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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命题者总是试图设置一定数量带有陷阱的

试题． 所谓“陷阱”就是命题者利用学生知识结构中

的含糊点、易错点、盲点或根据学生思维中的薄弱环

节，有意“布雷”，检查考生识别能力． 这类试题不同

于常规题，它故意设置思维障碍，对题目的真实意图

具有一定的干扰性和迷惑性，隐蔽或错误地诱导了

解题思路，很容易令考生落入陷阱而导致错解． 本文

例举了化学试题中的部分“陷阱”问题，以警示同学

提高识别力，排除干扰顺利应考．
一、条件型陷阱

所谓条件型陷阱是指命题者针对学生审题粗

心、不能细致的弱点，采取在化学试题中把化学反应

规律隐藏起来，或给出多余的条件等方式设置陷阱，

使学生不能正确全面的捕捉条件信息．
例 1 有甲、乙、丙三瓶新制的氯水，其浓度均

为 0． 1 mol /L，向 甲 瓶 中 加 入 少 量 NaHCO3 晶 体

( a mol) ，向乙瓶中加入少量 NaHSO3 晶体( a mol) ，

丙瓶中不加入其它物质． 片刻后，甲、乙、丙三瓶溶液

中 HClO 分子的浓度 ( mol /L) 间的关系 正 确 的 是

( ) ．
A． 甲 = 乙 = 丙 B、甲 ＞ 丙 ＞ 乙

C． 甲 = 乙 ＞ 丙 D． 乙 ＞ 甲 ＞ 丙

本题陷阱 隐蔽条件“氧化还原反应”
分析 很多学生由于没有注意到 NaHSO3 与

HClO 会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从而落入陷阱，错选答

案 C． 说明考生对所学知识没能融会贯通，知识迁移

不畅，从 而 产 生 思 维 受 阻 现 象． 正 确 答 案 应

为 B．
例 2 铁和氧化铁混合物 15 g，向其中加入稀

硫酸 150 mL，能放出 H2 1． 68 L( 标准状况) ，同时铁

和氧化铁均无剩余，向反应后的溶液中滴入 KSCN
溶液，未见颜色变化，为了中和过量的 H2SO4，且使

Fe2 + 完全转化为 Fe( OH) 2，共消耗 3 mol /L NaOH 溶

液 200 mL，则原硫酸的物质的量浓度为( ) ．
A． 1． 5 mol /L B． 2 mol /L
C． 2． 5 mol /L D． 3 mol /L
本题陷阱 多余条件“铁和氧化铁混合物15 g

以及放出 H2 1． 68 L( 标准状况) ”
分析 由于部分学生受“铁和氧化铁混合物 15

g 以及放出 H2 1． 68 L 等”多余条件的干扰，将其思

路引向用化学反应方程式进行求解，从而落入陷阱，

导致在计算过程中出错． 但如能仔细阅读题目，只要

抓住元素守恒即可． 不难发现，整个反应结束时溶液

中只有 Na2SO4，根据电中性原则，则有 n( H2SO4 ) =
1
2 n( Na + ) = 1

2 × 3mol /L × 0． 2 L = 0． 3 mol 则:

c( H2SO4 ) = 0． 3mol /0． 15 L = 2 mol /L
策略 首先学生在做题过程中要注意提高审题

方法，认真仔细地剖析题中的关键词，挖掘隐含条

件，摈弃一些非本质条件的影响，提高全面、准确捕

捉题目中关键信息的能力; 其次，加强思维能力的训

练，提高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
二、知识型陷阱

所谓知识型陷阱就是命题者针对学生容易忽视

化学规律的特殊性或存在忽略前提条件等缺点或受

惯性思维的影响，设置的一些容易引起学生错用化

学规律或不适合条件范围的陷阱，使学生往往出现

以偏概全、顾此失彼的现象而导致错解．
例 3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A． 失电子难的原子，其得电子一定容易;

B． 两种不同的酸溶液混合，溶液一定显酸性;

C． 离子晶体也可以完全由非金属元素组成;

D． X( OH) 3 的碱性大于 Y( OH) 3 的碱性，说明

金属活动性: X ＞ Y;

本题陷阱 “化学规律运用”
分析 对于 A 选项来说，部分同学没有把握规

律性的结论常有例外或不适用的情况等，只是运用

化学一般性规律进行判断，从而落入陷阱，错选答案

A． 如果联想到一些特殊情况如稀有气体元素的原

子既不易失电子，也不易得电子，即可排除; 对于 B
选项来说，大多数学生片面地认为，两种不同的酸溶

液混合，溶液一定显酸性，粗心大意，一掠而过，没有

认真分析这两种酸的性质，从而落入陷阱，导致错选

答案 B． 如果仔细分析一种酸具有还原性而另一种

酸具有氧化性，那么两种酸混合后，溶液不一定显酸

性． 比如，氢硫酸和亚硫酸混合，溶液也可能显中性，

化学反应为: 2H2S + H2SO 3 3S + 3H2O; 对于 C
选项来说，只要联想到铵盐如 NH4NO3、NH4Cl，等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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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符合题意; 对于 D 选项来说，学生出错率很高，关

