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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化学实验仪器中的 , 刻度

( l) 滴定管
: “ 0” 刻度在管的上部 (不在最

上 )
,

刻度数值自上而下增大
,

液体从下端尖嘴流

出
。

放液时
,

液面下移
,

刻度
“

0’’ 标在 上面便于直

接测量出放出的液体的体积
。

(液体从上嘴倒 出

的量筒
,

刻度数值由下而上增大
,

但并无
“

0" 刻度 )

( 2) 托盘天平
: `

,0’
,

刻度在标尺的最左边
。

正

好体现了天平的
“

左物右码
”

的功能
。

天平使用时

要
“

调零
” ,

使用完后要
“

回零
” 。

( 3) 温度计
: “

0’’ 刻度在中下部
,

在
“

0’’ 的上下

都有刻度
,

便于测量
“

0’’ 上及
`

,0’
,

下的温度
。

2
.

化学基础知识中的零表征

( l) 水的凝固点是 O℃
,

沸点是 100 ℃
。

在有

关水生成的计算 中
,

要从给出的温度 中明确水的

状态
。

( 2) 标准状况是指压强为 101 325 aP 和温度为

0℃
。

( 3) 氢的同位素气 ( } H )的中子数为 0o

( 4 ) 氢离子核外电子数为 0o

( 5) 单质的化合价为 0o

( 6) 化合物中正
、

负化合价的代数和为 0o

( 7 ) 稀有气体位于周期表上 的 0 族
,

称为零

族元素
。

( 8) 周期表上第W A 族元素的最高正价与其

负价的代数和等于 0o

( 9 ) 氧化还原反应中氧化剂的得电子总数与

还原剂的失电子总数的代数和等于 0o

( 10 ) 可 逆 反 应 达 到化 学 平 衡 时
, , 正 =

刃逆 尹 0
。

(川 在某些可逆反应里
,

反应前后气态物质

的总体积没有变化
,

即 △ V = O
,

增大或减小压强
,

不能使这类反应的化学平衡发生移动
。

( 12 ) 在稀酸 [
。 ( H

十

)大 ]溶液中
,

存在水的电

离
,

应有
。 ( O H

一

) 尹 0
,

仍然含有 OH
一

;同理
,

稀碱

溶液中
。 ( H

十

) 尹 0
,

仍然含有 H + 。

因此
,

稀溶液

不管酸性
、

中性
、

碱性
,

在常温都有 wK
= 。 ( H

`

) x

c ( O H
一

) = 1 x 10
一 , 4 。

( l3) 气态烃 C
二

H ,

完全燃烧
,

且生成水为气

态时
,

当 y 二 4 时
,

总体积不变
,

即 △V 二 ;0 当 y < 4

时
,

总体积减小
,

即 △ V < ;0 当 y > 4 时
,

总体积增

大
,

即 △ V > 0
0

( 14 ) 电解质溶液整体呈电中性
,

是电解质溶

液中阳离子所带正电荷总数与阴离子所带负电荷

总数的代数和等于 0
。

即 : 阳离子的物质的量
x

阳离子的电荷数
一 阴离子的物质的量

x 阴离子的

电荷数
二 0

。

( 15 ) 溶液 p H 值适用范围
: 0 一 4 (即 l 伽 U L

=
或

一元强酸到 1 1加 F L 一元强碱溶液 )
。

c( H
十

)

I n幻U L PH

l

二 0 ; 。 ( o H
一

) 二 1 . UL
,

闪 H = 0
,

e ( H
+

)
x 10

一 14

一 e ( OH
-

/ 10
一 ’ 4

心 F L
。

显 然 当

,

水的电离受到抑制
,

此时水
e ( O H

一

) = 1 x 10
一 ’ 4 n 幻U L

。

)吮卜
州

二 0或闪 H 二 0

电离 出的
。 ( H

十

,

il
t

(双刃3 年高考化学广东试卷第 n 题即是考查此种

强酸性 ( PH
= 0) 或强碱性 (闪H 二 0) 的溶液中哪些

离子可以共存
。

)

3
.

化学计算中的零技巧

( l) 电子得失或电荷守恒的零技巧

例 1 (双刃3 年高考广东化学卷第 7 题 ) 在一

定条件下
,

R饵
一

和氟气可发生如下反应
: R卿

-

+ 2F + 2 0 H
-

—
R o’-

+ ZF
一 + 残 0

。

从 而可知

R姆
一

中
,

元素 R 的化合价是 ( )
。

A
.

+ 4 B
.

+ 5 C
.

+ 6 D
.

