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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上海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制订的#高中化学学

科课程标准$为依据%以上海现行高二化学教材为蓝本编写而成&
它与教学进度保持同步%既有与课堂教学内容相关的练习%又有学

生课后复习巩固的练习’既有对所学内容的导学%又有对学生所掌

握知识的测试&
本书根据课本内容按章(单元编写&每一单元分设同步精练(

导学(分层练习&导学设置了学习基础(知识要点(知识网络(疑难

解析(方法指导(问题辨析等栏目&各章编排了本章测试%阶段和期

末还配有阶段测试和期末测试&书末附有提示与参考答案&

责任编辑 张满鸿



出 版 说 明

这套同步分层导学丛书是以上海市现行教材为依据的学生同步辅导读物%
内容紧密配合教材&各分册按年级编写%旨在同步地对课堂内容进行辅导%为学

生提供训练机会%并成为课堂教学的有益的参考辅导读物&
根据数理化各学科的特点%将每章内容划分为若干单元%每一单元内设置

不同的栏目%有同步精练(导学(分层练习等&
同步精练 配合每课时教学%补充一定的课后练习%并体现题目的经典性

与新颖性&
导学 通过疑难解析(方法指导(问题讨论等多种形式%对每一单元的知识

进行梳理%分析难点(疑点%并教授一定的学习方法&
分层练习 对单元的内容以试卷形式让学生进行自测训练%适合不同层次

的学生选用%体现了知识坡度%所选习题少而精%旨在帮助学生循序渐进地消化

所学知识%提高灵活解题的技巧和能力&
在每一学期的阶段(期末分别配有测试卷%供学生自我检验&
丛书紧扣教材%内容新颖’开阔学生思路%提高学生素质’让学生花最少的

时间%获得最大的收益&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施永新(陈志刚(汤逸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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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氮气(氨(铵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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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平衡和合成氨

一(同 步 精 练

同步精练一 !氮气"
5>氮族元素包括 等元素%它们的原子在最外电子层上都有 个电

子%它们处于元素周期表中的 &随着核电荷数的增大%它们的原子半径逐渐 %最

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酸性逐渐 &
6>写出氮气的分子式 %电子式 %结构式 &
7>人类生活在氮气和氧气的混合气体中&你能直接感受到的氮气的性质有哪些?通过

分析%你又能得出的氮气的性质有哪些?
8>提供给你下列有关的反应@

)ABCD) E
F

)ABD

GH.AI!JK"CGJGD)!JK" E
F

GJAI!JK"CG)C)H)D

)GH,C,ABD E
F

,ABCG)C,H)D
请你设计一个实验%以验证氮气的某个化学性质&
9>列举氮气的用途%并指出这些用途各是利用了氮气的什么样的性质?

同步精练二 !氨(铵盐"
5>选择题

!+"在相同条件下%按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由小到大排列%正确的是! "&
!L"AD)(G)(D)(HAI(GH, !M"D)(G)(AD)(GH,(HAI
!A"G)(D)(AD)(HAI(GH, !N"D)(G)(HAI(AD)(GH,

!)"在一定条件下%与氨气不可能发生反应的是! "&
!L"H)D !M"D) !A"G) !N"H)O
6>氨水中存在哪些平衡?存在哪些微粒?
7>已知一定条件下氨气也可以与氯气发生反应%其产物中有氮气&请写出它们之间发

生反应的可能的化学方程式@ %
%

454



8>在标准状况下%用向下排空气集气法收集了氨气%作P喷泉Q实验后%圆底烧瓶中的溶

液占烧瓶容积的三分之二&求烧瓶中的氨水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和实验中收集好氨气后烧

瓶中的气体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

同步精练三 !氨(铵盐"
5>分别加热碘和氯化铵%有怎样的相似现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6>某白色固体可溶于水%取少量该水溶液加入硝酸钡溶液%产生不溶于稀硝酸的白色

沉淀’另取该水溶液加入氢氧化钠溶液并加热%放出能使湿润红色石蕊试纸变蓝的气体&此

白色固体的化学式是 &写出有关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

某同学考虑到另有一种物质也会有上述现象%这种物质的化学式是 &
7>试解释农业生产中铵态氮肥为什么不可与碱性物质混用?
8>实验室可以用哪些方法制取氨气?收集氨气时%为防止氨气逸出%应如何进行吸收?

从以上有关反应%请你用化学式归纳出氨与铵根离子间的相互转化关系&

同步精练四 !化学平衡和合成氨"
5>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有时要加大化学反应速率%有时则需减小化学反应速率%请各

举一例说明&
6>选择题

!+"在一定条件下%对反应 R!S"CT!SUV" W!S"C)O!S"%下列说法可以说明其已经

达到平衡状态的是! "&
!L"反应容器中%R(T(W(O四者共存

!M"R和 O的生成速率相等

!A"反应容器内%气体压强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N"O的生成速率是 W的生成速率的 )倍

!)"对于下列各平衡体系%改变条件%平衡向逆反应方向移动的是! "&

!L"ACAD)
)**X

U VYY
A

)ADZ[!加入 A"

!M"G)C,H)

催化剂

U VYYYY
高温高压

)GH,C[!用铁作催化剂"

!A"ADCH)D
/**X

U VYY
A
AD)CH)Z[!加压"

!N")OD)CD)

催

UV
F

)OD,C[!升高温度"

!,"某化工厂利用原料 \和 ]生产 %̂反应原理为@)\!S"C]!_UV" !̂S"C[
已知 \的价格比较高%为有利于 \的利用%并提高单位时间内的产量%应采用的措施为

! "&
!L"高温高压 !M"适当温度%高压

!A"低温高压%加过量的 ] !N"高温低压%加过量的 ]
7>如图所示%用实验验证压强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我们除在 +号针筒内吸入一定体积的 GD)和 G)D.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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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混合气体%还用 )号针筒吸入溴蒸气%这是为了进行 &实验过程中%这种方法

必须在控制条件下进行@‘ 开始时两针筒要吸入 的气体’a 针筒内气体颜色

’b 压缩针筒活塞的体积要 %最后观察到现象是 %从

而得出的结论是 &

同步精练五 !化学平衡和合成氨"
5>填空题

!+"一定条件下%在密闭容器中%G)C,H UV) )GH,C[达到平衡&若向容器内再注入

一定量氮气%平衡 移动’若增大压强%使容器压缩体积到原来的二分之一%平衡

移动’若升高温度%平衡将 移动’若使用铁催化剂%平衡 移动%但可以

’若向容器中注入氨气%而反应容器容积不变%容器内压强 %平衡

移动&
!)"对于 LC) UVM A的反应%若 L为气体%且增大压强平衡不发生移动%则 A为

态%M为 态&若升高温度%A的浓度减小%则升温时该反应的正反应速率 c正 %逆反应

速率 c逆 %该反应的逆反应是 热反应&
6>合成氨生产实际是一种氮的固定%氮的固定是指 &豆科植

物在常温常压下即可进行氮的固定%若请你参加关于常温常压下进行合成氨的探索%你认为

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 &
7>选择题

!+"下列各项中%可用勒沙特列原理解释的是! "&
!L"合成氨反应用较高的温度

!M"合成氨反应用较高的压强

!A"硫在纯氧中燃烧比在空气中燃烧剧烈

!N"在氢硫酸溶液中%加入硫酸铜溶液%溶液的酸性增强

!)"合成氨生产中%设计了水冷却器(氨分离器和循环压缩机三个设备%其主要原因是

! "&
!L"使原料气净化%防止催化剂中毒

!M"合成氨采用高温后%平衡逆向移动%使原料气分离出来循环使用

!A"进一步提高原料气的压力%使平衡正向移动

!N"为了充分利用合成氨反应中放出的热量

8>在接触法制硫酸和合成氨生产中%具有某些共同的生产条件设备%它们是! "&
!L"原料气净化装置和压缩机 !M"水冷却器和吸收塔

!A"触媒层和热交换器 !N"沸腾炉和分离器

使用该设备条件的作用分别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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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导 学

我们刚刚学完高一第 1章元素周期律%再来研究元素化合物的有关知识%可将所学到的

理论知识放在实践中去检验%从而加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也体会到化学理论对元素化

合物知识具有指导作用%并应用理论知识以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章不仅氮元素及其有关化合物的知识十分丰富%而且用这些知识作为载体%使已经学

过的有关原子结构(物质结构(氧化还原(化学平衡(电离平衡(反应速率(能量利用(环境保

护等重要理论知识及连续反应的计算等%在新情景下得到迁移和应用&在此基础上%本章将

学习化学平衡的移动%勒沙特列原理%合成氨工业生产中的诸多因素影响下生产条件的合理

选择%使我们有机会尝试综合分析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以体验化学与生产相结合%体验知

识转化为能力&

5>氮元素具有很强的非金属性%但氮分子却很稳定&氮元素位于第二周期dL族%电子

层共两层%最外层有 /个电子%原子半径很小%所以具有较强烈的得电子趋势%表现出很强的

非金属性%属于活泼的!典型的"非金属元素&
氮分子之所以稳定%原因是两个 G原子以三根共价键相结合%键能很高%约为氢分子键

能的 )>)倍%为氧分子键能的 +>2倍%两个氮原子之间的结合十分牢固&所以在通常条件下%
氮气的化学性质是很不活泼的&利用氮气的稳定性%可用来代替P惰性Q的稀有气体&

6>可从氨分子的结构去理解氮的性质&在氨分子!GH,"中%氮原子最外层的 /个电子

中%有 ,个电子分别与 ,个氢原子形成三根共价键%在氨分子的氮原子上还保留着一对孤对

电子%其电子式为 He
f G

ee

ef

H

f
eH%氨分子呈三角锥形%是一个极性分子&并要求掌握氨分子的一些

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物理性质 由于组成氨分子的 G原子和 H原子都是半径很小的原子%氨分子与其他氨

分子之间的引力!GH,-GH,"比较大%所以氨很容易液化形成液氨%而液氨气化时要吸收大

量的热%因此氨可作致冷剂&同理%由于组成水分子的 H原子和 D原子也都是半径很小的原

子%氨分子和水分子之间的引力!H)D-GH,"比较大%所以氨极易溶解于水&
希望能从压强的角度去理解氨溶解的喷泉实验的原理&至此%可对中学阶段学习过的常

见 气体的溶解性有必要作归类排列@难溶!H)(AD"E不易溶!D)"E可溶!AD)(H)O(AI)"E
易溶!OD)"E极易溶!HAI+g/**%GH,+g1**"&

化学性质

!+"氨具有 碱 性&氨 在 水 溶 液 中 能 电 离 出 氢 氧 根 离 子%一 水 合 氨 是 弱 碱@GH,CH)

UV
D

GH,eH) UVD GHC
.CDHZ&从结构上看%由于氨分子中还保留着一对孤对电子%所以

容 易 与 质 子!HC"结 合%而 结 合 HC 的 性 质 也 是 物 质 表 现 出 来 的 碱 性@GH,CHC!酸 E"

GHC
.&所以广义地说%一种物质属于碱%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表示@一能电离出 DHZ%二能结合

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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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具有还原性&在氨分子中%氮元素呈Z,价%是最低价%所以一定具有还原性&氨

的氧化是工业制硝酸的基本反应之一@.GH,C/D)

催化剂

E
F

.GDhC0H)D
对氨的催化氧化的实验%应掌握其现象%且会解释产生这些现象的反应原理或原因&如

为什么停止加热后%催化剂会继续保持红热?为什么会看到红棕色气体?很多时候还会看到

白色烟雾%烟是什么?雾是什么?反应物先通过碱石灰干燥%为什么还会产生雾?烧杯中的

紫色石蕊试液为什么会出现红色?等等&
7>铵盐主要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铵盐大多数是晶体%溶于水呈无色溶液&
!)"铵盐受热易分解放出氨气&如

GH.AI E
F

GH,hCHAIh

GH.HAD, E
F

GH,hCH)DCAD)h

希望理解两点@一是 GH,CHAIij
F

GH.AI%称为类升华现象%之所以说P类Q!类似"%因

为它是化学变化%而升华是物理变化’二是分解的温度不同%且组成铵盐的酸根不同%其分解

产物并无规律可言&

!,"铵盐与碱反应放出氨气@GHC
.CDHZ E

F
GH,hCH)D&该离子方程式能表示哪些

反应的实质?可总结如下@

‘ 实验 室 制 氨 气&常 用 固 体 氯 化 铵 与 熟 石 灰 反 应 制 氨 气@)GH.AICAJ!DH") E
F

)GH,hC)H)DCAJAI)!该反应因为是固体物质加热%所以一般不写离子方程式"&a 检验

铵根离子&为使现象比较明显%要注意溶液配得浓一点%还不忘加热%湿润的红石蕊试纸不能

贴 着试管口&b 施肥时%铵态氮肥k如硫铵!GH.")OD.l不宜与碱性肥料!如石灰(草木灰之

类"混合施用&
8>化学平衡状态的特征和影响化学平衡的条件&
化学平衡是指在可逆反应里%正逆反应速率处于相等的状态%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动态

平衡%c正mc逆n*’二是在平衡状态下%反应的混合体系中%各组分的百分含量保持不变&若

改变了外界条件%使 c正nc逆%平衡就被破坏而发生移动&所以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条件都有

可 能影响化学平衡!如浓度(压强(温度等"%使用催化剂虽不能使平衡发生移动%但能缩短

!或改变"可逆反应达到平衡的时间&
必须理解勒沙特列平衡移动原理%并能应用原理解释问题&
9>了解合成氨生产的化学史%了解合成氨的条件和选择依据%理解合成氨生产中主(次矛

盾及转化等内容&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本观点%领悟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

在高中化学里%研究的动态平衡体系有化学平衡(溶解平衡(电离平衡和水解平衡&对此

四种平衡体系归纳比较如下@

化学平衡 电离平衡 溶解平衡 水解平衡

研究的体系 可逆反应 弱电解质的电离
微 溶 或 难 溶 于 水 的 物

质的饱和溶液
某些盐类的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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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化学平衡 电离平衡 溶解平衡 水解平衡

平衡的特征

c正反应mc逆反应 c电离mc离子组成的分子 c溶质溶解mc溶质结晶 c水解mc中和

‘ 反应仍在进行%是动态平衡 a 各组成成分的浓度保持不变 b 若改变某个条件%
原平衡破坏%在新条件下建立新的平衡

影响的因素
受 温 度(浓 度 和

压强的影响

温 度 升 高%有 利 于

电 离 浓 度 下 降%有

利于电离

e
一

e
般 升 高 温 度%对 气 体

溶 解 度 下 降%对 固 体 溶

解度增大

温 度 升 高%水 解 程 度

增 大’浓 度 降 低%水

解程度增大

热量变化 [o*或 [p* [p* [o*或 [p* [p*
!中和反应 [o*"

都遵循勒沙特列平衡移动原理

5>关于写电子式和结构式&
写一种物质的电子式%原则是将组成物质的所有原子!或离子"的

e
最

e
外

e
层电子都表示出

来’而结构式只要将共用电子对用短线表示出来&例如%氮气 G)的电子式为e
eGe

e
e

e
e
eGe

e%结构

式为 GqG&如果写成e
eGqGe

e那就不伦不类了&可见结构式中不出现电子&可通过以下几

种物质的电子式加以理解&

GH,@ He
f G

ee

ef

H

f
eH GHC

.

r

s
@ He

f G
ee

ef

H

H

f
e

t

u
H

C

这里的G
ee
H

共价键%其共用电子对是由 G原子单独提供的孤电子对与 HC共用%结构式中

可以写成G
h
H
%这种共价键通常称为配位键&

GH.AI
r

s
@ Hf

e G
ee

fe

H

H

e
f

t

u
H k

C

f
eAI

ee

ee le
e

Z

GJDH@ GJkC e
e D

ee

ee

f
e lH

Z

GJ)D)@ GJkC e
e D

ee

ee

f
e D

ff

ff le
f

)Z

GJC

实际上%书写电子式能对物质的结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从而对物质的某些性质也有更

深刻的理解&
6>在一平衡体系中通入稀有气体%平衡将如何移动?例如在一密闭容器中存在着下列

平衡@)OD)!S"CD)!SUV" )OD,!S"%如果向容器中通入氮气%平衡将如何移动?
本例中%因为通入的气体与原平衡体系中所有的物质都不反应%所以相当于通入稀有气

体&可以分两种情况@‘ 通入 G)的前后%若密闭容器的体积不改变&由于体积没有变%所以

OD)(D)(OD,的浓度!或说压强"均没有变化%可见平衡不移动k虽然由于通入 G)%密闭容器

内 总压强增加了%v!总"mv!反应体系"Cv!G)"%但原反应体系的压强不变l&a 通入 G)

后%若密闭容器的体积增加k使容器内的总压强 v!总"保持不变l%由于体积变大%所以 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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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D,浓度都减小%或者说原反应体系的压强变小kv!总"mv!反应体系"Cv!G)"%v!总"
不变%v!反应体系"减小l平衡向逆反应方向移动&

7>教材上有如下实验@取两个注射器%一个装有溴蒸

气%一个装有二氧化氮和四氧化二氮的混合气体%两者颜色

的深浅和体积都相同&注射器的位置都处在位置!x"k见图

!J"l&然后先把两个注射器的活塞往外拉到位置!y"k见图

!z"l%比较两注射器内气体 颜 色 的 深 浅’再 把 注 射 器 的 活

塞推到位置!{"k见图!|"l%比较两注射器内气体颜色变化

深浅&
问题@此实验目的是研究压强对平衡移动的影响%讨

论的平衡体系是 )GD UV) G)D.%为什么要把溴装在另一

针筒里一起研究?
如果只用一个装有 GD)和 G)D.混合气体的针筒做上

面的实验%现象如下@活塞往外拉%从!x"到!y"%气体颜色

变浅%反之活塞往里推到!{"%气体颜色变深%从颜色上判

断%压强对化学平衡的影响与其移动的方向正好相反@减小

压强%气体颜色变浅%平衡 )GD UV) G)D.向气体体积缩小的方向移动&为什么这个结论是

错了呢?分析如下&
引起颜色变浅的原因%首先是活塞往外拉%体积变大%气体密度减小%颜色变浅&然后由

于化学平衡向逆反应方向!气体体积增大的方向"移动%
e
削

e
弱了由于密度减小而使颜色变浅

的程度%但总体颜色还是变浅的&如何体现
e
削

e
弱这种改变的效果呢?就用一个装有颜色和体

积都相同的溴蒸气的针筒做同样的实验!在溴蒸气的针筒中不存在平衡移动"起对比的作

用&这种对比实验的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常用方法&
上述实验如果这样设计是否合理?用一个装有 GD)(G)D.混合气体的针筒实验&操作

时%将活塞快速从!x"拉到!y"%看到气体的颜色先变浅%又变深!但比原来的浅"&解释是@
先由于体积变大%密度变小%所以颜色变浅’后发生平衡移动!向气体体积增大的方向"%所以

又变深&但因为平衡的移动只是削弱了密度的改变%所以比原来的颜色还是浅一些&以上的

解释似乎很有道理&但由于‘平衡移动和密度变化一样都是瞬间完成的%a推拉速度太快%
会有显著的温度变化%对问题的讨论又带来诸多的复杂因素%所以这种实验设计是不够科学

的&

5>镁在空气中点燃%主要产物是什么?
空气中主要含有氮气!13}体积"和氧气!)+}体积"&氮气的浓度远比氧气浓度大%如果

只考虑浓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由于氧气的性质比氮气活泼得多%所

以镁在空气中点燃的主要产物是氧化镁%只有少量氮化镁生成&通过这一个例子%我们可以

受到启示@浓度(压强(温度等外在条件只是
e
影

e
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而参加反应的物质的

本身的性质是
e
决

e
定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就以镁而言%由于它是很活泼的金属%具有很强的

还原性%所以它除了能和氧气(氮气等物质反应外%还可以和二氧化碳反应%夺取其中的氧@
4~4



)!SCAD) E
F

)!SDCA
6>在实验室里用蒸发浓氨水的方法收集满一试管氨气后%将试管倒立在水槽中做氨气

的溶解性实验%水柱往往不会上升到试管底部%有的甚至不足试管的 +
)&试分析原因?如何

改进?
最主要的原因是收集到的气体不纯%含有大量的水蒸气&
提供两点改进意见@‘ 氨气收集前先经过碱石灰干燥%使得到的气体尽可能纯净&a

溶解过程中适当振荡试管&
7>有关氨的催化氧化的实验%在原来的老教材上介绍的演示装

置如右图所示&实验是这样进行的@
先把铂丝!催化剂"加热到红热以后%插入到锥形瓶内浓氨水上

方%同时鼓入空气&看到有红棕色气体产生%但立刻形成白色烟雾%铂

丝继续保持红热&
新教材上介绍的实验装置有了很大的改进!如下图"&

比较上述两个实验%你认为新教材介绍的装置比老教材的原装置有哪些优点?
第一%原来是一个敞口的装置%有毒气体一氧化氮(二氧化氮都会逸散到空气中’改进后

的装置是基本密封的%减少或消除了对环境的污染&
第 二%原来装置中%反应物!氨气(空气"和生成物!一氧化氮(水"混合在一起%难以观察

到 明 显 的 现 象44 红 棕 色 气 体%而 主 要 看 到 白 色 烟 雾%其 中 烟 是 GH.GD, 小 颗 粒%雾 是

HGD,小液滴&这些烟雾是如何产生的呢?!掌握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新教材上的装置(
产物和反应物分开%可以看到在倒置的烧瓶内有红棕色气体&

第三%原来用价格昂贵的铂丝做催化剂%改进后用三氧化二铬做催化剂%经济上便宜多

了&而且用价格贵的铂金做催化剂%实验室只能用铂丝%最多用一束铂丝%因为反应只在催化

剂表面进行%所以实验效果一般不佳&
在新教材的实验中%发现在倒置的烧瓶里%有时还是看到浓浓的白色烟雾%而不是红棕

色气体?这又是为什么?你以为还可以有哪些改进?
白色烟雾肯定是生成了硝酸和硝酸铵%如何生成硝酸的呢?在反应前虽然用碱石灰除去

了反应物中的水分%但在反应过程中又生成了水@.GH,C/D E) .GDC0H)D&而且%.GD
C)D

E
)
.GD)

CD)C)H)
E
D

.HGD,%GD转化为 HGD,%生成的水并未完全反应掉%尚有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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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反应过程中%氨和空气都不会完全反应掉%所以就不难理解生成硝酸铵了&
改进建议@首先从控制反应速率和平衡移动的角度考虑&控制鼓入空气的速率不要太

大’降低氨水的浓度!一般在 +g,或 +g.左右"&还有更保险的是在玻璃管后面加一个洗气

装置&既要洗去新生成的水%又要洗去多余的氨气%有效避免P烟雾Q的产生%当然选用浓硫酸

来洗涤最合适了&同学不妨进实验室去验证一下&

5>据报道%+223年合成的PG/Q的爆炸性极强&它实际上是一种带电荷的分子碎片&其

结构对称%/个 G原子排列成P#Q字形&如果所有 G原子都达到 3电子稳定结构%且含有 )
个PGqGQ三键%则PG/Q分子碎片所带电荷数是! "&

!L"+C !M")C !A"+Z !N")Z
本题所研究的内容是高新科技方面的材料%在所学的教材中肯定没有见识过&但根据题

意%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基础知识进行分析推理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氮 原 子 最 外 层 有 /个 电 子%通 过 写 电 子 式%对 每 个 G 原 子 的 /个 电 子 都 要 有 所 安

排%且 要 符 合@‘ 所 有 G 原 子 都 达 3电 子 稳 定 结 构%a 含 有 )个 PGqGQ三 键%

k
即

e
eGe

e
e

e
e
eGe

e G
ee

ee

e
eGe

e
e

e
e
eG le

e

C

&

从电子式可见%中间 G原子只能排 .个电子%所以PG/Q分子碎片带一个正电荷&结构式

可表示为 GqGEG$GqG!说明@写电子式或结构式不要求表达其空间构型"&
6>加热装有 .%&IH’气体的密闭容器中%当分解反应达到平衡时%已知 ’)!S"的体积分

数 为 (}%若 此 时 再 加 入 )%&I的 H’气 体%在 同 温 下 再 达 平 衡%测 得 ’)!S"的 体 积 分 数 为

*}%则 (和 *的关系是 &
本题粗看是一个计算题%实际上考核的仍是化学平衡的特征和移动&首先应写出其反应

的化学方程式%然后根据勒沙特列原理分析&
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H’!SUV" H)!S"C’)!S"
从化学方程式可知%该反应是一个反应前后气体体积不变的反应&只要达到平衡%且温

度保持不变%那么增大压强对此类反应来说%化学平衡不发生移动&但有的同学错误地认为@
P本题中反应达平衡后%增加 H’的量%就等于增大压强%平衡不受影响Q&这叙述有两点错

误@‘ 在讨论平衡移动的因素时%所述的改变压强%通常是指由于体积变化而使压强改变&
如果因容器体积减小而增大压强%则对反应前后气体体积总数不变的反应而言%实质上使体

系中所有的气体!包括反应物和生成物"的浓度都增大%而且增大相同的倍数%所以平衡不移

动&a 本题中%反应达平衡后%再加入 )%&IH’&不错%体系中压强确也增大%但由于加入了

反应物而增大压强%就不属‘中讨论的情况了&如果加入的是稀有气体%已在k疑难解析l)
中讨论过&本题加入反应物 H’)%&I%当然属于增加了反应物浓度%平衡一定向正反应方向

移动&
解答@起始反应从 .%&IH’气体分解开始%达平衡时%’)占 (}%再加入 )%&IH’气体%

平衡向正方向移动&由于温度不变!平衡常数不变"%且都是从 H’分解起始%所以平衡时%各

组分的百分含量不会改变%可以看作是两个相同的平衡体系合并%也可看作 H’的起始量是

!)C."%&I%结论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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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兴趣%可以通过平衡常数计算如下@
因为反应前后%气体体积相等%所以可以用物质的量代替其浓度进行计算&

)H’!SU VYYYYY" H)!S"C’)!S"
起始!+". * *
平衡!+".Z), , ,

再加入 )%&I后 ’)的百分含量m(}m ,
.Z),C,C,m

,
.

起始!)".Z),C) , ,
平衡!)".C)Z),Z)- ,C- ,C-

’)的百分含量m*}m ,C-
.C)Z),Z)-C,C-C,C-m

,C-
.C)

.m ,)

!.Z),")

第一次平衡

m !,C-")

!.C)Z),Z)-")

第二次平衡

/ ,
.Z),m

,C-
.C)Z),Z)-

通过比例式%处理后得@,
.m ,C-

.C)%故 (m*&

7>汽油不完全燃烧的化学方程式为 )A3H+3C),D) E
点燃

+)AD)C.ADC+3H)D%人体吸

进 AD后%空气中的 AD(D)与人体的血红蛋白建立如下平衡@

ADCH0%D E) D)CH0%AD!H0%为血红蛋白"
已知@此反应的平衡常数 .m)+*%当 H0%AD浓度为 H0%D)浓度的 )}时%人的智力

将受到严重损伤&
某 .*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能有效利用标准状况下的空气为 )>).f+*0%,!D)约占空气

体积的 )+}"%以每辆汽车满负荷行驶每天约有 )3>/S汽油不完全燃烧%此城市如达到中等

国家水平%平均每十人有一辆汽车&试回答@
!+"平衡常数 .的表达式

!)"空气中含氧气 %&I!标准状况"

!,"一氧化碳的最大限度 1!AD"21!D)"3 人的智力不受损伤&
在人类生活中%许多状态都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例如化学平衡(物理平衡(人体体液的

酸碱平衡(水平衡%以及贸易平衡(供求平衡(心理平衡%等等&前者属于自然界的%后者属于

社会的&
本题是典型的背景!新情景"题目%考核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解这样的题%首

先要找到与自己掌握的基础知识
e
相

e
关

e
的

e
材

e
料&题中涉及的平衡体系是环境与人体的平衡%而

勒沙特列原理不仅适用于化学平衡体系%更是
e
自

e
然

e
界中的一条普遍规律%适用于所有的动态

平衡&解答如下@

!+".m1!D)"e1!H0%AD"
1!AD"e1!H0%D)"

!)")>).f+*0f+*,f)+}4
))>.42%&I m)>+f+*1%&I

!,")+*m1!D)"e1!H0%AD"
1!AD"e1!H0%D)"m

1!D)"
1!AD"e)}

故1!AD"
1!D)"m

)}
)+*52>/f+*Z/!极限值"

人的智力不受损伤%比值必须p2>/f+*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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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氮气的下列三个化学反应@G)C,H)

高温高压

U VYYYY
催化剂

)GH,%G)CD) E
放电

)GD%G)C,!S

E
点燃

!S,G)%你是怎样理解的?
因为氮气很稳定%很多情况下甚至可以当作惰性的气体&但在上述三个反应里%氮气分

别表现出氧化性和还原性&故应从下列两方面去理解@‘ 与氮气反应的物质都很活泼!典型

氧化剂(还原剂(活泼的金属"%且反应条件很苛刻%所以写化学方程式时%条件是万万不可缺

少的%因为没有了这些条件%反应就不会发生&a 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说明了在一定的

条件下%P不可能Q会转化为P可能Q的哲学道理&
我们学习自然科学%决不能死记硬背知其然%更重要知其所以然&
6>根据P同温同压下气体扩散速率与式量的平方根成反比Q的原理&在一根 +**|%长的

玻璃管两端分别盛有氨气和氯化氢气体%当两种气体同时扩散%约在什么位置相遇生成白

烟?
这是一个数学(化学综合题%考查的是学习能力&要求学生自学材料后会应用处理问题&

本题对数学的要求不高%只要理解 HAI(GH,两化学式式量的平方根成反比并进行简单运

算&化学上只要知道 HAICGH E, GH.AI!白烟"%且不要求写化学方程式&
设@约在离 HAI(|%处生成白烟&

$7 +** E|% 7
HAI8 8 8GH,

(|% 白烟

9,0>/
9+1

m+**Z(
( (5.*>//!|%"

7>如何学习合成氨时的条件?
如果我们只去记住合成氨时的几个重要条件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大多数人将来不

一定去从事这项工作%况且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重要的是%我们在学习讨论合成氨时所需条

件的
e
过

e
程中%去领悟(体会其中的思想方法和一般原理%对今后具体地解决一些与生产实际

相关的问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合成氨的讨论%推广到生产条件选择的一般原则@!+"提

高产量&综合考虑反应速率(平衡常数!决定混合体系中产物的百分含量"及达到平衡所需的

时间&!)"对设备的要求及可行性&!,"反应机理!开发或选择某种催化剂"&!."经济效益&
!/"对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
<

<<<<<<<<<<<<<
<

=

==

=

&

三(分 层 练 习 !时间@89分钟"

分层练习一

一(选择题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5>氮气是一种稳定的气体%其原因是! "&
!L"氮元素的非金属性比较弱 !M"氮气分子中的化学键键能很大

!A"氮气中混有稀有气体的缘故 !N"氮原子的半径很大

6>冶炼金属镁时%得到的高温状态的镁%冷却时应放在下列气体中的! "&
!L"氧气 !M"氯气 !A"氢气 !N"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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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氮 气 进 入 超 导 试 验(器 官 移 植(麻 醉 手 术 等 领 域%是 应 用 了 氮 气 下 列 性 质 中 的

! "&
!L"沸点特别低 !M"高温下能与金属反应

!A"能与氢气反应 !N"密度与空气接近

8>当氨气与氧气的混合气体通过热的铂催化剂时%下列物质不可能产生的是! "&
!L"H) !M"GD) !A"HGD, !N"GH.GD,

9>能将氯化钾(硫酸钠(硫酸铵(硝酸铵四种无色溶液加以区别的一种试剂是! "&
!L"MJAI) !M"MJ!DH") !A"LSGD, !N"GJDH
w>属于氮的固定的是! "&
!L"植物从土壤中吸收含氮养料

!M"豆科植物把含氮化合物转变为蛋白质

!A"将氮转变为硝酸%再转变为其他含氮化合物

!N"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变为含氮化合物

~>在一定条件下%反应 )\]!SUV" \)!S"C])!S"达到平衡状态的标志是! "&
!L"单位时间内生成 :%&I的 ])%同时生成 :%&I的 \]
!M"单位时间内生成 :%&I的 \)%同时生成 :%&I的 ])

!A"单位时间内生成 ):%&I的 \]%同时生成 :%&I的 ])

!N"容器内的压强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在 一 定 温 度 和 压 强 下%G)D UV. )GD)Z[的 反 应 达 到 平 衡%下 列 条 件 可 以 提 高

G)D.分解率的是! "&
!L"充入一定量 G)D. !M"增大压强 !A"减小压强 !N"降低温度

+>向反应容器中加入一定量的 L和 M发生反应@)LC UVM )A%A的浓度 1!A"随时间

;变化的图象正确的是! "&

56>相同质量的下列铵盐与足量的氢氧化钠共热时%产生氨气最多的是! "&
!L"GH.HAD, !M"!GH.")OD. !A"!GH.")AD, !N"GH.AI
二(填空题

55>氮族元素中属于金属的元素符号是 %属于半金属的元素符号是 &氮族

元素的最高价氧化物的通式为 %它们的气态氢化物中最稳定的是 %该分子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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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式是 &
56>氨气在标准状况下的密度为 ’实验室制氨气时可用 法收集’在试

管中集满了氨气%将其倒扣入大烧杯的水中%看到的现象是 %说明氨

气 &
三(简答题

57>某学生验证浓度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他在某天下午活动课中%配置了 )%&I24
的盐酸放在大烧杯中%取 )%4,%&I24的 GJ)O)D,溶液与 )%4该盐酸反应%明显产生浑浊

需 ,/_%接着就去观看足球比赛而停止实验&第二天早晨他又去用 )%4浓度为 .%&I24的

GJ)O)D,溶液与原盐酸 )%4反应%产生浑浊也需 ,/_左右%于是他得出结论%浓度对化学反

应速率的影响不大&请你评价该同学的这次实验&
四(计算题

58>把 +*S市售硫铵样品溶于水%加入过量的烧碱溶液%加热到氨气全部逸出并将生成

的氨气用 /*%4)>/%&I24的硫酸完全吸收%此时溶液呈酸性%然后用滴定管滴入 .*%4)>/
%&I24的苛性钠溶液后%刚好将剩余硫酸中和%求该市售硫铵样品的纯度及含氮百分率&

分层练习二

一(选择题 !每小题有 +<)个正确答案"
5>在氮的氧化物中%氮元素与氧元素的质量比为 1g+0%则该化合物可能为! "&
!L"GD !M"GD) !A"G)D, !N"G)D.

