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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是化学的灵魂。化学实验是高考中考查

的重头戏，无论是单科卷还是理科综合卷中化学

实验知识的考查都会占很大的比重。高考中的实

验考查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关于实验基础知

识的考查，如中学常用的化学实验仪器的使用方

法的考查; 二是基本实验操作的考查，如中学化学

中常见的物质分离和提纯方法的考查、中学化学

中物质检验方法的考查以及中学化学中常见物质

的实验室制备方法的考查; 三是化学实验知识的

应用考查，如在一些化学工业生产流程中对各个

环节中的实验操作或实验方法的考查等。无论高

考中的化学实验题从哪个角度或是用什么样的方

法考查，都离不开化学实验中的基础知识，所以从

高考考查的试题或是考查形式对我们进行高考的

复习都会起到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拟就高考

中化学实验基础知识的考查进行总结。
一、中学化学常用仪器使用方法的考查

中学化学中除了试管、烧杯、锥形瓶、铁架台

等是常见常用仪器，大部分学生都已熟悉其用法。
但还有很多的常用仪器也是高考中考查的对象，

是我们在高考复习中不可忽视的化学实验基础

知识。
1． 分离操作的仪器

分液漏斗用于分离两种互不相溶的液体的仪

器，在使用时除了洗涤检漏外，还要注意在分液时

要打开漏斗塞以达到平衡漏斗内外气体压强相

等，从而使液体能顺利流出。
蒸馏烧瓶和冷凝管是用于分离存在较大沸点

差的互溶液体的仪器，其中蒸馏烧瓶在使用中要

注意它是一种不能直接加热的仪器，在加热时需

垫石棉网，在加热液体时要在蒸馏烧瓶中加入防

止暴沸( 或描述为液体沸腾时发生剧烈跳动) 的

碎瓷片; 冷凝管在使用时要注意到冷却水的连接

方法，即其导入冷水的方向是下口进水，而上口出

水，这并不是对冷凝管本身的上下描述，而是从连

接的装置中处于物理位置的上下的一种描述。

2． 定量实验中的仪器

中学化学实验中的定量实验主要有两类: 一

是配制一定体积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中的容

量瓶的使用，它只能用于配制溶液，在容量瓶的瓶

壁上有三个量，包括规格、刻度线及使用温度，它

不能加热包括不能用于溶解和稀释操作，也不能

用于作反应容器等，并且在容量瓶上没有刻度而

只有一条刻度线，所以在配制时只要发生了错误

操作，一般来说也只能是倒掉重配; 二是溶液浓度

的测定实验———滴定实验，在实验中的主要仪器

是酸式或碱式滴定管，它们在使用中除了要检漏

洗涤外，还要注意到它们在装液前还需要进行润

洗，也就是用待盛放的液体进行洗涤，这主要是防

止洗涤完的滴定管壁上必然附着有水，如果直接

装液则会使所装溶液的浓度变小而影响实验的结

果，另外还要注意酸碱滴定管的构造的不同，其目

的是让它们适用于盛放不同的液体，酸式滴定管

用于盛放酸性及强氧化性的液体，而碱式滴定管

一般只用于盛放碱性试剂。
例 1 下列有关仪器使用方法或实验操作正

确的是( ) 。
A． 洗净的锥形瓶和容量瓶可以放进烘箱中

烘干

B． 酸式滴定管装标准溶液前，必须先用该溶

液润洗

C． 酸碱滴定实验中，用待滴定溶液润洗锥形

瓶以减小实验误差

D． 用容量瓶配溶液时，若加水超过刻度线，

立即用滴管吸出多余液体

解析 A 选项中的容量瓶是一种不能加热的

仪器，只能在常温下使用，A 不正确; C 选项中的

酸碱滴定实验中需要进行润洗的仪器是酸式滴定

管和碱式滴定管，而锥形瓶是取一定量溶液进行

反应的容器，如果润洗就会导致所取溶液的增多

而带来实验的误差，C 不正确; D 选项中配制溶液

时，如果加入的水超过了容量瓶的刻度线，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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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水，但一旦加入由于溶质的扩散，吸出的就