键是对前提条件把握不准，从而落入陷阱，导致错选

答案 D． 因为金属的氢氧化物的碱性判断金属的活

动性的前提是: 主族元素的最高氧化物的水化物，题

目显然没有告诉X( OH) 3、Y( OH) 3 是否是主族元素

的最高氧化物的水化物，因此结论不可靠．
例 4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①只有一种元素组成的物质，一定是纯净物;

②所有酸性氧化物都是非金属氧化物;

③硝酸与氢硫酸均既有氧化性又有还原性;

④化学反应的实质就是旧化学键的断裂、新化

学键形成的过程．
A． 都正确 B． ①②④ C． ③④ D． ①②
本题陷阱 “惯性思维”
分析 有些学生在阅题时易受思维惯性的影

响，对于①来说，由于“单质是由同种元素组成的纯

净物”的影响，这些学生没有认真分析，概念混淆，

错误的认为，只有一种元素组成的物质，一定是纯净

物，而落入陷阱． 如果深入挖掘、缜密思考就会发现，

同一种元素组成的物质可能是同素异形体，如 O2 和

O3、白磷和红磷，当 O2 和 O3、白磷和红磷混合在一

起时，虽然只有一种元素，但却是混合物; 对于②来

说，由于平时学生学习的金属氧化物大多数是碱性

氧化的影响，往往是以偏概全，没有考虑特殊情况，

而落入陷阱． 如有些金属氧化物也是酸性氧化物，如

Mn2O7 ; 对于③来说，由于硝酸中氮元素的最高价为

+ 5 价，而氢硫酸中硫元素的最低价为 － 2 价的影

响，错误的认为，硝酸只具有氧化性，氢硫酸只具有

还原性，未能考虑到二者的不稳定性，而落入陷阱

中． 如考虑到二者分解时，既有氧化性又有还原性;

对于④来说，旧化学键的断裂、新化学键形成是化学

反应的实质． 正确答案为 C．
策略 要防止学生陷入知识陷阱，在平时的学

习过程中要充分理解概念之内涵，明确概念之外延

的同时，既把握化学规律的共性，又要抓好化学规律

的个性或规律性结论的适用范围和条件的学习，只

有这样才能提高学生正确运用化学规律或结论的能

力．
三、图像型陷阱

所谓图像型陷阱是指命题者针对学生在分析图

像提取信息加以应用过程中，经常只考虑曲线的数

学意义和化学意义的一部分而忽略另一部分的缺

点，甚至对图像中拐点( 转折点) 的化学意义认识不

清等，设置的一些学生容易出现顾此失彼、丢三落四

的问题陷阱，从而导致漏解或错解．

例 5 取五等份 NO2，分别加入温度不同、容积

相同的恒容密闭容器中，发生反应: 2NO2 ( g 幑幐)

N2O4 ( g) ，ΔH ＜ 0，反应相同时间后，分别测定体系

中 NO2 的百分量 ( NO2% ) ，并 作 出 其 随 反 应 温 度

( T) 变化的关系图． 下列示意图中，可能与实验结果

相符的是( ) ．

本题陷阱 “图像分析”
分析 从本题题意理解似乎问题很容易解决

的，根据反应的特征，该反应是放热反应，升高温度

平衡向逆反应方向移动，NO2 的百分含量增大，很容

易选 B，有些学生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信手拈来的感

觉，其实已掉入陷阱之中． 这里需要仔细观察图像变

化，选项 B 只是反映出该反应已经达到化学平衡之

后再升高温度的变化情形，如果该反应尚未达到平

衡情形又如何? 这时我们的视线就会定格在选项 D
上，在 D 图中转折点为平衡状态，转折点左则为未

平衡状态，右则为平衡状态，反应开始时升高温度，

化学反应速率加快，会出现温度高的 NO2 转化得

快，导致 NO2 的百分含量少的情况，直至达到平衡

状态，其后就出现了选项 B 的情形，显然选项 D 是

正确的．

图 1

例 6 电导率是衡量电解质溶液导电能力大小

的物理量，根据溶液电导率变化可以确定滴定反应

的终点． 图 1 是 KOH 溶 液 分 别 滴 定 HCl 溶 液 和

CH3COOH 溶液的滴定曲线示意图． 下列示意图中，

能 正 确 表 示 用 NH3 · H2O 溶 液 滴 定 HCl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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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COOH 混合溶液的滴定曲线的是( ) ．

