溶液质量之差所对

应的溶液才是饱和溶液。
3． 不清楚一定温度下，在限定溶剂中溶解的

质量是有限的，因而在解题时，没有根据溶解度计

算溶剂中所溶解的最大值来进行计算。
例 3 t℃时，把 21 g 硝酸钾放入 49 g 水中搅

拌使其充分溶解，求该温度下硝酸钾溶液的质量

分数。( t℃时硝酸钾的溶解度为 31． 6 g)

错误解法 根据定义公式知:

w( KNO3 ) = 21 g
21 g + 49 g × 100% = 30%

分析 这类试题具有以假乱真的迷惑性，学

生往往不能透过现象看到解题中本质上的错误，

而很盲目地直接利用题中给出的数据进行计算。
因为 21 g 硝酸钾溶于 49 g 水后，21 g 硝酸钾是否

完全溶解，需根据溶解度判断后，方能进行计算，

设使 49 g 水达到饱和所溶解的硝酸钾质量为 x，

则有:

100 g ∶ 31． 6 g = 49 g ∶ x
x = 15． 48 g
很显然 21 g 硝酸钾并没有完全溶解在 49 g

水中。故 应 根 据 49 g 水 所 溶 解 的 最 大 质 量

15． 48 g或者由该温度下的溶解度来计算溶质的

质量分数。
启示 在某温度下，若溶液是饱和溶液，计算

溶质的质量分数时，可以根据一定量溶剂所溶解

的溶质的最大质量来计算，也可以根据该温度下

的溶解度来计算 (
S

100 + S × 100% ) ; 若溶液是不

饱和溶液，则只能根据质量分数的定义来计算。
4． 在某温度下，有晶体( 含结晶水) 析出或加

入结晶水合物时，没有注意晶体中结晶水的合与

分。
例 4 在一定温度下，某硫酸铜饱和溶液蒸

发 a g 水后，同时析出 w g 胆矾。若保持温度不

变，剩余溶液的质量分数是( ) 。

A． 16w
25a + 9w × 100% B． 1600w

25a + 25w × 100%

C． 16w
25( a + w)

× 100% D． w
a + w × 100%

错误解法 因原溶液是饱和的，所以饱和溶

液减少的质量也是饱和的。故有:

w
a + w × 100%

错误的选了 D。
分析 的确原溶液是饱和的，减少的溶液也

必然 饱 和。但 是 蒸 发 a g 水 析 出 的 是 胆 矾

( CuSO4·5H2O) ，而不是 CuSO4。所以一定要把

w g 胆矾中硫酸铜和水的质量分开，才能计算该

饱和溶液的质量分数。故应选 C。
启示 在有晶体 ( 含结晶水) 加入或析出的

计算时，务必根据晶体的组成把溶质和溶剂的质

量分开，方可计算质量分数或根据 100 g 水与溶

解度之比等于该温度下溶剂和溶质质量之比来计

算有关的量。
( 收稿日期: 2015 － 01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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