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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社会热点问题为背景，关注社会可持续发展

社会热点是指那些对社会影响大，几乎人所共

知且易被学生接受的与化学知识有关的内容． 热点

问题在化学试题中的体现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1．能源以及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
能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是当今世界一个非常重

要的课题，在化学学科知识的考查中常可以涉及到

的知识: 绿色环保电池、燃料及燃料电池、海洋中的

能源及各种新能源等．
例 1 ( 2009 江苏) 以葡

萄糖为燃料的微生物燃料电

池结构示意图如图所 示． 关

于 该 电 池 的 叙 述 正 确 的 是

( ) ．
A． 该电池能够在高温下工作

B． 电池的负极反应为:

C6H12O6 + 6H2O － 24e － 6CO2 + 24H
+

C． 放电过程中，H + 从正极区向负极区迁移

D． 在电池反应中，每消耗 1 mol 氧气，理论上能

生成标准状况下 CO2 22． 4 /6 L
解析 本题以微生物燃料电池为背景考查原电

池的相关知识点． 由于是微生物燃料电池，则不可能

在高温下工作，所以 A 错误; 放电过程中，H + 从负极

区向正极区迁移，结合 O －
2 形成 H2O ，所以 C 错误;

消耗 1 mol 氧气则转移 4mol e － ，由 C6H12O6 + 6H2O
－ 24e － 6CO2 + 24H

+ 计算出: 转移 4 mol e － 则生

成 1 mol CO2，即 22． 4 L，所以 D 错误． 正确答案为 B．
2．环境污染及环境保护问题
环境保护涉及: 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光化

学烟雾、水体污染等一系列常见的环境问题，近年

来每年的高考中都会有所体现．

例 2 ( 2009 江苏) 废旧印刷电路板的回收利

用可实现资源再生，并减少污染． 废旧印刷电路板经

粉碎分离，能得到非金属粉末和金属粉末．
( 1) 下列处理印刷电路板非金属粉末的方法

中，不符合环境保护理念的是 ( 填字母)

A． 热裂解形成燃油 B． 露天焚烧

C． 作为有机复合建筑材料的原料

D． 直接填埋

( 2) 用 H2O2 和 H2SO4 的混合溶液可溶出印刷

电路板金属粉末中的铜． 已知:

Cu( s) + 2H + ( aq ) Cu2 + ( aq) + H2 ( g)

ΔH = 64． 39kJ·mol －1

2H2O2 ( l ) 2H2O( l) + O2 ( g)

ΔH = － 196． 46 kJ·mol －1

H2 ( g) + 1 /2O2 ( g ) H2O( l)
ΔH = － 285． 84 kJ·mol －1

在 H2SO4 溶液中 Cu 与 H2O2 反应生成 Cu2 + 和

H2O 的热化学方程式为: ．
( 3) 控制其它条件相同，印刷电路板的金属粉

末用 10% H2O2 和 3． 0 mol·L －1 H2SO4 溶液处理，

测得不同温度下铜的平均溶解速率( 见下表)

温度( ℃) 20 30 40 50 60 70 80

铜的平均溶解速率

( ×10－3mol·L －1·min －1)
7．34 8．01 9．25 7．98 7．24 6．73 5．76

当温度高于 40℃时，铜的平均溶解速率随着反

应温度的升高而下降，其主要原因是 ． ( 4 ) 在

提纯 后 的 CuSO4 溶 液 中 加 入 一 定 量 的 Na2SO3 和

NaCl 溶液，加热，生成 CuCl 的离子方程式是 ．
解析 本题以印刷电路板的回收利用减少污染实

现资源化再生为背景，向考生传递“绿色化学”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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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sp依次减小，A 选项错误; 根据 a 点在曲线上，可表

示 MnCO3 的 饱 和 溶 液，又 在 中 点，故 c ( Mn2 + ) =
c( CO2 －

3 ) ，B 选项正确; 根据 b 点可表示 CaCO3 的饱和

溶液，图线中数值越大，实际浓度越小，故 c( Ca2 + ) ＞
c( CO2 －

3 ) ，C 选项错误; 而根据 c 点在曲线上方，可表示
MgCO3的不饱和溶液，且图线中数值越大，实际浓度越

小，故 c( Mg2 + ) ＜ c( CO2 －
3 ) ，D 选项正确，因此，本题的

正确答案为 B、D．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解题也同样如此，解题方

法的运用并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 面对千变万

化、数量庞大的高中化学习题，学生们应掌握高效的解

题策略，在仔细审题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解题方法，

实现新旧知识的有效转化，从而更快更好的获得正解，

在解题过程中逐渐提升自身的思维能力与实际应用能

力，实现快乐学习．
( 收稿日期:2014 －0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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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的是石油热裂、垃圾处理方式; 盖斯定律; H2O2 的

性质、氧化还原反应及离子方程式书写等基础知识．
( 1) BD; ( 2) Cu( s) + H2O2 ( l) + 2H + ( aq )

