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物质的量浓度五大考点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西校　　２７７５００　　柴　勇

　　物质 的 量 浓 度 是 表 示 溶 液 浓 度 的 一 种 物 理

量，也是历年高考命题的重要考点，为了更好的学

习这一部分内容，下面将其常见考点总结如下。

考点一：物质的量浓度的基本概念

１．物质的量浓度———表示单位体积溶液里所

含溶质Ｂ的物质的量的物理量。

２．符号为ｃＢ。

３．单位：ｍｏｌ／Ｌ。

４．表达式：ｃＢ＝
ｎＢ
Ｖ
。

例１　对１ｍｏｌ·Ｌ－１的ＢａＣｌ２ 溶 液 的 有 关 叙

述中，正确的是（　　）。

Ａ．该溶液中Ｃｌ－ 浓度为２ｍｏｌ·Ｌ－１

Ｂ．该溶液中Ｂａ２＋ 的物质的量是１ｍｏｌ
Ｃ．可 使 用２５０ｍＬ容 量 瓶 分 两 次 完 成４９０

ｍＬ该浓度的ＢａＣｌ２ 溶液的配制

Ｄ．将２０８ｇ　ＢａＣｌ２ 固体溶解在１Ｌ水中，形成

的溶液的浓度为１ｍｏｌ·Ｌ－１

解析　结合ＢａＣｌ ２ Ｂａ２＋ ＋２Ｃｌ－，Ｃｌ－ 浓 度

是ＢａＣｌ２ 浓 度 的 两 倍，Ａ项 正 确；未 指 明 溶 液 体

积，不能计算溶质 的 物 质 的 量，Ｂ项 错 误；４９０ｍＬ
溶液需使用５００ｍＬ容 量 瓶 一 次 性 配 制，Ｃ项 错

误；１ｍｏｌ·Ｌ－１的 溶 液 应 是 将１ｍｏｌ溶 质 溶 解 在

水中形成１Ｌ的溶液，Ｄ项错误。答案：Ａ。

考点二：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配制

１．以配制５００ｍＬ　１．００ｍｏｌ／Ｌ　ＮａＯＨ溶液为例

（１）计 算：需 ＮａＯＨ 固 体 的 质 量 为２０．０ｇ。
（２）称 量：用 托 盘 天 平 称 量 ＮａＯＨ 固 体。（３）溶

解：将称好的 ＮａＯＨ 固 体 放 入 烧 杯 中，用 适 量 蒸

馏水溶解，可以用 玻 璃 棒 搅 拌，加 速 其 溶 解。（４）

移液：待烧杯中的溶液冷却至室温后，用玻璃棒引

流将溶液注入５００ｍＬ容量 瓶。（５）洗 涤：用 少 量

蒸馏水洗涤烧杯内壁和玻璃棒２～３次，洗涤液全

部注入容 量 瓶，轻 轻 摇 动 容 量 瓶，使 溶 液 混 合 均

匀。（６）定容：将 蒸 馏 水 注 入 容 量 瓶，当 液 面 距 瓶

颈刻度线１ｃｍ～２ｃｍ时，改 用 胶 头 滴 管，滴 加 蒸

馏水至 凹 液 面 与 刻 度 线 相 切。（７）摇 匀：盖 好 瓶

塞，反复上下颠倒，摇匀。

２．溶液配制时的注意事项

（１）定容、摇 匀 后 液 面 下 降，不 能 继 续 滴 加 蒸

馏水，否则结果会偏低。（２）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

度的溶液是将一定质量或体积的溶质按溶液的体

积在选定的容量瓶 中 定 容，因 而 完 全 不 需 要 计 量

水的用量。（３）不 能 配 制 一 定 物 质 的 量 浓 度 的 任