6>下列反应中%氮元素被还原的是! "&

!L"G)C,H)

催化剂

U VYYYY
高温高压

)GH, !M"G)CD) E
放电

)GD

!A")GDCD E) )GD) !N",!SCG) E
点燃

!S,G)

7>*>+%&I24的氨水中! "&
!L"1!GH,"m*>+%&I24
!M"1!GH,eH)D"m*>+%&I24
!A"1!GH,eH)D"C1!GH,"m*>+%&I24
!N"1!GH,"C1!GH,eH)D"C1!GHC

."m*>+%&I24
8>下列物质中%既可与氨气反应%又可与二氧化硫反应的是! "&
!L"硫化氢 !M"氯化氢 !A"水 !N"浓硫酸

9>下列混合物可用加热的方法分离的是! "&
!L"碘和氯化铵 !M"硝酸钾和硫酸钾

!A"氯化铵和氯化钠 !N"碘和二氧化硅

w>下列离子方程式正确的是! "&
!L"在氯化铁溶液中加入氨水@=0,CC,GH,eH) ED =0!DH",>C,GHC

.

!M"氨水与盐酸反应@GH,eH)DC EHAI GHC
.CAIZCH)D

!A"氨气与稀硫酸反应@GH,CH EC GHC
.

!N"硫酸铵与氢氧化钡溶液反应@GHC
.CDH EZ GH,hCH)D

~>增大压强%下列平衡不发生移动%但气体颜色有变化的是! "&

4754



!L")GD)!SUV" G)D.!S"C[
!M"M?)!S"CH)!SUV" )HM?!S"C[
!A"AD!S"CGD)!SUV" AD)!S"CGD!S"Z[
!N"G)C,H UV) )GH,C[
">在容积为 /*%4的注射器中充满 GD)%堵住针头%压强为 v+%将针筒活塞推至容积为

)/%4%此时压强为 v)%则 v+与 v)的关系正确的是! "&
!L"v)m)v+ !M"v)mv+ !A"v)o)v+ !N"v+pv)p)v+

+>硫酸铵在强热条件下分解%生成 GH,(OD)(G)和 H)D%反应中生成的氧化产物与还

原产物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
!L".g, !M")g, !A"+g+ !N"+g,
56>RH.’也是一种白色固体%关于 RH.’的描述正确的是! "&
!L"它的性质不稳定%高温下可分解生成无色气体

!M"它的水溶液显示酸性

!A"它能与强碱作用放出 RH,气体

!N"它是由非金属元素组成的共价化合物

二(填空题

55>从 的事实%可以知道氮是非金属性相当强的元素’而氮气的化学性

质又相当稳定%其原因是 %所以氮气参加的化学反应需要很高的条

件%这是用来 &
56>按下列要求写出有氨参加的反应@
!+"氨作还原剂@
!)"氨既不作氧化剂又不作还原剂@
!,"氨被氧化铜氧化为氮气@
三(简答题

57>有人提出可以把氨水滴入到生石灰中以制取氨气%请你说出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制

取氨气的理由%并为该实验选择一个气体发生装置&作出装置图&

58>工业上用一氧化碳和氢气反应来制取甲醛@ADCH)

催化剂

U VYY
F

HA
@@
D

HC[&试解释生

产中为什么选择了较高压强(催化剂和较高温度的条件&
四(计算题

59>取某白色固体%分成相等质量的两份%用一份固体与过量的氢氧化钠溶液加热反

应%放出能使红色石蕊试纸变蓝的气体&这些气体正好中和 ,*%4*>+%&I24的硫酸’用另一

份固体与足量的盐酸反应%放出无色无臭的气体%这些气体通入过量的澄清石灰水产生*>.S
沉淀&

!+"计算这种白色固体中所含阴(阳离子的物质的量之比&
!)"该白色固体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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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氮的氧化物(硝酸(气体的实验室制法(

<<<<<<<<<<<<<
<

<<<<<<<<<<<<<
<

=

==

=

未知液的鉴别

一(同 步 精 练

同步精练六 !氮的氧化物(硝酸"
5>氮元素是可变化合价最多的元素%它的正化合价有C+(C)(C,(C.(C/%写出其所

有的氧化物的分子式 %其中为硝酸酸酐的是 %亚硝

酸的酸酐是 &
6>选择题

!+"在温度和压强不变的条件下%把 )*%4一氧化氮与 +*%4氧气混合%充分反应后%
气体体积变为! "&

!L",*%4 !M")*%4 !A"大于 )*%4 !N"小于 )*%4
!)"在标准状况下%在一个容积为 A4的圆底烧瓶中集满二氧化氮气体%配上塞子(导

管等进行喷泉实验后%烧瓶中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为! "&

!L" A
))>.%&I24 !M" A

,,>0%&I24 !A" +
))>.%&I24 !N" +

,,>0%&I24

!,"下列关于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L"一氧化氮会使人的血红蛋白变质%是有毒气体

!M"一氧化氮微溶于水%是不成盐氧化物

!A"二氧化氮气体可用铜与浓硝酸反应制取%可用氢氧化钠溶液吸收

!N"二氧化氮和溴蒸气都是红棕色气体%可用湿润的碘化钾淀粉试纸鉴别它们

7>雷雨的雨水中含有少量的硝酸%试用化学方程式表示此硝酸产生的原因&
8>工业上用 ,.B氨%理论上可制取浓度为 0,}的硝酸多少吨?!设反应中一氧化氮转化

为硝酸时的利用率为 2/}"&

同步精练七 !氮的氧化物(硝酸"
5>硝酸和盐酸共有的性质有! "&
!L"挥发性 !M"稳定性 !A"强酸性 !N"强氧化性

其中盐酸具有而硝酸不具有的性质是 &用化学方程式表示硝酸不具有这种性质

的原因 %再用一个化学方程式表示盐酸不具有而硝

酸具有的性质 &
6>当盐酸和硝酸以 之比为 混合时%称为 %可以与极不活泼的

金属 等反应&
7>解释下列实验现象或生产事实@
!+"铜与稀硝酸反应所得溶液为蓝色的%铜与浓硝酸反应所得溶液却为绿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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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硝酸代替盐酸与大理石反应制取二氧化碳气体%而不可用硫酸代替盐酸与

大理石反应制取二氧化碳气体&

!,"运输浓硝酸可以用铝槽车&

!."不可以用硝酸代替稀硫酸与锌粒反应制氢气&

8>在实验室中%浓硝酸为什么必须盛放在棕色瓶中?你知道还有哪些物质需盛放在棕

色瓶中?
9>加热完全分解 CS硝酸铜%产生的气体平均相对分子质量为! "&
!L".,>) !M",2 !A"o.,>) !N"p.,>)
用排水集气法去收集这些气体%集得气体体积为! "&

!L")C
+33f

+
,f))>.4 !M" C

+33f
+
)f))>.4

!A" C
+33f

+
)C)C

+33fD E+
, f))>.4 !N"*4

同步精练八 !氮的氧化物(硝酸"
5>依次标出下列物质或原子团中氮和锰的化合价&
!+"G)D%HGD,%GH.GD,%GDZ

)%GHC
.

!)"!FD)%!FAI)%!FDZ
.%!FD)Z

. %!F)D1

6>氧化还原反应的实质是在反应中有 %其特征是

&
7>配平下列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并按要求填空&
!+" HAIDC RC H)D44 HAIC H,RD.

被氧化% 是氧化剂&
!)" G)OC HGD,44 GGD,C O>C GDhC H)D

被还原% 是还原剂&
!," G!FD.C HAI44 GAIC !FAI)C AI)hC H)D
若反应中有 )%&I电子转移%则生成的氯气在标准状况下为 4%被氧化的 HAI为

%&I&
!." GM?D,C GM?C H)OD.44 M?)C G)OD.C H)D
反应中被还原的元素与被氧化的元素的质量比为 &
!/" G!FD.C H)OC H)OD.44 G)OD.C OC !FOD.C H)D
反应中转移的电子数为 %若反应中氧化产物为 3*S时%耗用氧化剂的物质的量为

%被氧化的物质的质量为 &
8>铜与一定量的浓硝酸反应%收集到了二氧化氮(四氧化二氮和一氧化氮三种气体%折

算到标准状况下%二氧化氮为 .>.34%四氧化二氮为 )>).4%一氧化氮为 )>).4&问@反应中

消耗了多少质量的铜?被还原的硝酸和未被还原的硝酸各为多少物质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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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精练九 !气体的实验室制法"
5>实验室制备气体的化学反应%应该反应条件简单(药品廉价易得(反应速率适宜(产

生气体较纯(反应所需仪器常用且操作方法简便安全&下列反应都可产生氨气@

!L"G)C,H)

催化剂

U VYYYY
高温高压

)GH,

!M")GH.AI!_"CAJ!DH")!_" E
F

AJAI)C)GH,hC)H)D

!A"GH.HAD,!_" E
F

GH,hCH)DCAD)h

!N"树叶(杂草 E
腐烂

逸出 GH,及 H)O等气体

!H"浓氨水
微热

E
F

逸出 GH,及少量水蒸气

!="GJDH!_"CGH.AI!_" E
F

GH,hCH)DCGJAI
其中适宜用来在实验室制氨气的是!写编号" ’不宜用来在实验室制氨气的有

!写编号" %并分别简述理由&

6>用下列反应来制备气体%适宜在启普发生器中进行的有!写编号" %适宜

与用二氧化锰跟浓盐酸反应制氯气相同发生装置的有 &
!L"GJ)AD,e+*H)D!块状"C)HGD,!稀 E"

)GJ)GD,CAD)hC++H)D
!M"=0O!块状"C) EHAI =0AI)CH)Oh

!A"ABC)H)OD.!浓" E
F

ABOD.COD)hC)H)D

!N"浓氨水 E
AJD

GH,h
剩下的!写编号" 可以用另一种装置来发生气体%请

你在右侧框内画出这种装置图&
7>实验室收集气体的一般方法有

等三种&有甲同学设计如下图装置将二氧化碳和氢

气分别收集在圆底烧瓶中%则 )可收集 %I可收集 &乙同

学受到甲的启发设计了一种P向上排水法Q收集气体并粗略测量集

得气体体积的装置%请你画出这个装置的装置图&此装置可以收集

下列气体中的! "&
!L"H= !M"G) !A"H)O !N"GD)

8>下列气体含有括号内的杂质%除去杂质所用的药品及装置都正确的是! "&
!L"H)!H)O"@二氧化硫 洗气瓶 !M"AD)!HAI"@饱和碳酸钠溶液 J形管

!A"AD)!OD)"@高锰酸钾溶液 洗气瓶 !N"AD)!AD"@氧化铜 干燥管

同步精练十 !未知液的鉴别"
5>写出下列离子的一般的鉴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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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Z@
!)"AD)Z

, @
!,"OD)Z

. @
!."GHC

.@
6>当两未知溶液中分别含有 AIZ离子和 OD)Z

. 离子时%用 鉴别比较适宜’当两

未知溶液中分别含有 OD)Z
, 离子和 AD)Z

, 时%检验的方法是

&
7>某未知液中可能含有@’Z(GC(OD)Z

. (DHZ&请你加以检验%写出实验步骤(可能的现

象及结论&
8>下列各组离子在强酸性溶液中能大量共存%且溶液呈无色的是! "&
!L"!S)C(AIZ(GDZ

,(MJ)C !M"GHC
.(GJC(AD)Z

, (O)Z

!A"AB)C(OD)Z
. (GC(GDZ

, !N"’Z(DHZ(=0,C(GHC
.

9>某无色溶液中可能含有 AIZ(OD)Z
. (AD)Z

, (MJ)C(AB)C(GJC等离子&取样加入足量氯

化钡溶液产生白色沉淀%过滤%取滤液加入硝酸银溶液%产生不溶于稀硝酸的白色沉淀&取滤

渣加入足量的稀盐酸%滤渣部分溶解并有气泡产生&则该溶液中肯定存在 离子%
肯定不存在 离子%可能存在 离子&写出有关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对可能存在的

离子加以检验的方法是@

<<<<<<<<<<<<
<

<<<<<<<<<<<<
<

=

==

=

&

二(导 学

5>氮有多种氧化物&氮有五种正化合价%却有六种氧化物@G)D(GD(G)D,(GD UV)

G)D.(G)D/&常温下%除了 G)D/是液体外%其余都是气体&特别要注意的是%所有的氮的氧化

物都有毒&
6>硝酸的通性和特性&
通性%是指 HC的性质%即具备酸的通性!自行总结一下有哪些性质"&特性%是指硝酸的

e
强氧化性&这个P强Q字%至少可以认为在 HGD,中C/的氮的氧化性要强于 HC%所以在与还

原剂反应时%总是G
C/

得到电子%转变为 GD或 GD)%而不是 HC得电子&
!+"跟金属反应@除金(铂外%硝酸几乎可氧化所有的金属到

e
高

e
价金属盐%本身被还原成

二氧化氮!浓硝酸"或一氧化氮!稀硝酸"&很活泼的金属能够把稀硝酸还原成铵盐&铝和铁

与浓硝酸接触时%表面上生成一层致密的氧化物!膜"%阻止了金属的进一步氧化%化学上称

之为 钝 化 现 象&但 在 高 温 下%硝 酸 照 常 与 铁(铝 反 应@=0C0HGD,!浓" E
F

=0!GD,",C
,GD)hC,H)D!如果 =0过量%放在下一章讨论"&

!)"与非金属反应@像碳(硫等一些非金属单质%在一定条件下均可被硝酸氧化@

AC.HGD,!浓" E
F

AD)hC.GD)hC)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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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0HGD,!浓" E
F

H)OD.C0GD)hC)H)D!硝酸足量"

R.C)*HGD,!浓" E
F

.H,RD.C)*GD)hC.H)D
通过这三个反应%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 非金属单质都被氧化到最高价!可见硝酸的

氧化性很强"&a 氧化产物的存在形式主要决定于对应的高价化合物!氧化物或对应水化

物"在水溶液里的稳定性%如 H)AD,不稳定就以 AD)形式存在&b 硝酸总被还原到一氧化

氮或二氧化氮&

!,"与低价化合物的反应@若某化合物中含有低价态的元素!例如=0
C)

(’Z(O)Z等"遇硝酸

时%一般被氧化到最高价@
0=0OD.C)HGD,!稀"C,H)OD E. ,=0!OD.",C)GDhC.H)D

F̂OC3HGD,!浓 E" F̂OD.C3GD)hC.H)D
硝酸在上述反应中%有的只表现出氧化性%有的既表现出氧化性%又表现出酸性&如果硝

酸在反应中%所有的氮元素的化合价都发生了变化!降低"%就说明硝酸只表现出氧化性’若

在反应中%只有部分氮元素的化合价降低%部分氮元素的化合价没变%则硝酸兼酸性与氧化

性于一身&
!."浓硝酸的不稳定性&浓硝酸见光或受热要分解@

.HGD,!浓"
光

或
E
F
.GD)hCD)hC)H)D

通 过硝酸的分解反应要理解如下几点@!+"不稳定性是发生了化学变化%属于化学性

质’而挥发性是物理性质&23}以上的浓硝酸常称为发烟硝酸%P发烟Q实质上也是挥发性%因

为此处的P烟Q实际是P雾Q!看看教材中是如何描述的"&!)"通常看到的浓硝酸呈黄色!纯净

的硝酸是无色的"%是因为硝酸分解产生的红棕色二氧化氮气体溶解于硝酸&由于颜色与浓

度有关%硝酸中二氧化氮的量比较少%所以看到的硝酸是黄色或浅黄色&在浓硝酸溶液中%存

在着 ,GD)CH) UVD )HGD,CGD平衡%因为 H)D的量少%1!HGD,"大%所以 GD)能比较

稳定地存在&硝酸由于不稳定%所以应盛在棕色瓶中%贮存时注意放在黑暗(低温处&
7>工业上用氨的催化氧化方法来制取硝酸&
!+"要掌握工业上从氨出发%最后合成硝酸所经历的三步主要化学反应@

第一步 .GH,C/D)

高温(高压

U VYYYY
催化剂

.GDC0H)D

第二步 )GDCD E) )GD)

第三步 ,GD)CH) ED )HGD,CGD
因为工业生产上的有用的尾气是一定要循环使用的%所以第二(三步反应可理解为!合

并"@
.GDC,D)C)H) ED .HGD, 或 .GD)CD)C)H) ED .HGD,

由此可以看出%在以氨为原料合成硝酸的工业生产过程中%各物质的量的关系如下@
GH,<GD<GD)<HGD, 或 GH,<HGD,

可以理解为氮元素在理论上没有损耗&如果从氨制硝酸铵%则物质的量关系是 )GH,<

GH.GD,&

!)"硝酸的浓缩&因为硝酸有挥发性%且受热不稳定%所以不能单纯用加热蒸发溶剂的

方法进行浓缩&需同时加入硝酸镁或浓硫酸作吸水剂%可将 /*}的硝酸浓缩到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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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采用了循环使用的流程%但一定还有尾气排出%主要成分是一氧化氮和二氧化

氮%常用碱液来吸收@
GD)CGDC) EGJDH )GJGD)CH)D
因为尾气都是有毒气体%所以尾气的吸收十分重要&
8>硝酸盐的重要性质&
硝酸盐一般都是结晶得很好的易溶于水的化合物&
!+"硝酸盐受热易分解%都产生氧气&分解产物有一定规律!以金属活动性为序"@

G<GJ 其硝酸盐 E
F

亚硝酸盐CD)h

!S<AB 其硝酸盐 E
F

金属氧化物CGD)hCD)h

HS<LB 其硝酸盐 E
F

金属单质CGD)hCD)h

!由于很不活泼的金属氧化物受热易分解得金属单质&例 )HSD E
F

)HSCD)h%所以

可认为第三种规律从属于第二种规律"&
!)"硝酸盐具有强氧化性&硝酸盐在高温时才表现出氧化性%原因是分解出原子氧具有

很强的氧化性&硝酸盐的溶液一般不考虑其氧化性!在酸性介质中除外"&这种性质和次氯

酸的氧化性相似&HAID的氧化性并不是AI
C+

有什么氧化性%而是它容易分解出原子氧@
E

HAID
HAICD%) ED D)h!总结一下%还学过哪些物质具有类似的性质?"
火药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成分一般是一硝二硫三木炭%它的质量比

约是 GGD,gOgAm+/g)g,&
!,"可从硝酸盐制硝酸&利用硝酸的挥发性%可用高沸点酸制低沸点酸的原理!与实验

室制盐酸相似"制硝酸@
GJGD,!_"CH)OD.!浓 E" GJHOD.CHGD,h

GJGD,俗称硝石%所以硝酸也是 HGD,的俗称&

!."硝酸盐的检验方法&有一种叫P棕色环Q法%即用浓硫酸(铜片与某种盐共热%若有红

棕色气体产生%则能确定该盐为硝酸盐&这里包含两个反应@一是硝酸盐与浓硫酸共热得硝

酸%二是铜片与硝酸共热产生二氧化氮&
9>氧化还原反应化学方程式的配平及启示&氧化还原反应的特征是参加反应的物质中

有一种或几种元素的化合价发生了变化%其实质是因为在反应过程中电子发生了转移!得失

或偏移"%所以配平是根据其特征或实质进行的&从实质看%电子总是从还原剂转移到氧化

剂&而且还原剂失去的电子总数与氧化剂得到的电子总数总是相等的%因为得失电子总数相

等%所以可以用最小公倍数法&在配平过程中会碰到很多具体的问题%可以在训练时不断地

体验(领悟%总结方法规律%得出经验&
通过对氧化还原反应化学方程式配平的过程的理解%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应用于化

学 计算中会带来很多方便&例如 配 平,ABC)HGD,!稀 E" ,A

化合价升高

>
)f ,

B!GD,")C)G

化合价降低
h

,f )

DCH)D的 过

程%可以发现氧化剂 HGD,中氮原子的个数总是与其还原产物 GD中的氮原子的个数一致

的&同样%还原剂 AB的原子个数总是与其氧化产物 AB!GD,")中 AB)C 的个数一致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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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D,在这个 反 应 中 有 两 处 用 途@一 是 做 氧 化 剂 )%&I&二 是 提 供 GDZ
,!做 酸"0%&I!总 是

AB)C的 )倍"%所以总数是 3%&I&配平的过程%应该对氧化还原反应中各种物质之间量的关

系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性质比较

一氧化氮 二氧化氮

物理性质
无色气体

难溶于水

红棕色气体%有刺激性气味

可溶于水

化学性质 是不成盐氧化物 成盐氧化物!成盐时化合价发生改变"

实验室制取 ,ABC3HGD,!稀" E
F

,AB!GD,")C)GDhC.H)D
ABC.HGD,!浓" E

F

AB!GD,")C)GD)hC)H)D

相互关系 )GDCD E) )GD) ,GD)CH) ED )HGD,CGDh

氮及其化合物之间相互转化@
AD)

H,RD.

H)OD
K
L

M.
CGD) AB!GD,")C

GD
!GD)

h h
"

!S,G)

!S

h
点

燃

GHC
.

DHZ

H
U VYYC GH,

H)

高温(高压
$

催化剂

G)
D)
E

放电
GD

D
E
)
GD)

H)D

F
U VYYYY

或光照
HGD, E

GJDH
GJGD

h

E

,

GJGD $)催化剂(加热
D) GJDH 加热

A>R
e
>O AB

5>怎样理解P纯净的二氧化氮气体是不存在的Q这句话?
由于 GD)与 G)D.气体自成平衡体系@)GD)

!红 棕 色
UV

"
G)D.
!无 色"

%所以%严格地说%纯净的二氧化

氮气体是没有的&正因为二氧化氮气体中一定存在着一定量的四氧化二氮!尽管一般状况下

后者的量较少"%所以测得的密度也较理论值高 标准状态下大于 .0
))>.D ES24 %这些都与平衡

体系的存在有关&但同学在遇到有关二氧化氮的问题时%也不要处处拘泥于四氧化二氮的存

在%不是专门的问题讨论%一般也不必考虑后者对平衡的影响&这可以从后面的k例题辨析l
中去领悟%把握分寸&

6>如何解决有关二氧化氮(一氧化氮(氧气等各种组合的混合气体溶于水!水柱上升"
的问题讨论?

首先认识涉及的反应@)GDCD E) )GD) ‘
,GD)CH) ED )HGD,CGDh a

将‘a两式相加%约去 GD得@.GD)CD)C)H) ED .HG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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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a两式相加%约去 GD)得@.GDC,D)C)H) ED .HGD, N
理解@把b式与N式比较%形成 .HGD,时%所需氧气%GD比 GD)多 )D)%即 .个氧原

子%这不正是 .GD比 .GD)所少的 .个氧原子吗?b式还可以与浓 HGD,!见光或受热"分解

的化学方程式联系起来理解(记忆&
理解了上述四个反应%在讨论 GD)(D)的混合气体溶于水时%就可以用b式和a式来分

析%可能有三种情况@

J>A!GD)"gA!D)"m.g+!摩尔比也一样"%则恰好完全反应%无尾气%理论上水柱可

升到试管底部&

z>A!GD)"gA!D)"o.g+%GD)过量%则一定要考虑过量的 GD)与 H)D反应!a式"%

尾气转化为 GD%体积是过量 A!GD)"的 +
,&

|>A!GD)"gA!D)"p.g+%D)过量%则剩余气体就是 D)&
同理%讨论 GD(D)的混合气体时%只需根据N式来考虑尾气的成分%虽然也分三种情

况%但 z种情况也很简单%方法与前面所述相似&
7>如何认识氧化还原反应的规律?
大 多数同学都机械地记着P强还原剂C E强氧化剂 弱还原剂C弱氧化剂Q的反应规

律&对反应物中的氧化剂(还原剂是认识的%对生成物中的氧化剂(还原剂就不太清楚了&因

为从初三开始就认识了不少的氧化剂和还原剂%无一不是从反应物中找的&对反应

ABDCAD E
F

ABCAD)h
来说%我们通常指的氧化剂是 ABD%还原剂是 AD%这自然是对正反应而言&但对逆反应而

言%则 AB是还原剂!因逆反应AB E
*

AB
C)

D化 合 价 升 高"%AD)是 氧 化 剂!因 碳 的 化 合 价 降

低"&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例如要比较氧化(还原剂的强弱"%一般只指正向的反应&所以通

过 反应@ABD!强氧化剂"CAD!强还原剂" E
F

AB!弱还原剂"CAD)!弱氧化剂"就可以比较

其强弱@氧化性 ABDoAD)’还原性 ADoAB!在高温条件下"&

5>地处长江口的崇明岛%是我国第三大岛&素有水清(土净(空气新的美称%是一块环保

的绿岛&)*世纪 2*年代%上海市自来水的取水口一再从黄浦江上移%后又移到淀山湖上游&
曾有专家提议%将取水口放到崇明岛县城附近的老氵效河&但经过考察%发现水域中铵态氮含

量明显超标%而不宜作取水口&请你分析超标的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应用类问题%难以有很标准的答案&解题的关键是@阐述的观点要有

科学依据%与实际情况有联系%针对性强’提出的建议有实用价值%有可行性%最好是具备可

持续发展性&对本问题!可看作是一个课题"的讨论%如下思考仅供参考&
崇 明 岛 是 一 个 农 业 县&超 标 的 铵 态 氮 的 主 要 存 在 形 式 应 该 是 GHC

.%水 体 中 大 量 的

GHC
.%其主要来源应该是过量施用化肥的结果&那么施用铵态氮肥为什么不被作物吸收而

大量流失呢?
由于土壤中的胶体分散质微粒带有负电荷%可以吸附铵态肥料中的铵根离子%正常情况

下%铵根离子不易流失%其中氮元素慢慢被作物吸收%而促进作物生长&)*世纪八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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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由于经济的宽裕%大田生产中贪图方便(省事%所以种田施肥
e
多用化肥%很少施用有机肥

料!农家肥"&长期施用化肥%使土壤中带负电荷的胶体分散质微粒被阳离子所饱和%过度施

入铵态肥料%GHC
. 就不再被阳离子饱和的土壤胶粒吸收而随水体流失&日积月累%就会影响

水体的质量%同时使土壤板结&还有些次要的原因%是多座中小型氮肥厂!尤其是小化肥厂"
废水(废气的排放%某些乡办厂!如漂染(色织厂等"对三废处理的不到位都将影响到水体的

质量&
改进措施@‘ 重视农业科普%推广合理施肥%化肥和有机肥相间施用%既有利于作物生

长%又保障土壤结构不被破坏%还节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a 改良土壤结构&b 加强对工

厂三废的处理和布局的调整%等等&
由上述可知%要分析解决本问题!课题"光具备化学课本知识是不够的%要借助一些资料%

还要了解一些化学之外的如有关生物(地理%甚至包括人文(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6>GD(!主要是 GD)"是汽车尾气的主要成分&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汽车越来越多%

污染越来越严重&科学家已经找到一种物质能把 GD)转化为无毒的含氮元素的物质%请你

写出可能的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但是该反应在通常状况下速率极其小%所以效果不佳%你认

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分析@无毒的含氮元素的物质%我们非常熟悉的是氮气&如何将GD E( G)%也是大家

十分熟悉的%只要加入还原剂即可&选择何种还原剂最为适合?GH,是值得考虑的!想一想

为什么?"有关化学方程式如下@
0GD)C3GH E, 1G)C+)H)D

确实%科学家找到的还原剂正是氨&但由于氨的还原性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显示出来%所

以在通常状况下上述反应极缓慢&加大反应速率的因素很多%如加压(升温(使用催化剂%其

中使用合适的催化剂其效果是最显著的%所以认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开发合适的催化剂&

5>实验室通过如下的反应来制取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气体@

,ABC3HGD,!稀" E
F

,AB!GD,")C)GDhC.H)D ‘

ABC.HGD,!浓" E
F

AB!GD,")C)GD)hC)H)D a
如何从上述的反应中比较浓 HGD,氧化性大于稀 HGD,的氧化性?

