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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中考化学试题中常出现一些金属与

酸、金属与盐溶液进行置换反应时有关量变化 的

题型，这类试题多数设计成选择、填空，能否简便、
准确、快速地作出结果，重要在于知识的牢固、灵
活掌握的能力。

一、金属与酸的置换反应

规律 1:等质量不同种活泼金属的单质与非

氧化性稀酸反应，放出 H2 质量比等于反应生成

盐中各金属元素化合价和金属的相对原子质量之

比，其中比值最大的放出 H2 的质量最多，同理，

要得到相同质量的 H2所需金属的质量比应为:相

对原子质量与化合价之比。
例 1 将质量为 m g Zn、Fe、Mg、Al 分别投入

到足量的稀盐酸中，置换出氢气质量从多到少的

顺序 。
解析 由题意知:Zn、Fe、Mg、Al 分别与盐酸

反应生成的盐分别为 ZnCl2、FeCl2、MgCl2、AlCl3。
按上述规律可求它们所生成的氢气的质量比为:

2 /65∶ 2 /56∶ 2 /24∶ 3 /27 = 1 /32． 5∶ 1 /28∶ 1 /12∶ 1 /9，

所以上述金属置换出 H2 的质量由多到少的顺序

为:Al ＞ Mg ＞ Fe ＞ Zn。
规律 1 也可用于判定等质量金属的碳酸盐和稀

酸反应放出 CO2 气体的质量的多少，即用反应生成

盐中金属元素的化合价与相对原子质量之比来衡

量，比值大的放出 CO2 气体的质量较多，相反则较少。
规律 2:等质量、等浓度的不同种稀酸溶液与

足量的活泼金属单质( 也可指不同种活泼金属)

反应，放出 H2 的质量比等于各酸酸根的化合价

与其酸的相对分子质量的比，其中比值大的放出

H2 质量多。
例 2 浓度相同、质量均为 w g 的稀盐酸、稀

硫酸、稀磷酸的溶液分别跟足量金属锌反应，放出

H2 质量由多到少顺序为 。
解析 HCl、H2SO4、H3PO4 中各酸根的化合

价和其 酸 的 相 对 分 子 质 量 比 分 别 为 1 /36． 5、
2 /98、3 /98，即1 /36． 5、1 /49、1 /32． 7，因此上述三

种酸按放出 H2 的质量由多到少的顺序为:H3PO4

＞ HCl ＞ H2SO4。
规律 3:等质量、等浓度同一种稀酸溶液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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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心立方最密堆积

面心立方最密堆积就是每

一层都是密置层堆积，按 AB-
CABCABC…的方式堆积(已叙

述)，这样的堆积使处于立方体面对角线上的原子紧

邻如图4 所示。晶胞中所含原子数为6 × 1
2 +8 × 1

8

=4，那么原子实际占有的体积为
4
3 πr

3 × 4。由于

处于面对角线上的原子紧邻，则原子半径与晶胞

边长的关系为槡2 a = 4r，那么晶胞中原子围成的几

何图形的体积为 a3 =
4r

槡(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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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该晶胞

中原子空间利用率为 η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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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空间利用率的计算是选三的难点，亦是

高考的难点，但它又不是无章可循。通过金属晶

体里晶胞中原子空间利用率的计算，以及金刚石

晶胞中原子空间利用率的计算，不难看出，无论多

复杂的晶胞结构，想计算原子空间利用率，必须先

求得晶胞中原子个数及晶胞边长与原子半径的关

系，要想知道晶胞边长与原子半径的关系，必须知

道晶胞中原子堆积特点，即处于晶胞的什么位置

上的原子紧邻。 (收稿日期:2018 － 1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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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金属的单质与不同种稀酸溶液完全反应，放出

H2 的质量都相等( 理由:(1) 因同一种酸中所含

的氢元素的质量相等;(2) 参加反应的同种金属

单质与反应生成氢气的质量比一定)。
例 3 Al、Zn、Fe 分 别 跟 等 质 量、等 浓 度 稀

H2SO4 完全反应后，三种金属都有剩余，且剩余金

属的质量 Al ＞ Zn ＞ Fe。如果生成 H2 的质量分别

为 a g，b g，c g，则 a、b、c 之间的关系是( )。
A． a ＞ b ＞ c B． a ＜ b ＜ c
C． a = b = c D． 没有一定关系

