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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及其化合物是中学化学必修的重要物质，

在复习过程中强调基础的同时还应进行适当的延

伸，及时发现和解决学习中存在的疑点，这对提高

综合应变能力至关重要。
疑点一: 氮元素是活泼的非金属元素，为什么

氮气化学性质不活泼?

解析 从氮的气态氢化物稳定性氨很稳定，

不易分解; 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硝酸是强酸

等方面进行判断，氮元素是活泼的非金属元素。
氮气分子中存在氮氮三键，很难被破坏，所以氮气

化学性质不活泼。
疑点二: N2 和 O2 反应可以生成 NO，为什么

不能用来制备 NO?

解析 N2 和 O2 在放电条件下可反应生成

NO，但该反应耗能大，产率却很低，没有实际价

值。所以，工业上制 NO 是利用 NH3 催化氧化来

制备，实验室是利用铜片和稀硝酸反应来制备的。
疑点 三: 3NO2 + H2 O 2HNO3 + NO，NO2

为什么不是硝酸的酸酐?

解析 从 3NO2 + H2 O 2HNO3 + NO 看，

该反应是氧化还原反应，N 的化合价发生了改变，

而酸酐中的成酸元素的化合价应与酸中该元素的

化合价相一致，所以 NO2 不是 HNO3 的酸酐，N2O5

才是 HNO3 的酸酐。另外，从酸酐定义( 酸酐是含

氧酸的脱水产物)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疑点四: 浓氨水与氢氧化钠固体混合能产生

氨气的原因是什么?

图 1

解析 氨水中存在下列 平

衡: NH3 + H2 幑幐O NH3 · H2

幑幐
O

NH +
4 + OH － ，与氢氧化钠固

体混合后，一是溶液中 c( OH － )

增大，平衡逆向移动，二 是 氢 氧

化钠固体溶于水放热，氨气的溶

解度减小，上述均有利于氨气的逸

出。注: 不是因为氢氧化钠固体具有吸水性，水量减

少，氨气逸出，这一点与浓氨水与氧化钙固体混合制

氨气不同。选用此方案制氨气时，宜选用图 1 装置。

图 2

疑点五: 能否用图

2 装置制氨气?

解析 不 能。这

是因为氯化氢与 氨 气

遇冷很容易化合，在试

管口凝结，而得不到氨

气。注意: 若将氯化铵固体换成碳酸氢铵固体则

能用于制氨气，这是因为碳酸氢铵分解产生的杂

质气体( 二氧化碳和水蒸气) 能被碱石灰吸收而

得到纯净干燥的氨气。
疑点六: NH3 是否可用中性干燥剂无水 CaCl2

干燥。
解析 气体干燥剂的选择常根据气体的酸碱

性、氧化还原性等来选择。NH3 是典型的碱性气

体，所以 NH3 用 碱 石 灰 进 行 干 燥。CaCl2 能 与

NH3 发生反应: CaCl2 + 8NH 3 CaCl2·8NH3，

所以 CaCl2 不能干燥 NH3。
疑点七: 在氨气的尾气处理中，不能用图 3 装

置的原因是什么?

解析 若图 3 装置直接吸收氨气，因为氨气

极易溶于水，氨气的溶解速率大于通气速率，导致

玻璃管内的压强小于外界气压而产生倒吸。实验

室可采用图 4、图 5、图 6 等装置防倒吸，其中图 4、
图 5 装置均因为漏斗或干燥管能容纳一定体积的

液体，从而使烧杯中液面下降来达到防倒吸的目

的，图 6 中导气管口在 CCl4 中，氨气不溶于 CCl4，

可从 CCl4 中逸出而被上层的水吸收。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疑点八: 将铁、铝等金属投入浓硝酸中，是否

一定能发生金属的钝化?