比较两种物质的氧化性!或还原性"%有多种途径和方法&可根据P强氧化剂C
E

强还原剂

弱氧化剂C弱还原剂Q的反应规律’也可以根据金属或非金属的活动性顺序’还可以根

据电化学反应的规律%等等&在不同的反应里%还可以根据反应所需的条件%反应产物的价

态%等等&例如%在本题中可以很简单地根据反应条件或剧烈程度来判断&由于浓 HGD,与

AB反应的条件低!不需加热"%而稀 HGD,与 AB反应的条件!需加热"就高一些%说明两者

氧化性是浓 HGD,o稀 HGD,’或者在同等条件!常温"下%浓 HGD,与 AB反应比稀 HGD,

与 AB反应剧烈得多%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

让 同 学 很 不 理 解 的 是%为 什 么 相 同 的 还 原 剂 AB%能 将 稀 HGD, 还 原 到 G
C)

D%而 将 浓

HGD,还原到G
C.

D)&由于硝酸的还原产物受到诸多因素!浓度(还原剂强弱(温度(中间产物

等"影响%通常情况下%HGD,被 AB还原的产物是 GD%如果硝酸较浓%则 GD要被 HGD,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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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到 GD)&如果还原性较强的如 F̂(!S等金属与 HGD,反应%那么 HGD,被还原的价态肯

定低于C)价&
下面%我们尝试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即用相对的思维方法去比较&在反应‘中%还原剂‘

把C/价的氮还原到C)价’反应a中的还原剂a将C/价的氮还原到C.价&比较还原性@
还原剂‘o还原剂a%但两反应中还原剂均为铜%所以

e
相

e
对

e
而

e
言%氧化性@氧化剂‘p氧化剂

a%即稀 HGD,p浓 HGD,&不知道你是否领会这一种思想方法?
常见的错误有两种&一是用氧化剂!硝酸"中氮元素被还原的价态来判断氧化剂的强弱%

二是认为能够氧化的还原剂的物质的量越多%则该物质的氧化性越强&
正确的是可用还原剂化合价变化的程度来比较氧化剂强弱’或用氧化剂化合价变化来

比较还原剂强弱%且要在相同的反应条件下比较&
6>把 +>2)S纯铜放入盛一定量的浓硝酸的试管中%立即发生反应%当铜全部溶解时%共

产生气体 +>+)4!标准状态下"&求@在此反应中%共耗用硝酸的物质的量为多少?
分析@学生非常容易犯的错误是将产生的 +>+)4气体认为全部是 GD)&反应最初是与

浓 HGD,反应%但随着反应的进行%硝酸的浓度随之会降低%生成的气体会变成 GD&那么%
如 何去发现自己原有的想法是错误的呢?试题中有两个已知条件%通过计算会发现@根据

+>2)S铜 计 算 得 的 耗 用 HGD, 的 量!*>+)%&I"与 根 据 +>+)4气 体 算 得 的 耗 用 HGD, 的 量

!*>+*%&I"是不同的&发现了自己思维的错误%一定要仔细分析是哪里出了错&显然%本题中

判断铜全部溶解时%始终在浓硝酸溶液中是没有依据的&
解法 + 设与浓 HGD,反应的 AB为 (%&I%与稀 HGD,反应的 AB为 ,*%&I&

:!AB"m+>2)
0.m*>*,!%&I" :!GD(GD)"m+>+)

))>.m*>*/!%&I"

根据@ABC.HGD,!浓 E" AB!GD,")C)GD)hC)H)D
( .( )(

,ABC3HGD,!稀 E" ,AB!GD,")C)GDhC.H)D
,* 3* )*

得
(C,*m*>*,O)(C)*m*>*/

/
.(m*>*2O.*m*>*+

共耗用 HGD,@.(C3*m*>*2C*>*)m*>++!%&I"
由 上可知%即使是常规的解法%在计算过程中也有一定的诀窍!如本题设P与稀 HGD,

反应的 AB为 ,*%&I"%使复杂的计算变得很简单&
解法 ) 如果运用化学思维方式%非常重视化学原理%不只是把题目看作是计算%那么

解法要简单得多&
在前面k知识要点l/中%要求同学通过对氧化还原反应化学方程式配平过程的理解%从

中会得到一些启示而应用到化学计算中去&
本题 AB与 HGD,的反应中%HGD,总是一部分作氧化剂%一部分作酸!提供 GDZ

,"&作

氧化剂的 HGD,即是化合价发生变化最终变成了气体!无论是 GD还是 GD)"的那一部分

硝酸&由配平可知%气体的物质的量等于氮原子的物质的量%等于被还原的物质的量&作酸

的 HGD,%提供了 GDZ
,&其物质的量是 AB)C的物质的量的两倍&所以

:!HGD,%被还原"m:!气体"m+>+)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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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D,%提供 GDZ
,"m):!AB)C"m):!AB"m+>2)

0.f)m*>*0!%&I"

共耗用 HGD,@:!HGD,%被还原"C:!HGD,%提供 GDZ
,"m*>*/C*>*0m*>++!%&I

<<<<<<<<<<<<<
<

<<<<<<<<<<<<<
<

=

==

=

"

三(分 层 练 习 !时间@89分钟"

分层练习一

一(选择题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5>下列气体只能用排水集气法收集的是! "&
!L"GD) !M"H) !A"GD !N"AD)

6>不能使湿润的碘化钾淀粉试纸变蓝的气体是! "&
!L"GH, !M"GD) !A"AI) !N"碘蒸气

7>要制备相同量的硝酸铜%在下列反应中%消耗硝酸最少的是! "&
!L"铜与稀硝酸 !M"氧化亚铜与浓硝酸

!A"氧化铜与稀硝酸 !N"铜与浓硝酸

8>下列反应中是氧化还原反应%但水既不是氧化剂又不是还原剂的是! "&
!L"二氧化氮与水 !M"氧化钙与水 !A"钠与水 !N"氟气与水

9>铜与稀硝酸反应中有 *>+%&I电子发生转移%被氧化的铜是! "&
!L"*>,)S !M"0>.S !A"*>0.S !N",>)S
w>能把 GJGD,(MJAI)(GDH(MJ!DH")四种无色溶液加以鉴别的一种试剂为! "&
!L"GJ)AD, !M"GH.AI !A"!GH.")OD. !N"GJ)OD.

~>下列各组气体中%既可以用浓硫酸干燥又可以用碱石灰干燥的是! "&
!L"H)(AI)(HAI !M"D)(AD(AH.

!A"H)O(G)(GH, !N"AD)(GD(OD)

">室温下%在浓硝酸中最难溶解的是! "&
!L"银 !M"镁 !A"铜 !N"铁

二(配平下列氧化还原反应化学方程式%并填空&
+> G)A?D.C G’C HAI44 GAIC A?AI,C ’)C H)D

是氧化剂% 被氧化&电子转移数为 &
56> GH,C AI)44 GH.AIC G)

反应中如果有 .%&I氨气被氧化则转移电子的物质的量为 %生成的氮气在标

准状况下的体积为 &
三(55>如 图 所 示@甲 针 筒 中 有 )*%4

GD气体%乙针筒中有 +*%4D)气体%现把乙

针筒内的气体慢慢压缩注入到甲针筒内%可

以观察到的现象有@‘ %a &用化学方程式

表示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 &

56>实验室用甲酸液体加浓硫酸脱水来制取一氧化碳气体@HADDH
浓 H)OD.

E
F

ADhC

H)D&制取一氧化碳气体的发生装置与实验室制取下列气体的装置相同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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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 !M"H) !A"HAI !N"AI)
若要收集一氧化碳%应使用 法%并且注意要防止 &
四(计算题

57>已知硝酸银受热分解的化学方程式为@

)LSGD, E
F

)LSC)GD)hCD)h
使用排水集气法收集硝酸银受热分解放出的气体%在标准状况下为 +>034%则反应中产

生了多少克银?

分层练习二

一(选择题 !每小题有 +<)个正确答案"
5>容积为 )*%4的试管中充满了一氧化氮气体%把试管倒置于盛有蒸馏水的烧杯中%

再向试管中通入氧气%当试管内液面为试管容积的一半时%通入氧气的体积为! "&
!L"1>/%4 !M"+/%4 !A")/%4 !N",*%4
6>工业上%可以不经处理直接排放的气体是! "&
!L"AD) !M"GD) !A"GD !N"G)

7>下列物质与浓硝酸反应时%硝酸既表现出酸性%又表现出氧化性的是! "&
!L"铜 !M"木炭 !A"氢氧化铜 !N"硫化亚铁

8>下列叙述中%错误的是! "&
!L"常温下%铝制容器可盛放浓硫酸或浓硝酸%说明常温下铝与这两种酸不反应

!M"浓硝酸与铜反应生成二氧化氮%稀硝酸与铜反应生成一氧化氮%所以浓硝酸的氧化

性比稀硝酸弱

!A"浓硝酸必须保存在棕色瓶中%是因为浓硝酸不稳定%在光照下要分解

!N"石蕊溶液滴入浓硝酸中%开始变红色%时间稍长一点就会褪色

9>鉴别纯碱(石灰石(芒硝(石膏四种固体%可以选用下列试剂中的! "&
!L"硝酸 !M"水(盐酸

!A"氯化钡和硝酸的混合液 !N"水(稀硫酸

w>在制取下列各组气体时%发生装置和收集方法都可以相同的是! "&
!L"D)(GH, !M"H)(GH, !A"AI)(HAI !N"H)O(AD)

~>含有大量下列离子的各组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盐酸%溶液中各种离子的物质的量

基本不变的是! "&
!L" F̂)C(MJ)C(GDZ

, !M"GC(O)D)Z
, (AD)Z

,

!A"!S)C(GJC(OD)Z
. !N"LSC(GDZ

,(GHC
.

">下列各组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时%若反应物的量或反应条件变化时%可得到不同产物

的是! "&
!L"AB(HGD, !M"GJ(D) !A"=0(HAI !N"!S(G)

二(填空题

+>在一个注射器中吸入红棕色的二氧化氮气体%其中必然含有无色的 气体%原

因是 &再往该注射器中吸入水%充分反应后%针筒内的溶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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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的气体是 &
!L"GD !M"GD和 G)D. !A"G)D. !N"GD(GD)和 G)D.

简述理由是

&
56>某种混合气体中可能含有 GH,(D)(HAI(GD(OD)等气体&
!+"若将混合气体通入盛有过量酸化的硝酸银溶液的洗气瓶中%产生白色沉淀%剩余气

体遇到空气变红棕色%则混合气体中一定有 %一定没有 %可能含有

&
!)"若将混合气体通入盛有适量的澄清石灰水的洗气瓶中%产生白色沉淀%排出的气体

只能使湿润的红色石蕊试纸变蓝色%而遇空气不会变红棕色%则该混合气体中一定含有

%一定没有 %可能含有 &
55>金属镁与很稀的硝酸反应%除生成硝酸镁外%还有硝酸铵和水&试写出该反应的化

学方程式&

在反应中%硝酸被还原为 %由它再与过量的反应物反应而生成 &镁被氧

化为 %由它再与过量的反应物反应而生成 &可见硝酸在反应中显示了

性%反应中转移的电子数为 &被还原的硝酸与未被还原的硝酸的物质

的量之比为 &
三(计算题

56>在 +*%4的试管中集满了二氧化氮和氧气的混合气体%把试管倒置于水槽中@!+"
若水逐渐涌满试管%则混合气体中氧气和二氧化氮各为多少毫升?!)"若充分作用后%试管

中剩余 +%4气体%则混合气体中二氧化氮和氧气各可能为多少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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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阶段测试!一"

!时间@2*分钟"

一(选择题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每小题 )分%共 .*分"
5>下列性质按氮(磷(砷顺序表现为递增的是! "&
!L"非金属性 !M"气态氢化物的稳定性

!A"原子半径 !N"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酸性

6>下列关于氮气的用途%不正确的是! "&
!L"充填气球 !M"充填灯泡 !A"食品保鲜 !N"致冷剂

7>下列各组物质中的氮元素%既能被氧化又能被还原的是! "&
!L"GD(G)D, !M"GH,(GD)

!A"HGD,(GH.AI !N"G)D/(G)D
8>能用来作为氨气的干燥剂的是! "&
!L"无水 AJAI) !M"浓 H)OD. !A"R)D/ !N"碱石灰

9>下列不是铵盐与碱反应的性质的应用的一组是! "&
!L"解释铵态氮肥不可与草木灰混用

!M"实验室制取氨气!使用氯化铵与熟石灰"
!A"氨气可以用硫酸吸收

!N"检验铵盐

w>氨气与氧气在催化剂存在时发生反应%不会产生的现象是! "&
!L"催化剂保持红热

!M"可能会产生红棕色气体

!A"产生的气体通入水中%水溶液能使酚酞试液变红

!N"反应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白烟

~>一定条件下%下列各反应都处于化学平衡状态%减小压强或升高温度%化学平衡都能

向正反应方向移动的是! "&
!L")GD UV) G)D.C[ !M") UVGD G)CD)Z[
!A"G)C,H UV) )GH,C[ !N"AD)C UVA )ADZ[
">下列变化中%不可能一步完成的是! "&
!L"G E) GD) !M"HGD E, GD)

!A"G E) GH, !N"GD E) HGD,

+>关于硝酸的叙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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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浓硝酸是黄色液体%易挥发%易分解

!M"一元含氧酸%酸性强%很稳定

!A"保存在棕色瓶中%置于阴凉避光处

!N"能溶解所有金属%并用于制取氢气

56>下列离子与硝酸不反应的是! "&
!L"OD)Z

. !M"’Z !A"O)Z !N"AD)Z
,

55>把浓硝酸(浓硫酸(浓盐酸分别滴在三张蓝色石蕊试纸上%最终三张试纸上依次呈

现的颜色是! "&
!L"白(白(红 !M"红(红(红

!A"黑(黑(红 !N"白(黑(红

56>下列各组离子%在溶液中不能大量共存的是! "&
!L"HC(=0,C(GDZ

,(AIZ !M"AIZ(GJC(GHC
.(OD)Z

.

!A"GC(HC(=0)C(GDZ
, !N"LI,C(=0,C(GDZ

,(OD)Z
.

57>下列各组气体%在常温下因发生非氧化还原反应而不能共存的是! "&
!L"氨气和氯化氢 !M"硫化氢和二氧化硫

!A"一氧化氮和氧气 !N"氯气和硫化氢

58>合成氨生产中%使能量充分利用而节约能源的措施是! "&
!L"使用催化剂 !M"使用水冷却器

!A"使用热交换器 !N"使用氨分离器

59>为使制取二氧化碳的反应在启普发生器中进行%应选择下列反应原理中的! "&
!L"大理石与稀硝酸 !M"碳酸钠晶体与稀盐酸

!A"大理石与稀硫酸 !N"碳酸氢钠与稀盐酸

5w>硝酸与锌反应%如果在反应中锌与被还原的硝酸之间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g+%则硝

酸被还原为! "&
!L"GH, !M"G)D !A"GD !N"GD)

5~>下列说法中%一定表明反应 )OD)CD UV) )OD,已经达到平衡的是! "&
!L"OD)和 D)不再化合%OD,不再分解

!M"每生成 )%&IOD,的同时有 )%&IOD)生成

!A"每反应掉 )%&IOD)的同时有 +%&ID)反应掉

!N"每生成 )%&IOD,的同时有 +%&ID)反应掉

5">铜分别与足量的浓硝酸(稀硝酸(浓硫酸发生反应%如在相同状况下产生气体的体

积相同%则所需铜的质量之比为! "&
!L"+g,g) !M"+g,g+ !A".g3g+ !N"+g+g+

5+>盛有 A%4GD)和 GD混合气体的试管倒扣入水中%试管中剩余 ,
1A%4气体时%水

在试管中不再上升%则原混合气体中 GD)和 GD的体积比为! "&
!L",g+ !M".g+ !A"0g+ !N"1g+
66>可逆反应 CL!S"C:M!_UV" vA!S"CPN!S"达平衡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升高温度或增大压强%A的含量都减小%则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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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C:pvCP 正反应是放热反应

!M"CpvCP 正反应是放热反应

!A"CC:ovCP 正反应是吸热反应

!N"CpvCP 正反应是吸热反应

二(填空题 !化学方程式配平每题 )分%其余每空 +分%共 ,*分"
65>在 标 准 状 况 下%*>)+S某 气 体 的 体 积 为 +03%4%则 该 气 体 的 相 对 分 子 质 量 为

’如果此气体是双原子分子%且其原子中质子数与中子数相等%写出该气体的分子式

%电子式 和结构式 &
66>舞台上的幕布需用氯化铵溶液浸过后再晒干使用%这是为了防火%其能防火的原因

是 %若某氯化铵样品

含氮为 ).}!杂质不含氮"%此样品的纯度为 &取这种样品 +.>0S与足量的熟石灰

反应%在标准状况下可得氨气 4&
67>某温度下%在密闭容器中发生 )OD)CD UV) )OD,C[反应并达到平衡%在其他条

件不变时@!填P变大Q(P变小Q或P不变Q"
!+"升高温度%OD,的含量 %正反应速率 &
!)"增加氧气的浓度%OD)的转化率 %容器内的压强 &
!,"使用催化剂%反应体系总压强 &
!."使 OD)(D)和 OD,的浓度同时增加一倍%又达平衡后%OD,的浓度 &
68>某无色混合气体中%可能含有 AD(AD)(AI)(GH,(HAI(H)和水蒸气%使混合气体依

次通过澄清石灰水(氢氧化钡溶液(浓硫酸(灼热的氧化铜和无水硫酸铜%结果石灰水不变浑

浊%氢氧化钡溶液变浑浊%灼热的氧化铜变红色%无水硫酸铜变蓝色%则此混合气体中一定含

有 %一定不含有 %可能含有 &
69>配平下列氧化还原化学方程式%并填空&
!+" F̂C HGD,!稀"44 F̂!GD,")C G)DC H)D
电子转移数为 %被还原的 HGD,与未被还原的 HGD,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
!)" !FD.C OD)Z

, C HC44 !F)CC OD)Z
. C H)D

反应中%转移电子为 /%&I%则参加反应的 !FDZ
. 的物质的量为 %氧化产物的

离子的物质的量为 &

甲
D

E
)

乙
D

E
)

> >

丙

E

E

丁 戊

6w>如图所示%甲(乙(丙(丁(戊中都含有 短 周 期 表

内相同的一种元素%一定条件下能发生图示的转化%又知

戊和丁中该元素分别具有最高价和最低价%且它们之间

可发生反应生成一种盐&
!+"写 出 有 关 物 质 的 化 学 式@甲 %乙 %

丙 &
!)"写出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甲E丁

丁E乙

丙E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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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题 !化学方程式每个 )分%其余每空 +分%共 +)分"
6~>实验室常用 GH.AI和 AJ!DH")加热制取氨&
!+"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指出右图装置中的错误之处&

6">L(M(A(N 四 种 溶 液 各 为 G)AD,(G)OD.(H)OD.(
MJ!GD,")中的一种%分别取少量进行如下实验@在 L中加 A无明

显现象%在 L中加 N也无明显现象%在 M中加 N生成沉淀 H及一

种溶液%在 M中加 A生成沉淀及溶液 =%将 H加到过量 =中有气

泡产生&
!+"有关物质的化学式@M %A
!)"写出有关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LCM@
H加入过量的 =中@
四(计算题 !)2题 3分%,*题 +*分%共 +3分"
6+>在氨氧化制硝酸过程中%不另加水%也不使氮氧化物损失%则理论上得到的硝酸的

质量分数为多少?
76>+>2)S铜与一定量的浓硝酸作用%当铜反应完毕%产生气体的体积在标准状况下为

+>*)4&若用排水集气法收集这些气体%在标准状况下可收集到多少升?!铜与硝酸反应生成

的二氧化氮转变为四氧化二氮的反应不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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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阶段测试!二"

!时间@2*分钟"

一(选择题 !每小题有 +<)个正确答案%每小题 ,分%共 ./分"
5>汽车尾气中含有氮氧化物%严重污染大气%使用某种含氮化合物气体将它们转变为

无毒气体排放%该种无毒气体是! "&
!L"GH, !M"G) !A"G)D/ !N"G)D.

6>单质与浓硝酸混合%出现的情况依次为@‘ 反应生成相应的硝酸盐%a 反应生成最

高价含氧酸%b 钝化%N 不发生反应%符合这样要求的单质组是! "&
!L"AB(A(̂F(LB !M"LS(R(LI(RB
!A"=0(A(Rz(!S !N"AB(O(=0(LB
7>在相同状况下%三个等体积的烧瓶中分别集满 GH,(HAI和 GD)气体%将它们倒扣

于水槽中充分作用!设瓶内液体不扩散"%则三个烧瓶内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之比为! "&
!L",g,g) !M"+g+g+ !A")g)g, !N"/g/g.
8>可逆反应 ,GD)CH)D!SUV" )HGD,!S"CGDC[达到平衡后%要使 GD)的转化率

增大%可采取的方法有! "&
!L"通入水蒸气 !M"加压 !A"升高温度 !N"通入二氧化氮

9>对可逆反应 A!_"CH)D!SUV" AD!S"CH)!S"Z[达到平衡后%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L"升高温度%正反应速率增大%逆反应速率减小

!M"加入碳%平衡向正反应方向移动

!A"扩大容器体积%平衡向正反应方向移动

!N"加入水蒸气使容器内压强增大%平衡向逆反应方向移动

w>在下列情况下%氮气表现为氧化性的是! "&
!L"将文件放在氮气中杀灭蛀虫

!M"在放电条件下%氮气与氧气化合

!A"氮气与金属镁反应

!N"工业上用氮气与氢气合成氨

~>在 QHm*的溶液中%能大量共存的离子组是! "&
!L"AB)C(GDZ

,(AIZ(GC !M"M?Z(HADZ
,(GJC(GC

!A"MJ)C(OD)Z
. (OD)Z

, (GHC
. !N"GDZ

,(’Z(=0)C(G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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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单质能跟浓硝酸反应%若参加反应的单质与硝酸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g.%则该单

质被氧化的产物中%元素所显示的化合价可能为! "&
!L"C+ !M"C) !A"C, !N"C.
+>向 /*%4+3%&I24硫酸溶液中加入足量的铜片%充分反应后%被还原的硫酸的物质

的量为! "&
!L"小于 *>./%&I !M"等于 *>./%&I
!A"等于 *>2*%&I !N"介于 *>./%&I与 *>2*%&I之间

56>QHm)的某溶液中含有大量的 MJ)C和 ’Z%则溶液中含有的阴离子可能是! "&
!L"AIZ !M"OD)Z

. !A"GDZ
, !N"AD)Z

,

55>砷!L_"元素的原子序数为 ,,%则下列有关叙述不正确的是! "&
!L"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化学式为 HL_D,

!M"其气态氢化物的稳定性强于磷化氢%而弱于硒化氢

!A"砷单质在常温下一定为固态

!N"砷酸的酸性比磷酸的酸性弱

56>常温常压下%分别将等物质量的下列各组气体%在相同的固定容积的密闭容器中混

合%充分作用后%容器内压强由大到小的顺序是! "&
‘ GDCD) a GD)CD) b H)OCOD) N GH,CHAI
!L"a‘bN !M"‘abN !A"bNa‘ !N"Nb‘a
57>在两个注射器中装有颜色深浅相似的等体积的二氧化氮和溴蒸气%把活塞同时往

外拉至使气体体积扩大到原来的 )>/倍%下列叙述中%错误的是! "&
!L"二氧化氮的颜色比溴蒸气深

!M"二氧化氮的颜色比溴蒸气浅

!A"溴蒸气的压强变化比二氧化氮的压强变化大

!N"溴蒸气的压强变化比二氧化氮的压强变化小

58>二氧化氮与氨气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应生成氮气和水%在相同状况下%)*%4
的二氧化氮与氨气的混合气体反应时%氧化剂比还原剂少耗用 )%4%则原混合气体中二氧

化氮和氨气的体积比是! "&
!L",g) !M")g, !A",g1 !N",g.
59>把 铜(镁 合 金 ++>)S完 全 溶 于 足 量 的 硝 酸 后%再 加 入 过 量 的 氢 氧 化 钠 溶 液%产 生

)+>.S沉淀%则合金与硝酸反应时放出的气体可能为! "&
!L"*>)%&IGD
!M"*>)%&IGD)和 *>+%&IG)D.

!A"*>+%&IGD%*>+%&IGD)和 *>+%&IG)D.