意体积的溶液，因为 配 制 过 程 中 是 用 容 量 瓶 来 定

容的。（４）配 制 ＮａＯＨ 溶 液 时，必 须 用 带 盖 的 称

量 瓶 或 用 小 烧 杯 快 速 称 量 ＮａＯＨ 固 体，因 为

ＮａＯＨ易吸 水，且 易 与 空 气 中 的ＣＯ２ 反 应。（５）

配制溶液时切不可 直 接 将 溶 质 倒 入 容 量 瓶 中，更

不可在容量瓶中 进 行 化 学 反 应。（６）溶 液 转 移 至

容量瓶时，要用玻璃棒引流，玻璃棒应放到刻度线

以下。（７）定容时务 必 确 保 按 眼 睛 视 线→刻 度 线

→凹液面最低点的次序，做到“三点一线”。①仰视

刻度线（图１），导致溶液体积偏大，结果偏低；②俯视

刻度线（图２），导致溶液体积偏小，结果偏高。

图１　　　　　　　图２

３．注意仪器———容量瓶

图３

（１）使用容量瓶 前 首 先 要 检 查 是 否 漏 水。具

体操作如图３所示。
（２）容量瓶使用的四个“不能”

①不能将固体或浓溶液直接在容量瓶中溶解

或稀释，因为溶质溶解时可能放热，影响所配溶液

的精确度。②不 能 作 为 反 应 容 器 或 长 期 贮 存 溶

液。③容量 瓶 的 容 积 是 在 瓶 身 所 标 温 度 下 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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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而不能将过冷 或 过 热 的 溶 液 转 移 到 容 量 瓶

中。④只能配制容 量 瓶 上 规 定 容 积 的 溶 液，即 不

能配制任意体积的溶液。

４．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过程中的误差

分析

（１）分析判断的依据：

由ｃＢ＝ｎＢ／Ｖ可分析实验误差，若ｎＢ 偏小，Ｖ值

准确，则ｃＢ 偏小；若ｎＢ 准确，Ｖ值偏小，则ｃＢ 偏大。
（２）具体分析判断的方法：

可能引起误差的一些操作（以配制０．１ｍｏｌ／Ｌ的ＮａＯＨ溶液为例） ｍ　 Ｖ　 ｃ／（ｍｏｌ／Ｌ）

称量

称量前小烧杯内有水 不变 不变 无影响

称量时所用天平的砝码沾有其他物质或已锈蚀 增大 不变 偏大

称量时，所用天平的砝码有残缺 减小 不变 偏小

溶解、转移、洗涤

向容量瓶移液时少量流出 减小 不变 偏小

未洗涤烧杯和玻璃棒 减小 不变 偏小

溶液未冷却到室温就注入容量瓶并定容 不变 减小 偏大

定容

定容摇匀时，液面下降，再加水 不变 增大 偏小

定容时，俯视刻度线 不变 减小 偏大

定容时，仰视刻度线 不变 增大 偏小

　　例２　根 据 溶 液 的 配 制 方 法：设 计 五 个 操 作

步骤。

①向盛有ＮａＯＨ固体的烧杯中加入２００ｍＬ蒸

馏水使其溶解，并冷却至室温；②继续往容量瓶中加

蒸馏水至液面接近刻度线１ｃｍ～２ｃｍ；③将ＮａＯＨ
溶液沿玻璃棒注入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④在烧杯中加

