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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同种元素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遵循哪些规律？

（１）归中 规 律———同 种 元 素 发 生 氧 化 还 原 反

应时价态归中。例如：

①Ｃ＋ＣＯ ２ ２ＣＯ

②２Ｈ２Ｓ＋ＳＯ ２ ３Ｓ＋２Ｈ２Ｏ

③２Ｆｅ３＋ ＋Ｆｅ　 ３Ｆｅ２＋

根据该规律可 知，同 种 元 素 相 邻 价 态 之 间 不

发生反应，如浓硫酸不能氧化二氧化硫，浓硝酸不

能氧化二氧化氮。
（２）歧化 规 律———同 种 元 素 发 生 氧 化 还 原 反

应时，价态一部分升高一部分降低。例如：

①３ＮＯ２＋Ｈ２ Ｏ　 ２ＨＮＯ３＋ＮＯ

②Ｃｌ２ ＋２ＮａＯＨ　 ＮａＣｌ＋ＮａＣｌＯ＋Ｈ２Ｏ

③２Ｃｕ ＋ Ｃｕ２＋＋Ｃｕ

（３）就近 规 律———以 元 素 相 邻 价 态 间 的 转 化

较易。例如：

①Ｈ２Ｓ＋Ｈ２ＳＯ４（浓 ） Ｓ＋２Ｈ２Ｏ＋ＳＯ２↑
分析　产 物 中 的Ｓ来 自 Ｈ２Ｓ，ＳＯ２ 来 自 浓

Ｈ２ＳＯ４。

②２ＫＣｌＯ３ ＋４ＨＣｌ
２ＫＣｌ＋２ＣｌＯ２↑＋Ｃｌ２↑＋２Ｈ２Ｏ

分析　产 物 中 的ＣｌＯ２ 来 自 ＫＣｌＯ３，Ｃｌ２ 来 自

ＨＣｌ。

③在溶液中Ｆｅ３＋ 与铜、碘 离 子 等 还 原 剂 反 应

时，还原产物一般 是Ｆｅ２＋ 而 不 是Ｆｅ；在 原 电 池 或

电解池中Ｆｅ３＋ 放电，还原产物一般是Ｆｅ２＋ 而不是

Ｆｅ。在原电 池 或 电 解 池 中Ｆｅ放 电，氧 化 产 物 一

般是Ｆｅ２＋ 而不是Ｆｅ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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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紧靠烧杯内 壁、玻 璃 棒 下 端 轻 靠 滤 纸 三 层

处、盛待过滤液的烧杯嘴紧靠玻璃棒。

三、可归纳为四个知识点的相关知识

１．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以及变

化规律的科学；现代化学在材料、能源、环保、生命

科学等研究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２．地 壳 中 居 前 四 位 的 元 素 依 次 为：Ｏ、Ｓｉ、Ａｌ、

Ｆｅ；人体中居前四位的元素依次为：Ｏ、Ｃ、Ｈ、Ｎ。

３．自来水净 化 的 四 个 步 骤 是：沉 淀、过 滤、吸

附、消毒；水 的 净 化 方 法：沉 淀、过 滤、吸 附、蒸 馏

（净化程度最高）。

４．粗盐提纯 的 四 个 步 骤：溶 解、过 滤、蒸 发 结

晶、计算产率。其中玻璃棒的作用依次是：溶解时

加速粗盐的溶解；过 滤 时 引 流，防 止 液 滴 外 溅；蒸

发时搅拌防止局部过热而飞溅；转移固体。

５．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溶液可分为四个

步骤：计算、称量、溶解、装瓶并贴标签。

６．四种基本化 学 反 应 类 型（用 字 母 表 示）：化

合反应Ａ＋Ｂ＋ …… Ｄ；分解反应 Ａ　 Ｂ＋Ｃ
＋……；置换反应Ａ＋ ＢＣ　 ＡＣ＋Ｂ；复 分 解 反

应ＡＢ＋ ＣＤ　 ＡＤ＋ＣＢ。

７．影响 反 应 速 率 的 四 个 因 素：温 度、接 触 面

积、催化剂和浓度。

８．保护金属资源的四种方法：寻找替代品；防
止金属锈蚀；废旧金 属 的 回 收 和 合 理 有 计 划 的 开

采。

９．碱 的 四 个 化 学 性 质：在 一 定 条 件 下 能 与 酸

碱指示剂、酸性氧化物、酸和盐作用。

１０．盐的四个化学性质：在一定条件下能与金

属、酸、碱和盐作用。

五、可归纳为五个知识点的相关知识

１．酸 的 五 个 化 学 性 质：在 一 定 条 件 下 能 与 酸

碱指示剂、金属、金属氧化物、碱和盐作用。

２．五个“作 用”：光 合 作 用、呼 吸 作 用、催 化 作

用、吸附作用、乳化作用。

３．水的五个作用：用于测定气体体积，吸热降

温，吸收有毒气体，配制溶液。

４．科学家：道尔顿、阿伏加德罗、门捷列夫、拉

瓦锡、张青莲和侯德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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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同价 规 律———如 果 反 应 物 与 生 成 物 中 的