!N"*>+%&IG)D
二(填空题 !每题 3分%共 ).分"
5w>哺乳动物血液中含有一定量的钙盐%若取 +*%4某哺乳动物血液样品%稀释后用草

酸铵!GH.")A)D.溶液处理为草酸钙沉淀%将此沉淀溶于过量的稀硫酸中后配成 +**%4溶

液%从中取出 )*%4%用 *>*+%&I24的高锰酸钾溶液滴定%用去 +0>*%4达到终点&
!+"写出生成草酸钙沉淀的离子方程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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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平草酸与高锰酸钾溶液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H)A)D.C G!FD.C H)OD.4 G)OD.C !FOD.C AD)hC H)D

!,"求出此 +*%4血样中的含钙量为 S24&
!."如果血液中钙离子浓度太低%动物会出现 !填编号"&
!L"休克 !M"抽搐 !A"浮肿 !N"

>

E

E

E

E

h呕吐

A

M

HN

L

5~>L(M(A(N(H五种物质有如右图所示转化关系%其中 L(
M(A(H在常温下均为气体%A气体遇空气变红棕色&

!+"M为 %检验 M的方法是 &
!)"人体吸入太多会使血红蛋白变质%在人体中少量存在却

有较好生理作用的是 %实验室获得该物质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为 &
!,"L转变为 N的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M与 N之间发生

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H转变为 M%在工业生产时的条件是 %M物质在工业上大量使用来

制 &
5">甲(乙 两 个 化 工 厂%排 出 的 废 水 中 溶 有 LSC(MJ)C(=0,C(GJC(AIZ(OD)Z

. (GDZ
,(

DHZ 中各不相同的四种%若单独排放%会污染环境%若将两厂的废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去除

沉淀后%排放出的水中只有 GJC 和 GDZ
, 两种离子%如果将甲厂的废水作焰色反应%火焰呈

黄色%则@
!+"甲厂污水中含有的阳离子是 %阴离子是 &
!)"乙厂污水中含有的阳离子是 %阴离子是 &
三(实验题 !+2题 1分%)*题 +)分%共 +2分"
5+>某黄金饰品中含有铜和银%请你用化学方法加以检验&写出实验步骤(观察到的现

象(结论及有关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66>硫粉与过量的铁粉混合%加热%生成的硫化亚铁中混有铁%请你用化学方法验证此

黑色物质中含有硫化亚铁和铁&画出实验装置图%在图上标出所用的药品%并说出根据哪些

现象可得出结论%写出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四(计算题 !)+题 0分%))题 0分%共 +)分"
65>工业上用标准状况下的氨气 +*>/%,与足量空气反应生产硝酸%从所得的硝酸中取

出 +}!质量分数"%加水稀释至 ,***%4%从中取出 /*%4%测得其密度为 +>*/S2|%,%浓度为

0}!质量分数"%再将 +>/S不纯的铜!杂质与硝酸不反应"投入此 /*%4硝酸中正好完全反

应&求@
!+"氨的利用率?
!)"铜的纯度?
!,"与铜反应时%在 /*%4硝酸中有多少物质的量的硝酸被还原?
66>有 )>+)S硝铵和硫铵的混合氮肥%加入足量的烧碱溶液并加热%使氨气全部放出%

并通入 ,**%4*>+%&I24的稀硫酸溶液中%充分吸收后%剩余的硫酸用 +/*%4*>)%&I24的

氢氧化钠溶液正好中和%求@
!+"混合氮肥中%硝铵和硫铵的质量各为多少克?
!)"该混合氮肥的含氮百分率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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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 铁

第一单元 金属的性质(铝及其化合物(

<<<<<<<<<<<<<
<

<<<<<<<<<<<<<
<

=

==

=
胶体

一(同 步 精 练

同步精练一 !金属的性质"
5>选择题

!+"下列有关金属与非金属元素的比较%不正确的是! "&
!L"在元素周期表中%金属处于左下方%非金属处于右上方

!M"金属元素的种类约是非金属元素的四倍左右

!A"金属原子的半径较大%最外层电子数较少%易被还原%而非金属则易被氧化

!N"人类社会有以金属命名的时代%如青铜器时代’也有以非金属命名的城区%如硅谷

!)"下列金属中%既属于重金属又属于有色金属的是! "&
!L"铁 !M"铝 !A"锰 !N"铜

!,"下列性质中%不属于金属的物理通性的是! "&
!L"延展性 !M"高熔点 !A"导电性 !N"导热性

!."下列金属发生的反应%主要产物中金属的化合价相同的是! "&
!L"钠分别在常温下和加热下与氧气反应

!M"铁分别与氧气和氯气反应

!A"铜分别与氯气和硫反应

!N"铁分别与硫和盐酸反应

6>把金属钠投入硫酸铜溶液中%钠融化成闪亮的小球%游动变小至消失%溶液中产生蓝

色絮状沉淀%还见到有少量黑色物质夹在其中&解释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写出有关的化学

反应方程式&
7>举出氧气(硫(氮气(盐酸(浓硝酸(浓硫酸(硝酸银与某种金属反应的例子各一个%写

出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标出电子转移的方向和数目&
8>指出下列用途中%主要利用了金属的什么性质&
铝箔包装糖果@ 生活用铁锅@
铜芯电缆线@ 湿法冶金法制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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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精练二 !铝及其化合物"
5>在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是! "&
!L"氧 !M"硅 !A"铝 !N"铁

该金属的广泛使用却较迟的原因是

&
6>举出利用铝的下列性质的具体用途@
对光反射性 导电性

导热性 耐低温

7>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L"钠(镁(铝能失去的最外层电子由少增多%它们的还原性由弱到强

!M"铝和氧气反应生成的氧化铝都是白色蓬松的

!A"铝粉与某些难溶性金属氧化物组成的混合物叫做铝热剂

!N"在铝壶中可以煮开水%说明铝与热水不发生反应

8>写出铝分别与氯气(稀硫酸(氢氧化钠溶液(硝酸银溶液反应的离子方程式%标出电

子转移的方向和数目%指出什么物质是氧化剂&
9>铝粉与四氧化三铁和五氧化二钒都能在高温条件下发生反应%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

式&
在反应中%生成等物质的量的铁和钒%消耗铝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

同步精练三 !铝及其化合物"
5>通过学习%你已经知道了有哪几种不同形态的氧化铝?用离子方程式表示氧化铝是

两性氧化物&
6>在 ,%4)%&I24的 氯 化 铝 溶 液 中%逐 滴 滴 入 )%&I24的 氢 氧 化 钠 溶 液 至 过 量’在

,%4)%&I24的氢氧化钠溶液中%逐滴滴入 )%&I24的氯化铝溶液至过量&发生的现象各是

怎样的?写出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7>使溶液中的 LI,C离子转变为氢氧化铝沉淀%适宜的试剂是什么?写出有关反应的离

子方程式&
8>某盐溶液的焰色反应呈浅紫色%向此溶液中逐滴加入盐酸%开始有白色沉淀产生%后

沉淀又会消失%再往溶液中加入氨水到过量%溶液中出现白色沉淀且不消失%写出该盐的化

学式 %上述有关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
9>明矾溶于水的电离方程式为 %明矾水溶液显 性%用离子

方程式表示原因@ %明矾能净水的原因是

&

同步精练四 !胶体"
5>常见的分散系有 等三种%它们的本质区别是

的不同%胶体中分散质颗粒的直径为 &
6>在外观上胶体与 没有明显的区别&从实验观察到%当采用一束光线通过它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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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能产生一条光亮的P通路Q的是 %这种现象称为 &
7>电泳现象证明了 %这是胶体稳定的主要原因&氢氧化铁溶

胶 在 外 电 场 作 用 下%阴 极 附 近 的 颜 色 变 深%对 该 溶 胶 采 取 下 列 措 施 不 会 有 沉 淀 产 生 的 是

! "&
!L"加热 !M"加入硫酸镁溶液 !A"加水 !N"加入硫化锑胶体

上述产生沉淀的过程称为 %这种过程有时会不产生沉淀而产生 &
8>棕黄色的氯化铁溶液滴入沸水中的现象是 %将该液

体装入半透膜袋中浸在蒸馏水中进行 %将半透膜袋中纯净的 %取少量装入

试管%慢慢加入盐酸%出现的现象是

<<<<<<<<<<<<
<

<<<<<<<<<<<<
<

=
==

=
&

二(导 学

本章是中学教材无机化学内容的最后一部分&初中已经粗浅地认识了一些金属%以及金

属的一些基本的化学性质&高一时%又比较深入地学习了碱金属特别是钠的有关知识&本章

中研究的金属的性质则是这些知识的扩展(完善和深化&本章的铝及其化合物(铁及其化合

物是对金属知识作集中的研究%且运用元素周期表和其他的化学理论%加深对金属性质的理

解和掌握&学习金属的腐蚀和保护%并了解其在国民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通过实

验%用原电池原理解释电化腐蚀的过程%为今后进一步学习电化学打好基础&在已经学过溶

液的基础上%本章介绍了有关胶体的初步知识%以便能应用胶体知识解释生产中和日常生活

中的一些现象&

5>金属元素概述&
!+"金属元素在周期表中的位置和结构特征@在目前已发现的一百多种元素中%除 +0

种为非金属元素%0种为稀有气体元素外%其余均为金属元素&副族元素全部是金属元素%它

们都位于元素周期表的左下部&金属元素的原子一般最外层电子数为 +<,个&对于主族金

属元素来说%其最外层电子数就等于其族数’对于副族金属元素来说%其最外层电子数一般

为 +<)个&
!)"金属元素所形成的单质的物理性质@具有金属光泽!块状时才表现出来%粉末状时

多为灰黑色"%导电(导热性好%有延展性&同一主族元素从上到下%密度逐渐增大%熔(沸点逐

渐减小&第xL族!碱金属"(yL族!碱土金属"的密度最小%属轻金属&同一周期的金属元素

从左至右%由于原子半径逐渐减小%其微粒间的作用力逐渐增强%所以熔点逐渐升高&常温

下%除汞为液体外%其余金属均为固体&
!,"金属元素所形成的单质的化学性质@金属都具还原性&能与非金属化合%能与水(

酸(盐等溶液反应%其反应的程度与金属的活泼性有密切的关系&具体性质及冶炼列表比较

见k知识网络l+&
6>单质铝的性质&
!+"物理性质@铝是银白色的轻金属%较软&对光的反射性能比银还强%铝粉能保持银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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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光泽&导电(导热性能好%有良好的延展性&铝合金更具有密度小(硬度大(耐锈蚀等优点%
要理解由这些优良性质带来的铝的诸多用途&

!)"铝单质的金属活泼性&铝原子的最外电子层上有 ,个电子%在化学反应中%较容易

失去 ,个电子形成正三价的阳离子&下列化学反应都说明铝单质是比较活泼的金属&
J>铝与非金属单质发生化合反应%例如@

.LIC,D E) )LI)D, )LIC,O E
F

LI)O, )LICG) E
点燃

)LIG
z>铝与水反应放出氢气@
)LIC0H)D!热 E" )LI!DH",C,H)h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铝锅(铝壶盛煮热水%而感觉不到铝与水的反应&这是因为这些铝

制品的表面都覆盖着致密的氧化膜44氧化铝&而氧化铝是不与水反应的&
|>铝与酸的反应@既然铝可以置换出水中的氢%那么更容易置换出酸!非强氧化性酸"

中的氢%例如@
)LIC,H)OD.!稀 E" LI)!OD.",C,H)h
铝在

e
常

e
温下遇浓硫酸(浓硝酸发生钝化%不能继续反应%所以可以用铝制容器来贮存或

运输浓硫酸(浓硝酸&但在加热的条件下%铝迅速与这些强氧化性酸反应%但不会有氢气产

生%例如@

LIC0HGD,!浓" E
F

LI!GD,",C,GD)hC,H)D
R>铝与强碱溶液反应也放出氢气%例如@
)LIC)GJDHC)H) ED )GJLID)C,H)h
这粗看是铝的特殊性质%还常被误认为铝单质具有两性的依据&所以必须了解铝与强碱

溶液作用的三个过程@先是去氧化膜!因为 LI)D,是两性氧化物%所以与碱反应"%然后进行

)LIC0H) ED )LI!DH",C,H)h反应&因为 LI!DH",是两性氢氧化物%能与 GJDH反

应@LI!DH",C EGJDH GJLID)C)H)D%从而促进了铝与水的反应&可见在此反应中%铝

单质还是表现出较强的金属活泼性&该反应中电子转移的情况如下@

)LIC)GJDHC0H

0
>

0

) ED )GJLID)C,H)hC.H)D
0>铝与某些金 属 氧 化 物 发 生 铝 热 反 应@铝 可 以 与 许 多 氧 化 物!如 A?)D,(=0)D,(!FD)

等"%在点燃的条件下发生反应%并放出大量的热&例如 )LIC=0)D, E
点燃

LI)D,C)=0C[
利用铝热反应的高反应热%铝被用来从某些氧化物中置换出金属!铝热还原法"&因为在

反应过程中释放出的大量热量能将产物44金属熔化%而与氧化铝熔渣分层%所得到的金属

较纯%工业上常用此法冶炼难熔的金属%并在生产上有特殊用途%如焊接铁路的钢轨&
7>铝的化合物&
!+"氧化铝是两性氧化物@因为它既能与酸反应生成盐和水!作为碱性氧化物%在盐中

提 供 金 属 离 子 LI,C"%又 能 与 碱 反 应 生 成 盐 和 水!作 为 酸 性 氧 化 物%在 盐 中 提 供 酸 根 离 子

LIDZ
)"&

LI)D,C0 EHAI )LIAI,C,H)D
LI)D,C) EGJDH )GJLID)CH)D
这里不能简单地因 LI)D,既能与酸反应又能与碱反应%就判断其为两性氧化物&在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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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与 GJDH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时%也不要死记硬背&LI)D,作为酸性氧化物%可以 AD)(

OD,与 GJDH的反应进行类比%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氢氧化铝是典型的两性氢氧化物@既是一种弱碱%又是一种弱酸%因为它既可进行

碱式电离%又可进行酸式电离@

H)DCLIDZ
)

!酸式电离"
CH UVC LI!DH"UV, LI,CC,DHZ

!碱式电离"
不能误认为 LI!DH",在水溶液中既有酸性%又有碱性%它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突出表

现了某一方面的性质@在酸性条件下%进行碱式电离’在碱性条件下%进行酸式电离&
8>与胶体有关的几个概念&
!+"分散系@由一种!或几种"物质的微粒分散在另一种物质里形成的混合物&分散系的

分类及主要性质比较见k知识网络l,&
!)"胶体与P胶状Q@胶体是一种均一(稳定的分散系’而胶状是物质一种沉淀的形状&
!,"溶胶和凝胶@溶胶即为胶体&而凝胶却是溶胶!或胶体"凝聚以后的一种形式&一般

胶体凝聚后通常是发生沉淀现象%但有时凝聚过程中胶体的微粒和分散剂凝聚在一起成为

不流动的冻状物叫凝胶%例肉冻(鱼冻&
!."胶体的种类@胶体的常见种类因分散剂不同可分为@固溶胶44指分散剂为固态%

如有色玻璃!金属氧化物分散在熔化态的固体玻璃中"’气溶胶44分散剂是气体%如云和雾

!小液滴分散在大气之中"’液溶胶44分散剂是液体%如氢氧化铁溶胶k=0!DH",颗粒分散

在水中l&
9>对胶体有关性质的理解&
!+"丁达尔现象@产生丁达尔现象的原因是由胶粒直径决定的&当光线通过溶液时%由

于分散质微粒直径p+F%%所以光线是直射的’通过悬浊液时%分散质微粒直径o+**F%%此

时光线是反射的’只有通过胶体时%分散质微粒直径在 +<+**F%之间%此时的光线是散射

的%产生的现象是有一条光亮的通路&所以对丁达尔现象的理解%要与物理学中光学的原理

相联系&
!)"对电泳现象的理解@关键是为什么胶粒带电&以 =0!DH",胶体微粒在电场影响下

向阴极移动为例%作如下解释@因胶粒直径小%所以表面积大’由此吸附力强%可吸附溶液中

离子’而 =0!DH",胶粒只吸附阳离子!=0,C"而带正电荷%故向阴极移动%所以阴极区溶液颜

色逐渐变深&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带有电性的是分散质微粒%而不是胶体这个分散系%整个分散系是中

性的&
!,"胶体的凝聚@胶体之所以均一(稳定(不分层%一是因为胶粒直径较小%更因为布朗

运动和胶粒带同种电荷!相斥(不易聚合"%如果使胶粒合并为大颗粒%那么就会发生凝聚&常

用的下列三种使胶体凝聚的方法都是使小颗粒合并为大颗粒的原因&
J>加入电解质&能中和胶体微粒吸附的电性%而使胶粒合并为大颗粒而沉淀下来&
z>加入带相反电性的胶体&同样能达到中和胶体电性的作用%使胶粒合并为大颗粒而

沉淀下来&
|>用加热方法&能使胶体微粒热运动加快%颗粒间的碰撞次数增多%因而小颗粒也容易

合并成大颗粒而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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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常见金属单质的有关性质&

金属活动顺序 G AJ GJ !S LI F̂ =0 OF Rz !H"AB HS LS RB LB

与氧气化合

常温下就可反应@
.GJCD E) )GJ)D
)!SCD E) )!SD

加热或点燃条件下反应@

,=0C)D) E
点燃

=0,D.

)ABCD) E
加热

)ABD

与水反应

常温下反应@
)GJC)H) ED
)GJDHCH)h

加热反应@
!SC)H)D E

F
!S!DH")CH)h

高温反应@
,=0C.H)D!S
E

"
=0,D.C.H)

不反应

与 弱 氧 化 性

酸 !如 盐 酸(
稀硫酸"反应

发生置换反应%产生氢气@
!SC) EHAI !SAI)CH)h
=0CH)OD.!稀 E" =0OD.CH)h

不反应

与 强 氧 化 性

酸 !如 硝 酸(
浓硫酸"反应

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不产生氢气@
=0C.HGD,!稀 E" =0!GD,",CGDhC)H)D
LSC)HGD,!浓 E" LSGD,CGD)hCH)D
ABC)H)OD.!浓 E" ABOD.COD)hC)H)D

不

反

应

与 盐 溶 液 反

应

发生置换反应%活泼金属可将不活泼金属从它的盐溶液中置换出来@
=0CABOD E. ABC=0OD. )LIC,HS!GD," E) )LI!GD,",C,HS

王水

金属的冶炼

电解法@

)LI)D,

电解
E

冰晶石
.LIC,D)h

!SAI)!熔融" E
电解

!SCAI)h

还原法@

,ADC=0)D, E
F

)=0C,AD)

)LIC=0)D, E
F

LI)D,C)=0

H)CABD E
F

ABCH)D

加热法@

)HSD E
F

)HSCD)h

自 然 界 以

单 质 形 式

存在

金 属 单 质 还
E原性

逐渐减弱

金 属 阳 离 子
E氧化性

逐渐增强

6>铝盐!以明矾为例"和偏铝酸盐!以偏铝酸钠为例"的性质比较&

铝盐kGLI!OD.")e+)H)Dl 偏铝酸盐!GJLID)"

电离方程式 GLI!OD." E) GCCLI,CC)OD)Z
. GJLID E) GJCCLIDZ

)

水溶液的

酸碱性

其水溶液呈酸性@
LI,CC,H) UVD LI!DH",C,HC

其水溶液呈碱性@
LIDZ

)C)H) UVD LI!DH",CDHZ

与酸或碱溶液

反应情况

!+"不与酸反应

!)"可与碱溶液反应@
LI,CC,DHZ!少量 E" LI!DH",>
LI,CC.DHZ!过量 E" LIDZ

)C)H)D

!+"不与碱溶液反应

!)"可与酸反应@
LIDZ

)CHC!少量"CH) ED LI!DH",>
LIDZ

)C.HC!过量 E" LI,CC)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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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溶液(胶体(悬浊液三种分散系的比较

分散系名称 溶 液 胶 体 悬 浊 液

外 观 透 明 透明!常见" 浑 浊

分散质的微粒组成 分子或离子
许 多 分 子 的 集 合 体 或 者 大

分子

固 体 颗 粒 或 不 溶 性 小

液滴

分散质微粒大小 直径p+F% 直径在 +<+**F% 直径o+**F%

能否透过滤纸 能透过 能透过 不能透过

能否透过半透膜 能透过 不能透过 不能透过

主要性质
均 一%稳 定%透

明%久置不分层

均 一%稳 定%透 明%久 置 不 分

层%具有丁达尔%电泳现象

不 均 匀%浑 浊%很 容 易

分层

5>铝是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但为什么直到 +2世纪 3*年代才被广泛应用?
初中时%我们就已经知道%地壳中含量最多的四种元素分别是氧(硅(铝(铁%可见铝是地

壳 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铁占第二位&人类用铁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我国在公元前

1**年左右已会冶炼铁%大约比欧洲早一千几百年&
由于铝的活泼性%地壳中均以化合态形式!主要以氧化铝形式"存在&尽管人们早已知道

了铝的丰富含量%却极难用还原法或加热的方法将其游离出来&+3)/年%丹麦科学家用无水

氯化铝与钾作用%第一次获得铝单质&反应原理很简单@用强还原剂!比铝更活泼的金属钾"
将铝从它的化合物里还原出来&但由于金属钾的珍贵难得%可见铝更昂贵了&氧化铝是铝土

矿的主要成分%原料是丰富的%但氧化铝是熔点极高的一种物质%这就给电解法冶炼铝出了

一个难题44如何降低氧化铝的熔点?直到 +2世纪 3*年代%发现了冰晶石后%使氧化铝在

+***XA左右溶解在液态冰晶石里%成为共熔体%然后进行电解%这一制法的发明%使铝的价

格大大降低%铝才被人类广泛应用&
通过对铝被开发应用过程的了解%我们要认识两点@‘ 冰晶石不是催化剂%而是熔剂

!或助熔剂"&a 自然界的资源要不断被人类开发利用%需要科技的发展(人类的智慧&
6>如何理解P铝的两性Q?
学习了铝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铝具有两性%甚至在一些资料上也这样

叙述铝的两性@

铝
LICHC

LICDH
S
T
U Z

氧化铝
LI)D,CHC

LI)D,CDH
S
T

U Z
氢氧化铝

LI!DH",CHC

LI!DH",CDH
S
T

U Z&

显然%这是将单质铝与氧化铝(氢氧化铝一样看作是两性物质%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说氧化铝(氢氧化铝是两性物质%已在k知识要点l中从定义(从性质角度分析清

楚了&
在k知识要点l)V!)"R中也已分析了铝与强碱溶液!以 GJDH为例"反应的实质%得出铝

!单质"是活泼金属的结论&
那么%P铝的两性Q是指什么呢?
显然是指铝元素具有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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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I OW

XJ

先可以从理论推测@由铝元素在周期表里的位置!如图"和它的原子

结构特征进行理论推测&
横向看%!S(LI(OW三种元素原子的电子层数相同%但最外层电子数

不等&!S是金属元素%OW是非金属元素%LI介于两者之间&纵向看@M(
LI(XJ三种元素的原子都具有相同的最外层电子数%但电子层数不同%M
是非金属元素%XJ是金属元素%LI则介于两者之间&由此可推测 LI元素可能具备两性!既

有金属
e
元

e
素的性质%又有非金属

e
元

e
素的性质"&

从实验事实看@铝元素的化合物 LI)D,(LI!DH",都是两性化合物’铝元素既可作为金

属离子存在于化合物中!体现金属元素的性质"%也可作酸根离子存在于化合物中!体现非金

属元素的性质"%所以说铝元素具有两性&
7>为什么可溶性铝盐k如 LIAI,(LI)!OD.",等l中滴入强碱溶液!如 GJDH"至过量%产

生的 LI!DH",沉淀会溶解%而滴入过量的氨水%产生的沉淀不会溶解?
LI!DH",沉淀溶解于碱溶液的实质是发生了如下反应@

LI!DH",CDH UVZ LIDZ
)C)H)D ‘

从化学平衡的角度不难看出%由于过量强碱溶液中提供的 1!DHZ"比较大%足够使平衡

正向移动%所以 LI!DH",沉淀在强碱溶液中会不断溶解&
在可溶性铝盐中滴入氨水%发生如下反应@

LI,CC,GH,eH) ED LI!DH",>C,GHC
. a

滴入过量氨水%存在下列平衡@
GH,eH) UVD GHC

.CDHZ

一 方面%由于 GH,eH)D是弱电解质%提供的 1!DHZ"远小于强碱溶液中的 1!DHZ"%
同 时由于a反应中产生的 GHC

.%进一步抑制了 GH,eH)D的电离%使溶液中的 1!DHZ"更

小%使反应‘难以完成&所以 LI!DH",沉淀难溶于过量的氨水中&

5>!+"盛有 )%4*>/%&I24的 LIAI,溶液的试管中滴 加 +%&I24的 GJDH溶 液 至 过

量%将会产生什么现象?写出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并画出加入 GJDH物质的量与产生的

沉淀的量的关系图&
分 析@这是一个很基本 的 实 验&随 着 GJDH的 不 断 滴

入%先产生白色胶状沉淀%且越来越多%后又逐渐消失至溶液

澄清%发生了如下反应@
LIAI,C, EGJDH LI!DH",>C,H)D
LI!DH",C EGJDH GJLID)C)H)D
总的离子方程式为@
LI,CC.DH EZ LIDZ

)C)H)D
图象如右@
!)"再向上面的试管中滴加 *>+%&I24盐酸%将会产生什

么现象?写出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并画出加入 HAI的物

质的量与产生沉淀的量的关系图&

4684



分析@!+"实验完成后%试管中生成了 +%%&I的 GJLID)%所以滴入盐酸%常常认为马

上就出现沉淀&但在实验中%往往在滴加一定量盐酸后才出现沉淀!知道为什么吗?"且不断

增加%后又逐渐消失%溶液又澄清%发生如下反应@
GJDHC EHAI GJAICH)D!中和过量碱" ‘

GJLID)CHAICH) ED LI!DH",>CGJAI a

LI!DH",C, EHAI LIAI,C,H)D b
‘a两式相加%离子方程式为@

LIDZ
)C.H EC LI,CC)H)D

图象如下!为了方便讨论问题%中和过量碱未画上"@

!)"比较上面两反应及图象%有什么启示?
从!+"可见%将 +%&ILI,C转化为 LI!DH",沉淀需 ,%&IDHZ%而溶解 +%&ILI!DH",沉

淀却只需 +%&IDHZ&这是为什么?
分 析@ 因 为 前 者 生 成 LI!DH", 是 作 为 碱%是 一 个 三 元 碱’而 后 者 与 DHZ 反 应%

LI!DH",则作为酸%是一元酸%只能电离出一个 HC%所以常写作 HLID)CH)D&
同 样%在!)"中%+%&ILIDZ

) 转 化 为 +%&ILI!DH", 沉 淀%只 需 +%&IHC%因 为 此 时

LI!DH",作为酸%而 +%&ILI!DH",沉淀需用 ,%&IHC才能完全溶解%因为此处 LI!DH",是

作为三元碱&
启示@LI!DH",是两性氢氧化物%当它表现出碱的性质时%是三元弱碱’当它表现出酸

的性质时%是一元弱酸&
6>下列只用试管和滴管就能鉴别开的一组溶液是! "&
!L"LIAI,和 LSGD, !M"LIAI,和 GH,eH)D
!A"LIAI,和 GJDH !N"LIAI,和 GJ)OD.

本题是无试剂鉴别类中的一种%形式是对实验的考核%但实质是对元素化合物知识的考

核&四个选项中所有的溶液都是无色液体&又只能用试管和滴管%那么就只能根据各组溶液

相互滴液的顺序与产生的现象来确定&
其 中!L"%两溶液相遇%必产生白色沉淀 LSAI%该沉淀既不溶解于 LIAI,%也不溶 解 于

LSGD,%所以与滴液的顺序无关&!M"也一样%产生的 LI!DH",沉淀不溶于 LIAI,%也不溶于

GH,eH)D&!N"中%两溶液相遇%不发生反应%无明显现象%所以也无法鉴别开&那么答案肯

定是!A"&
分析@若将 GJDH滴入 LIAI,溶液中%现象已在上题中分析过@立即产生沉淀%且不断

增多%后又逐渐消失’但若将 LIAI,滴入 GJDH溶液中%产生的 LI!DH",沉淀将立即被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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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GJDH溶解掉%直到将原试管中的 GJDH全部反应掉%全部转化为 LIDZ
)@

LI,CC.DH EZ LIDZ
)C)H)D

然后%再继续加入 LIAI,%才开始出现沉淀@
LIAI,C,GJLID)C0H) ED .LI!DH",>C,GJAI
操作和结论@
将两溶液分装在 ,(-两试管中%将 ,试管中溶液滴加在 -试管中%若产生的沉淀不消

失%则 ,中为 GJDH%-中为 LIAI,’若产生的沉淀立即消失!或不产生沉淀"%则 ,中为LIAI,%
-中为 GJDH&

可以用上述方法来鉴别开的试剂组还有@GJLID)和 HAI!盐酸"%GJ)AD,和 HAI!盐酸"
等&

此类反应的实质是%化学反应的产物种类不仅与反应物的种类有关%还与参加反应的物

质的量有关&类似例子很多%如在澄清石灰水中通二氧化碳’硫化氢的燃烧’铁和硝酸的反

应’小苏打与石灰水的反应%等等&

5>治疗胃酸过多%选择小苏打还是胃舒平?
我们知道%胃酸的主要成分是盐酸%治疗胃酸过多%目的是中和过量的 HC&小苏打的化

学成分是 GJHAD,%中和 HC的原理是@
GJHAD,C EHAI GJAICH)DCAD)h
胃舒平的主要成分是 LI!DH",%治疗过多胃酸的原理是@
LI!DH",C, EHAI LIAI,C,H)D
所以小苏打与胃舒平均可治疗胃酸过多&但是 LIAI,有收敛作用%所以如果患者伴有轻

度胃溃疡%那么选用胃舒平%治疗效果则更佳了&
6>为什么要用饱和氯化铁溶液滴入沸水中的方法来制备氢氧化铁胶体?
制备胶体的关键是能得到直径为 +<+**F%的微粒&制氢氧化铁胶体使用的是使分子

聚结成胶粒的方法&我们习惯用氯化铁与碱反应来制氢氧化铁&但该途径得到的是大颗粒

的 =0!DH",的聚合体%在分散系中是悬浊液%颗粒直径远远超过 +**F%&
如果只将氯化铁加入水中%则发生水解@
=0AI,C,H) UVD =0!DH",C,HAI
确实也有 =0!DH",分子生成%但由于该水解是很微弱的%生成的极少量的 =0!DH",分

子难以聚集成直径超过 +F%的颗粒%所以也不能形成胶体&由于升高温度能促进盐类水解%
所以将 =0AI,滴在沸水中且不断振荡%使水解进一步进行%生成较多的 =0!DH",分子而聚

结成胶粒%从而获得氢氧化铁胶体&
在制备氢氧化铁胶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领悟@从量变到质变的哲学思想&
7>如何分析(理解铝跟氧气反应的以下三个实验?
实验!+"%取一铝片%用砂皮擦去表面的氧化膜%暴露于空气中片刻%原铝片表面的银白

色光泽失去%变成了白色!无光泽"&
实验!)"%剪一长条铝箔!先擦去氧化膜"%一端打一小孔固定一根火柴%另一端用镊子夹

住%引燃火柴%伸入收满氧气的集气瓶中%铝在氧气中点燃%剧烈反应%放出大量的热%发出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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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的白光&
实验!,"%用砂皮擦去铝条表面的氧化膜%然后把铝条插入硝酸汞溶液里%浸泡片刻后取

出铝条%用滤纸把它的表面吸干%把铝条放在干燥的滤纸上%发现铝条表面长出一层齐刷刷

的白毛%擦去长毛后%过一会儿会继续长出白毛%这个实验常称为P铝毛实验Q&
铝跟氧气反应生成氧化铝@
.LIC,D E) )LI)D,

但三个不同的实验%现象截然不同&
比较实验!)"与!+"%显然由于反应条件不同%!)"中氧气的浓度比!+"中氧气浓度大得

多’!)"中反应温度比!+"中高得多%所以!)"的反应速率大得多%反应程度剧烈%热效应明显&
另外%在实验!+"中%虽然取一铝片%但参加反应的仅是铝片表面的极薄的一层铝!生成了氧

化膜%阻止反应进一步进行"%反应物的量极其微小%所以现象不明显&
实验!,"%把铝插入硝酸汞溶液%铝与硝酸汞发生置换反应%形成铝汞合金%使铝的表面

不能形成紧密的氧化膜%空气中的氧气可以不断地跟铝反应%生成的白毛自然是氧化铝了&
这个实验使我们看到了在常温下%铝和空气中的氧气迅速反应的实质@铝其实是非常容易被

氧气氧化生成氧化铝的&
同一个化学反应%设计了三个实验%使我们既认识了铝跟氧气迅速反应的实质%又让我

们理解平时为什么似乎看不到铝与氧气反应的原因&
8>实验室有哪些方法制取氢氧化铝?为什么制法特别多!与其他同类物质比"?
因为 LI)D,难溶于水%所以不能直接由 LI)D,制取 LI!DH",&实验室制备 LI!DH",%归

纳为如下 /种方法@
!+"可溶性铝盐k例 LI)!OD.",l中加入适量强碱!例 GJDH"&

LI,CC,DHZ!适量 E" LI!DH",>
!)"可溶性铝盐中加入足量氨水&

LI,CC,GH,eH) ED LI!DH",>C,GHC
.

