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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练习 聚焦高考化学易错知识点（二）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五十六中学　　１６３８１３　　卢国锋

　　易错点５　常见有机化合物及其应用模块

错因分析　缺 乏 空 间 想 象 能 力，不 能 实 现 结

构链到环到立体的 思 维 转 化；思 维 不 全 面 导 致 同

分异构中特殊形式没有考虑；醇与酚辨析不清，多
官能团的结构与性质互推严谨性不足。

（１）含５个碳原子的有机物，每个分子中最多

可形成４个Ｃ－Ｃ单键（×）若是环烷 烃 则 能 形 成

５个Ｃ－Ｃ单键。
（２）蛋白 质、淀 粉、纤 维 素、葡 萄 糖、油 脂 等 都

能在人体内水解并提供能量（×）纤维素在人体内

不能水解。
（３）分子式为Ｃ４Ｈ６Ｏ２，它 的 同 分 异 构 体 有 很

多，符合①含有碳碳 双 键②能 水 解③能 发 生 银 镜

反应条件的同分异构体有３种。根据限定条件写

出如下三种，第一种烯烃结构中有顺反异构，所以

有四种异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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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某 高 分 子 化 合 物 Ｒ 的 结 构 简 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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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加聚反应和缩聚 反 应 生 成Ｒ，Ｒ完 全 水 解

后生 成 物 均 为 小 分 子 有 机 物，Ｒ的 单 体 之 一 的 分

子式为Ｃ９Ｈ１０Ｏ２，碱 性 条 件 下，１ｍｏｌ　Ｒ完 全 水 解

消耗ＮａＯＨ的物质的量为２ｍｏｌ（×）Ｒ完 全 水 解

后 生 成 物 为 ＣＨ２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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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ＨＯ　ＣＨ ２ ＣＨ ２ＯＨ 属于小分子，１个Ｒ中

含有（ｎ＋ｍ）ｍｏｌ个酯基，１ｍｏｌ　Ｒ水解需（ｎ＋ｍ）ｍｏｌ的

ＮａＯＨ。

（５）已 知

Ｃ

Ｏ

Ｈ

Ｒ ＯＨ →
自动脱水

Ｒ—ＣＨＯ中

Ａ的分子式为Ｃ４Ｈ８Ｏ３。现 有Ａ、Ｂ、Ｃ、Ｄ、Ｅ、Ｆ六

种有机物有如下转化，则有机物Ａ结构可能有四

种，反应①属于氧化反应，有 机 物Ｂ、Ｄ的 最 简 式

相同（×）Ａ和 氢 氧 化 钠 反 应 的 两 种 生 成 物 可 以

转化，说明Ｂ和Ｃ 中 含 有 相 同 的 碳 原 子 数，且Ｂ
含有 醛 基，所 以 Ａ 的 结 构 简 式 为 ＣＨ３ＣＯＯＣＨ
（ＯＨ）ＣＨ３，则Ｂ是ＣＨ３ＣＨＯ，Ｃ是ＣＨ３ＣＯＯＮａ，

Ｄ 是 ＣＨ３ＣＯＯＨ，Ｅ 是 ＣＨ３ＣＨ２ＯＨ，Ｆ 是

ＣＨ３ＣＯＯＣＨ２ＣＨ３。反应①是醛基的还原反应。

（６）图１表示在催化剂作用下将Ｘ和Ｙ合成具

有生物活性的物质Ｚ，Ｗ是中间产物（Ｒ１、Ｒ２ 均为烃

基）。反应①属于取代反应，１ｍｏｌ　Ｗ完全加成需要

４ｍｏｌ　Ｈ２，Ｘ核磁共振氢谱有四个峰，Ｘ、Ｙ、Ｗ、Ｚ都能

与ＮａＯＨ溶液反应（√）Ｗ中含有１个苯环和１个羰

基，苯酚中氢原子分为４类，Ｘ、Ｙ、Ｗ、Ｚ中含有酚羟

基或酯基，都能与ＮａＯＨ溶液反应。

易错点６　化学实验模块

错因分析　缺 乏 对 实 验 装 置 变 通 性，无 法 形

成有效迁移；不了解实验条件的控制方法、测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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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法、记录方法、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

