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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平衡图像问题一直是高考化学试题中的热

点与难点． 如何对图形进行解读，把握分析解决图像问

题的方法策略? 抓住图像的特点，弄清点、线、面之间

的关系，挖掘图像中隐含的条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本文结合化学平衡图像案例，对分析及解决这类试题

的策略进行深入探究，以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明确纵、横坐标的意义

学生对图像问题进行解析时，往往没有搞明白

纵、横坐标的意义，盲目地作出判断，从而使思维受

阻，给出错误答案．
案例 1 化学小组为了研究影响平衡的因素，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影响平衡的一个因

素，得出了如下变化规律，其中 p 表示压强，T 表示

温度，n 表示物质的量． 那么，结合图 1 中四个图像

以下结论正确的是( ) ．

图 1

A． 反应Ⅰ: ΔH ＞ 0，p2 ＞ p1
B． 反应Ⅱ: ΔH ＜ 0，T1 ＞ T2

C． 反应Ⅲ: ΔH ＞ 0，T2 ＞ T1 或 ΔH ＜ 0，T1 ＞ T2

D． 反应Ⅳ: ΔH ＜ 0，T2 ＞ T1

解析 正确答案为 BC． 反应Ⅰ中，A 的平衡转

化率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即升高温度逆向移动，反

应为放热反应; 增加压强平衡正向移动，A 的平衡转

化率升高，故 p2 ＞ p1，A 错误; 反应Ⅱ中，根据反应达

到平衡所需要的时间，可以判断 T1 ＞ T2，温度升高，

C 在平衡时的物质的量小，即升高温度平衡向逆反

应方向移动，故该反应为放热反应，B 正确; 反应Ⅲ
中，随着反应物 B 的物质的量的增加，生成物 C 的

平衡体积分数先增大后减小，这是因为开始平衡的

移动占主导，随着反应的进行，反应物 A 的物质的量

浓度逐渐减小，加入反应物 B 的物质的量占主导，

不知道反应的吸放热就无法判断两条线的温度大

小，如果反应为吸热反应 ΔH ＞ 0，在 B 的物质的量

一定时，升温平衡正向移动，C 的平衡体积分数增

大，故有 T2 ＞ T1 ; 如果反应为放热反应 ΔH ＜ 0，B 的

物质的量一定时，升温平衡逆向移动，C 的平衡体积

分数减小，故有 T1 ＞ T2，C 正确; 反应Ⅳ中，从反应方

程式可知，压强对平衡无影响，如果该反应为放热反

应 ΔH ＜ 0，根据升温平衡逆向移动，A 的平衡转化率

降低，可得 T2 ＜ T1，D 错误．
学生错因分析: 学生往往只选择 B，而漏掉 C．

学生认为，根据反应Ⅲ的图像可知，T2 曲线的斜率

比 T1 大，根据温度越高速率越大，可得: T2 ＞ T1 ． 再

结合升温 C 的平衡体积分数增大，平衡正向移动，

因此，该反应为吸热反应 ΔH ＞ 0． 因为学生受平常一

些习题的影响，认为斜率就代表速率． 但是，该图像

的横坐标不是时间，而是 B 的物质的量，图中曲线

表示某一温度下，其它条件不变，随着加入 B 的物

质的量，不同平衡时，C 的体积分数的变化情况，其

斜率并不代表速率的大小．
因此，在分析化学平衡图像问题时，先要明确

纵、横坐 标 代 表 的 意 义，再 进 行 深 层 次 的 分 析 探

究，以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避 免 此 类 错 误 的 再 次

发生．
二、审清题干的条件，联系化学方程式的特点

学生对化学平衡的图像进行分析时，往往不能

将题干中的条件和方程式的特点融合进去，孤立地

分析，忽略题中所给的隐含条件，导致思维受阻而给

出错误答案．
案例 2 恒容密闭容器中发生如下反应: A( g)

+ 3B( g 幑幐) 2C ( g) ; ΔH ＜ 0． 某化学小组利用“控

制变量法”对影响该反应平衡移动的条件进行研

究，并根据实验数据得出如图 2 所示图像，其中判断

一定错误的是( ) ．
A． 图Ⅰ可以表示不同催化剂对反应的影响，乙

使用的催化剂效率较高．
B． 图Ⅱ可以表示压强对反应的影响，乙的压强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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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图Ⅱ可以表示温度对反应的影响，甲的温度