!,"可溶性偏铝酸盐!如 GJLID)"中加入适量盐酸&

LIDZ
)CHC

!适 量"
CH) ED LI!DH",>

!."偏铝酸盐中通入足量二氧化碳&

LIDZ
)C)H)DCAD E) LI!DH",>CHADZ

,

!/"可溶性偏铝酸盐中加入可溶性铝盐&
,LIDZ

)CLI,CC0H) ED .LI!DH",>
上述介绍的反应均是该制法中的核心反应%至于 LI)D,先加酸后加碱%则归属于!+"或

!)"’先加碱后加酸%则归属于!,"或!."%至于先要制备偏铝酸盐等%请自行设计&
如果将氢氧化铝只看作碱%那么制碱的方法不会有那么多%而仅!+"(!)"适用&因为还可

用制酸的方法来制氢氧化铝k方法!,"和!."l&因为铝元素既可为弱碱的金属离子!LI,C"又

可为弱酸的酸根离子!LIDZ
)"%两者水解互相促进%故可以用方法!/"来制取&

通过上述分析%同学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制 LI!DH",的方法特别多&最本质的原因还

是因为铝元素有两性%铝的化合物具备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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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 层 练 习 !时间@89分钟"

分层练习一

一(选择题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5>活泼金属的阳离子! "&
!L"是还原剂 !M"难于被还原

!A"易失去电子 !N"易得到电子

6>室温下%与浓硫酸接触%能被钝化的轻金属是! "&
!L"镁 !M"铁 !A"铝 !N"铜

7>用铝热剂冶炼难熔金属%主要是因为铝! "&
!L"具有导电性 !M"具有还原性%且被氧化时放出大量热

!A"既能与酸反应又能与碱反应 !N"熔点比较低

8>不可用金属与盐酸反应制取的盐是! "&
!L"氯化钠 !M"氯化铁 !A"氯化铝 !N"氯化镁

9>关于合金的叙述%正确的是! "&
!L"合金一定是由几种金属熔合而成

!M"合金的熔点一般比其成分的熔点高

!A"合金常温下都是固体

!N"组成不同的合金具有不同的特性

w>相同质量的铝分别跟足量的稀硫酸和氢氧化钠溶液反应%放出氢气的量! "&
!L"一样多 !M"跟氢氧化钠溶液反应放出的多

!A"跟氢氧化钠溶液放出的少 !N"与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有关

~>一块含有下列杂质(质量为 1S的锌块%与足量盐酸反应%生成的氢气在标准状况下

为 )>).4%则此锌块中含的杂质是! "&
!L"铁 !M"铝 !A"铜 !N"镁

">在下列反应中%铝元素被还原的是! "&
!L"GJLID)CHAICH) ED GJAICLI!DH",>

!M")LI)D, E
电解

.LIC,D)h
!A")LIC=0)D E, )=0CLI)D,

!N")LI!DH", E
F

LI)D,C,H)D
+>能发生丁达尔现象的是! "&
!L"热的氯化铁溶液 !M"糖水

!A"泥土悬浊液 !N"浓的硫酸铜溶液

56>豆浆中加入酱油会产生豆腐花%这个过程是! "&
!L"水解 !M"渗析 !A"凝聚 !N"布朗运动

55>下列图象中%纵坐标为沉淀的质量 C%横坐标为加入氢氧化钠溶液的体积 A%符合

在硫酸铝溶液中逐滴加入氢氧化钠溶液至过量的图象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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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L"LI,C既能与 HC反应%又能与 DHZ反应

!M"LI)D,(LI!DH",都是两性化合物

!A"铝在纯氧中燃烧%放出大量的热

!N"LIDZ
) 只存在于碱性溶液中%不可存在于酸性溶液中

57>关于明矾的叙述%错误的是! "&

!L"是一种复盐 !M"是弱电解质

!A"作焰色反应%火焰呈浅紫色 !N"水溶液呈酸性

58>常温下%不溶于浓硝酸和氢氧化钠溶液%可溶于稀硫酸的是! "&

!L"铁 !M"铝 !A"银 !N"镁

59>分别将 *>+%&I的钠(镁(铝(铁投入 *>+%&I24+**%4的稀硫酸溶液中%充分反应

后! "&

!L"铝放出氢气最多 !M"四种金属放出氢气一样多

!A"只有铝和铁放出的氢气一样多 !N"钠放出氢气最多

二(填空题

5w>铝与强碱溶液的反应%开始无气泡产生%反应一段时间后先缓慢放出气泡%再过一

会有大量气泡产生%写出整个反应过程的所有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5~>把一块铝片的表面用砂皮打磨干净%将下半块浸入浓硝酸中片刻后取出%用蒸馏水

冲洗干净残留的酸后%把整块铝浸入硫酸铜溶液中%过一会取出%观察到铝片上

%其原因是 &

5">图示为向 )*%4LIAI,溶液!加适量盐酸抑制水解"逐渐加入 )%&I24的氢氧化钠溶

液生成沉淀的质量与加入氢氧化钠溶液的体积关系曲线%则

!+"原溶液中的 1!LI,C"m %1!AIZ"m &

!)"I点为 %4%Y点为 S&

!,"在这 )*%4溶液中%含有的 HAI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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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填表@

实 验 过 程 主 要 现 象 主要分散质颗粒直径 所得液体名称

把氯化铁溶于水中
‘ a b

把 氯 化 铁 溶 液 滴 入 沸 水

中

N Z [

在 氯 化 铁 溶 液 中 加 入 氢

氧化钠溶液

\ ] ^

三(计算题

66>取含铝 2*}的铝合金 +>/S%与 .*%4)*}的盐酸!密度为 *>2/S2|%,"充分反应!合

金中的其他成分与酸不反应"%过滤除去不溶物%并将滤液稀释到 )**%4&从中取出 +*%4%
加入 *>,%&I24的氨水%使 LI,C完全沉淀&

!+"写出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在标准状况下%铝与盐酸反应生成氢气多少升?
!,"稀释后%溶液中的 LI,C的物质的量浓度为多少?
!."加入的氨水至少有多少毫升?

分层练习二

一(选择题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5>已知镁与二氧化碳在点燃条件下可以反应生成氧化镁和碳&把等质量的镁分别放

在@‘ 纯氧%a 空气%b 二氧化碳中完全燃烧%得到固体物质的质量为 _+(_)(_,%三者大小

关系是! "&
!L"_+o_)o_, !M"_+m_)m_, !A"_,o_+o_) !N"_,o_)o_+

6>在天平的两盘中各放一个质量相等的烧杯%各盛 +**%4+%&I24的硫酸%天平平衡%
向两烧杯中分别加以下物质%反应后%天平仍平衡的是! "&

!L"*>+%&I锌 *>+%&I铁 !M"*>+%&I镁 *>+%&I铝

!A"+S锌 +S铁 !N"+*S锌 +*S铁

7>历史上%开始大量使用铝(钛(铁(铜四种金属的时间顺序是! "&
!L"铜(铁(铝(钛 !M"铁(铜(铝(钛

!A"铜(铁(钛(铝 !N"铁(铜(钛(铝

8>两种金属组成的合金粉末 ,*S%放入足量稀硫酸中%充分反应后%生成的气体在标准

状况下为 ++>)4%下列各组中肯定不可构成上述合金的是! "&
!L"LI(̂F !M"!S(LI !A"AB(LI !N" F̂(=0
9>下列各实验中%能得到氢氧化铝沉淀的是! "&
!L"少量钠投入过量的氯化铝溶液中

!M"铝投入氨水中

!A"氧化铝加入热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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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少量偏铝酸钠溶液中通入过量的氯化氢气体

w>在含有 LIDZ
) 离子的溶液中%能大量存在的离子是! "&

!L"GHC
. !M"GC !A"LI,C !N"=0,C

~>向明矾溶液中滴加氢氧化钡溶液%当 OD)Z
. 离子恰好沉淀完全时%这时铝元素较大量

存在的形式是! "&
!L"LI!DH",或 LI,C !M"LI!DH",和 LIDZ

) !A"LIDZ
) !N"LI!DH",

">下列各组溶液%采用相互逐滴滴入的方法就可以将两者区分开的是! "&
!L"硝酸钡和硫酸氢钠 !M"氯化铝和氨水

!A"偏铝酸钠和氢氧化钡 !N"烧碱和明矾

+>关于胶体和溶液的区别%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L"溶液不带电%胶体带有电荷

!M"溶液中溶质微粒不带电%胶体中分散质微粒带电荷

!A"通电时%溶液中的溶质微粒向两极移动%胶体中胶粒向一极移动

!N"溶液和胶体的根本区别在于分散质颗粒直径的大小

56>在水泥(冶金工厂里常利用高压电除去空气中的烟尘%减少污染%这种做法是利用

! "&
!L"胶体的布朗运动 !M"胶体的凝聚

!A"胶体的电泳现象 !N"丁达尔现象

55>取 L(M(A三种金属各 *>+%&I%分别与足量盐酸反应%共收集到气体 0>1)4!标准状

况"&M(A产生的气体体积总和是 L的两倍%则 L的化合价是! "&
!L"C+ !M"C) !A"C, !N"C.
56>向含少量氢氧化钠的偏铝酸钠溶液中逐滴加入氯化铝溶液%其加入氯化铝溶液的

量!横坐标"与生成沉淀的量!纵坐标"的关系%符合下列曲线图的是! "&

57>将 )%&IGJ和 )%&ILI一起投入 ‘S热水中%完全反应后%所得溶液的密度为

aS2|%,%该溶液的质量分数为! "&

!L" 3)**)
.0)C‘} !M" 3))

.0)C‘} !A" 3)**)
.0)C)‘} !N" 3)**)

02)C‘}

58>为充分利用原料降低成本%现有浓度为 1*}的 H)OD.,>/B和纯度为 3*}的烧碱

)>/B%用废铝屑与该酸碱作用%最多可生成氢氧化铝为!杂质不反应"! "&
!L",>/B !M"/>)B !A"+>,B !N")>/B
59>将一定量的钠(铝合金投入水中%合金完全溶解%得到 )*%4QHm+.的溶液%然后

再向其中加入 +%&I24的盐酸到沉淀量最大时消耗盐酸 .*%4%则合金中钠的物质的量为

! "&
!L"*>*+%&I !M"*>*)%&I !A"*>*,%&I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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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

> >

hE

E

填空题

b
a‘

M

NA

L5w>已知 L为第三周期元素的单质%M是 L元素的阳离子%A是

含 L元素的阴离子%M(A之间在溶液中反应可生成 N&
!+"写出有关离子的符号&
M A
!)"写出有关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 a
b
5~>有一瓶无色澄清溶液%其中可能含有 GC%GHC

.(!S)C(

LI,C(AB)C(=0,C(AD)Z
, (AIZ(OD)Z

. 等离子%取部分该溶液%加入

过氧化钠粉末%溶液放出一种纯净气体和产生沉淀%沉淀质量与

加入过氧化钠粉末的质量关系如图示曲线&已知过氧化钠与水

十分容易反应@)GJ)D)C)H) ED .GJDHCD)h%则该溶液中

一定不存在 等离子%一定存在

等离子%可能存在 等离子&
5">在 /*%4-%&I24LIAI,溶液中加入 /*%4,%&I24GJDH溶液%!+"当 ,3,-时%生

成 LI!DH", %&I’!)"当 ,(-满足 条件时%无沉淀生成’!,"当 ,(-满足

条件时%,增大%沉淀量减少%此时 LI!DH",的质量为 S&
三(实验题

5+>

使用上列仪器用于制备无水氯化铝&
提 供的药品有@!L"食盐晶体 !M"水 !A"二氧化锰 !N"浓盐酸 !H"浓硫酸

!="饱和食盐水 !H"氢氧化钠溶液 !X"铝粉 !G"碱石灰

!+"实验时%装置连接口的标号为! "E! "E! "E! "E!b"E! "E! "E! "
!)"填表

仪器编号!见图" ‘ a b N Z [

装入药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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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题

66>取纯铝片 .>*/S放入 *>/%&I24的氢氧化钠溶液 /**%4中%充分反应后%生成的气

体在标准状况下为多少升?在所得溶液中加入 +3>)/}的盐酸 3*S%最终能生成沉淀多少克?

第二单元 铁及其化合物(

<<<<<<<<<<<<<
<

<<<<<<<<<<<<<
<

=

==

=

金属的腐蚀和保护

一(同 步 精 练

同步精练五 !铁及其化合物"
5>铁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为 %在化合物中%它通常显示的化合

价为 &单质铁所特有的物理性质是! "&
!L"金属光泽 !M"导热(导电性 !A"感磁性 !N"延展性

关于铁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
!L"有色金属 !M"过渡元素 !A"重金属 !N"黑色金属

6>铁在一定条件下与氯气(氧气和硫反应%分别生成 %在这些反

应中%可以比较出这些非金属单质的 &
7>铁与下列酸反应%放出氢气的是! "%发生钝化的是! "%能把铁氧化为 =0,C而

使铁溶解的是! "&
!L"稀硫酸 !M"热的浓硝酸 !A"冷的浓硝酸

!N"冷的浓硫酸 !H"稀盐酸 !="稀硝酸

8>铁的氧化物中%呈红色的是 %呈黑色的是 ’铁的氢氧化

物中 是呈白色的% 是呈红褐色的&
9>用化学方程式表示下列物质之间的转化@

=0!DH")

h
[

=0,D.

‘ H)

h
D

=0)D,

h
]

=0OD.$ a
=0 E

N
=0AI, E

\
=0!DH",

>
b

E

=0O

Z

w>已知@)=0,CC E=0 ,=0)C%)=0)CCAI E) )=0,CC)AIZ的反应容易发生&铁与过

量的稀硝酸反应生成! "%过量的铁与稀硝酸反应生成! "&
!L"=0!GD,") !M"=0!GD,", !A"=0)D, !N"=0,D.

在 =0M?)溶液中通入过量的氯气被氧化的离子为! "&
!L"只有 =0)C !M"只有 M?Z !A"=0)C和 M?Z !N"=0,C和 M?Z

同步精练六 !铁及其化合物"
5>炼铁的基本原理是用 %而炼钢的基本原理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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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的主要原料是 %炼钢的主

要原料有 &
6>用化学方程式表示高炉炼铁时%生成还原剂的反应原理是

%还原铁矿石的原理是 %生成熔

剂并除去脉石的反应原理是 &
7>生铁中含碳量为 %钢中的含碳量为 &把生铁炼成钢

需要把生铁中的 降低%并且去除大部分的 %还要调整 等的含量&
8>高炉煤气和炼钢废气中含有的主要有毒有害气体是 %这种气体回收可作

%因为它具有很高的热值%这种气体对人体的害处是! "&
!L"刺激呼吸道 !M"使血红蛋白变质

!A"造成肺气肿 !N"刺激皮肤出血

同步精练七 !金属的腐蚀和保护"
5>原电池是把 转变为 的装置&由原电池反应而引起金属的腐蚀称为

&另一种金属腐蚀叫做 %是金属与氧化性强的非电解质直接接触发生

而引起的&
6>形成原电池必须要有 ( 和

等三个条件&在潮湿空气中%钢铁发生腐蚀是因为钢铁中含有碳%铁和碳即为

%由于铁和碳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就形成了 %钢铁表面的水膜即为

&在反应中%铁为 极%碳为 极&
7>选择题

!+"原电池中发生氧化反应的是! "&
!L"正极 !M"负极 !A"阳极 !N"阴极

!)"为了防止输送天然气的钢铁管道腐蚀%可以在管道上焊接的金属块为! "&
!L"银 !M"铜 !A"锌 !N"锡

!,"纯锌 与 稀 硫 酸 反 应 速 率 很 小%为 加 大 放 出 氢 气 的 速 率%可 在 溶 液 中 加 入 少 量 的

! "&
!L"ABOD.溶液 !M"水 !A"食盐水 !N"!SOD.溶液

8>人们对自行车采取各种措施%以防止金属零件因腐蚀而损坏&指出下列措施是属于

哪类金属保护方法@
!+"把挡泥板制成不锈钢材料的@
!)"在钢圈上镀镍%在三角架上喷漆@
!,"在链条箱上焊接上小块锌片

<<<<<<<<<<<<
<

<<<<<<<<<<<<
<

=

==

=

@

二(导 学

5>铁及其氧化物的物理性质

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金属%最深的印象是黑色块状物%这是因为含有碳和其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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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并在表面覆盖着氧化膜的缘故&实际上%纯净的铁是光亮的银白色金属!块状时"%而铁粉

是黑色的&铁本身没有磁性%但能被磁铁吸引&在磁场的作用下%铁能被磁化而带有磁性&

铁的三种氧化物的主要性质

名 称 氧 化 亚 铁 氧 化 铁 四氧化三铁

俗 称 4 铁红!铁锈色" 磁性氧化铁

分子式 =0D =0)D, =0,D.

颜色状态 黑色粉末 红棕色粉末 黑色晶体

铁的价态 C) C, C)(C,

水溶性 不 溶 不 溶 不 溶

相互关系 空气中加热%迅速转化 0=0DCD) E
F

)=0,D.

6>由铁的可变化合价%理解=0
*

(=0
C)

(=0
C,

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关系

E

&

!."
!,"

!)"

C,

=0

!+"

=0
C)

*

=0!+"由=0 E
*

=0
C)

@铁 与
e
弱 氧 化 剂!如 HC(AB)C(O(’) 等"反

应%铁被氧化成二价&
=0C) EHAI =0AI)CH)h

=0CAB E)C =0)CCAB

=0CO E
F

=0O

由=0 E
C)

=0
*

%要用比 =0更活泼的金属%如 LI< F̂作还原剂%实用价值不大%且=0
C)

不太

稳定%主要表现出还原性&

!)"由=0 E
*

=0
C,

@铁与
e
强氧化剂!如 AI)(M?)(HGD,(浓 H)OD.等"反应%铁被氧化到三

价&

)=0C,AI) E
F

)=0AI,

=0C.HGD,!稀" E
F

=0!GD,",CGDhC)H)D

)=0C0H)OD.!浓" E
F

=0)!OD.",C,OD)hC0H)D

!,"由=0 E
C)

=0
C,

@当=0
C)

遇到强氧化剂!所有能将=0
*

氧化到=0
C,

的氧化剂%如上"或较强

的氧化剂!如 D)(H)D)等"%则被氧化成三价&

)=0)CCAI E) )=0,CC)AIZ

.=0)CCD)CH EC .=0,C C)H)D!在 酸 性 溶 液 中%空 气 中 的 氧 也 能 把 =0)C 氧 化 成

=0,C"&

,=0)CC.HCCGD EZ
, ,=0,CCGDhC)H)D

.=0!DH")CD)C)H) ED .=0!DH",

!."由=0 E
C,

=0
C)

@当 =0,C遇到比较强的还原剂!如 =0(AB(’Z(H)O等"时%则被还原成

=0)C&

)=0,CC E=0 ,=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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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CC EAB )=0)CCAB)C!与 =0CAB E)C =0)CCAB对比"
)=0,CC)’ EZ )=0)CC’)

)=0,CCH) EO )=0)CCO>C)HC

由上可知%强氧化剂可将=0
*

直接氧化到=0
C,

%也可将=0
C)

氧化到=0
C,

%弱氧化剂只能将=0
*

转

化为=0
C)

%解题时要注意综合分析%灵活应用&
7>铁盐!以 =0AI,为例"和亚铁盐!以 =0AI)为例"的性质

!+"颜色@=0,C在溶液中呈棕黄色%=0)C在水溶液中呈浅绿色&但颜色与离子的浓度有

关&工业用盐酸因含有少量 =0,C而呈黄色&
!)"都能水解%水溶液均呈酸性@

=0,CC,H) UVD =0!DH",C,HC 水解程度较大

=0)CC)H) UVD =0!DH")C)HC 水解程度较小

!,"均与碱反应%并以此特征检验离子的存在@

=0,CC,DH EZ =0!DH",> !红褐色"

=0,CC,GH,eH) ED =0!DH",>C,GHC
.

=0)CC)DH EZ =0!DH")> !白色"

=0!DH")>不稳定%迅速变成灰绿色%最终形成红褐色沉淀@
.=0!DH")CD)C)H) ED .=0!DH",>

!."相互转化@

=0)C
强氧化剂

U VYYYYY
较强还原剂 =0,C

8>炼铁和炼钢

!+"炼铁是用还原剂!一氧化碳"将铁矿石里的铁还原出来&主要原料为铁矿石(焦炭(
石灰石(空气&

炼铁三步骤@

‘ 制还原剂 AD@ACD) E
F

AD)C[

AD)CA E
F

)AD

a 核心反应@=0)D,C,AD E
高温

)=0C,AD)

b 除杂质形成炉渣@AJAD, E
高温

AJDCAD)h
AJDCOWD E) AJOWD,!炉渣"

!)"炼钢是用氧化剂把生铁里过多的碳和其他杂质氧化后!成气体或炉渣"除去!化学

方程式不作要求"&
!,"钢铁工业生产中的污染和环保问题&
在过去旧式钢铁厂的高烟囱里%长年累月冒出棕黑色的烟气%人们称之谓P黄龙Q&实际

上%高炉煤气的主要成分是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气和大量灰尘&炼钢过程中烟气的主要成

分是氧化铁尘粒和一氧化碳%对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现在钢铁生产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

如何净化(回收这些废气%既能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用钢铁厂的炉渣来制水泥(渣砖就

是一例"&我们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具备这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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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金属的腐蚀和保护

本节内容虽为选学材料%但金属腐蚀和防护的问题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对下

列问题应有所了解&
!+"金属腐蚀有化学腐蚀和电化腐蚀两类@以钢铁为例%生成铁锈的过程主要是化学腐

蚀%而原电池反应是发生电化腐蚀的主要原因%潮湿空气中容易形成电解质溶液%所以容易

发生电化腐蚀%被腐蚀的金属是原电池的负极%发生氧化反应@=0Z) E0 =0)C

!)"金属防护的方法有三种基本思路@改变金属内部结构’金属表面覆盖保护层’电化

学保护&能例举你熟悉的金属防护的具体方法%以增强理解&
!,"了解全国乃至全世界因金属腐蚀造成的严重的损失%以便引起高度重视&例如%目

前%全世界每年生产 1亿 B钢铁%却约有 +2,因腐蚀而报废&

5>如何确定铁与硝酸反应的产物?
例@已知铁和某硝酸溶液反应的还原产物是 GD&若将 .*S铁粉投入 +4的稀硝酸溶液

中%铁粉全部溶解%硝酸也无剩余%则此稀硝酸可能的物质的量浓度是多少?
k解析l 铁与硝酸反应的情况会因为铁的用量和硝酸的浓度而出现多种情况&硝酸的

浓度会影响到还原产物%一般来说%浓硝酸得 GD)%稀硝酸得 GD&氧化产物则决定于两反应

物的量@若反应后铁有余%氧化产物只有 =0!GD,")!是过量的 =0将 =0,C转化为 =0)C"’若反

应后硝酸有余%氧化产物只有 =0!GD,",&本题中%还原产物明确是 GD%而氧化产物应考虑

可能是 =0!GD,",!HGD,刚好将 =0氧化到 =0,C"%也可能是 =0!GD,")!过量的 =0刚好将所

有的 =0,C转化为 =0)C"%更有可能是 =0!GD,",和 =0!GD,")的混合物&
具体可这样来计算@
如果氧化产物全部是 =0!GD,")%设 HGD,的浓度为 (%&I24&
,=0

,f/0S
.*S

C 3HGD,

3%&I
E

(f+%&I

,=0!GD,")C)GDhC.H)D

(m+>2*
如果氧化产物全部是 =0!GD,",%设 HGD,的浓度为 *%&I24&
=0
/0S
.*S

C .HGD,

.%&I
E

*f+%&I

=0!GD,",CGDhC)H)D

*m)>30
所以此稀硝酸可能的物质的量浓度为 +>2*%&I2431!HGD,"3)>30%&I24
6>现在用一种新方法来除去 =0OD.溶液中的 =0,C!原 来 用 加 入 纯 铁 屑 的 方 法%很 费

时"&是在蒸馏水沸腾时%少量多次加入粉末状的绿矾!含杂质"%搅拌%直到观察到有褐色沉

淀生成%并停止加入药品%煮沸 +<)%WF后趁热过滤%密封保存所得的 =0OD.&简述此法的原

理是什么?
这是一个化学原理在生产中应用的实例&比起要我们去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容易多了&本

设计一定是利用了 =0,C与 =0)C在某些性质上的区别&将绿矾加到沸水中%盐类发生水解%由

于 =0,C的水解程度大于 =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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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CC,H) UVD =0!DH",C,HC

产生的 HC 进一步抑制了 =0)C 的水解%加热煮沸促进水解%所以使 =0,C 水解进一步进

行%直至产生褐色沉淀@

=0,CC,H)D E
F

=0!DH",>C,HC

k想 一 想%为 什 么 在 制 备 =0!DH", 胶 体 时%不 宜 长 时 间 煮 沸?l过 滤 后%所 得 纯 净 的

=0OD.要密封保存%这是因为 =0)C在空气中不稳定%容易被氧化&
7>为什么下列离子方程式的书写是错误的?
!+"标准状况下%将 )>).4氯气通入含 *>+%&I溴化亚铁的溶液中%充分反应@
)=0)CC.M?ZC,AI E) )=0,CC)M?)C0AIZ

!)"将 ++>)S铁粉投入到 +**%4)%&I24的稀硝酸溶液中@
=0C.HCCGD EZ

, =0,CCGDhC)H)D
分析@离子方程式书写的正确与否%如果不涉及量的关系%则主要看离子符号的书写和

配平等&如果涉及到反应物的量%一定要看产物是否与题意相符合&因为正如前面讨论过的

那样%化学反应产物的确定%不仅与反应物的种类(反应条件有关%还与反应物的物质的量有

关&
在!+"中%AI)确实能将 =0)C 氧化到 =0,C%将 M?Z 氧化到 M?)%但在 *>+%&I=0M?)中%含

=0)C *>+%&I%M?Z *>)%&I%而 AI)仅 *>+%&I%它只能氧化 *>+%&I=0)C和 *>+%&IM?Z!=0)C比

M?Z易氧化"%不能将 *>+%&I=0M?)全部氧化%所以原离子方程式不符题意&
改正@)=0)CC)M?ZC)AI E) )=0,CCM?)C.AIZ

在!)"中%=0为 *>)%&I 即 ++>)SD E/0S2%&I%HGD,也为 *>)%&I 即 )%&I24f +**
+***D E4 %足见

=0粉大大过量%氧化产物只有 =0)C@
改正@,=0C3HCC)GD EZ

, ,=0)CC)GDhC.H)D

5>将铁屑溶于过量的盐酸中%欲有C,价铁盐生成%需再加入下列物质中的是! "&
!L"硫酸 !M"氯水 !A"硝酸锌 !N"氯化铜

铁屑溶于过量盐酸中%全部转化为 =0)C%因此本题的实质是找出能将 =0)C 氧化为 =0,C

的氧化剂%且一定是强氧化剂&
选项!L"未说明浓度%且本题中即使是浓硫酸%当加在 =0OD.溶液中也变稀了%所以不

能使 =0)C氧化为 =0,C&选项!M"%加入的氯水中主要成分之一是 AI)%可将 =0)C氧化为 =0,C’
选项!A"%加入 F̂!GD,")%表面看不能反应!硝酸盐在溶液中不考虑其氧化性"%但该溶液中

有过量的盐酸电离产生的 HC%加入 F̂!GD,")后%由于 HC增加了 GDZ
, 的氧化性!相当于溶

液中存在着 HGD,"%所以!A"也可以’选项!N"%加入 ABAI)无反应&
本题中%正确答案!A"极易漏选%这是一个隐蔽性的条件&对于讨论溶液中离子之间的

反应%不能死记几种物质%要学会从构成溶液的离子角度分析溶液的组成&
6>为了防止生锈%可对铁制品表面进行发蓝处理@把铁制品浸入热的 GJGD)(GJGD,(

GJDH混合液中%使它表面氧化生成一层致密的 =0,D.氧化膜%所发生的反应可表示如下@
‘ ,=0CGJGD)C/ EGJDH ,GJ)=0D)CGH,hC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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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C GJGD,C GJDHC H) ED GJ)=0)D.C GH,h
b GJ)=0D)CGJ)=0)D.C)H) UVD =0,D.C.GJDH
!+"配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a&
!)"当 GJDH含量太多或太少时%均使氧化膜的厚度太薄%说明其原因&
本题初看是考查铁及其化合物的知识%其实不然&只是以铁及其化合物的知识作为载

体%考查的是氧化还原反应化学方程式的配平和化学平衡移动的理论&
!+"配平第一步是确定 GJ)=0)D.中 =0元素的化合价C,&
)=0 *EC,
G C/EZ,

Z00 f.
C30 f,

反应中%仅两种元素发生化合价变化%所以配平是基础的要求@
3=0C,GJGD,C/GJDHC)H) ED .GJ)=0)D.C,GH,h
!)"若 GJDH太少%使反应‘和a生成的 GJ)=0D)和 GJ)=0)D.都少%致使反应b生成

的 =0,D.也少&若 GJDH太多%使反应b化学平衡逆向移动&同样不利于 =0,D.的生成&
本题属于阅读理解型题目%对阅读理解能力有一定的要求&阅读理解的特点%立足于中

学的基础知识和中学生必备的能力范围%同时给出一定量的信息%往往是给你一个陌生的情

景%然后设置问题要你解答&它要求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能迅速理解(接受(筛选新信息%调

用已有的知识%并把两者结合起来%从而产生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5>烧过菜的铁锅如未及时洗净!残液中含 GJAI"%第二天便会出现红棕色的锈斑&请分

析锈斑产生的过程%并用有关的化学式来表示&
产生的锈斑的成分不难推测是 =0)D,或 =0)D,e(H)D%俗称铁锈!红棕色"&锈斑产生的

过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化学腐蚀%直接发生氧化反应而产生铁锈’一种是发生了电化腐蚀&
在本题所提供的环境中%主要是哪一种腐蚀为主呢?我们作如下分析@首先是烧过菜的铁锅

未洗净%留有的 GJAI溶液为电解质溶液%为电化腐蚀提供了充足的条件%而且第二天便出

现红棕色锈斑%说明腐蚀的反应十分迅速&而一般化学腐蚀生成铁锈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
从这两点看%锈蚀的过程

e
主

e
要是电化腐蚀%主要的反应有@

!+"原电池反应 =0Z) E0 =0)C

!)H)DCD)C. E0 .DHZ 不要求写"
!)"生成氢氧化铁 =0)CC)DH EZ =0!DH")

.=0!DH")CD)C)H) ED .=0!DH",

!,"产生锈斑 )=0!DH" E, =0)D,C,H)D
钢铁锈蚀是比较复杂的过程%往往电化腐蚀和化学腐蚀兼而有之%上面分析的只是其主

要过程&
6>某化学课外活动小组%在活动研究中发现@在一定条件下%普通铁粉和水蒸气反应可

以得到铁的氧化物%该氧化物又可经此逆反应生成颗粒极细的铁粉&这种铁粉具有很高活

性%在空气中受撞击或受热时会燃烧%俗称还原铁粉&请分别用图中示意的两套仪器装置%制

取上述铁的氧化物和还原铁粉!实验试剂有普通铁粉(盐酸等%其他试剂自选&图中铁架台(
铁夹(铁圈(石棉网(加热设备等均已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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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回答实验时@
!+")试管中应加入的试剂是 ’ !)"I烧瓶的作用是 ’
!,"Y烧瓶的作用是 ’ !."d中收集到的是 ’
!/"J型管 e中应加入的试剂是 ’!0"f 长颈漏斗中应加入 ’
!1"甲(乙两装置中%需加热的仪器是 !填英文字母"’
!3"g烧瓶中发生的反应%有时要加少量 ABOD.溶液%其目的是 ’
!2"h试管中发生的化学反应方程式是

!+*"为了安全%在 h管中反应进行前%在 i出口处必须 ’
!++"h管中的反应开始后%在 i出口处应 &
本题曾是上海市初三P天原杯Q化学竞赛的试题%可见对元素化合物知识的要求是不高

的’但也多次被收编在高考训练题中%足见对综合能力的要求是不低的&
题目背景是一个课外活动的实验%已经提供了基本的实验装置和实验试剂%通过 ++个

问题%考查学生对实验过程的理解&
据题意%实验分两大步骤@第一步从普通铁粉与水蒸气反应得到铁的氧化物’第二步是

从该氧化物经过逆反应生成还原铁粉&
先确定反应原理&

第一步@,=0C.H)D!S" E
F

=0,D.C.H)h

第二步@=0,D.C.H) E
F

,=0C.H)D
!因为不是在密闭容器中进行%所以不会发生可逆反应"&

然后确定反应装置&
因为甲装置中气体是排出的%所以发生第一步反应’乙装置中 g是一个制 H)的装置%所

以进行第二步反应&
通过如上分析%对本实验过程就比较清楚了%解答 ++个问题就不会太难了&
!+")试管中加入普通铁粉&
!)"I烧瓶中提供水蒸气&
!,"Y烧瓶的作用是防止水倒吸!进(出导管均在瓶口%作安全瓶"&
!."d中收集到的是 H)!第一步反应产物"&
!/"J型管 e的作用是净化 H)!作还原剂"除去 HAI和 H)D!S"%所以适合用碱石灰作

干燥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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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f 长颈漏斗中应加入盐酸!题中规定的试剂"&
!1")(I(h!由反应条件可确定"&
!3"加大产生 H)的速率!本处涉及到电化学的知识%因为如果 F̂粒或 =0粉太纯%产生

H)的速率太小&高二只要求知道实验事实"&

!2"=0,D.C.H) E
高温

,=0C.H)D
!+*"检验 H)的纯度&
!++"h管开始反应后%在 i出口处应点燃 H)%目的主要不是防止污染!少量氢气排放

至空气中%不会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是观察了解反应的程度和速率&

5>如何解框图题?
例 某待测液中可能含有 =0)C(=0,C(LSC(LI,C(MJ)C(AJ)C(GHC

. 等离子%进行了下述

实验@

待
测
液

稀 HAI
E

E

!+"

溶液

E

L

沉淀 L

!)"稀 H)OD.