图２

（１）粗碘转入到干燥的高型烧杯中，烧杯口放

一合适的支管蒸馏 烧 瓶，蒸 馏 烧 瓶 口 配 一 单 孔 胶

塞，插入一根长玻璃管至蒸馏烧瓶底部，蒸馏烧瓶

内放入一些冰块，ａ、ｂ为 冷 凝 水 进 出 口，其 中ｂ接

水龙头进水（×）泠凝水的流动方向是下口进上口流

出，表面是ｂ为下口，实际ａ为下口（图２）。
（２）实 验 事 实，向 盛 有１ｍＬ　０．１ｍｏｌ·Ｌ－１

ＭｇＣｌ２ 溶 液 的 试 管 中 滴 加 １ ｍＬ　１ ｍｏｌ·Ｌ－１

ＮａＯＨ溶 液，有 白 色 沉 淀 生 成，再 滴 加２滴０．１
ｍｏｌ·Ｌ－１　ＦｅＣｌ３ 溶液，静置，出现红褐色沉淀。原

因 分 析，Ｍｇ２＋ ＋２ＯＨ － Ｍｇ（ＯＨ）２↓；３Ｍｇ
（ＯＨ）２（ｓ）＋２Ｆｅ３＋ （ａｑ ） ２Ｆｅ（ＯＨ）３（ｓ）＋
３Ｍｇ２＋（ａｑ）（×）从 量 上 分 析 ＮａＯＨ 溶 液 与

ＭｇＣｌ２ 反应后剩 余，红 褐 色 沉 淀 的 生 成 不 是 沉 淀

转化，而是Ｆｅ３＋＋３ＯＨ － Ｆｅ（ＯＨ）３↓。
（３）

有 如 下 现 象ｉ．液 面 上 方 出 现 白 雾；ｉｉ．稍 后，

出现浑浊，溶液变为黄绿色；ｉｉｉ．稍 后，产 生 大 量 白

色沉淀，黄绿色褪 去。现 象ｉｉ中 溶 液 变 为 黄 绿 色

的可能原因：随溶液酸性的增强，漂粉精的有效成

分和Ｃｌ－ 发生反应。通过进一步实验确认了这种

可能性，设计实验方 案 是 向 漂 粉 精 溶 液 中 逐 滴 加

入硫酸，观察溶液是 否 变 为 黄 绿 色（√）溶 液 的 酸

性是产生现象的原因，条件控制为酸性，ＳＯ２ 被漂

粉精氧化为硫酸，所以选用硫酸，若出现溶液变为

黄绿色则假设成立。
（４）铁 明 矾 ［Ａｌ２Ｆｅ（ＳＯ４）４ ·２４Ｈ２Ｏ］对

３Ｈ２Ｃ２Ｏ４＋Ｃｒ２Ｏ２－７ ＋８Ｈ ＋ ６ＣＯ２↑＋２Ｃｒ３＋ ＋
７Ｈ２Ｏ反应有催化 作 用，为 了 铁 明 矾 中Ｆｅ２＋ 起 催

化作用，可供选择的药品有Ｋ２ＳＯ４、ＦｅＳＯ４、Ｋ２ＳＯ４
·Ａｌ２（ＳＯ４）３·２４Ｈ２Ｏ、Ａｌ２（ＳＯ４）３ 等。（溶 液 中

Ｃｒ２Ｏ２－７ 的浓度 可 用 仪 器 测 定），设 计 实 验 方 案 是

相同条件下，等 物 质 的 量 Ａｌ２（ＳＯ４）３ 代 替 原 实 验

中 的 铁 明 矾，反 应 进 行 相 同 时 间 后，若 溶 液 中

ｃ（Ｃｒ２Ｏ２－７ ）大于原实验中ｃ（Ｃｒ２Ｏ２－７ ），则假设成立；若
两溶液中的ｃ（Ｃｒ２Ｏ２－７ ）相同，则假 设 不 成 立（√）实
验控制变量，相同实验条件下，溶液中只相差Ｆｅ２＋即