Cu2 + ( aq) + 2H2O ( l) ，ΔH = － 319． 68 kJ·mol －1 ;

( 3) H2O2 分解速率加快; ( 4) 2Cu2 + + SO2 －
3 + 2Cl － +

H2O
△

2CuCl↓ + SO2 －
4 + 2H + ．

3．人体健康问题
与人类健康有关的化学工业与药品、食品的卫

生与安全问题，已成为高考命题的热点内容． 考题中

最常以食品的添加剂、药品合成等为背景考查化学

常识、有机物的性质及合成．
例 3 ( 2009 江苏)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下列做法不利于食

品安全的是( ) ．
A． 用聚氯乙烯塑料袋包装食品

B． 在食用盐中添加适量的碘酸钾

C． 在食品加工中科学使用食品添加剂

D． 研发高效低毒农药，降低蔬菜的农药残留量

解析 由于聚氯乙烯塑料在一定条件下能产生

有毒物质，所以不可以作包装食品袋． 答案为 A．
4．生产、生活中的新科技成果
生产、生活中的新科技成果常涉及新能源、新材

料、诺贝尔化学奖等． 与新材料有关的储氢材料问

题，合金问题，合成新型药物的中间体问题，锂离子

电池的应用、回收利用等问题都是化学试题中常出

现的情境． 例如:

例 4 ( 广东高考试题) 2007 年诺贝尔化学奖

得主 Grehurd Ertl 对金属 Pt 表面催化 CO 氧化反应

的模型进行了深入研究． 下列关于202
78 Pt 和194

78 Pt 的说

法正确的是( ) ．
A． 20278 Pt 和194

78 Pt 的质子数相同，互称为同位素

B． 20278 Pt 和194
78 Pt 的中子数相同，互称为同位素

C． 20278 Pt 和194
78 Pt 的核外电子数相同，是同一种核素

D． 20278 Pt 和194
78 Pt 的质量数不同，不能互称为同位素

解析 该题属于高起点、低落点的题目，介绍

2007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同时，考查同位素、核素的

概念以及质量数、质子数、中子数之间的换算关系．
正确答案为 A．

5．化工生产
这类题型主要有: 化工生产条件的选择、原料的

选取与配比、原料的转化率或产品产率的计算及工

业尾气的处理和热量的利用等． 涉及的领域有: 工业

制硫酸、硝酸，工业合成氨、化肥的生产、钢铁工业、
有机化工等; 用到中学化学的原理和知识有: 元素化

合物的基本反应、化学平衡、化学反应速率、反应热

和化学计算． 重点考查学生的知识利用能力、分析和

综合的能力等．
二、以研究性学习材料或探究性学习材料为背

景，体现化学学科的实践性

研究性学习是学习方式的一种改革，它一改学

生接受式学习为研究活动，是培养学生钻研精神的

较好方式． 以研究性学习为题材编制试题，切合实

际，易于融合探究能力，创新精神等的考查，与新课

标“过程和方法”的教学目标相呼应，对教学导向作

用明显，此类试题在各地自主命题的试卷中较受青

睐，多出现在分值较多的试题中．
例 5 ( 广东高考题) 研究性学习小组进行 SO2

的制备及性质探究实验． ( 1) 根据反应 Na2SO3 ( 固)

+ H2SO4 ( 浓 ) Na2SO4 + SO2↑ + H2O，制备 SO2

气体．①用下列简图，在答题卡的方框中画出制备并

收集 SO2 的实验装置( 含试剂) 示意图．②实验过程

中，使用分液漏斗滴加浓硫酸的操作是 ．

( 2) 将 SO2 气体分别通入下列溶液中:

①品红溶液，现象是 ; ②溴水溶液，现象是

;③硫化钠溶液，现象是 ．
( 3) 有一小组在实验中发现，SO2 气体产生缓

慢，以致后续实验现象很不明显，但又不存在气密性

问题． 请你推测可能的原因并说明相应的验证方法

( 可以不填满) ．①原因 ; 验证方法 ．②原因

; 验证方法 ．③原因 ; 验证方法 ．
解析 本题以研究性学习小组“制 SO2 及其性

质探究”为题材，在考查了 SO2 制取、性质等知识点

及画图技能的同时，巧妙地从细节方面入手，考查了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环保意识( 答案略) ．
高考化学试题选材大量来自于实际应用情景，

内容涵盖了医药医学、材料、能源、生活与日用品、化
工、环境与环保、现代技术等热点问题以及研究性学

习材料或探究性学习材料等，充分体现化学学科的

发展性和实践性． 这些素材有的来源于课本，有的来

源于媒体或报刊杂志的报道，平时教学中教师要善

于关注、引用这些与化学相关的情境，引导学生注意

积累． 这样考试时即便出现些陌生的信息，学生也能

从题设情景中获取有用的信息，联系运用储备知识

稳健作答． ( 收稿日期: 2014 － 06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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