M?)
E

E

水

溶液

E

M

沉淀 M

!,"GH,eH)
E

E

D

溶液

E

A

沉淀 A

!."GJDH
E

E

溶液

溶液

E

N

沉淀 N

!/"

AD
E
)

沉淀 H

不溶于 HGD,

E
!."GJDH溶液

上图中所加稀盐酸(稀 H)OD.(溴水(氨水(AD)等均是过量的&根据实验结果%判断待测

液中离子存在的情况%并说明理由&
解这一类框图题%一般学生均感到比较困难&解框图题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各物质的主要

性质&除了解这些物质的一般性质外%还要了解那些特殊性质&对于各种物质的相互转化及

转化条件也都要熟悉&有时还要结合物质的物理性质%尤其是从特殊的物理性质去考虑&这

样%推导时就会有多个途径%找到突破口&解框图题的一般思维方法主要有正向思维(逆向思

维(直觉思维等方法%以及它们的综合应用&
本 题第!+"步是加稀 HAI%产生不溶于 HGD,的沉淀 L&L肯定是 LSAI%所以一定有

LSC&
第!)"步加入是 M?)水&在判断上特别要注意它的强氧化性%如果原溶液中存在 =0)C%则

也要氧化到 =0,C%加入稀硫酸后产生的沉淀 M%则可能是 MJOD.%也可能是 AJOD.!微溶物质

的溶解度实质上是很小的%浓度不是特别稀时%就会产生沉淀"%也可能两种沉淀都有&在溶

液 M中可能存在的离子有 =0,C(LI,C(GHC
.&

第!,"步加入 GH,eH)D%产生沉淀 A&在沉淀 A中再加 GJDH%部分沉淀消失%说明沉

淀 A中既有 =0!DH",%又有 LI!DH",%只是在现象上 LI!DH",的白色沉淀被 =0!DH",的红

棕色沉淀所掩盖了&溶液 A中肯定有 GHC
.%但此 GHC

. 不一定是原溶液中所存在的%因为在

第!,"步加过 GH,eH)D了&
第!."步加 GJDH后得溶液 N中肯定含 LIDZ

)&沉淀 N的成分是 =0!DH",%沉淀 H则为

LI!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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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溶液中肯定存在的离子是 LSC 和 LI,C’MJ)C 和 AJ)C 中至少有一种存在’=0)C 和

=0,C至少有一种存在&GHC
. 是否存在不能确定&

6>画个简图%可帮助你理清思路解好题&
例 将一块表面生锈的铁片置于稀硝酸中充分反应%共收集到一氧化氮 ++>)4!标准状

况"%溶液中还剩有 /S固体残渣&在过滤后的滤液中通入 ++>)4!标准状态"氯气%恰好使溶

液中的亚铁离子全部氧化%计算原铁片的质量和铁锈的百分含量!以 =0)D,计"&
解题第一步%先把障碍扫清@
!+"换算@标准状态下%++>)4GD(AI)均为 *>/%&I&
!)"写出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并设有关物质的物质的量@
=0)D,

(%&I
C0HGD E, )=0!GD,",

)(%&I
C,H)D

=0
(%&I

C)=0,C E
)(%&I

,=0)C

,(%&I
,=0!过 量"

*>1/%&I
C3HGD E, ,=0!GD,")

*>1/%&I
C)GDh

*>/%&I
C.H)D

)=0)C

*>/%&If)m+%&I
C AI) E

*>/%&I
)=0,CC)AIZ

!,"再画个反应示意图@

(%&I=0)D,
CHGD

E
,
)(%&I=0,C E

C(%&I=0
,(%&I=0)C

原
S
T

U
=0

=0!过量"
CHGD

E
,
=0)C!*>1/%&I"

(%&I!还原 )(%&I=0,C用"
/S!剩余固体"

*>/%&IAI
E
)
=0,C

解@最后与 AI)反应的 =0)C为 )f*>/%&Im+%&I

故 ,(C*>1/%&Im+%&I (m*>)/
,

因此原铁片中 C!=0)D,"m*>)/
, %&If+0*S2%&I5+,>,S

原铁片中 C!=0"m!*>1/%&IC("f/0S2%&IC/S

m *>1/%&IC*>)/
,D E%&If/0S2%&IC/S5/+>1S

原铁片总质量 +,>,SC/+>1Sm0/S

=0)D,的百分含量m+,>,S
0/S

<<<<<<<<<<<<<
<

<<<<<<<<<<<<<
<

=

==

=

f+**}5)*>/}

三(分 层 练 习 !时间@89分钟"

分层练习一

一(选择题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5>下列元素中%属于过渡元素的是! "&
!L"L_ !M"A_ !A"LI !N"=0
6>下列物质与铁反应%不可能生成三价铁盐的是! "&
!L"硫酸铜溶液 !M"氯气 !A"稀硝酸 !N"热的浓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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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能由两种单质直接反应生成的是! "&
!L"!S,G) !M"=0)D, !A"=0O !N"=0AI,
8>关于铁与水反应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L"不管采用什么条件%不可能发生反应 !M"在高温下可生成四氧化三铁和氢气

!A"在高温下可生成氢氧化铁和氢气 !N"在常温下可生成氧化亚铁和氢气

9>在氯化铁溶液中%加入下列物质使溶液变红色的是! "&
!L"GH.OAG溶液 !M"氨水 !A"GJDH溶液 !N"ABOD.溶液

w>物质的量相同的下列物质在氧气中燃烧%消耗氧气最少的是! "&
!L"O !M"LI !A"=0 !N"R
~>实现下列变化%需加入还原剂的是! "&
!L"=0!DH",E=0)D, !M"=0AI)E=0AI,
!A"=0!GD,",E=0!GD,") !N"=0)D,E=0AI,
">在常温下%跟浓硝酸(氢氧化钠溶液都不反应的金属组为! "&
!L"锌(铁 !M"铝(镁 !A"铜(铁 !N"金(铂

+>在下列实验中%能得到氧化铁的是! "&
!L"加热氢氧化铁 !M"铁粉在空气中燃烧

!A"在纯氧气中灼烧铁丝 !N"加热饱和氯化铁溶液至沸腾

56>下列有关炼铁和炼钢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L"炼铁是铁矿石被还原的过程

!M"把铁从铁矿石中还原出来的还原剂是一氧化碳

!A"炼钢是把生铁加以氧化的过程

!N"炼钢中要加入生石灰作为造渣剂

55>炼铁高炉中排出炉渣的主要成分是! "&
!L"AJD !M"=0OWD, !A"OWD) !N"AJOWD,

56>由铜(锌和稀硫酸组成的原电池%反应过程中%电解质溶液的 QH值! "&
!L"不变 !M"变大 !A"变小 !N"先变小后变大

57>某金属与稀硫酸反应放出氢气%该金属与锌板组成原电池时%锌为正极%该金属是

! "&
!L"=0 !M"LS !A"!S !N"AB
58>J(z(|(R四种金属%把 J(z用导线连接浸入稀硫酸中%J上放出气泡%把 |放入 R的

盐溶液中%有 R析出%|放入 J的盐溶液中%无明显现象%则四种金属的还原性由强到弱的顺

序为! "&
!L"Jozo|oR !M"Jo|ozoR !A"zoJoRo| !N"zoJo|oR
59>将 CSLI)D,和 =0)D,的混合物溶解在过量的 +**%4QHm+的 H)OD.溶液中%然

后 向 其 中 加 入 GJDH 溶 液%使 其 中 的 =0,C 和 LI,C 正 好 全 部 变 为 沉 淀%用 去 GJDH 溶 液

+**%4%此 GJDH溶液的浓度为! "&
!L"*>+%&I24 !M"*>*/%&I24 !A"*>)%&I24 !N"*>+/%&I24
二(填空题

5w>冶金工业上把铁称为 金属%纯净的块状铁是 色的%铁粉是 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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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与下列物质发生反应时%生成物中铁的化合价相同的是! "&
!L"氯气和硫 !M"盐酸和氧气 !A"氧气和水蒸气 !N"稀硫酸和稀硝酸!过量"
5~>配置 =0OD.溶液时%有时会稍有些浑浊%防止的方法可向溶液滴入几滴 %

这是为了 &时间长了%溶液由浅绿色变为略带浅黄色%防止的方法可

向溶液中加入少量 %这是为了 &
5">生铁和钢的主要区别是含 量的不同%这种物质会使钢铁 !加快(减慢"

腐蚀&其原因是它的存在使钢铁在潮湿空气中易形成 而发生 腐蚀&这种物质

在反应中作 极%而铁作 极&
5+>有一种浅绿色的复盐%分别取其水溶液做实验@‘ 滴加硝酸钡溶液产生白色沉淀%

再加过量的盐酸%沉淀不溶解’a 加入硫氰化钾溶液无明显现象%再通入氯气%溶液变为血

红色’b 加入足量烧碱溶液%除产生白色沉淀外%还有能使湿润的红色石蕊试纸变蓝的气体

产生%试推断该复盐中含有的离子是 %该复盐的名称为

&
三(实验题

66>

如图所示%用实验验证炼铁的基本原理%)(I两个装置中%正确的是 ’另一个错

误的原因是 &证明反应进行能观察到的现象有

&实验开始时%应先通入气体后再加热%原因是

%I中最后把导管通到酒精灯火焰中的作用是 &
四(计算题

65>把 .3>3S铁粉和氧化铁粉末的混合物%溶于 )**%4稀硫酸中%恰好完全反应%在标

准状况下收集到氢气 )>).4%且在反应后的溶液中滴加硫氰化钾溶液不变红色&求@
!+"原混合物中铁和氧化铁各为多少克?
!)"稀硫酸的物质的量浓度为多少?

分层练习二

一(选择题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5>称取 3S硫粉和 )+S铁粉%混合后在隔绝空气的情况下加热%在反应后%所得的残留

物中加入过量的稀硫酸%生成的气体在标准状况下的体积为! "&
!L"/>04 !M"*>,1/4 !A")>34 !N"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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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把铁片投入下列溶液中%铁片溶解%溶液质量减少%但无气体产生的是! "&
!L"H)OD. !M"=0)!OD.", !A"ABOD. !N" F̂OD.

7>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L"金属都能与酸发生反应

!M"金属元素在化学反应中只能被氧化

!A"金属发生的反应都是氧化还原反应

!N"金属元素只能形成阳离子

8>在氯化铜和氯化铁的混合溶液中%加入过量的铁粉%完全反应后%剩余固体物质的质

量与所加铁粉质量相等%则原混合溶液中%氯化铜和氯化铁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
!L"1g) !M"/g) !A",g) !N"+g+
9>在相同条件下%将镁(铝(铁分别投入足量的且质量相等的稀硫酸溶液中%反应结束

后%三种溶液的质量相等%则投入镁(铝(铁的质量关系为! "&
!L"!SoLIo=0 !M"=0p!SpLI !A"!SpLIp=0 !N"=0o!SoLI
w>下列反应中%能置换出单质铁的是! "&

!L"=0)D,CAD E
F

!M"LIC=0,D. E
F

!A"GJC=0OD.!JK E" !N"ABC=0AI,!JK E"
~>把生铁冶炼成碳素钢的主要目的中%不正确的是! "&
!L"把生铁提纯%去除铁中的全部杂质

!M"降低生铁中的含碳量

!A"去除生铁中的硫(磷等有害杂质

!N"调节铁中的硅(锰等元素在一定含量范围内

">=0)C 在溶液中呈浅绿色%在 =0!GD,")溶液中存在平衡@=0)CC)H) ijD =0!DH")

C)HC%在此溶液中加入硝酸%溶液的颜色! "&
!L"不变 !M"绿色变深 !A"绿色变浅 !N"变黄

+>把 />0S铁投入某硝酸溶液中充分反应%铁粉完全溶解%放出 GD气体%称得溶液的

质量增加 ,>)S%此时溶液中 =0)C和 =0,C的浓度之比为! "&
!L")g+ !M",g) !A"+g+ !N".g,
56>把 氯 化 铁 溶 液 加 热 蒸 干%将 残 留 固 体 灼 烧 到 质 量 不 变 为 止%得 到 的 固 体 产 物 是

! "&
!L"=0AI,e:H)D !M"=0AI, !A"=0!DH", !N"=0)D,

55>已知某溶液的 QHm+%并含有 =0)C和 MJ)C%则溶液中可能存在的阴离子是! "&
!L"AIZ !M"AD)Z

, !A"OD)Z
. !N"GDZ

,

56>有 =0O和 ABOD.各 *>+%&I的混合物%向混合物中加入 +**%4*>.%&I24的稀盐

酸%充 分 反 应 后%溶 液 中 剩 余 的 酸 需 加 *>.%&I24GJDH 溶 液 (%4恰 好 中 和%则 (为

! "&
!L"/* !M"+** !A"+/* !N")**
57>一定量的 =0)D,和 =0的混合物投入 )/*%4)%&I24的硝酸溶液中%反应完全后%

放出标准状况下的 GD气体 +>+)4%向反应后的溶液中%加入 +%&I24的 GJDH溶液使铁完

全成为沉淀%需 GJDH溶液的体积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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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 !M".**%4 !A"./*%4 !N"/**%4
58>向浓度都为 +%&I24的 HAI和 H)OD.各 )**%4中%分别加入等质量的铁粉%反应

结束后%生成气体的体积比为 )g,%则加入的铁粉为! "&
!L"++>)S !M"3>.S !A"/>0S !N".>.3S
59>往 +**%4=0AI,溶液中通入 *>01)4标准状况下的 H)O!设 H)O完全被吸收%反应

为 )=0AI,CH) EO )=0AI)CO>C)HAI"%再加入过量的铁粉%反应停止后%测得溶液中含

有 *>+)%&I金属阳离子%则原 =0AI,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为! "&
!L"*>+%&I24 !M"+%&I24 !A"*>*3%&I24 !N"*>3%&I24
二(填空题

5w>含有杂质的金属接触到电解质溶液时%就构成了大量的 %比较 的金

属失去电子而被氧化%在反应中作 极%这种腐蚀叫做 &
5~>除去 =0AI)溶液中混有的少量的 ABAI)%应选用的试剂是 %反应的离子方程

式为 ’除去 =0AI,溶液中混有的少量的 =0AI)%应选用的试剂是 %反

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除去 =0AI)溶液中混有的少量的 =0AI,%应选用的

试剂是 %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
5">将 3>.S铁粉与 ,>)S硫粉均匀混合%在敞口试管中加热%充分反应后%待残留物冷

却后加入盐酸@
!+"理论上可收集到标准状况下的气体 4&
!)"实际收集到的气体体积往往小于此体积数%可能的原因是

&
!,"把上述所得气体与足量的氧气充分燃烧后%经冷却%在标准状况下的体积为

4&
!."实验中最后获得的气体体积也往往小于此体积数%可能的原因是

&
三(实验题

5+>L(M是两种可溶性盐的溶液%按一定步骤进行实验%出现的有关现象如下@

L
!无色溶液"

M

A
!黑色沉淀

E

"

无色溶液

稀 H)OD
E

E
.

N!无色气体%有臭鸡蛋气味

E

"

H
!浅绿色溶液"

AI
E

)

=
!棕黄色溶液"

E
GOAG

X
!血红色溶液

E

"

E

浅黄色沉淀

黄色

LSGD,和 HGD,

E

焰色反应

AI) GOAG

!+"写出有关化学式@L %M %N %X
!)"写出有关离子方程式&
AEN@
HE=@
LC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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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题

66>)>).S铁与 )**%4某浓度的稀硝酸充分反应%铁和硝酸均无剩余%反应中只放出一

种气体%该气体无色%但遇到空气立即变为红棕色’向反应后的溶液中加入 )/%4*>.%&I24
的碘化钾溶液%恰好将溶液中的 =0,C 全部还原!)=0,CC)’ EZ )=0)CC’)"%求原硝酸的物

质的量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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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期末测试!一"

!时间@2*分钟"

一(选择题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每小题 )分%共 .*分"
5>下列物质属于纯净物的是! "&
!L"铝热剂 !M"绿矾 !A"氨水 !N"生铁

6>下列酸与对应的酸酐正确的是! "&
!L"HGD,<GD) !M"H)OD.<OD) !A"HGD,<GD !N"HLID)<LI)D,

7>汽车尾气造成大量污染%尾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是! "&
!L"AD%AD)和 OD, !M"OD)和 OD,

!A"AD(OD)和氮氧化物 !N"臭氧和氮氧化物

8>下列气体中%只能用排水法收集的是! "&
!L"GD) !M"D) !A"GD !N"GH,

9>高炉炼铁时%所用的固体原料是! "&
!L"硫铁矿(焦炭(石灰石 !M"赤铁矿(焦炭(石灰石

!A"硫铁矿(焦炭(生石灰 !N"赤铁矿(焦炭(生石灰

w>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L"能发生布朗运动的都是胶体颗粒

!M"加入电解质后%产生沉淀的都是胶体

!A"能发生丁达尔现象的是胶体

!N"带电微粒在直流电作用下向两极移动叫电泳

~>根据铝与盐酸反应产生氢气%与烧碱溶液反应也能产生氢气%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
!L"铝是一种活泼的金属 !M"铝既有金属性%又有非金属性

!A"铝有很强的还原性 !N"铝在反应中较易失去电子

">,SLI与 H)OD.溶液反应产生 A4氢气%则相同状态下%),S铝与 GJDH溶液反应%
产生的氢气体积为! "&

!L")A4 !M"A4 !A"+
)A4 !N",

)1A4

+>下列只用试管和滴管就能区别开的一组物质是! "&
!L"LIAI,(LSGD, !M"LIAI,(GH,eH)D
!A"LIAI,(GJDH !N"LIAI,(GJ)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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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在某溶液中%加入 GJDH溶液%有沉淀生成%所得沉淀的

质量 _与加入 GJDH溶液体积 A的关系%如图所示%符合此状况

的溶液是! "&
!L"LI)!OD.",(=0)!OD.", !M"AJAI)(!SAI)
!A"=0AI,(!SAI) !N"MJAI)(AJAI)
55>在下列情况下%氮气表现还原性的是! "&
!L"在氮气中焊接金属 !M"在放电时氮气和氧气化合

!A"工业上用氮气生产氨气 !N"镁带在氮气中燃烧

56>下列化合物中%能由两种单质化合而成的是! "&
!L"GD) !M"GH, !A"=0)D, !N"=0AI)
57>现有氨气(三氧化硫(二氧化氮三种气体各 +%&I分别溶解于水 %配成 +4溶液为

L(M(A%则各溶液 QH值由大到小的顺序是! "&
!L"AoLoM !M"MoAoL !A"LoAoM !N"LoMoA
58>下列各组离子%在溶液中能大量共存的是! "&
!L"AJ)C(HC(HADZ

,(AIZ !M"=0,C(AIZ(GJC(OAGZ

!A"LIDZ
)(AIZ(GJC(DHZ !N"LIDZ

)(AIZ(GC(HC

59>在一定温度下的密闭容器中%反应 L)!S"CM)!SUV" )LM!S"%达到平衡状态的标

志是! "&
!L"各反应物与生成物的浓度之比为 +g+g)
!M"反应物和生成物的浓度相等

!A"单位时间内生成 :%&IL)%同时生成 ):%&ILM
!N"容器内压强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5w>下列各组微粒的还原性由弱到强(半径由小到大排列顺序正确的是! "&
!L"GJ(G(AJ !M"LI(!S(GJ
!A"O)Z(AIZ(’Z !N"AIZ(=Z(’Z

5~>在如下平衡体系中@,L!S"C-M!_UV" 1A!S"%升高温度或减小压强%平衡都向逆反

应方向移动%则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L",o1 正反应放热 !M",p1 正反应放热

!A",C-o1 正反应吸热 !N",C-o1 正反应放热

5">有一块铝铁合金%欲测定其含铝量%切取 _S合金溶于盐酸中%再加入过量的氢氧

化钠溶液%过滤出沉淀%将沉淀在空气中充分灼烧%最后得到 _S红棕色粉末%则此合金中铝

的百分含量为! "&
!L")*} !M",*} !A"1*} !N"3*}
5+>由相同物质的量的 LIAI,(=0AI,(=0AI)(ABAI)组成的混合溶液中%加入铁粉充分反

应后%铁粉有剩余%则溶液中存在较多的阳离子是! "&
!L"=0,C(=0)C !M"=0)C(LI,C !A"=0)C(AB)C !N"=0,C(LI,C

66>将 +>2)S铜与一定量的浓硝酸反应%当铜粉完全作用时%收集到标准状况下的 GD
和 GD)混合气体 *>3204%则反应中消耗硝酸的物质的量是! "&

!L"*>++%&I !M"*>+*%&I !A"*>*2%&I !N"*>*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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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 !每空格 +分%氧化还原方程式配平 )分%共 ))分"
65>大气中游离态氮转化为化合态氮的过程%称为P固氮Q&
!+"在闪电的作用下%大气中发生自然P固氮Q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在一定条件下%氮气和氢气也能发生人工P固氮Q%其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在工业 上%发 生 上 述 反 应 选 择 的 压 强 为.>/f+*1RJ是 为 了! "%控 制 温 度 在

/**XA左右%原因是! "&
!L"加大反应速率 !M"减小逆反应速率

!A"提高催化效率 !N"使平衡向正反应方向移动

!,"在上述生产中%氨分离后设立了一个循环压缩机%它所起的作用是

&
!."目前科学家正在探索在常温常压下进行氨的合成%你认为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

&
66>某学生用氧化铝!含氧化铁杂质"来制取净水剂三氯化铝溶液%方案设计如下@

氧化铝
氧化铁

过量烧碱溶液

‘
E

E

加热

L溶液 E
适量盐酸

A沉淀
适量盐酸

E
a

N

E

溶液

M沉淀

!+"写出‘(a两个步骤的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写出 M的化学式@
!,"三氯化铝能净水是因为发生了 反应%生成能吸附水中悬浮杂质的物质是

!写化学式"&
!."如果在 L溶液中直接加过量盐酸%得到的溶液与 N溶液有什么不同?

67>配平下列氧化还原方程式&

=0OD.C G!FD.C H)OD.44

=0)!OD.",C !FOD.C G)OD.C H)D
该反应中%氧化剂是 %电子转移 0&
68>有 L(M(A(N(H(=六种气体&‘ L和 M在一定条件下反应生成 H’a M和 A混合%

在光照下会发生爆炸生成 =’b H和 =接触时%有白烟生成’N N能使品红溶液褪色&试写

出这些气体的化学式@L %M %A %N %H %=
三(实验题 !每小题 3分%共 ,)分"
69>某无色透明溶液能与铝反应放出氢气&溶液中可能存在@HC(!S)C(DHZ(OD)Z

. (
GDZ

,(AD)Z
, 等离子&

!+"第一种情况%溶液中一定有 离子%可能有 离子&
!)"第二种情况%溶液中一定有 离子%可能有 离子&
6w>烧过菜的铁锅如未及时洗净%第二天会出现棕红色铁锈斑!主要成分是氧化铁"%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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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小组的同学分析原因认为%首先是发生了电化腐蚀%然后进一步形成 =0!DH")%再被空气

中氧气氧化为 =0!DH",%然后再转变为铁锈&那么反应中铁为 极&有关的反应是%第一

步发生电极反应%正极@D)C)H)DC. E0 .DHZ%负极@ ’第二步生成氢氧

化亚铁的离子方程式是 &最后由氢氧化铁转变为铁锈的

化学方程式是 &
6~>如果用右图所示装置进行实验@将空气鼓入装在锥形瓶中

的浓氨水中%并将铂丝烧热后插入锥形瓶%发现铂丝保持红热%锥形

瓶口出现少量红棕色气体%有时还会有白烟产生&在铂丝表面发生的

化学反应是 %铂丝保持红热的原

因是 %瓶口的白烟是 !写化学式"%用此装置

做实验%最大的缺点是

&
6">活动课上%同学们利用试管进行了如下实验@

明矾

氨水
E

‘
白色沉淀 L

水解
E

a
净水剂 M

GJDH溶液
E

N
N溶液

HAI
E

b
A溶液

写出‘<N四步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 a
b N
四(计算题 !本题共 0分"
6+>现有 GJDH和 MJ!DH")的混合溶液%取 +*%4稀释到 ,**%4%所得稀释液的 QH

m+,’另取原碱液 +*%4%加入足量的稀硫酸%得到白色沉淀 *>.00S%计算@
!+"原混合溶液中 GJDH的物质的量浓度&
!)"若用 +4该混合溶液制氢气%至少需要金属铝多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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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期末测试!二"

!时间@2*分钟"

一(选择题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每小题 )分%共 ,*分"
5>下列溶液中%呈血红色的是! "&
!L"=0OD. !M"ABOD. !A"=0!OAG"OD. !N"LI)!OD.",

6>含有七种阳离子的硫酸盐溶液@GC(!S)C(LI,C(GHC
.(=0)C(=0,C(AB)C%可以将它

们一一鉴别出来的是! "&
!L"GOAG !M"LSGD, !A"MJAI) !N"GJDH
7>在 =0AI,溶液中%离子浓度最小的是! "&

!L"DHZ !M"HC !A"=0,C !N"AIZ

8>下列各组离子中%能大量共存的是! "&
!L"LI,C(GHC

.(AIZ(LIDZ
) !M"HC(=0)C(GDZ

,(OD)Z
.

!A"=0)C(=0,C(AIZ(OD)Z
. !N"=0,C(GC(’Z(AIZ

9>下 列 反 应 达 到 平 衡 后%在 升 高 温 度 的 同 时 增 大 压 强%平 衡 有 可 能 不 发 生 移 动 的 是

! "&
!L".GH,!S"C/D)!SUV" .GD!S"C0H)D!S"C[
!M"G)!S"C,H)!SUV" )GH,!S"C[
!A"H)!S"C’)!SUV" )H’!S"Z[
!N"AD!S"CH)D!SUV" AD)!S"CH)!S"C[
w>以下关于氮气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L"通常化学性质较稳定 !M"可以在氧气中燃烧

!A"在高温下%能跟某些金属反应 !N"与氢气反应时作氧化剂

~>常温下%能溶于浓硝酸%但不溶于盐酸的是! "&
!L"=0 !M"AB !A"RB !N" F̂
">你认为减少酸雨的产生可采取的措施是! "&
‘ 植树造林 a 把工厂烟囱造高 b 燃料脱硫 N 在已酸化的土壤中加石灰 Z

开发新能源 [ 在煤中加入适量生石灰

!L"ab[ !M"bNZ !A"bZ[ !N"‘bZ
+>下列没有丁达尔现象的分散系是! "&
!L"硫化锑胶体 !M"食盐水 !A"蒸馏水 !N"氢氧化铁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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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化合物 H’F是一种弱酸%在水溶液中因存在以下电离平衡而用作酸碱指示剂@
H’F!JK"UV

红 色
HC!JK"C’F!JK"

黄 色

浓度为 *>*)%&I24的下列溶液@‘ 盐酸%a 石灰水%b GJAI!JK"%N GJHOD.!JK"%Z
氨水%其中能使上述指示剂呈黄色的是! "&

!L"aZ !M"ab !A"‘N !N"NZ
55>由两种金属组成的合金 3S%投入到足量的稀硫酸中%产生气体的体积在标准状况下

为 />04%则该合金不可能为! "&
!L"!S(AB !M"!S(=0 !A"LI(̂F !N"=0(̂F
56>下列各组中的三种物质%它们的溶液的浓度和体积均相同&将各组三种溶液混合

后%不产生沉淀的是! "&
!L"LIAI,(MJ!DH")(HAI !M"ABAI)(GJDH(HAI
!A"ABAI)(GJ)AD,(GJ’ !N"GJLID)(GJDH(H)OD.