+ 7

解析 设 R饵
一

中 R 的价态为 x
,

而生成的

R o’- 中 R 为 + 7 价
,

失电子数 (7 一 X ) ;凡 得电子

数为 2
。

根据上述 2 ( 9 )列 式
: ( 7 一 X ) 一 2 = 0

,

得

X = + 5
,

选 B
o

( 2) 极值假定中的零技巧

例 2 在标准状况下
,

珑 和 认 的混合气体

v L, 经光照后完全反应
,

所得气体恰好能使含

X 加1的 oK H 溶液完全反应生成正盐
,

则 V 和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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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元素是最活泼的非金属元素
,

它在性质上

有许多不同于其它卤素的方面
。

如 玛 遇水发生

剧烈反应
,

所以不存在
“

氟水
” ; 凡 能与某些稀有

气体化合
,

生成多种稀有气体氟化物 ; 氟化氢能与

酸性氧化物 is 伙 发生非氧化还原反应
,

且氟化氢

是弱酸 (浓度高时为强酸 ) ; 氟化银易溶于水
、

无感

光性
,

但氟化钙不溶于水等等
。

氟元素的这些特

性常以隐蔽信息的形式 出现在高考和竞赛试题

中
,

较好地测试了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能力
。

例 1 氟气是氧化性最强的非金属单质
,

在

加热条件下
,

等物质的量的氟气与烧碱完全反应
,

生成 N aF
、

姚 。 和另一 种气 体
,

该 气 体可 能 是

( )
。

A
.

姚 B
.

11F C
.

q D
.

0凡

解析 根据题意写出
: 2几 十 Z NaO H

—
Z NaF

+ 姚 o 十 X
,

由原子守恒可推出 x 应是 。凡
,

选 D

例 2 虽然氟元素早在 18 10 年就被发现
,

但

170 多年来化学家试图用化学方法制单质氟的尝

试一直未获成功
。

直到 19 86 年 K五r l Ch isr te 终于

由 FH 制得 玛
。

他提出的三步反应如下
,

试将它

们完成并配平

( l ) KM n

仇 + K F + H F + 姚 (礼~ KZ M , 1

凡 + …

( 2 ) S bC 15 + HF
~

卡 S b凡 + …

( 3 ) KZ M 6nF
+ Sb FS ~ KS b6F + M3nF

+ 凡

解析 利用电子得失守恒和原子守恒
,

不难

得出答案
。

( l ) Z KM n q + 2盯
+ 10 FH

+ 3姚q —
2 2K M n 6F + 302 个+ 8 2H 0

(2 ) SbC 15 + SFH— bS FS + 5 H CI

( 3 ) 2
,

4
,

4
,

2
,

l

卜X 关系不可能是 (

A
·

、 =

芳
C

·

: >

芳

“
·

` <

六
~ , ,

V

4 U
·

A ) 石二厄

解析 要求极值必须假设某一方等于零
。

①设 以 c 贬) 二 0
,

则 卜 L 全是 钱
,

践 不与 K O H

反应
,

所 需 x ( Ko H ) 二 o
,

但 一
’

( e l
: ) 尹 。

,

故

X ( K《〕H ) > 0 ;

②设 [’( 从 ) 二 0
,

则 u L 全是 cl : ,

虽无 H cl 生

成
,

但 e l: 可与切H 反应
, n ( e一: )

: 。
(动H ) 二 l : 2

V
_ , , 。 _ ,

V
. , _

_ , _ _ 、 _
_

, _ . _ _

= 弓可万 : X
,

得 X = 石二下 n 刃 l
,

但 L’( 践 ) 尹 0
,

只能 X
22

.

4
` 一

”
’

“
一

1 1
.

2 ” 一
`

” 一
· 、 二 , ,

二 甘 , , 、 。 。 了 1

、

点、
,

即 x 取值范围有 。 、 x 、

点
选 D

。

一

11
.

2 ” ~
’ 一’ 一 ` ’ 一

~ ~
’
. 圈 门 u 、 了 L 、 11

.

2咫 U
。

(3 ) 化学平衡计算中设右边
二 0( 或左边 = 0)

及达平衡时某物质浓度
> 0 的零技巧

例 3 将等物质的量 x : 和 玖 置于一密闭容

器中
,

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反应
:

耐
:
( g ) + n 玛 ( g )

一
p z 馆 )

,

该反 应 达到 平 衡时
,

测 得容器 中

e ( X Z ) 二 0
.

9 , l
·

L
一 ’ , 。

( 2Y ) = 0
.

1 noI l
·

L
一 ’ , 。

( z )

= 0
.

8 ,

11o 卜 L
一 ` ,

则 Z 的化学式可能是 ( )
、

A
.

X : 巧 B
. `

扑3 C
.

X : 玖 D
.

X 3 玛

解析 献
2 ( g ) + n YZ ( g )

一
尸Z ( g )

平衡 ( orn l
·

L
一 ’ ) 0

.

9 0
.

1 0
.

8

设右边 二 O
,

推导至起始状态
,

x :
、

牲 的起始

浓度分别为
:

( 0
.

9 + 0
.

s x 塑

P

( o 一 + 0
.

s x 卫 ) o

P

题设 Y : 和 Y’= 是等物质的量
:

( 0
.

9 + 0
.

s x 卫 )
P

(0
.

1 + o
.

s x 卫 )
P

化简得
: p 十 m 二 ” ,

因 p
、

m
、 n 为正整数

,

必有 。 〕 2 ;

① n 二 2 时
,

p 二 l
,

m 二 l
,

得 Z 为 X : 4Y ;

②当 n 二 3 时
,

可能 p = 2
,

m 二 l
,

得 z 为
曰

n 、 ;

如 p 二 1
,

m 二 2
,

得 z 为 叭凡

因此
,

选 B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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