本题陷阱 “化学反应的先后顺序”
分析 在阅读题目时，首先有些同学没有彻底

弄清电导率的大小跟溶液中自由移动离子的浓度的

关系; 其次，从图 1 KOH 溶液分别滴定 HCl 溶液和

CH3COOH 溶液的滴定曲线变化规律中，没有搞清

曲线变化在拐点处的化学含义; 第三，在借助此图分

析用 NH3·H2O 溶液滴定 HCl 和 CH3COOH 混合溶液

的滴定曲线时，没有很好地利用“优先反应原则”将其

知识顺畅地进行迁移，致使不知所措，从而掉入陷阱．
如果将曲线进行分段分析:

①HCl 为强电解质，CH3COOH 为弱电解质，滴

加 NH3·H2O 弱电解质先与 HCl 反应，生成同样为

强电解质的 NH4Cl，但溶液体积不断增大，溶液稀

释，离子浓度减小，所以电导率下降;

②当 HCl 被中和完后，即曲线变化处于第一个

拐点处，然后继续加入 NH3·H2O 溶液与 CH3COOH
弱电解质反应，生成 CH3COONH4 的强电解质，所以

电导率增大;

③HCl 与 CH3COOH 均反应完后，即曲线变化

处于第二个拐点处，继续滴加NH3·H2O弱电解质，

过量的 NH3·H2O 对电导率的影响很小( 特别是大

量 NH +
4 存在抑制 NH3·H2O 电离的条件下) ，故曲

线基本保持不变． 正确答案应选为 D．
策略 在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一定要借助图形，

通过观察研究，揭示出图形中数量关系、图形特征，

以形助数，借助直观性，注意理解图形中对应的化学

含义及图形中三个关键点( 起点、拐点、终点) 的含义，

有助于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数学型陷阱

所谓数学型陷阱是指命题者针对学生在运用数

学工具进行推理的过程中，经常只考虑数学可行性

而忽视化学意义的缺点，设置的一些单从数学变化

看似乎合理，而从化学角度考查却错误的陷阱．

例 7 有一装有活塞的密闭容器，内盛 22． 4 L
NO，若通入 11． 2 L O2 ( 气体均在标准状况下测定)

保持温度、压强不变，则容器内的密度为( ) ．
A． 等于 1． 396 g /L
B． 等于 2． 054 g /L
C． 在 1． 369 g /L 和 2． 054 g /L 之间

D． 大于 2． 054 g /L
本题陷阱 “2NO 幑幐2 N2O4”
分析 有些学生认为，根据化学方程式该题并

不难，往往却错选了答案 B． 其原因是这些学生根据

化学方程式进行了简单地数学计算就盲目得出了答

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未能挖掘此反应还存

在一个隐含的可逆反应: 2NO 幑幐2 N2O4，而且是一

个气体体积缩小的反应等，从而落入陷阱之中，导致

出现错误．
正确答案应为 D．
策略 要防止学生陷入数学型陷阱，平时要加

强对数学模型选择能力及数学推理能力训练的同

时，注重其化学意识的培养，使学生深刻挖掘化学反

应中的一些隐含的反应，领会到表达化学规律的数

学关系中各物理量的内在联系．
五、实验型陷阱

所谓实验型陷阱是指命题者针对学生在根据实

验现象分析各步实验时，往往由于缺乏实验经历、实
验能力欠缺等诸多原因，从而掉进题目所设置的陷

阱之中．
例 8 在烧杯中放入 5 g 苯酚，再加入 10 g 水，

充分搅拌后静置，取其溶液 5 mL 于试管中，再滴入

浓溴水 2 滴． 充分振荡后最终试管中可观察到的现

象是( ) ．
A． 产生白色沉淀 B． 无沉淀产生

C． 溶液分层 D． 溶液变淡黄色

本题陷阱 白色沉淀

分析 该题的得分率很低，其原因在题干中描

述了一个过量的苯酚溶液和溴水反应的实验情景，

而有些学生不加分析便生搬硬套，苯酚和溴水反应

生成白色沉淀，从而落入陷阱，错选答案 A． 但对于

有实验经验的学生都知道在实验过程中如果加入过

量的苯酚溶液会迟迟不能出现白色沉淀，而产生过

着急的心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确答案应为 B．
例 9 用 pH 试纸测定溶液 pH 的正确操作是

( ) ．
A． 将一小块试纸放在表面皿上，用玻璃棒蘸取

少量待测液点在试纸上，再与标准比色卡对照．
B． 将一小块试纸用蒸馏水润湿后放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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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计算常用方法点拨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龙回苑 3 － 4 － 502 ( 100085) 陈铁强