可。也可 以 用 等 物 质 的 量 Ｋ２ＳＯ４·Ａｌ２（ＳＯ４）３·

２４Ｈ２Ｏ代替原实验中的铁明矾，进行对比实验。

易错点７　化学用语使用技能模块

错因分析　化 学 用 语 运 用 的 程 度，是 衡 量 学

生化学知识水平的 重 要 标 志，新 信 息 给 予 型 的 化

学方程式，及生产流程中反应转化方程式书写，因
不能对新信息消化重组新的知识结构，不能进行

再认、推演等，思维受阻。
（１）图３装置进行醋酸亚铬的制备，醋酸亚铬

（其中铬元素为二价）是红棕色晶体，不溶于水，在
潮湿时，Ｃｒ２＋ 极易被氧化成Ｃｒ３＋。在Ａ中放入１．
４７ｇ　Ｋ２Ｃｒ２Ｏ７ 粉末、７．５０ｇ锌丝（过量），锥形瓶中

放冷的醋酸 钠 溶 液，在 恒 压 滴 液 漏 斗 中 放 入３５．
００ｍＬ　８．００ｍｏｌ·Ｌ－１盐酸，夹紧弹簧夹１，打开弹

簧夹２，滴 入 盐 酸，待 反 应 结 束 后，将 Ａ中 的 液 体

转移到锥形瓶中，可 见 锥 形 瓶 内 有 红 棕 色 晶 体 析

出。装置Ａ的 溶 液 中 所 发 生 反 应 的 离 子 方 程 式

为Ｃｒ２Ｏ２－７ ＋８Ｃｌ－ ＋１４Ｈ ＋ ２Ｃｒ２＋ ＋４Ｃｌ２↑＋
７Ｈ２Ｏ（×）题干中Ｃｒ２＋ 极易被氯气氧化成Ｃｒ３＋，题
中标注锌丝（过量），Ｚｎ的还原性强于盐酸，正确书

写 为 Ｃｒ２Ｏ２－７ ＋４Ｚｎ＋１４Ｈ ＋ ２Ｃｒ２＋ ＋４Ｚｎ２＋ ＋
７Ｈ２Ｏ。

（２）“沉 钴”过 程 中 发 生 反 应 的 化 学 方 程 式

ＣｏＳＯ４ ＋ＮＨ４ＨＣＯ ３ ＣｏＣＯ３↓＋ＮＨ４ＨＳＯ４
（×）ＮＨ４ＨＳＯ４ 的 酸 性 相 当 于 一 元 强 酸，能 与

ＮＨ４ＨＣＯ３ 继 续 反 应，正 确 的 书 写 是 ＣｏＳ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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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ＮＨ４ＨＣＯ ３ ＣｏＣＯ３↓＋（ＮＨ４）２ＳＯ４＋ＣＯ２↑
＋Ｈ２Ｏ。

（３）氯 化 钠 电 解 法 是 一 种 可 靠 的 工 业 生 产

ＣｌＯ２ 方法。该法工艺原理如图４。其过程是将食

盐水在特 定 条 件 下 电 解 得 到 的 氯 酸 钠（ＮａＣｌＯ３）

与盐酸反应生成ＣｌＯ２。发生器 中 生 成ＣｌＯ２ 的 化

学 方 程 式 为 ５ＮａＣｌＯ３ ＋６ＨＣｌ　 ６ＣｌＯ２ ↑ ＋
５ＮａＣｌ＋３Ｈ２Ｏ（×）只考虑ＮａＣｌＯ３ 和 ＨＣｌ归中生

成ＣｌＯ２，没有结 合 原 理 图，二 氧 化 氯 发 生 器 有 氯

气生 成２ＮａＣｌＯ３ ＋４ＨＣｌ　 ２ＣｌＯ２↑＋Ｃｌ２↑＋
２ＮａＣｌ＋２Ｈ２Ｏ。

图４

（４）某 锂 离 子 电 池 正 极 材 料 有 钴 酸 锂（Ｌｉ－
ＣｏＯ２）、导电剂乙炔黑和 铝 箔 等。充 电 时，该 锂 离

子电池 负 极 发 生 的 反 应 为６Ｃ＋ｘＬｉ＋ ＋ｘｅ －

ＬｉｘＣ６。充放电过程中，发生ＬｉＣｏＯ２ 与Ｌｉ１－ｘＣｏＯ２
之间的转 化，放 电 时 电 池 反 应 方 程 式Ｌｉ１－ｘＣｏＯ２
＋ＬｉｘＣ ６ ＬｉＣｏＯ２＋６Ｃ（√）充 电 时 负 极 接 阴 极