入少量的蒸馏水，小心洗涤２～３次后移入容量瓶；

⑤改用胶头滴管加蒸馏水至刻度线，加盖摇匀。

以上步骤正确的操作排序是 。

解析　根据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操

作步骤可知其顺序为①③④②⑤。

答案：①③④②⑤。

例３　配制 ＮａＯＨ溶 液 时，下 列 操 作 会 导 致

实际浓度偏高的是（　　）。

Ａ．使用的砝码部分生锈

Ｂ．定容时仰视容量瓶的刻度线

Ｃ．选用的容量瓶内残留有少量蒸馏水

Ｄ．定容、摇匀后，发现液面低于刻度线，再加

水至刻度线

解析　误差分析时，应根据ｃＢ＝ｎＢ／Ｖ 作为分

析判断的依据。Ａ项，使 用 的 砝 码 部 分 生 锈 会 使

砝码质量增加，导致称取ＮａＯＨ偏多，ｎＢ 增 大，ｃＢ
偏大；Ｂ项，导 致 溶 液 体 积 偏 大，ｃＢ 偏 小；Ｃ项，因

为最后定容时，也需要向容量瓶中加蒸馏水，则选

用的容量瓶内残留有少量蒸馏水无影响；Ｄ项，因

为定容摇匀后，有 少 量 水 未 流 下，这 时 若 加 水，会

使溶液体积偏大，ｃＢ 偏小。答案：Ａ。

考点三：物质的量浓度、溶质质量分数与溶解

度之间的换算

１．物 质 的 量 浓 度 与 溶 质 质 量 分 数 之 间 的 换

算：ｃ＝ｎＶ ＝
ｍ
ＭＶ＝

ｍ（ａｑ）ｗ
ＭＶ ＝１０００ρｗＭ

；ｗ＝ ｃＭ１０００ρ
（ρ单位为ｇ／ｃｍ３）。

２．质 量 分 数 与 溶 解 度 之 间 的 换 算：饱 和 溶 液

中：ｗ＝ Ｓ
１００＋Ｓ×１００％

例４　等体积硫酸铝、硫 酸 锌、硫 酸 钠 溶 液 分

别与足量的氯化钡溶液反应。若生成的硫酸钡沉

淀的质量比为１∶２∶３，则 三 种 硫 酸 盐 溶 液 的 物

质的量浓度比为（　　）。

Ａ．１∶２∶３　 　　　Ｂ．１∶６∶９
Ｃ．１∶３∶３　 Ｄ．１∶３∶６
解析　设三种硫酸盐的物质的量浓度分别是

ｘ、ｙ、ｚ，则 根 据 反 应 的 方 程 式 ＳＯ２－４ ＋Ｂａ ２＋

ＢａＳＯ４↓，可知，３ｘ∶ｙ∶ｚ＝１∶２∶３，解 得：ｘ∶ｙ∶ｚ＝
１∶６∶９。答案：Ｂ。

考点四：气体溶解的物质的量浓度计算

气体溶质溶于 水 中 制 得 溶 液，其 物 质 的 量 浓

度的计算：在 标准状况下，１Ｌ水中溶解 某 气 体Ｖ

Ｌ，所得溶液密度为ρ（ρ单位为ｇ／ｃｍ３），则：ｃ＝ｎＶ 

·５４·　中 学 化 学　２０１４年　第１０期　



以“盐类水解”为例谈高中化学复习策略

江苏省江安高级中学　　２２６５３４　　胡海鹏

　　高三复习时间紧，任务重，如何提高复习的效

率呢？本文以高考中的热点、重点问题———“盐类

水解”问题为例就 高 中 化 学 复 习 谈 几 点 笔 者 的 看

法．这部分内容一直以来就是高考的热点，备受命

题者的亲睐，不过从 学 生 在 该 部 分 内 容 的 学 情 来

看，知识的牢固性 缺 失，考 试 容 易 丢 分．要 提 高 学

生的高考成绩，首先就要把脉高考题，看看历年这

部分高考题的特点．在盐类水解问题上，考得最多

的当属离子浓度比较、三大守恒式这些重点问题，

而且考题非常注重 化 学 知 识 的 融 合、注 重 知 识 在

广度基础上要求能 力 的 提 升，尤 其 是 盐 类 水 解 和

元素化合物知识混 合 在 一 起 命 题，从 试 题 的 形 式

来看，设有梯度，能够区分出好、中、差。

一、注重基础 知 识，深 入 理 解 概 念、规 律 的 本

质特征

考题呈现形式 各 异，不 过 实 质 性 的 东 西 不 会

变，涉及到的知识更具规律性。

１．实质

盐电离→
弱酸的阴离子结合水电离出来的 Ｈ＋

弱碱的阳离子结合水电离出来的ＯＨ
｛ ｝－ → 生

成弱电解质→破坏了水的电离平衡→水的电离程

度增大→ｃ（Ｈ＋）≠ｃ（ＯＨ－）→溶液呈碱性或酸性

从化学反应的 特 点 来 看，盐 类 水 解 通 常 反 应

程度微弱，而且反应具有可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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檮檮