解析 浓硝酸具有强氧化性，在常温下能使

铁、铝等金属表面氧化成一层薄而致密的氧化膜

而发生钝化，钝化本身是化学反应。但是，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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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析氧化还原反应考查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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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还原反应的理论与实践双重价值使其成

为命题的热点，考查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规律、
计算是不变的宗旨，不断变化的是考查的背景与

视角，本文结合典型例题，归纳整理对氧化还原反

应知识考查的趋向。
一、考查氧化还原反应特殊性视角

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是电子转移( 包括电子

得失和共用电子对的偏移) ，特征表现在反应中

元素价态的变化，氧化还原反应的构成通式为: 氧

化剂 + 还原剂 还原产物 + 氧化产物，通式可

作为强弱性质判断的依据。
例 1 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
①氧化还原反应中，有一种元素被氧化的同

时，必有另一种元素被还原;②元素由化合态变成

游离态时，它可能被氧化，也可能被还原; ③有单

质参加或单质生成的反应一定属于氧化还原反

应;④比较难失电子的原子，获得电子的能力一定

强 ;⑤Cl2→Cl － 变化过程一定需要加入还原剂;

⑥工业上又常用 Na + KCl幑幐
高温

K + NaCl 进行金属

钾的冶炼，说明钠的还原性强于钾

A．①②③④⑤⑥ B．①③④⑤⑥
C．③④ D．②
解析 氧化还原反应中存在一种特殊的反

应，即同种物质同种元素同种价态发生的氧化还

原反应称为歧化反应，如 Cl2 + H2 O HClO +
HCl，Cl2 + 2NaOH NaCl + NaClO + H2O，3NO2

+ H2 O 2HNO3 + NO，2Na2O2 + 2CO 2

2Na2CO3 + O2，2Na2O2 + 2H2 O 4NaOH + O2↑，

2H2O2

MnO


2 2H2O + O2↑氯氮氧既被氧化又被还

原。元素化合态时的化合价可能高于 0 价也可能

低于 0 价，变成游离态时，金属被还原，非金属被

氧化，2Al + Fe2O3 
高温

2Fe + Al2O3，2F2 + 2H2


O

4HF + O2。同素异形体之间的转化，尽管有

单质参加或生成，但没有化合价的改变，是非氧化

还原反应。稀有气体难失电子也难得电子。Cl2
→Cl － 可发生歧化反应，不需要加入还原剂。金

属钾的冶炼为可逆反应，及时抽出钾蒸气，导致平

衡不断正向移动，不是依据强弱规律进行的。正

确答案 D。
二、考查物质及化合价多变性视角

电子转移是通过化合价表现出来的，化合价

是分析确定概念的关键，新课程背景下选择陌生

物质，两种元素以上的化合价改变，生成多种氧化

产物或还原产物，突出考查化合价的灵活掌握与

对元素价态的全面分析。
例 2 新型纳米材料氧缺位铁酸盐 ( MFe2Ox

3 ＜ x ＜ 4，M = Mn、Co、Zn 或 Ni ) 由 铁 酸 盐

( MFe2O4 ) 经高温与氢气反应制得，常温下，它能

使工业废气中的酸性氧化物 ( SO2、NO2 等) 转化

为其单质除去，转化流程如图 1 所示。
关于此转化过程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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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热条件下或将铁、铝等金属变成细小的粉末，则

不会出现上述现象，即铁、铝等金属不会被钝化。
疑点九: 由 8HNO3 ( 稀) + 3Cu 3Cu( NO3 ) 2

+2NO↑ +4H2O 4HNO3 ( 浓) + Cu Cu( NO3 ) 2

+2NO2↑ +2H2O，能否判断浓硝酸的氧化性弱于稀

硝酸?

解析 氧化性强弱应从氧化剂得电子的能力

对比，而不能从每摩氧化剂得到电子的物质的量

多少来比较。浓 HNO3 与 Cu 在常温下剧烈反应，

迅速产生 NO2，而稀 HNO3 与 Cu 在常温下缓慢反

应; 浓 HNO3 在加热的条件下还能将 C、S、P 等非

金属氧 化，而 稀 HNO3 则 不 能。这 足 以 证 明 浓

HNO3 的氧化性明显强于稀 HNO3。
疑点十: 不论 Cu 与浓 HNO3 量的比例如何，

二者反应是否一定只生成 NO2?

解析 Cu 和 HNO3 作用生成 NO2 和 NO 的

两个竞争反应同时进行，如果浓 HNO3 的量相对

Cu 并不是远远过量，那么，随反应的进行，产物中

NO 的体积分数会越来越大而变得不可忽视。
( 收稿日期: 2013 － 09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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