不是水而是溶液，所以吸出会使部分溶质损失从

而使所配的溶液浓度偏小，D 不正确。
答案 B
二、中学化学实验基本操作的考查

中学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主要是物质分离提

纯实验、物质的检验、溶液的配制、溶液浓度的滴

定以及物质的制备和性质等实验中的一些基本

操作。
1． 物质分离提纯中的基本操作

物质分离提纯的方法主要有过滤、蒸馏、结

晶、萃取分液等。在过滤实验中一定要注意的是

“二低和三靠”; 蒸馏操作中要注意蒸馏烧瓶和冷

凝管的操作，注意温度计的位置应是在蒸馏烧瓶

的支管口处，因为其控制的是进入冷凝管的蒸气

的温度; 在结晶时要注意有两种实验方法，一是用

蒸发结晶，主要用于从溶液中析出溶解度较小的

溶质，二是用冷却结晶，主要用于从溶液中析出溶

解度随温度变化较大的溶质，它的前提是得到温

度较高的浓溶液; 再如萃取分液时的操作中萃取

溶剂的选择条件 ( 萃取溶剂不能与原溶剂互溶、
溶质在萃取溶剂中的溶解度远大于在原溶剂中的溶

解度)、分液时的操作中要注意下层液体从下口放

出，而上层液体应从分液漏斗的上口倒出，等等。
2． 物质性质、制备实验中的基本操作

图 1

物质的性质和制备实验

中会涉及到许多的实验基本

操作方法，比如在物质的加热

实验中，如果用大试管加热固

体时管口应向下略微倾斜，加

热液体时试管口应向上略微

倾斜，并且它们都要注意是夹在试管离口的 1 /3
处等。再如实验中的洗气( 除杂质、干燥、排液体

收集气体以及排液体量气等) 、收集气体等都可

用同一个装置，如图 1 所示。如果是用于排空气

法收集气体，收集密度比空气大的气体应是从 b
进气而从 a 排出空气，收集比空气密度小的气体

应是从 a 进气而从 b 排出空气; 如果是用于排液

体收集气体，则应从 a 进气而从 b 排出液体来进

行收集; 如果是用于洗气而除杂及干燥等时应从

b 进气从 a 出气，等等。

例 2 下列图示实验正确的是( ) 。

解析 A 选项中过滤操作中应注意三靠，如

玻璃棒应紧靠三层滤纸的一侧，A 不正确; B 选项

中是通过加热碳酸氢钠固体来检验碳酸氢钠的稳

定性实验，在加热固体时应使试管口略向下倾斜，

B 不正确; C 选项中是用洗气的方法除去 CO 中的

CO2，则在通入液体中时要注意是长管进气而短

管出气，C 不正确。
答案 D
三、物质检验中试剂选择的考查

物质的检验主要是针对溶液或是固体中存在

的成分的确定。它所依据的标准是实验操作简

便，现象很明显，得到的结论可靠的原则。所以在

检验中试剂的选择及其加入的顺序都很重要。中

学常见的几种离子的检验方法: 氯离子用硝酸银

和稀硝酸，看到的现象是生成了白色不溶液于稀

硝酸的沉淀; 硫酸根离子的检验不仅要选择正确

的试剂，同时还要注意试剂加入的顺序，一般来说

是先向溶液中加入稀盐酸，然后再向溶液中加入

氯化钡，如果在加入氯化钡时产生了白色沉淀，则

说明溶液中一定存在硫酸根离子; 铵离子的检验

是向溶液中加入强碱并微热，如果能产生一种能

使湿的红色石蕊试纸变蓝的气体，则原溶液中一

定含有大量的铵离子。
例 3 下列叙述Ⅰ和Ⅱ均正确并有因果关系

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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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平衡常数与水解平衡常数的关系