一、关系式法

例 1 在含有 a g HNO3 的稀硝酸溶液中加入

b g铁粉( 铁粉过量) ，已知在反应中有 1 /4HNO3 被

还原成 NO 则 a∶ b 可能是 ( ) ．
A． 2∶ 1 B． 3∶ 1 C． 4∶ 1 D． 9∶ 2
解析 少量铁粉跟稀硝酸反应:

Fe + 4HNO 3 Fe( NO3 ) 3 + NO↑ + 2H2O ①
过量的铁粉可以跟 Fe( NO3 ) 3 反应:

2Fe( NO3 ) 3 + Fe 3Fe( NO3 ) 2 ②
将① × 2 +②，即得反应关系式:

3Fe +8HNO 3 3Fe( NO3 ) 2 +2NO↑ +4H2O ③
③式中有 1 /4 HNO3 被还原，符合题意． 按此关

系式可列式: a∶ b = 504∶ 168 = 3∶ 1，故选 B．
点拨 对于多步进行的连续反应，尽管每一步

反应都是各自独立的( 反应条件和设备可能不同) ，

但前一个反应的产物是后一个反应的反应物，可根

据中间产物的传递关系，找出原料和最终产物的关

系式． 由关系式进行计算带来很大的方便，并且可以

保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二、守恒法

例 2 将一定量的铁粉完全溶于过量盐酸中，

然后通人 112 mL Cl2 ( 标准状况) ，再加入 2． 94 g 重

铬酸钾( K2Cr2O7 ) 固体，恰好使溶液中的 Fe2 + 全部

转化为 Fe3 + ，而 Cr2O
2 －
7 被还原为 Cr3 + 离子，则原铁

粉的物质的量为 ( ) ．
A． 0． 04 mol B． 0． 03 mol
C． 0． 07 mol D． 0． 01 mol
解析 从题中可以看出，铁粉转化为 Fe2 + ，用

了两 种 氧 化 剂，其 电 子 得 失 情 况 分 别 为: ①Fe2 +

－ 1e
→
－

Fe3 + ② Cl2
+ 2e
→
－

2Cl － ③ Cr2O
2 －
7

+ 6e
→
－

2Cr3 + ，根据氧化剂得到的电子总数 = 还原

剂所失电子总数，则有:

112 × 10 －3

22． 4 × 2 + 2． 94294 × 6 = x × 1，

x = 0． 07( mol) ． 答案: C．
例 3 将 Na2SO4、AlCl3、Al2 ( SO4 ) 3 溶于水制得

一混合溶液，测得 c( Na + ) = 0． 2 mol·L －1，c( Cl － )

= 0． 6 mol· L －1，c ( Al3 + ) = 0． 8 mol· L －1，则

c( SO2 －
4 ) 是( ) ．
A． 0． 4 mol B． 0． 6 mol
C． 1． 0 mol D． 1． 2 mol
解析 设 c( SO2 －

4 ) 为 x mol·L －1，根据物质的

电中性原理，运用电解质溶液中所有阴离子所带负

电荷总数等于所有阳离子所带正电荷总数，则有:

c( Na + ) + 3c ( Al3 + ) = c ( Cl － ) + 2c ( SO2 －
4 ) ，即

0． 2 × 1 + 0． 8 × 3 = 0． 6 × 1 + 2x，x = 1． 0 mol·L －1 ． 答

案:

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

C．

皿上，用玻璃棒蘸取少量待测液点在试纸上，再与

标准比色卡对照．
C． 将一小条试纸在待测液中蘸一下，取出后放

在表面皿上，与标准比色卡对照．
D． 将一小条试纸先用蒸馏水润湿后，在待测液

中蘸一下，取出后与标准比色卡对照．
本题陷阱 “实验基本操作”
分析 该题是一道实验基本操作题，看似容易

作答，学生感到很亢奋，但却出错率比较高，其原因

是，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很少做实验或做实验时，马

马虎虎，敷衍了事，不关注细节，不能严格按照实验

操作的步骤进行，没有养成良好的科学态度，而落入

题设的陷阱之中． 正确的操作应该是: 将一小块干燥

的试纸放在玻璃片或表面皿上，用玻璃棒蘸取少量

待测液点到试纸上，再将 pH 试纸与标准比色卡对

照．
正确答案应为 A．
策略 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如果不做实验，只

是教师“说实验”，学生“看实验”“背实验”“记结

论”来应付考试，很难会注意到实验中的细节问题．
能否处理好实验细节问题与平时的实验训练以及长

期训练后积累的实验经验有着一定的联系． 因此，平

时学生在做实验，要养成良好的科学态度，感受、体
验实验的每一个细节问题，这样实验操作能力才会

得到相应的提高．
( 收稿日期: 2014 － 02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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