较高

D． 图Ⅲ可以表示不同催化剂对反应的影响，甲

使用的催化剂效率较高

图 2

解析 正确答案为 AB． 通过认真审题，可以从

题干中得出前提条件: 恒容; 从方程式上得出反应的

特点: 放热反应、气体分子数之和减小的反应． 恒容

条件下，催化剂对平衡无影响，A 错误，D 正确; 图Ⅱ
中，甲的斜率大于乙的斜率，根据速率受压强的影

响，可得 p甲 ＞ p乙 ，再结合反应方程式的特点，增大压

强平衡正向移动，B 的转化率增大，B 错误． 同理根

据斜率可得 T甲 ＞ T乙 ，再根据方程式的特点，升高温

度平衡逆向移动，B 的转化率降低，C 正确．
学生错因分析 学生往往只选择 A，而漏掉 B．

因为学生没有将图像与方程式的特点进行联系，没

有分析压强变化对 B 转化率的影响，直接根据斜率

做出压强的大小判断．
因此，在解决化学平衡图像问题时，一定要审清

题干，并了解相关方程式的特点，包括各物质的状

态、吸放热和反应前后总气体分子数的大小关系，从而

正确建立与图像之间的关系，以使解题更简便快捷．
三、注重图像特点，灵活求同或求异思维的应用

学生对化学平衡图像中的关键点进行分析时，

觉得图像复杂凌乱，不能快速准确找到解决问题的

关键，导致思维受阻，而给出错误答案．
案例 3 某恒容的密闭容器中，发生如下反应:

A( g) + B( g 幑幐) xC( g) ，根据实验数据得出图 3 中

图像Ⅰ的关系，由此可以推断有关图像Ⅱ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 ．

Ⅰ Ⅱ
图 3

A． p3 ＜ p4，y 轴表示 B 平衡时的体积分数

B． p3 ＞ p4，y 轴表示 A 的转化率

C． p3 ＞ p4，y 轴表示平衡时混合气体的平均摩尔

质量

D． p3 ＞ p4，y 轴表示平衡时混合气体的密度

解析 正确答案为 BC． 图像Ⅰ中，x 轴表示时

间，y 轴表示 C 物质的百分含量，根据图像特点，可

以得出: ( 1) a、b、c 三条曲线的起点相同，转折点不

同; ( 2) a、b 两条曲线，温度相同，压强不同; b、c 两条

曲线，压强相同，温度不同． 比较 b、c 可知，温度越

高，速率越大，即斜率越大，有 T1 ＞ T2，根据转折点

发现，升高温度平衡 C 的百分含量降低，平衡逆向

移动，故该反应为放热反应; 同理，比较 a、b 两条线，

可知: p2 ＞ p1 ． 增加压强 C 的百分含量增加，平衡正

向移动，得 x = 1． 由此，可以得出方程式的特点: 放

热反应、正反应方向为气体分子总数减小． 从方程式

可以得到增加压强平衡正向移动，B 的体积分数减

小，A 的转化率增加，平衡时混合气体的平均摩尔质

量增加，因为反应是在恒容下进行的，混合气体的密

度不会改变． 故选 BC．
学生错因分析 学生错误率较高，关键是没有

弄清楚图像Ⅰ中的斜率、交点、转折点( 拐点) 和终

点，混淆其中的异同，没有清晰地对这三条线进行分

析，对方程式的特点把握不准确，得出错误答案． 因

此，在解决化学平衡图像问题时，要对每一个关键点

进行分析探究，将图像与方程式进行联系，找出异同

点，准确答题．
案例 4 反应 L( 固) + aG( 气 幑幐) bR( 气) 达

到平衡时，温度和压强对该反应的影响如图 4 所示，

图中: 压强 p1 ＞ p2，x 轴表示温度，y 轴表示平衡混合

气中 G 的体积分数． 据此可判断( ) ．

图 4

A． 上述反应是放热反应

B． 上述反应是吸热反应

C． a ＞ b
D． a ＜ B
解析 由图给信息可知，

随着温度的升高，平衡混合气

中 G 的体积分数减小，说明该

瓜尖为吸热反应; 由图知，在相

同温度下，压强增大，平衡混合气中 G 的体积分数

也增大，说明该反应是气体分子数增大的反应，即 a
＜ b。答案: BD．

总之，化学平衡图像问题既不是单纯的数学问

题或化学问题，而应将两者灵活有机结合，对图像中

的点、线、面细致分析的同时，融合化学方程式的特

点，双效合并，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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