河北省三河市第一中学 065200 高福嘉

如何更好地理解电离平衡常数与水解平衡常

数的关系呢? 笔者用等效平衡的方法来理解。
HA 表示弱酸，MOH 表示强碱，MA 则表示它

们生成的强碱弱酸盐，那么 MA 的水解的离子方

程式为:

A － + H2OHA + OH －

( 平衡体 系 中 存 在 大 量 的 MA，微 量 的 HA、
MOH)

K水解 = c( HA) c( OH － )
c( A － )

①

其实上述平衡可等效于在稀 HA 中加入 MA
使得电离平衡

HAH + + A －

逆向移动 ，再加与 HA 等量的 MOH 使电离平衡

正向移动的结果。

此时 Ka =
c( A － ) c( H + )

c( HA)
( Ka 为弱酸电离平衡

常数)

则 c( HA) = c( A
－ ) c( H + )
Ka

②

将②代入①中得: K水解 = c( OH
－ ) c( H + )
Ka

又因为在水溶液中 Kw = c( OH
－ ) c( H + )

则 K水解 =
Kw

Ka

同理对于强酸弱碱盐我们可以得出相同的结

论即:

K水解 =
Kw

Kb
( Kb 为弱碱电离平衡常数)

由以上结论我们可以知道:

1． K水解、K电离 成反比，即弱电解质电离越弱，

弱离子的水解程度越大 ( 越弱越水解) 。本质上

讲电离是弱电解质拆出 H + 或 OH － 的过程，而水

解则是弱离子与水分子电离出的 H + 或 OH － 结合

的过程，拆出 H + 或 OH － 的能力越弱，反之结合

H + 或 OH － 的能力就越强。
2． 对于 K水解 = Kw /K电离 ，由于常温时 Kw = 1 ×

10 －14可知 K水解 很小，水解通常是很微弱的，其为

中和反应的逆反应，进行的程度很小。以醋酸为

例，其常温下电离程度若为 1% 则其 K电离 = 1 ×
10 －4则醋酸根离子水解的 K水解 = 1 × 10 －10。若在

等浓 度 的 CH3COOH 和 CH3COONa 的 混 合 溶 液

中，电 离 应 大 于 水 解，溶 液 显 酸 性。同 样

NH3·H2O的电离程度与 CH3COOH 差不多，因此

相同浓度的 NH3·H2O 与 NH4Cl 的混合溶液中电

离大于水解，溶液显碱性。 ( 收稿日期: 2014 － 10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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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选项 叙述Ⅰ 叙述Ⅱ

A
KNO3 的

溶解度大

用重结晶法除去 KNO3 中混有的

NaCl

B BaSO4 难溶于酸 用盐酸和 BaCl2 溶液检验 SO2 －
4

C
NH3 能 使 酚 酞

溶液变红
NH3 可用于设计喷泉实验

D
Ca ( OH ) 2 能 制

成澄清石灰水

可配制 2． 0 mol·L －1的

Ca( OH) 2 溶液

解析 A 选项中是由于硝酸钾的溶解度随温

度变化大，所以可用冷却结晶的方法除去硝酸钾

中的氯化钠，A 不正确; C 选项中检验硫酸根离子

应先加入盐酸再加入氯化钡，产生白色沉淀说明

原溶液中存在硫酸根离子，硫酸钡不溶于水不溶

于酸，B 正确; C 选项中氨气能进行喷泉实验是因

为其极易溶于水，C 不正确; D 中的氢氧化钙是微

溶物，能形成澄清石灰水，其浓度很小，不能形成

较高浓度的氢氧化钙溶液。答案 B
总之，在实验学习和复习中，我们要着力于实

验基本知识，高考的考查中，总是高起点低落点，

虽然题干是一个很新颖的工业流程，但在我们要

完成的点却是一些中学化学实验中的主干的基本

知识。“万仗高楼平地起”，只有有了扎实的基本

功才能解决复习的问题。 ( 收稿日期: 2014 － 09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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