57>将 ,>)SAB投入到一定量的 浓 硝 酸 中%产 生 的 GD和 GD)气 体 在 标 准 状 况 下 为

+>+)4%则反应中消耗硝酸的物质的量为! "&
!L"*>*/%&I !M"*>+%&I !A"*>+/%&I !N"*>)*%&I

58>含 ,SHGD,的溶液%与 -S铁粉完全反应%若还原产物只有 GD%且有 ,
.SHGD,被

还原%则 ,g-不可能为! "&
!L")g+ !M",g+ !A".g+ !N"2g)
59>将 =0(!S(LI三种金属!质量相等"分别投入过量的稀硫酸中%待反应结束后%放出

氢气的质量相等%则溶入此三种金属的溶液的质量由大到小的顺序是! "&
!L"!S(LI(=0 !M"=0(!S(LI
!A"LI(!S(=0 !N"LI(=0(!S
二(选择题 !每小题有 +<)个正确答案%每小题 .分%共 )*分"
5w>下列各组溶液中的离子%其中能大量共存%且与铝反应只产生氢气的是! "&
!L"HC(!S)C(MJ)C(AIZ !M"HC(!S)C(AIZ(GDZ

,

!A"MJ)C(AIZ(GDZ
,(DHZ !N"!S)C(MJ)C(DHZ(AIZ

5~>下列各物质%其中由于被空气中氧气氧化而变黄的是! "&
!L"=0OD.溶液久置变黄 !M"工业盐酸呈黄色

!A"浓硝酸久置变黄 !N"碘化钾溶液久置变黄

5">下列物质中%不可能通过化合反应得到的是! "&
!L"GJ)AD, !M"ABO !A"=0!DH", !N"LI)O,

5+>下列反应中%HGD,既表现了强氧化性%又表现了酸性的是! "&
!L"AB)DCHGD, !M"ABDCHGD, !A"ABCHGD, !N"OCHGD,

66>下列事实中%不能用勒沙特列原理解释的是! "&
!L"加油站附近严禁火种 !M"用热碱水洗油腻效果好

!A"合成氨时采用铁作催化剂 !N"二氧化氮气体受热后颜色加深

三(填空题 !共 ,3分"
65>超音速飞机排放物中含 GD%它和 D,及 D发生如下反应@D,C EGD GD)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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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GD E) GDCD)%这两个反应的总反应化学方程式为 &可见%GD在破

坏臭氧层的过程中起 作用&
66>原电池是一种 的装置%在铜锌原电池!以稀硫酸为电解质溶液"中%

在铜极上发生的电极反应式是

67>配平下列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LIC GDHC GGD,C H)D4 GLID)C GH,

其中%被还原的物质是 %电子转移总数为 &

L > 4 4
M > 4

A h
N

68>L(M(A(N分别是 GJ)AD,(G)OD.(MJAI)(HAI四种溶液中的一

种%为了鉴别它们%分别取两两混合进行实验%其结果如右表!表中PhQ表

示有气体生成%P>Q表示有沉淀生成%PZQ表示无明显现象&
根据表中现象可判断@L为 %N为

69>实验室制取氨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选用的发生装置与制 !填 D)(AI)(H)"的发生装置相同&
6w>将过氧化钠粉末和铝粉组成的混合物投入足量热水中%得到一澄清溶液%有关的化

学方程式为@
在所得的溶液中不断滴加盐酸%先产生白色沉淀%后沉淀消失%有关的离子方程式为@

6~>ABAI)溶液有时呈黄色%有时呈黄绿色或蓝色%这是因为在 ABAI)的水溶液中存在

如下平衡@
kAB!H)D".l)C

蓝 色
C.AIUVZ kABAI.l)Z

黄 色
C.H)D

现欲使溶液由黄色变成黄绿色或蓝色%请写出两种可采用的方法@
‘ 加入 a 加入

6">工业上用氨氧化法制硝酸的化学反应可认为有两步@‘ 氨的氧化%a 硝酸的生成&
请写出有关的化学方程式&

‘ a
现欲用氨制硝酸铵%若氨氧化的利用率为 2*}%硝酸在生成时有 2/}的氮氧化物得到

利用%则用于生产硝酸所消耗的氨占所用氨的总量的 }&
四(计算题 !本题共 +)分"
6+>某铁粉被部分氧化为氧化铁%称取 0>03S样品投入 +/*%4某浓度的稀硫酸中%充

分反应后%铁粉全部溶解%收集到 )>).4标准状况下的氢气%经检验%溶液遇 GOAG溶液不

显红色’欲使溶液中的金属离子恰好全部转化为沉淀%消耗 ,%&I24氢氧化钠溶液 )**%4%
求@

!+"此稀硫酸的物质的量浓度&
!)"样品中氧化铁的物质的量&
!,"此样品中铁粉的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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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章

有 机 化 合 物

第一单元 甲烷(烷烃(石油(乙烯(乙炔(

<<<<<<<<<<<<<
<

<<<<<<<<<<<<<
<

=

==

=
苯

一(同 步 精 练

同步精练一 !甲烷"
5>有机物是含有 的化合物&下列物质中属于有机物的是! "&
!L"酒精!A)H/DH" !M"二氧化碳 !A"碳酸钙 !N"醋酸

可见%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没有 &
6>P有机Q%即P有生命Q的意思%有机物即有生命力的物质%在化学史上%最早冲击这种

古老说法的是德国化学家 %因为他从无机物制得了 &
7>相对于无机物来说%有机物具有如下特点@‘ 在种类上%有机物 ’a 在可燃

性(稳定性上%有机物 ’b 在溶解性上%有机物 ’N
在熔(沸点上%有机物 ’Z 在是否是电解质%是否有导电性上%有机物

’[ 在化学反应状况上%有机物参加的反应 &
8>我国正在开发西部%开发西部的一个举措就是进行P西气东输Q%所输气体的主要成

分为 %俗称为 %它是一种重要的 和化学工业 &

同步精练二 !甲烷"
5> 叫做烃&最简单的烃叫做 &写出这种烃的分子式 %电

子式 %结构式 &计算这种烃在标准状况下的密度为 %它的分子的形状

是 &
6>选择题

!+"在一定条件下%能与甲烷发生反应的是! "&
!L"浓硫酸 !M"氢氧化钠溶液 !A"溴蒸气 !N"高锰酸钾溶液

!)"下列物质之间的反应%属于取代反应的是! "&
!L"甲烷与氧气 !M"二氯甲烷与氯气 !A"金属钠与水 !N"碘化钾与氯水

7>甲烷的化学性质中%属于分解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属于氧化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属于取代反应%生成氯

仿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

47~4



8>光照混合在试管中的甲烷和氯气的混合气体后%拔开试管塞子%实验过程中不可能

观察到的现象是! "&
!L"试管中气体的黄绿色变浅 !M"试管中有火星出现

!A"试管壁上有油状液滴 !N"试管口有白雾

在反应中%生成的 AH)AI)的名称为 %在常温下呈 态&它用结构式表示为

AH

H

AI

AI

或 AAI

H

AI

H

%对这两种式子的描述正确的是! "&

!L"它们是不同的物质 !M"它们的组成相同而结构不同

!A"它们是同一种物质 !N"它们的性质有不同

同步精练三 !烷烃(石油"
5>碳原子之间以共价键连成链状%碳原子之间除以单键连接外%碳上的其他价键都连

有氢原子达到饱和%这种化合物称为 %也叫烷烃&它们的碳原子数可以不同%但具

有相同的分子通式为 %这些物质之间相互称为 &下列各组物质中%符合这种

关系的是! "&
!L"+

+H()
+H !M"D)(D, !A"GD)(G)D. !N"AH, AH,(AH, AH

AH,

AH,

6>选择题

!+"下列物质在常温下为液体的是! "&
!L"A,H3 !M"A+3H,3 !A"A0H+. !N"A.H+*

!)"AH, AH) AH) AH,和AH, AH

AH,

AH,之间互为! "&

!L"同分异构体 !M"同素异形体 !A"同位素 !N"同系物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L"分子式相同的物质是同一种物质

!M"相对分子质量相同的物质是同一种物质

!A"分子通式相同的物质是同一种物质

!N"结构式相同的烷烃是同一种物质

7>某气态烃在标准状况下的密度为 +>20.S24%已知其含碳 3+>3}%试计算该烃的分子

式%并写出它的名称&
8>分别写出@
!+"辛烷的分子式

!)"乙基的结构式

!,"含有 ,.个氢原子的烷烃的分子式

!.")%,V二甲基丁烷的结构简式

!/"符合 A/H+)的各种烃的结构简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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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精练四 !烷烃(石油"
5>选择题

!+"下列各组物质之间不可能互为同系物的是! "&

!L"A,H3(A/H+) !M"AH, AH) AH) AH,(AH, A

AH,

AH,

AH,

!A"A0H+)(A1H+0 !N"A,H3(AH, AH) AH,

!)"AH, AH)AH) AH,与氯气发生取代反应%其一氯取代物可能有! "&
!L"+种 !M")种 !A",种 !N".种

!,"关于石油的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L"石油最主要的成分是链烃

!M"石油主要由碳(氢两种元素组成%还含少量其他元素

!A"我国的石油资源丰富%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完

!N"石油是极其重要的资源%故称为P工业的血液Q
6>石油的炼制%除了将原油脱水(脱盐外%最主要有 和 等步骤&其

中% 的目的是提高汽油的产量和生产石油化工生产的基础原料乙烯等%而 是物理

变化&
7>石油液化气的主要成分是丁烷%它的分子式是 &写出它可能有的同分异构体的

结构简式@ ’写出丁烷燃烧的化学方程

式@ &在有支链的丁烷中%含有 个甲

基&
8>同系物具有相似的结构%也就具有相似的性质&试写出乙烷与氧气反应的化学方程

式 ’再写出乙烷与溴蒸气发生一取代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

同步精练五 !乙烯(乙炔"
5>乙烯是 色( 气味的(常温下为 态的物质%它的分子式为 %它在

标准状况下的密度为 % 于水&
6>溴水中通入乙烯%溴水褪色%写出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该反应的类型叫做 &除了溴水外%乙烯还可以与 等

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这类反应%乙烯能发生这类反应是因为分子中含有一个 %含有

这种结构的链烃叫做 &
7>写出乙烷和乙烯燃烧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 &相同物质的量的乙烷和乙烯的燃烧%需要氧气的

质量比为 ’相同质量的乙烷和乙烯的燃烧%需要氧气的质量比为 &
8>如何除去混在甲烷气体中的少量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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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精练六 !乙烯(乙炔"
5> 的不饱和烃叫烯烃%它比同碳原子数的烷烃在组

成上要 %据此可以推测烯烃的分子通式应该为 %最简单的烯烃是

%它的结构式为 %分子形状为 &有关乙烯的说法中%不

正确的是! "&
!L"通常条件下能使溴水或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褪色

!M"通常条件下可与水反应

!A"是石油化工的基础原料

!N"是植物生长调节剂

6>写出下列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注明反应的条件%指出各反应的反应类型&
!+"乙烯与氯化氢@

!)"乙烯与氧气@

!,"乙烯制取聚乙烯@

!."乙烷与氯气@

7>与乙烯相似%丙烯!AH)@@AH AH,"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聚合成聚丙烯%表示聚丙烯

正确的式子是! "&
!L"jAH) AH AH,k: !M"jAH)@@AH AH)k:

!A"jAH) Ak:

H

AH,

!N"jAH) AH) AH)k:

8>某气体与相同条件下氢气的相对密度为 )+%该气体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已知这

种气体是一种烃%则它的分子式为 %在下列物质中%与它为同系物的是! "&

!L"乙烯 !M"乙烷 !A"A.H+* !N"A0H0

同步精练七 !乙烯(乙炔"
5>试推测 A)H)分子中%有什么样的结构%写出它的结构式为 %这种无色(

无臭(微溶于水的气体叫 %俗称 &它与乙烷(乙烯相比较%在化学性质上与

相似%原因是它们的分子中都存在! "&
!L"碳碳键 !M"碳氢键 !A"不饱和键 !N"碳(氢原子

6>在一定数目碳原子的烃分子中%每增加一个碳碳键%必然就减少 %由此

可推测炔烃的分子通式为 ’同碳原子数的烷烃(烯烃(炔烃中%含碳量最高的是

%燃烧时火焰最明亮(烟最黑的是 &

7>乙烯(乙炔使溴水褪色%发生的是 反应%使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褪色是发生了

反应&乙炔与溴水反应的产物有 种%写出结构式 ’而

乙烯与溴水反应的产物有 种%写出结构式 ’而甲烷只能与溴蒸气反应%
反应产物有 种%它们的名称是 &

8>写出下列物质间转化的化学方程式%注明反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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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精练八 !苯"
5>通常状况下%苯是 色(有 气味( 态( 溶于水的物质&苯的分子式是

A0H0%含碳量与前面学习的 相同%估计它在燃烧时的现象是 &
6>在一定条件下%可与苯发生反应的是! "&
!L"酸性高锰酸钾溶液 !M"溴水 !A"纯溴 !N"氯化氢

发生的反应的类型是! "&
!L"加成反应 !M"氧化反应 !A"取代反应 !N"聚合反应

苯与氢气发生加成反应的条件是较高的温度和使用催化剂&
归纳苯的化学性质%除燃烧氧化外%是 反应容易% 反应难&反应的状况介于

烃与 烃之间&
7>在实验中%苯与溴发生反应得到的溴苯是 色的%纯净的溴苯是 色的%这

是因为实验得到的溴苯中溶有 %可用 溶液洗去它&在做苯与溴反应的实验中%
使用了一个双球吸收管%管中装有 %用以 &

8>写出苯燃烧和苯与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注明必要的反应条件&

同步精练九 !苯"
5>在进行苯的硝化反应的实验时%往大试管中加入的药品是先混合

%混合时%必须边滴入边摇动%目的是 ’然后再加 &对反应物的加热方法

是 %这样加热的目的是@‘ %a &
6>写出苯与浓硝酸反应和苯与氢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注明反应的条件%指出反应类

型&

7>根据苯的有关化学性质%

mm
mm mmm苯的结构简式 !含有间隔的双键"似不够正确%因为

%根据苯的能够发生取代%又能够发生加成的性

质%苯分子中的碳碳键是一种 特殊的化学键&
8>在我们学过的各个烃中%能与溴水反应的是 %能与纯溴或溴

蒸气反应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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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导 学

我 们平时所接触到的物质%绝大多数是有机物&人们已知的物质中%有机物的种类占

2*}以上&有机物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工农业生产等密不可分&如动物身上的毛发(器官’生

活中使用的调味品(洗涤剂’工业生产的塑料(纤维制品’农业上使用的有机肥料和农药等都

是有机物&可以说P有机物无处不在Q&这为我们学习这部分内容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
本单元研究有机物中的最简单的物质44烃%是在同学系统学习了无机化学的有关知

识%特别是基本理论!如化学平衡(物质的结构等"的基础上学习的&众所周知%用结构的观点

认识物质的性质%是研究化学的基本方法&而前面所述的知识%正是为学生的进一步学习奠

定了一定的知识基础&
本单元从认识烃的代表物的结构和性质%使同学对有机物有一个初步的(但较系统的认

识%找到一条认识和研究有机物的结构及性质的有效途径&

本单元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5>有机物的结构特点和性质特点&
结构特点@有机物含有碳原子%而碳原子有四个价电子%不仅可以与其他原子形成四个

共价键%而且碳原子与碳原子之间形成长短不等的链和大小不同的环%形成了种类繁多的物

质&这是其他任何元素的原子所不能达到的&所以%形成化合物最多的元素是碳&
性质特点@‘ 容易燃烧%容易分解&如酒精(煤油等均可燃烧%米饭(蔗糖等在高温时会

烧焦&a 绝大多数有机物是非电解质%不易导电%熔点低&b 难溶于水%易溶于有机溶剂&如

植物油不溶于水%但易溶于汽油(四氯化碳等有机溶剂中&N 有机反应慢而复杂%常伴有副

反应&如石油的形成需要若干万年%而酸碱中和反应瞬间就能完成&
6>烃及其主要代表物的结构!如空间构型(电子式(结构式等"及性质!包括物理性质和

化学性质"&
!+"甲烷@分子呈正四面体%碳原子在四面体的中心%氢原子在四面体的每个顶角上&

电子式@He
f A

fe

ef

H

H

f
eH%结构式@ AH

H

H

H

&

想一想@甲烷分子很小%用现代最先进的仪器也无法看到甲烷的结构%科学家是如何知

道甲烷的结构的呢?
甲烷的物理性质@!略"&
甲烷的化学性质@
‘ 取代反应&

AH.CAI) E
光

AH,AICHAI

AH,AICAI) E
光

AH)AI)C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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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高温分解&

AH.

高温

E
隔绝空气 AC)H)

b 燃烧&

AH.C)D) E
点燃

AD)C)H)D

!)"乙烯@分子中所有原子在同一平面上%电子式 He
f A

ef
H

e
e

e
e A

ef
H

e
fH%结构式@ A

H

H

@@A

H

H
乙烯的物理性质@!略"&
乙烯的化学性质@由于乙烯中的碳碳双键中有一根键的键能较小%容易断裂%故化学性

质较活泼&
‘ 加成反应!与 H)(H)D(\)(H\等加成"&

AH) AH)C@@ H DH E
一定条件

AH,AH)DH

AH) AH)C M?@@ E) AH)AH)

M?M?
a 氧化反应@能被酸性高锰酸钾氧化&!有何应用?"
b 加聚反应&

:AH) AH@@ ) E
一定条件

jAH) AH)k:

!,"乙 炔@分 子 中 所 有 的 原 子 在 同 一 直 线 上%电 子 式@He
f Ae

e
e

e
e
e Af

e H%结 构 式@
llH A A H&

乙炔的物理性质@!略"&
乙炔的化学性质@由于乙炔中的碳碳叁键中有两根共价键的键能较小%容易断裂%故化

学性质也较活泼%类似于乙烯&例如@

HA AHC M?ll E)

AH

M?

@@AH

M?
AH

M?

@@AH

M?
CM? E)

M? AH

M?

AH

M?

M?

HA AHCll EHAI AH)@@AHAI
!."苯@分子中所有的原子在同一平面上%六个碳原子组成一个正六边形%环上不存在

简单的单(双键%而是一种介于单(双键之间的独特的键&所有碳碳键的键长(键能相等&所

以苯兼有一些烷烃和烯烃的性质&
苯的物理性质@!略"&
苯的化学性质@
‘ 取代反应

mm
mm mmm

&

CM?) E

mm
mm mmm=0 M?

C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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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mm mmm

CHDGD)

浓硫酸

0*XA
E

mm
mm mmm

左右

GD)
CH)D

a 加成反应

mm
mm mmm

&

C,H)

催化剂

E
F

必须注意的是%各类烃也有一些共同的性质及性质递变规律@
各类烃都能燃烧%在相同条件下%含碳量的高低会影响火焰的明亮程度及黑烟的稀浓&

烃的燃烧可以用下式表示@

A(H*C (C *D E. D) E
点燃

(AD)C *
)H)D

随着碳原子数的递增%各类烃的熔(沸点逐渐升高%密度逐渐增大%但烃的密度总小于

水&
7>烃的主要代表物的实验室制法&
甲烷@用无水醋酸钠与碱石灰共热制取&

AH,ADDGJCGJDH
AJD
E
F

AH.hCGJ)AD,

乙烯@用酒精和浓硫酸的混合液加热到 +1*XA左右&

AH,AH)DH
浓 H)OD.

+1*X
E

A
AH) AH)h C H)@@ D

乙炔@用电石与饱和食盐水反应制取&
AJA)C)H) ED AJ!DH")CA)H)h
实验室制甲烷(乙烯(乙炔的装置图如下@

讨论@制乙炔时%反应物状态(反应的条件等都跟制二氧化碳气体相仿%为何不能用启普

发生器来制取乙炔?
原因有两点@
‘ 电石遇水后块状固体立即变成粉末状%进入启普发生器的底部%不能起到启普发生

器应起的作用&
a 该反应是放出大量的热的反应%由于反应速率太大%热量不易扩散%导致气体易受热

膨胀%产生爆炸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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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些基本概念!如有机反应类型(同系物(同分异构体"&
取代反应44有机物分子里的某些原子或原子团被其他原子或原子团所代替的反应&
加成反应44不饱和的碳原子跟其他原子或原子团直接结合而生成新的物质的反应&
氧化反应44有机物分子中加氧或去氢的反应&
聚合反应44由相对分子质量小的化合物分子互相结合成为相对分子质量很大的化合

物的反应&
同系物44结构相似%在分子组成上相差 :个PAH)Q原子团的各物质的互称!:为 *%+%

)%,-的整数"&
同分异构体44化合物的分子式相同而结构不同的物质的互称&例如 AH,AH)AH)AH,

与 AH,AH!AH,")互为同分异构体&
9>技能培养!包括实验技能及书写技能等"&
化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平时%学生在实验中要主动多动手%认真观察%勤于思

考%从观察到的实验现象进行分析(推理%解决一些化学问题&这将激发自己学习化学的兴趣

和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
有机化学的结构是学习中的一个难点%我们平时所写的结构式%实际上是分子的球棍模

型在平面上的投影&为了有利于尽快掌握有机分子结构的书写%不妨买一些小模型球棍%自

己亲自动一下手%变枯燥乏味的知识为有趣的游戏%增加学习的趣味性%也能提高自己的动

手能力及掌握结构式的书写技巧&

烃及其主要代表物的结构和性质的比较

类 别 烷 烃 烯 烃 炔 烃 苯及其同系物

通 式 A:H):C)!:n+" A:H):!:n)" A:H):Z)!:n)" A:H):Z0!:n0"

结 构

特 点

碳 碳 单 键%不 能 再

结 合 氢 原 子%碳 碳 键

键能较大%不易断裂

有 碳 碳 双 键

@@D EA A %键 能

小 于 碳 碳 单 键 的 )
倍%双 键 中 有 一 根 键

易断裂

有 碳 碳 叁 键

llD EA A %键 能

小 于 碳 碳 单 键 的 ,
倍%叁 键 中 有 )根 键

易断裂

有 苯 环%苯 环 上 无

简 单 的 单 双 键 结 构%
是 一 种 介 于 单 键 和

双 键 之 间 的 独 特 的

键

特 点 性质较稳定 性质较活泼 性质较活泼

主

要

代

表

物

物质 甲烷!AH." 乙烯!A)H." 乙炔!A)H)" 苯!A0H0"

物理

性质

无 色(无 气 味 的 气

体%密 度 比 空 气 小%
极难溶于水

无 色(稍 有 气 味 的

气 体%密 度 比 空 气 略

小%难溶于水

无 色(无 气 味 的 气

体%密 度 比 空 气 稍

小%微溶于水

无 色(带 特 殊 气 味

的 液 体%密 度 比 水

小%难溶于水

空间

构型

正 四 面 体%碳 原 子

在 四 面 体 的 中 心%氢

原子在顶角上

同 一 平 面%键 夹 角

接近 +)*X
同一直线

同 一 平 面%所 有 键

角 为 +)*X%碳 碳 键 键

长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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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 别 烷 烃 烯 烃 炔 烃 苯及其同系物

主

要

代

表

物

化学

性质

+>取代反应

AH.CAI) E
光

AH,AICHAI
)>燃烧

AH.C)D) E
点燃

AD)C)H)D
,>高温下分解

AH.

高温

!隔绝空气
E
"

AC)H)

+>易 被 氧 化 剂 !如

G!FD."氧 化 !用 于

鉴别等"
)> 能 与 \)(H)D(
H\(H)等加成

AH) AH)C H)@@ D

E
催化剂

AH,AH)DH
,>能起加聚反应

:AH) AH@@ )

E
一定条件

jAH) AH)k:

+>易 被 氧 化 剂 !如

G!FD."氧 化 !用 于

鉴别等"
)> 能 与 \)(H)D(
H\(H)等加成

HA AHCll
E

HAI
AH)@@AH

AI

+>易被卤素(硝基等

mm
mm mmm

取代

C HDGD)

浓 H)OD.

0*XA
E

mm
mm mmm

左右

GD)

C

H)D
)>能与 H)等发生加

mm
mm mmm

成

C ,H)

催化剂
E

F

制法

实 验 室@无 水 醋 酸 钠

与碱石灰共热

AH,ADDGJCGJDH
AJD
E
F

AH.hCGJ)AD,

工业@来源于天然气

实 验 室@酒 精 和 浓

H)OD.加热至 +1*XA
左右

A)H/DH
浓 H)OD.

+1*X
E

A
A)H.hCH)D

工 业@来 源 于 石 油 裂

解气

实 验 室@电 石 跟 水 反

应

AJA)C)H) ED
AJ!DH")CA)H)h

工 业@天 然 气 和 石 油

为原料制取

工 业@从 煤 焦 油 和 石

油中获得

用途
燃 料%制 炭 黑(有

机溶剂!如氯仿"等

制 乙 醇(塑 料%作

果实催熟剂
制氯乙烯等

作 有 机 溶 剂%生 产

塑料等高分子材料

有机物的性质是呈规律性变化的&如在通常情况下%+<.个碳原子的烃呈气态%/个或

/个以上碳原子的烃呈液态甚至固态&即随着碳原子数的递增%各类烃的熔(沸点逐渐升高&
其他物理性质也有规律性的变化%如随着碳原子数的递增%各类烃的密度也逐渐增大%但密

度比水小&化学性质也是如此%如同系物的化学性质相似%即知道了其代表物的化学性质%很

容易推测其他同系物应具有的性质&如甲烷能与氯气在光照条件下发生取代%可以推测乙烷

等其他烷烃也能与氯气在光照条件下发生取代&抓住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对学习化学能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为何正戊烷(异戊烷(新戊烷的沸点各不相同?
给正戊烷(异戊烷或新戊烷这三种物质加热时%都要破坏这些物质内部的分子与分子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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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作用&如果这种相互作用越强%破坏这种相互作用所消耗的能量越大%沸点就越高&而

这种相互作用的大小与分子本身的质量(分子与分子间的距离等有密切的联系&正戊烷没有

支链%分子与分子间的距离靠得较近%这种相互作用越强%沸点就高’新戊烷的支链最多%分

子与分子间最不容易靠近%这种相互作用就最弱%故沸点最低&从上例我们不难看出%结构是

决定性质的&
试分析一下正丁烷与异丁烷的沸点高低?
6>A,H2G有几种同分异构体?
书写同分异构体%必须掌握一定的规律&如果按分子式硬写%很容易漏答案&书写同分

异构体的方法一般如下@
‘ 写出对应烃的同分异构体&
a 采用取代法(插入法或位移法中的一种&
这里首先要求同学必须熟练掌握烃的同分异构体的书写%例 A/H+)有 ,种&我们知道%甲

烷的分子式为 AH.%氨的分子式为 GH,%若我们把一个 G原子看成一个 AH原子 团%那 么

GH,就可看成 AH.&同理%写 A,H2G的同分异构体%先把 G原子看成 AH原子团%A,H2G就

转化为 A.H+*%而 A.H+*有两种同分异构体%它们分别是@AH,AH)AH)AH,与AH,AH

AH,

AH, %
如果我们再用一个 G原子取代任意一个AH原子团%就不难得出 A,H2G的同分异构体共有

四种%它们分别是@AH,AH)AH)GH)%AH,AH)G

H

AH,%AH,AH

AH,

GH)%AH, G

AH,

AH,&

7>含 +*个或 +*个以下碳原子的烷烃中%一卤代物仅一种的烷烃有几种?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最简单的烷烃开始思考%不难得出%甲烷的一卤代物只有

一种%乙烷的一卤代物也只有一种%而丙烷的一卤代物却有两种&那么%为什么甲烷(乙烷的

一卤代物只有一种%而丙烷的一卤代物却有两种呢?因为甲烷(乙烷分子中的氢原子都是等

同的%丙烷中却有两种类型的氢原子&由此可以推测%将 AH.中的所有氢原子换成 AH, 或

将 AH,AH,中的所有氢原子换成 AH, %所有的氢原子还是等同的%得到的一卤代物仍应

是一种&所以含 +*个或 +*个以下碳原子的烷烃中%一卤代物仅一种的烷烃有 .种&
8>制硝基苯时%浓硫酸(浓硝酸(苯三种试剂加入到试管中的顺序如何?
浓硝酸的浓度一般为 02}%含有大量的水&浓硫酸与浓硝酸混合时%会放出大量的热&

苯的沸点较低!3*>+XA"%易挥发&如果在试管中先加入苯%则当再加浓硫酸和浓硝酸时%放

出的大量热必然使一部分苯挥发掉&所以%必须使浓硫酸和浓硝酸先混合%冷却后才加入苯&
而浓硫酸与浓硝酸混合%相当于稀释浓硫酸%必须把浓硫酸慢慢注入到浓硝酸中&所以这三

种试剂加入的顺序@先在大试管中加入浓硝酸%再慢慢地注入浓硫酸%待冷却后加入苯&
9>实验室用液溴与苯反应制得的粗溴苯中含有苯(单质溴(溴化铁等杂质%要得到纯净

的溴苯%通常在粗溴苯中先加入液体 L物质%振荡(静置(分液%取有机层%再加入液体 M物

质%振荡(静置(分液%再取有机层%加入无水 AJAI)%振荡(静置(过滤%把滤液蒸馏即得&
!+"物质 L是 %M是 &
!)"加入 M时%发生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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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无水 AJAI)的目的是 %蒸馏时沸点高的是 &
!."粗溴苯为 色%纯净的溴苯为 色&
k分析l 从题意可知%加入的液体 L(M是水或水溶液%否则怎会有分液?而除去溴通常

用氢氧化钠溶液%使溴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生成可溶于水的钠盐%再通过分液分离&但若 L
为氢氧化钠溶液%则氢氧化钠必既与溴反应%又与溴化铁生成沉淀&有了沉淀生成%就不能用

分液%故推测 L不是氢氧化钠溶液%加 L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除去溴%而是除去溴化铁!因为

苯不与一般的水溶液反应"&比较溴化铁与溴在水中的溶解性不同%很容易得出 L为蒸馏

水&由于 L(M中均含水%故加无水 AJAI)的目的是除去有机层中的少量水&苯和溴苯互溶%
但沸点不同%故采用蒸馏法将两者分离&

本题的参考答案为@!+"物质 L是蒸馏水%M为氢氧化钠溶液&!)"加入 M时发生的离

子方程式为@M?)C)DH EZ M?ZCM?DZCH)D&!,"加入无水 AJAI)的目的是吸水%蒸馏时

沸点高的是溴苯&!."粗溴苯为褐色%纯净的溴苯为无色&

5>有机物和无机物的区别&

性质或反应 有 机 物 无 机 物

溶解性
多 数 不 溶 于 水%易 溶 于 有 机 溶 剂%如 油

脂溶于汽油%煤油溶于苯

多 数 溶 于 水%而 不 溶 于 有 机 溶 剂%如 食

盐(明矾溶于水

耐热性

多数不耐热’熔点较低!.**XA以下"&如

淀粉(蔗糖(蛋白质(脂肪受热分解’A)*H.)