元素及价态相同，则 该 部 分 元 素 没 有 发 生 氧 化 或

还原反应。例如：

①ＣａＨ２＋２Ｈ２ Ｏ　 Ｃａ（ＯＨ）２＋２Ｈ２↑
分析　Ｈ２Ｏ中 氢 为＋１价 与Ｃａ（ＯＨ）２ 中 相

同，则２个 Ｈ２Ｏ中 的 氢 有２个 进 入Ｃａ（ＯＨ）２ 中

没有发生还原 反 应，另 外２个 进 入 Ｈ２ 中 发 生 还

原反应。因此，Ｈ２ 既是氧化产物又是还原产物。

②ＫＣｌＯ３ ＋６ＨＣｌ　 ＫＣｌ＋３Ｃｌ２↑＋３Ｈ２Ｏ
分析　ＨＣｌ中氯为－１价与ＫＣｌ中相同，则６

个ＨＣｌ中的氯有１个进入ＫＣｌ中没有发生氧化反应，

另外５个进入Ｃｌ２ 中发生氧化反应。因此，Ｃｌ２ 既是氧

化产物又是还原产物，该反应电子转移数目为５。

２．根据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判定氧化性或还

原性大小应注意哪些问题？

（１）要注意反应是自发的还是非自发的。

对于非自发的氧化还原反应不能用来判定氧

化性或还原性大小。例如：

２ＮａＣｌ＋２Ｈ２Ｏ
通电
２ＮａＯＨ＋Ｈ２↑＋Ｃｌ２↑

为非自发的，不能用来判定氧化性或还原性大小，

否则就会得出氧化性Ｈ２Ｏ大于Ｃｌ２ 的错误结论。
（２）要弄清反应发生的内因。

有些反应的发 生，不 是 因 为 氧 化 还 原 性 的 大

小，而是因为混乱度的增大，这类反应就不能比较

氧化性或还原性大小。例如：

①Ｎａ＋ＫＣｌ幑 幐帯帯帯
一定温度

ＮａＣｌ＋Ｋ↑
不能得出还原性（金属性）：Ｎａ大于Ｋ。

②２Ｃ＋ＳｉＯ２
高温
Ｓｉ＋２ＣＯ↑

不能得出还原性：Ｃ大于Ｓｉ。
（３）要注意反应是可逆的还是不可逆的。

对于不可逆的 氧 化 还 原 反 应，判 定 氧 化 性 或

还原性大小比较简单，即反应物的氧化性（或还原

性）大于生成物的氧化性（或还原性）。例如：

Ｚｎ＋Ｈ２ＳＯ ４ ＺｎＳＯ４＋Ｈ２↑
该反应氧 化 性 Ｈ２ＳＯ４ 大 于ＺｎＳＯ４，还 原 性Ｚｎ大

于 Ｈ２。

对于可逆的氧 化 还 原 反 应，判 定 氧 化 性 或 还

原性大小比较复 杂，要 看 反 应 的 状 态。当 反 应 正

向进行时，反应物的氧化性（或还原性）大于生成物

的氧化性（或还原性）；当反应逆向进行时，生成物的

氧化性（或 还 原 性）大 于 反 应 物 的 氧 化 性（或 还 原

性）；当反应处于平衡状态时，反应物的氧化性（或还

原性）等于生成物的氧化性（或还原性）。例如：

Ｃｌ２＋Ｈ２ 幑幐Ｏ　 ＨＣｌ＋ＨＣｌＯ
当反应正向进行时，Ｃｌ２ 的氧化性大于 ＨＣｌＯ的氧

化性；当 反 应 逆 向 进 行 时，ＨＣｌＯ的 氧 化 性 大 于

Ｃｌ２ 的氧化性；当 反 应 处 于 平 衡 状 态 时，ＨＣｌＯ的

氧化性等于Ｃｌ２ 的氧化性。
（４）要注意是过程反应还是总反应。

过程反应反映 反 应 的 本 质，而 总 反 应 只 是 代

表了起点反应物与 最 终 生 成 物 之 间 量 的 关 系，没

有反映反应的 本 质。因 此，分 析 比 较 氧 化 还 原 反

应时，一定要用过 程 反 应，不 能 用 总 反 应，否 则 就

会得出错误结论。例如：

２Ｃｌ２＋４Ｈ２Ｏ
光照
４ＨＣｌ＋Ｏ２

根据该反 应 容 易 得 出 Ｃｌ２ 的 氧 化 性 大 于 Ｏ２ 的。

实际上，该 结 论 是 错 误 的，原 因 是 该 反 应 是 总 反

应。该反应的过程反应为

Ｃｌ２＋Ｈ２ 幑幐Ｏ　 ＨＣｌ＋ＨＣｌＯ

２ＨＣｌＯ
光照
２ＨＣｌ＋Ｏ２

根据该过 程 反 应 容 易 得 出 ＨＣｌＯ的 氧 化 性 大 于

Ｏ２ 的。

３．物质的氧化性或还原性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１）首先取决于本身的性质。

例如：钠的还原性大于铝的；氯气的氧化性大

于碘的。
（２）与浓度有关。

一般来说，浓度大，物质的氧化性（或还原性）

就强。例如：ＭｎＯ２ 能氧化浓 度 较 大 的 盐 酸，但 不

能氧化浓度较小的盐酸。
（３）与酸碱度有关。

有些物质的氧化性（或还原性）与溶液的酸碱

度有关。例如：高锰酸钾的氧化性，随着溶液的酸

性增强而增强；乙醛 的 还 原 性 在 碱 性 环 境 比 酸 性

环境要强。
（４）与温度有关。

一般 来 说，温 度 越 高，物 质 的 氧 化 性（或 还 原

性）就强。例如：①浓 硫 酸 与 铜 常 温 不 反 应，但 加

热后可以反应。②镁 与 冷 水 不 反 应，但 加 热 后 可

以反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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