发生还原反应ＬｉｘＣ６＋ｘｅ － ６Ｃ＋ｘＬｉ＋，正 极 接

阳极发生 氧 化 反 应Ｌｉ１－ｘＣｏＯ２－ｘｅ－ ＋ｘＬｉ ＋

ＬｉＣｏＯ２两极叠加得总电极反应式。

易错点８　化学计算技能模块

错因分析　试 题 情 景 不 明 了，化 学 概 念 与 原

理模糊，数 据 对 应 错 误；运 算 中 有 效 数 字 规 则 不

清，对数据位数取舍失准。

（１）汽 车 剧 烈 碰 撞 时，安 全 气 囊 中 发 生 反 应

１０ＮａＮ３＋２ＫＮＯ３→Ｋ２Ｏ＋５Ｎａ２Ｏ＋１６Ｎ２↑。若氧化

物比还原物多１．７５ｍｏｌ，则生成４０．０ＬＮ２（标准状

况），有０．２５０ｍｏｌ　ＫＮＯ３ 被氧化，被氧化的Ｎ原子的

物质的量为３．７５ｍｏｌ（×）反应中ＮａＮ３ 中Ｎ元素化

合价升高，被氧化，ＫＮＯ３ 中Ｎ元素由＋５价降低为

０，反应中共转移１０电子，氧化产物１５ｍｏｌ还原产物

１ｍｏｌ，氧化产物比还原产物多１４ｍｏｌ，

１６Ｎ２↑～１４ｍｏｌ～２ｍｏｌ　ＫＮＯ３ 被还原～
ｎ１ １．７５ｍｏｌ
３０ｍｏｌ的Ｎ原子被氧化～转移１０ｍｏｌ电子

ｎ２ ｎ３
ｎ１＝２ｍｏｌ生 成 标 准 状 况 下 氮 气 的 体 积 为

４４．８Ｌ，ｎ２＝３．７５ｍｏｌ，ｎ３＝１．２５ｍｏｌ
（２）白磷中毒后可用ＣｕＳＯ４ 溶液解毒，解毒原

理可 用 下 列 化 学 方 程 式 表 示：１１Ｐ４＋６０ＣｕＳＯ４＋
９６Ｈ２ Ｏ　 ２０Ｃｕ３Ｐ＋２４Ｈ３ＰＯ４＋６０Ｈ２ＳＯ４，６０ｍｏｌ
ＣｕＳＯ４ 能氧化白磷的物质的量是６ｍｏｌ（×）错解６０
ＣｕＳＯ４～２４Ｈ３ＰＯ４～６Ｐ４，２４Ｈ３ＰＯ４ 是白磷自身氧化

还原反应产物，得失电子守恒６０ｍｏｌ　ＣｕＳＯ４ 得到６０
ｍｏｌ　ｅ－，６０＝ｎ×４×（５－０）　ｎ＝３ｍｏｌ

图５

（３）电 化 学 降 解 ＮＯ－３
的原理 如 图５所 示 若 电 解

过程中转移了２ｍｏｌ电子，

则膜两侧 电 解 液 的 质 量 变

化差（Δｍ左－Δｍ右）为１０．４

ｇ（×）左侧电极反应为 Ｈ２Ｏ
电离的ＯＨ－放电：

４ＯＨ－－４ｅ － ２Ｈ２Ｏ＋Ｏ２↑
４ｍｏｌ　 ３２ｇ
２ｍｏｌ　 １６ｇ
转移２ｍｏｌ电子，离 子 交 换 膜 Ｈ＋ 移 向 右 侧，

左侧电解液共减少：１６ｇ＋２ｇ＝１８ｇ
右侧电极反应：

２ＮＯ－３ ＋６Ｈ２Ｏ＋１０ｅ － Ｎ２↑＋１２ＯＨ－

１０ｍｏｌ　２８ｇ
２ｍｏｌ　 ５．６ｇ

转移２ｍｏｌ电子，右侧电解液共减少：５．６ｇ－
２ｇ＝３．６ｇ因 此 两 侧 电 解 液 的 质 量 变 化 为：１８ｇ
－３．６ｇ＝１４．４ｇ。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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