解析 如果对题意没有审清，很容易错误选

B，原因是金属剩余少，与酸反应时就消耗得多，

生成 H2 的质量就多。其实，题中给出的剩余金

属 Al ＞ Zn ＞ Fe 是个陷阱，因为无论金属剩余多

少，稀 H2SO4 在反应中都已耗尽。所以，本题如

果依上述规律求解，则化难为易，迅速得到正确答

案:a = b = c。答案为 C。
该规律也可以推出:(1) 等质量的不同种金

属的碳酸盐和足量的稀酸溶液 ( 也可指不同种

酸)反应，如果它们的相对分子质量相等，那么所

产生的 CO2 气体的质量也相等。(2) 等质量的同

一种金属的碳酸盐和不同种稀酸溶液完全反应，

放出 CO2 气体质量相等。
例 4 相同质量的碳酸钙、碳酸镁、碳酸氢

钾、碳酸氢钠分别跟足量的稀盐酸反应，产生的二

氧化碳气体的质量分别是 m g、n g，p g、q g，m、n、
p、q 之间的关系是( )

A． m = n = p = q B． m = n，p = q
C． m = p，n = q D． m = q，n = p
解析 本题只要进行比较，并不要求( 也不

可能)算出 CO2 的质量，通常解法是:写出四种物

质分别与盐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或关系式，并确

定质量关系，进行比较。这种解法显然耗时费力，

容易产生错误，事倍功半。但若掌握了上述解题

规律，就可以信手拈来，轻松得出正确答案:m =
p，n = q。答案为 B。

规律 4:足量的活泼金属单质和稀酸溶液反

应时，溶液质量一定增大，而金属的质量一定减

小;如果金属与稀酸溶液不发生反应，则溶液的质

量和金属的质量都不变。
例 5 在天平两端的烧杯中分别盛有足量稀

盐酸，调整天平平衡后向 其 中 一 只 烧 杯 中 投 入

10 g碳酸钙，要使天平继续保持平衡，向另一只烧

杯中投入铝片的质量为 g。
解析 设向另一只烧杯中需投入 x g 铝片，

那么

CaCO3 +2HCl CaCl2 +H2O +CO2↑
溶液

增量

100 44 100 － 44 = 56
10 56 × 10 /100

2Al + 6HCl 2AlCl3 + 3H2↑ 溶液的增量

54 6 54 － 6 = 48
x 48x /54
根据题意知，因反应后天平仍保持平衡，所以

48x /54 = 56 × 10 /100，解得 x = 6． 3 g。
二、金属和盐的置换反应

规律 5:足量的金属单质和盐溶液不发生置

换反应时，溶液的质量和金属的质量都不变。
规律 6:足量的金属单质和盐溶液发生置换

反应时，如果两种金属元素在盐中的化合价相等，

那么溶液或金属( 包括附着物) 的质量增减由参

加反应的金属的相对原子质量和生成的金属的相

对原子质量大小来衡量。如果前者大于后者，那

么溶液的质量增大，金属质量减小;反之，相反;若

其化合价不等，则取决于各个相对原子质量之和

的大小，但结论和等价时一致。
例 6 将足量的金属锌片浸入下列溶液中:

A． HCl B． MgCl2 C． Hg(NO3)2 D． Na2SO4

E． H2SO4 F． CuCl2 G． KNO3 H． FeSO4

经一定时间后，则(用序号填空):(1) 溶液的

质量增大的有 ，锌片的质量减小的有 。
(2)溶液的质量不变的有 ，锌片的质量不变

的有 。(3) 溶液的质量减小的有 ，锌片

的质量增大的有 。
解析 题中给出的溶液，有两种是酸的溶液，

六种是盐的溶液。初看似乎难以解答，但若按上

述规 律 就 可 迅 速 选 出 合 适 的 答 案: (1) AEFH，

AEFH;(2)BDG，BDG;(3)C，C．
总之，有的放矢并且合理运用以上规律，将其

再解类似问题时提供一把“钥匙”，使学生不断总

结和积累知识，并让规律在中考中发挥作用。
(收稿日期:2018 － 1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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