。

＝ Ｖ／２２．４

１０００×１＋ Ｖ
２２．４×Ｍ

１０００ρ

＝ １０００ρＶ
２２４００＋ＭＶ

例５　只给 出 下 列 甲 和 乙 中 对 应 的 量，不 能

求出物质的量的是（　　）。

Ａ　 Ｂ　 Ｃ　 Ｄ
甲 物质的粒子数 标准状况下的气体摩尔体积 固体的体积 溶液中溶质的物质的量浓度

乙 阿伏加德罗常数 标准状况下的气体体积 固体的密度 溶液的体积

　　解析　根 据ｎ＝ ＮＮＡ
＝ＶＶｍ

＝ｃＶ可 知，Ａ、Ｂ、Ｄ

中都能求出物质的量。答案：Ｃ。

考点五：溶液稀释与混合的计算

１．溶液稀释定律（守恒观点）
（１）溶 质 的 质 量 在 稀 释 前 后 保 持 不 变，即

ｍ１ｗ１＝ｍ２ｗ２。（２）溶 质 的 物 质 的 量 在 稀 释 前 后

保持不变，即ｃ１Ｖ１＝ｃ２Ｖ２。（３）溶 液 质 量 守 恒，即

ｍ稀＝ｍ浓＋ｍ水。

２．同溶质不同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混合计算

（１）混合后体积保持不变：ｃ１Ｖ１＋ｃ２Ｖ２＝ｃ混×
（Ｖ１＋Ｖ２）；

（２）混 合 后 体 积 发 生 改 变：ｃ１Ｖ１＋ｃ２Ｖ２＝ｃ混

Ｖ混，（Ｖ混＝ｍ混／ρ混）。

例６　在ａＬ　Ａｌ２（ＳＯ４）３ 和（ＮＨ４）２ＳＯ４ 的混合

溶液中加入ｂ　ｍｏｌ的ＢａＣｌ２，恰好使溶液中的ＳＯ２－４

完全沉 淀；如 加 入 足 量 强 碱 并 加 热 可 得 到ｃ　ｍｏｌ
ＮＨ３，则原溶液中的Ａｌ３＋的浓度（ｍｏｌ／Ｌ）为（　　 ）。

Ａ．２ｂ－ｃ２ａ 　Ｂ．２ｂ－ｃａ 　Ｃ．２ｂ－ｃ３ａ 　 Ｄ．２ｂ－ｃ６ａ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物质的量浓度的有关计

算。由于ＮＨ３ 的 物 质 的 量 为ｃ　ｍｏｌ，由 原 子 守 恒

和 电 荷 守 恒 得：（ＮＨ４）２ＳＯ４ 的 物 质 的 量 为 ｃ
２

ｍｏｌ，反 应 时 用 去 的 ＢａＣｌ２ 的 物 质 的 量 也 为ｃ
２

ｍｏｌ，剩余的ＢａＣｌ２ 为（ｂ－ｃ２
）ｍｏｌ，则 Ａｌ２（ＳＯ４）３

中的ＳＯ２－４ 的物质的量 也 为（ｂ－ｃ２
）ｍｏｌ，由 电 荷

守恒得：ｎ（Ａｌ　３＋）×３＝（ｂ－ｃ２
）×２，所 以ｃ（Ａｌ　３＋）

＝２ｂ－ｃ３ａ ｍｏｌ／Ｌ。答案：Ｃ。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１５）

·６４· 　中 学 化 学　２０１４年　第１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