的熔点 ,0>.XA%尿素熔点 +,)XA

多数耐热难熔化%熔点一般很 高&如 食

盐(明矾(氧化铜加热难熔%GJAI熔点 3*+
XA

可燃性
多数可以燃烧%如棉花(汽油(天 然 气 都

可以燃烧

多数不可以燃烧%如 AJAD,(!FD)不可

以燃烧

电离性
多数是非电解质%如酒精(乙醚(苯 等 都

是非电解质%溶液不导电(不电离

多数是电解质%如盐酸(氢氧化 钠(氯 化

镁的水溶液是强电解质

化学反应

一般较复杂%副反应多%较慢%如 生 成 乙

酸乙酯的酯化反应在常温下需要 +0年 才

能达到平衡

一般较简单%副反应少%反应快%如 氢 氧

化 钠 溶 液 与 盐 酸 的 中 和 反 应 在 瞬 间 就 能

完成

6>同分异构体(同素异形体(同位素(同系物之间有何区别?

定 义 对 象 实 例

同分异构体
分子式相 同%结 构 不 同 的 化 合

物的互称
化合物

AH,AH)AH)AH,与 AH,AH!AH,")

AH,AH AH@@ )与
AH) AH)

AH)

同素异形体
由 同 种 元 素 组 成 的 性 质 不 同

的单质
单质

红磷与白磷

D)与 D,

同 位 素
具有相同 质 子 数%不 同 中 子 数

的原子的互称
原子

+
+H与)

+H
),/
2)J与),3

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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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定 义 对 象 实 例

同 系 物
结构相似%分 子 组 成 上 相 差 若

干个 AH)原子团的物质的互称
化合物

AH,AH,与 AH,AH)AH)AH,

AH) AH@@ )与AH,AH AH@@ )

5>乙烯中混有某种杂质烃%点燃 )>).4这种乙烯!标准状态"%把产生的气体导入过量

的澄清石灰水中%生成 )+S沉淀%则乙烯中可能混有下列气体中的! "&
!L"丙烯 !M"乙烷 !A"乙炔 !N"甲烷

这道题%学生往往选择 A%误认为含碳量高%则产生沉淀多&其实%本题已知的是体积%也

即知道气体的物质的量%很显然%烃分子中含碳原子数多%则燃烧后产生的二氧化碳就多&如

果是纯净的乙烯气体%则点燃后生成的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钙反应得到 )*S沉淀%而题意为

)+S%故杂质烃的碳原子数应大于 )%故选 L&
如果把原题中的P)>).4这种乙烯!标准状态"改为P)>3S这种乙烯Q%题目就不同了&因

为质量为一个定值%含碳量越高%碳的质量也越大%生成的二氧化碳就越多&因为纯 )>3S乙

烯燃烧后产生的二氧化碳与足量石灰水反应%能得到 )*S沉淀%而题意为 )+S%杂质烃的含

碳量应高于乙烯%则必然选 A&
上例告诉我们%有些题目表面看相似%实际却不同%平时做题目不能凭印象%匆匆下结

论%而应多加思考%认真分析%反复推敲%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6>)*XA时%某气态烃 +0%4与过量氧气混合后点燃%爆炸%降低到原温度时%测得气体

体积减少了 ).%4%燃烧后的气体通入足量氢氧化钙溶液%体积又减少了 ,)%4%写出该烃的

分子式&
典型错解如下@
设此气态烃的分子式为 A(H*&

A(H*

+0

C (C *D E. D)

+0(C*D E.
E

点燃

(AD)

+0(

C *
)H)D

+0f*
)

+0(m,) (m)

+0f *
)m). *m,

显然%没有 A)H,这种烃的&
该错解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弄懂P体积减少了 ).%4Q的意义%误认为这 ).%4为生成的

水&试想%假如水呈气态%按照上述理解%反应前后应气体体积不变%难道所有的气体在燃烧

前后体积一定不变吗?氢气与氧气点燃后%即使生成水蒸气%气体体积还是变小的&所以%把

这P).%4Q理解为水是错误的%这P).%4Q是反应的气体体积与生成的气体体积之差&即 +0

C+0(C *D E. Z+0(m).%即解得 *m)%故正确答案@该烃的分子式为 A)H)&

7>某有机物由 )个 AH,%)个 AH) %一个 AH 和一个 AI组成%试写出它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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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结构简式&
这类习题%学生往往把这四种原子或原子团硬性排列%造成答案遗漏&所以%解这类题

目%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一般先写出对应的烃的结构简式%再按题目要求采用取代法(插入

法或位移法得出正确结论&从上题中%把 AI看作氢原子%综合所有碳(氢原子%得出烃的分

子式为 A/H+)%它的可能的结构有@

‘ AH,AH)AH)AH)AH, a AH,AHAH)AH,

AH,

b AH, A

AH,

AH,

AH,

很 显 然%‘ 中 只 有 )个 AH,%已 与 题 目 吻 合%但 有 ,个 AH) %不 是 多 了 一 个

AH) ?如果把 AI取代在某一个 AH) 上%则 AH) 就变为 )个%同时产生了一个

AH %完全符合题意&a中有 ,个 AH,%多了一个 AH,%若把 AI取代一个 AH,中的

氢%就符合题目要求 &b中有 .个 AH, %但 一 个 AI只 能 取 代 一 个 AH, 中 的 氢%则

AH,还有 ,个%肯定与题目不符&
由上可知%该有机物的可能的结构简式如下@
AH,AHAH)AH)AH,

AI

AH,AH)AHAH)AH,

AI

AH)

AI

AH

AH,

AH)AH, AH, AHAH)AH)AI

AH,

5>汽车尾气污染已成为城市的一大公害&汽车内燃机中%汽油气化后与空气按一定比

例混合进入气缸%起动机用电火花引燃&燃烧使气缸内温度迅速升高%气体体积急剧膨胀%产

生压力推动活塞&燃烧时产生有害气体通过尾气排出污染大气&为简化讨论%设汽油成分全

部为辛烷%并设空气中 D)体积占 +2/%其余为 G)&试定量分析讨论如下问题@
!+"设辛烷气体与空气的体积比!相同条件下"为 ,%要使辛烷完全燃烧%,的最大值为

!用小数表示%设其为 ,o" %简单列出推算依据&
!)"若辛烷与空气的体积比o,o时%污染大气的有害气体相对增多的是 &
当 +%&I辛烷燃烧%并生成上述有害气体 (%&I时%化学方程式是

!,"若辛烷与空气的体积比p,o%则尾气所含污染大气的有害气体增多的是

&产生此气体的化学方程式是

!."试述发展绿色交通工具的意义&
上述所讨论的问题%难度并不大%学生容易解答&若氧气不足时%由于烃不完全燃烧%排

出的尾气中必含一氧化碳有毒气体%若氧气过量%则过量的氧气与氮气在电火花作用下生成

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再与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氮&无论是一氧化碳还是氮氧化物%都会影响

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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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问题讨论%学生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增强环保意识%也不难回答问题!."了&在学

习过程中%同学们完全可以结合自己所学的知识%比较各类能源的优劣&如燃油汽车(燃气汽

车(电动汽车(太阳能汽车等%哪个更符合绿色交通工具的要求%哪个更有发展前景&
6>科学家是如何知道有机物分子的结构的?
很多有机物分子很小%用目前最高级的显微镜也无法看清分子的内部结构&
大家知道%结构是决定物质的性质的%反过来%从性质也可以推测物质的结构&如实验证

明甲烷分子是没有极性的!如 HAI分子中 H端带部分正电荷%AI端带部分负电荷%则分子

有极性%AI AI分子任何一端不可能带某种电荷%则分子没有极性"%推测甲烷分子的空间排

列高度对称%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呈平面正方形%碳原子在正方形的中心%氢原子在正方形

的四个角上’二是呈正四面体%碳原子在正四面体的中心%氢原子在正四面体的顶角上&再根

据取代产物&若甲烷是平面正方形%则它的二氯代物应有 )种%即 )个氯原子处在相邻的角

上还是相对的角上&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发现有两种二氯甲烷%则可知甲烷不是呈正方形%
而是呈正四面体&

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也是我们值得借鉴的很好的学习方法&在学习中%我们牢牢

抓住结构与性质的关系%深入进行探究%对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大有好处&
7>有机物分子式如何确定?
有机物分子式的确定是以碳和氢的定量分析的实验为基础的&准确的碳氢定量分析在

有机化学上是一个重要成果%对有机化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测定有机化合物中碳和氢的百分含量最常用的方法是燃烧分析法&把已知的样品放在

氧气流中%用氧化铜为催化剂%在 1/*XA左右使样品全部氧化为 AD)和 H)D%分别用装有碱

石 灰的吸收管吸收 AD)和装有高氯酸镁k!S!AID.")l或氯化钙的吸收管吸收 H)D%吸收管

的质量预先称好%吸收以后吸收管增加的质量分别为 AD)和 H)D的质量&

有机物碳(氢燃烧分析装置示意图

对于固体样品%样品称量后放在瓷舟或铂舟中%放置在燃烧管内的氧化铜催化剂的前

面&对于气体样品%准确量取气体体积%把纯净和干燥的氧气跟样品混合%慢慢通过燃烧管氧

化&
测得 AD)和 H)D的质量%就可以计算出氢和碳的质量分数&

氢的质量mH)D的质量f +
2

氢的质量分数m
氢的质量

样品的质量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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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的质量mAD)的质量f ,
++

碳的质量分数m
碳的质量

样品的质量f+**}

如果是烃%则碳和氢的质量分数之和应等于或十分接近 +**}!因为实验有一定误差"%
假如碳和氢的质量分数之和不等于 +**}%并且在元素定性分析中又没有分析出其他元素%
那么%两者质量分数的差值应为氧的质量分数%也就是说%氧的质量分数不是测定出来的%而

是用减差法计算出来的&

5>紧紧抓住P结构决定性质Q这一主线&
我们知道%物质表现出的性质是由其结构决定的&例如乙炔(乙烯都是不饱和烃%碳碳叁

键或碳碳双键中的某几根键键能较小%容易断裂%性质就活泼%易发生氧化(加成等反应&而

烷烃的碳原子已饱和%性质就稳定%通常不与一般的氧化剂反应%在光照条件下才发生取代

反应&而苯环的结构介于单键与双键之间%兼有烷烃和烯烃的某些性质%如比烷烃易取代%比

烯烃难加成&用结构的观点学习化学%就不会去死记硬背书本知识%学得活%易理解%易掌握&
所以在学习中要紧紧抓住P结构与性质Q这一主线&这样也很容易理解同系物的性质相类似

的道理%只需熟悉各类烃的主要代表物的有关性质%就能推测各类烃中其他物质的性质&
6>注重阅读理解&
要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就得自己主动地学习%平时加强阅读理解%不断积累学习经验%

一定会达到自己会学习的目的&
例 碳正离子k例如@AHC

,%A)HC
/%!AH,",AC等l是有机反应中重要的中间体%欧拉因在

此领域研究中的卓越成就而获 +22.年诺贝尔化学奖&碳正离子 AHC
/ 可以通过 AH.在超强

酸中再获得一个 HC而得到%而 AHC
/ 可以失去 H)可制得 AHC

,&
!+"AHC

, 是反应性很强的正离子%是缺电子的%其电子式是 &
!)"!AH,")AHC在 GJDH的水溶液中反应将得到中性物质%其结构简式是

&
!,"AHC

, 中的 .个原子是共平面的%三个键角相等%则键角应是 &
!."!AH,",AC去掉 HC后将生成电中性的有机物分子%其结构简式是 &
k分析l 阅读中要加强理解%不断体会文章的含义%再结合自己已有的知识%反复推敲%

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如碳原子最外层有 .个电子%如果结合 ,个氢原子%所得微粒的电子式为 He

f A
e

ef

H

f
eH%是

不带电的!通常结构简式写作 AH,%称甲基"%而 AHC
, 是缺电子的%表明要失去电子%AHC

,

带一个单 位 正 电 荷%表 明 每 个 AH,失 去 一 个 电 子%所 以 AHC
, k的 电 子 式 为 He

f A
ef

H

f
e lH C

’

!AH,")AHC 在 GJDH的水溶液中反应得到中性物质%因为!AH,")AHC 带正电荷%产物又是

中性物质%与!AH,")AHC 结合的必是带负电荷的离子%而 GJDH溶液中带负电荷的离子仅

DHZ%所以%此中性物质为!AH,")AH DH’AHC
, 中所有原子在同一平面上%且三个键的键

角相等%必是碳原子在中心%,个氢原子位于平面正三角形的 ,个顶角上%键角必为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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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AC 去 掉 HC 后 将 生 成 电 中 性 的 有 机 物 分 子%因 为 此 碳 正 离 子 的 结 构 简 式 为

AH, A

AH,

AH

r

s

t

u,

C

%去掉一个 HC%必得到AH, A

AH,

AH@@ )

平时我们看到的有些知识%表面上看上去挺难%但实际上只要你细致研读%认真分析%抓

住本质%找出规律%这些疑难问题是很容易击破的%关键在于你平时是否愿意多尝一尝其中

的味道

<<<<<<<<<<<<<
<

<<<<<<<<<<<<<
<

=

==

=

&

三(分 层 练 习 !时间@89分钟"

分层练习一

一(选择题

5>科学家人工合成的第一种有机物是! "&
!L"酒精 !M"醋酸 !A"蔗糖 !N"尿素

6>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L"甲烷是一种优良的气体燃料

!M"点燃甲烷必须先检验其纯度

!A"甲烷比较稳定%在空气中加热到 +***XA以上才分解

!N"甲烷与溴蒸气在光照下可发生反应

7>能用溴水鉴别的一组物质是! "&
!L"乙烷和苯 !M"乙烷和丙烷 !A"丙烯和乙炔 !N"己烯和苯

8>互为同分异构体的物质不可能! "&
!L"具有相同的结构式 !M"具有相同的分子式

!A"具有相同的相对分子质量 !N"具有相同的通式

9>下列物质中%属于同系物的是! "&
!L",2

+2G和.*
+2G

!M"红磷和白磷

!A"AH,AH,和AH, AH

AH,

AH,

!N"AH, AH) AH

AH,

AH) AH,和AH, AH

AH)

AH,

AH)AH,

w>下列物质中%具有固定沸点的是! "&
!L"石油 !M"汽油 !A"石蜡 !N"氯仿

~>下列分子式所表示的烃中%肯定不能使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褪色的是! "&
!L"A0H+) !M"A0H+. !A"A0H+* !N"A.H0

">关于乙烯的叙述%正确的是! "&
!L"乙烯分子中的六个原子不在同一平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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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乙烯是难溶于水的气体%常温下与水不反应

!A"燃烧乙烯时%火焰亮度比燃烧甲烷弱

!N"聚乙烯的化学式可写为jAH) AH)k@@ :

+>制取氯乙烷的适宜方法是! "&
!L"乙烯和氯化氢反应 !M"乙烷和氯气反应

!A"乙烯和氯气反应 !N"乙炔和氯化氢反应

56>关于乙炔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L"乙炔俗称电石气%有刺激臭味

!M"乙炔燃烧的火焰可以用来焊接或切割金属

!A"乙炔分子中碳原子之间有三对共用电子对

!N"乙炔分子中四个原子在同一直线上

55>苯的硝化反应属于! "&
!L"加成反应 !M"氧化反应 !A"取代反应 !N"置换反应

56>有 ,4乙烯和乙炔的混合气体%跟足量的氢气反应时%消耗相同状况下的氢气+>)/
,4%则混合气体中乙烯和乙炔的体积比为! "&

!L".g+ !M",g+ !A")g+ !N"+g+
57>为了提高汽油的产量%对石油的炼制采取了! "&
!L"常压分馏 !M"减压分馏 !A"脱盐脱水 !N"催化裂化

58>+%&I烃 A(H*完全燃烧%需要氧气的物质的量为! "&

!L" )(C +
)D E*%&I !M" (C +

.D E*%&I !A" (C +
)D E*%&I !N"!(C*"%&I

59>下列各组物质中%碳的百分含量不相等的是! "&
!L"乙炔和苯 !M"乙烯和丁烯 !A"乙炔和乙烷

!N"AH)@@AH AH AH@@ )和 llHA A AH)AH,

二(填空题

5w>烷烃的通式可用 表示’炔烃的通式可用 表示’某气态烃在相同状

况下对空气的相对密度为 )%此烃的分子式为 %它可能的结构简式为

&某气态烃在标准状况下的密度为 +>31/S24%该烃的分子式为

%结构简式为 &
5~>把 )*%4乙烷和 +*%4丙烷的混合气体%通入装有 /**%4氧气的容器中%完全燃烧

后%将混合气体通过浓硫酸后%剩余气体 %4%再通过氢氧化钠固体后%剩余气体

%4&把 0*%4乙烷和乙烯的混合气体缓慢通过足量的溴水和浓硫酸后%体积减少到 ,0%4%
则混合气体中乙烯的体积占 }%乙烯的质量占 }!气体体积均在相同状况下测

定"&
三(5">写出下列反应的化学方程式%说明必要的条件%指出反应类型&
!+"由氯乙烯制聚氯乙烯@
!)"乙烯和水@
!,"丙炔燃烧@
!."苯和浓硝酸(浓硫酸的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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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题

5+>我们在学习实验室制取气体时知道%制氧气(二氧化硫(氯气使用了三类不同的发

生装置&现应用下列反应分别制取甲烷(乙烯和乙炔@

AH,ADDGJ!无水固体"CGJDH
AJD
E
F

GJ)AD,CAH.h

AH,AH)DH!I"
浓 H)OD.

+1*X
E

A
AH) AH)h C H)@@ D

AJA)!_"C)H) ED AJ!DH")C HA AHll h
制甲烷使用的发生装置与制 的相同%制乙炔的发生装置与制 的相同&为了控

制温度%又酒精与浓硫酸混合在常温下反应速率很小%我们可将制 的发生装置改装来制

乙烯&改装的方法是 %浓硫酸与酒精混合时的体积比约为

&
66>画出苯与溴反应的装置图%并标出所用药品的名称&写出各装置中发生反应的化学

方程式&
五(计算题

65>燃烧某烃 +>03S时%生成 />)3S二氧化碳和 )>+0S水%该烃的蒸气与相同状况下氮

气的相对密度为 ,%试求该烃的分子式&如果该烃能使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褪色%则它能发生

反应的类型有哪些?

分层练习二

一(选择题 !每小题有 +<)个正确答案"
5>下列关于有机物的叙述%正确的是! "&
!L"有机物只能从动植物等有生命的有机体中取得

!M"凡是含有碳元素的物质都是有机物

!A"有机物和无机物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

!N"有机物可以由人工合成

6>有关燃料对应的主要成分中%错误的是! "&
!L"沼气44甲烷 !M"水煤气44一氧化碳和氢气

!A"石油液化气44乙烷 !N"煤气44一氧化碳

7>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L"分子结构相同而相对分子质量不同的物质%互称为同分异构体

!M"同分异构体具有相似的化学性质

!A"两个相邻同系物的相对分子质量之差为 +.
!N"烷烃的同系物的物理性质随相对分子质量的递增而呈规律的变化

8>某烃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1)%跟氯气反应生成的一氯代物只有一种%它是! "&
!L"AH, AH) AH) AH) AH, !M"AH)@@AH AH) AH) AH,

!A"AH, AH

AH,

AH) AH, !N"AH, A

AH,

AH,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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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已知丙烷的二氯代物有四种%它的六氯代物的种数为! "&
!L"三种 !M"四种 !A"五种 !N"六种

w>下列制得石油产品的过程属于裂化的是! "&
!L"制直馏汽油 !M"制裂化汽油 !A"制沥青 !N"制乙烯

~>下列各组物质互为同分异构体的是! "&

!L"丙烯和
AH)

AH)

AH)

!M"AH, AH

AH)

AH,

AH

AH)

AH,

AH,和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AH)@@A

AH,

AH AH@@ )和 llHA A AH

AH,

AH,

!N"A.H+*和
AH) AH)

AH) AH)

">鉴别甲烷(乙烯和氢气三种无色气体的方法是! "&
!L"通入溴水E通入澄清石灰水

!M"点燃E通入澄清石灰水

!A"通入溴水E点燃E通入澄清石灰水

!N"点燃E通入溴水E通入澄清石灰水

+>下列各组气体中%比乙烯含碳百分率高的是! "&
!L"乙炔(丙烯 !M"甲烷(丁烯

!A"乙烷(戊烯 !N"丙烷(丙烯

56>下列各组物质中%都不能使酸性高锰酸钾褪色的是! "&
!L"A)H.(A0H0 !M"A,H3(A0H0

!A"A,H.(A,H0 !N"A/H+)(A)H0

55>将下列各种液体分别与溴水混合后振荡%静置后混合液分成两层%溴水层颜色变浅

的是! "&
!L"苯 !M"碘化钾溶液 !A"氢硫酸 !N"乙烯

56>在相同条件下%,%4A)H.和 A)H)的混合气体完全燃烧%用去 -%4氧气%则原混合

气体中 A)H.和 A)H)的体积比为! "&
!L"!)-Z,"2!)-Z0," !M"!)-Z/,"2!0,Z)-"
!A"!-Z),"2!,,Z-" !N"!),Z-"2!,,Z-"
57>一定条件下%三种炔烃组成的混合气体 3>*S与足量的氢气充分加成后%生成的烷

烃为 3>3S%则所得的烷烃中一定含有! "&
!L"乙烷 !M"丙烷 !A"丁烷 !N"戊烷

58>实验室用乙醇和浓硫酸混合加热制乙烯%正确的是! "&
!L"浓硫酸和乙醇的体积比为 +g,
!M"温度计的水银球必须放在反应混合物的液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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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反应物中须放入碎瓷片防止暴沸

!N"用向下排空气集气法收集气体

59>两种气态烃组成的混合气体共 *>+%&I%完全燃烧后%得到标准状况下的二氧化碳

气体 ,>/3.4和水 ,>0S%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L"一定有乙烯 !M"一定无乙烷 !A"一定有甲烷 !N"可能有乙烯

二(填空题

5w>汽车尾气中除氮气%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外%还有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大

气污染物%必须加以处理后才能排放&由此可以推测石油制品汽油中含有的元素为

等&区分直馏汽油和裂化汽油可以使用 % 的

是裂化汽油&
5~>以乙炔为原料合成下列物质%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V二氯乙烷@ %
!)"聚氯乙烯@ %
5">苯分子中的氢原子被烷烃基取代即为苯的同系物%如A0H/ AH,为甲苯%试推算出

苯的同系物的通式为 &某液态烃的分子式为 ACH:%它的蒸气与相同状态下氢气

的相对密度为 /,%+*>0S该烃能与 *>,%&I氢气发生加成反应%生成物分子式为 ACHv%则 C
m %:m %vm &试写出@ACH:的一种结构简式为 %对应的 ACHv 的结

构简式为 &
5+>某气态烃分子中%碳(氢元素的质量比为 0g+%完全燃烧时%该烃跟氧气在同温同压

下的体积比为 +g0%该烃的分子式为 %若该烃能使溴水褪色%写出该烃的含有两个甲

基的同分异构体的结构简式@ 和这种同分异构体发生聚合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三(实验题

66>如图%某学生作制取硝基苯的实验%该装置中@
!+"缺少的仪器有 和 &
!)"错误之处有@ 和 &
!,"-中装的反应物是 %催化剂是 %,导管的作

用是 &
四(计算题

65>把 /%4某烯烃通入过量的 )*%4氧气中%完全燃烧后体积变为

+/%4!气体体积均在标准状况下测定"%求此烯烃的分子式&

第二单元 乙醇(乙酸(油脂(葡萄糖(

<<<<<<<<<<<<<
<

<<<<<<<<<<<<<
<

=

==

=

蔗糖

一(同 步 精 练

同步精练十 !乙醇(乙酸"
5>乙烷分子中的一个氢原子 后的产物即为乙醇%俗称 &它是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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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能团是 !名称"%此官能团的电子式为 &
6>乙醇的水溶性是能 %把工业酒精加工成无水酒精的方法是

&乙醇是 色(有 气味的液体&实验室中%点燃酒精灯发

生的反应是 %酒精灯不使用时%必须盖好灯帽的原因是

&
7>在实验室中乙醇用来制乙烯%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

此反应的温度条件是 %发生的是 脱水’而在温度条件为 时%则发生的是

脱水%生成产物的名称是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
两个反应中浓硫酸的作用是 &

8>下列物质中%不属于烃的衍生物的是! "&

!L"AH,AH)AI !M

mm
mm mmm

"
DH

!A"AAI. !N"H)D

同步精练十一 !乙醇(乙酸"
5>工业上制取乙醇有 和 法两种%其中具有成本低(产量大(节约大量

粮食的生产方法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为 &制饮料酒应用

法%并不可用工业酒精为原料%因为工业酒精中含有有毒的 &
6>选择题

!+"消毒用酒精的浓度为! "&
!L"1*} !M"1/} !A"2/} !N"无水酒精

!)"下列物质中%不属于醇的是! "&

!L"AH, AH

DH

AH, !M"
AH)

DH

AH)

DH

!A

mm
mm mmm

"
DH

!N"AH, D AH,

!,"丙三醇%也叫甘油%它的结构简式为! "&
!L"AH, AH

DH

AH

DH

DH !M"AH)

DH

AH

DH

AH)

DH
!A"AH)

DH

AH)

DH

AH)

DH

!N"AH

DH

AH

DH

AH

DH
7>把下列物质与该物质所具有的用途用直线连接起来&
‘ 乙醇 J>优良溶剂

z>制染料

a 乙二醇 |>制涤纶!的确良"
R>防冻剂

b 丙三醇 0>抗冻剂!内燃机"
b>制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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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精练十二 !乙醇(乙酸"
5>乙酸的结构简式为 %它是甲基与 相连的化合物&食醋是

的乙酸%冰醋酸是 乙酸%通常状况下是有 气味的 色液体&
6>试用有关的电离方程式和化学方程式表示出乙酸具有酸的通性@
% % % %

&
7>热水瓶胆里的水垢是碳酸钙和氢氧化镁%用乙酸与溶液可将它们除去&写出有关的

化学方程式&
%

8>如图示%也可以用乙酸与乙醇反应制乙酸乙酯&
!+"在甲试管中除加入乙醇和乙酸外%还要加入

作 %加入 %防止 &
!)"甲试管要倾斜的原因是 %乙试管

中装的是 %其最主要的作用是

&在乙试管中%导管不可伸到液面下的原因是

&
!,"实验中%乙试管中的现象有 和

&取下乙试管%闻其中物质的气味%具有 %这是 的气味&
!."甲试管中的液体变为棕黑色%这是因为

&
!/"在教材中%酯化反应的加热用 &丁酸乙酯的沸点比乙酸乙酯高得多%如采用

教材上的方法制丁酸乙酯%则加热用 &
9>写出下列酯化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乙酸与甲醇@
!)"乙二酸与乙醇!物质的量之比 +g)"@
!,"硬脂酸!过量"与丙三醇@

同步精练十三 !油脂"
5>人类的食物主要是 ( 和 ’由 和 所形成的酯%叫做

%它在氧化时释放能量最多&
6>油和脂肪在形态上的区别是 %在组成上是与形成油脂的酸的

程度有关&自然界中的油脂都是混合物%原因是它们当中所含的 各不相同&
7>油加氢转化为脂肪称为油脂的 或 %利用该反应可以用植物油制人造奶

油%可以使油脂从 态变为 态而便于运输%可以使它们的性质变得 而不易变

质&试写出油酸甘油酯在催化剂(加热加压的条件下与氢气反应转化为硬脂酸甘油酯的化学

方程式&

8> 叫做皂化反应&写出软脂酸甘油酯皂化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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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精练十四 !葡萄糖(蔗糖"
5>在葡萄糖(果糖(蔗糖(麦芽糖中%最甜的是 %不可发生多伦反应和费林反应的是

%为人体能量主要直接来源的是 %为人类最常用的甜味品的是 &
6>粮食的主要成分是淀粉%用!A0H+*D/":来表示%淀粉在催化剂作用下可水解成葡萄

糖&请用化学方程式表示粮食发酵法制酒精&

7>喝糖水可增加人体中的能量%试用化学方程式表示产生能量的过程&

8>在热水瓶胆内镀银用葡萄糖和 试剂&检验糖尿病患者的尿液中含有葡萄糖用

试剂&
9>蔗糖和麦芽糖水解产生的相同的糖的分子式为 %名称为 %其结构

<<<<<<<<<<<<
<

<<<<<<<<<<<<
<

=

==

=

简式为

二(导 学

本单元研究有机物中的烃的衍生物等%是在学习了烃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学习&烃的有关

知识为学习本单元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认识烃的有关知识的规律为本单元学习创造了有

利的条件&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更加加深学生对P结构决定性质Q的理解%特别是官能团对化学性质

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认识%也有利于学生构建一个完整的有机物的知识体系&

5>一些基本概念!如反应类型(官能团等"&
!+"酯化反应@酸跟醇起反应%生成酯和水%这一反应称酯化反应&酯化反应中的酸是含

氧酸!无机含氧酸或有机羧酸"%醇也可与无氧酸反应%但生成物中没有酯%故不称酯化反应&
!)"水解反应@有机物跟水发生的反应!反应时断裂的是单键而不是双键等不饱和键%

例如乙烯跟水的反应不是水解反应%而是加成反应"&
!,"官能团@决定有机物化学特性的原子或原子团&如醇中的羟基! DH"%羧酸中的羧

基! ADDH "以及我们在上一单元所学到的烯烃中的碳碳双键 @@D EA A %炔烃中的碳

碳叁键! llA A "等都是官能团%它们对这些物质的化学性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6>各类烃的衍生物的结构(性质(用途和制法&
!+"醇@链烃基跟羟基结合而成的化合物&
分子里含有一个羟基的醇称一元醇%简写为W DH%如果烃基是烷基%称饱和醇%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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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醇的通式为 A:H):C+DH%乙醇是一种最重要的饱和一元醇&
分子里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羟基的醇称为多元醇%乙二醇!HDAH) AH)DH"和丙三醇

!俗称甘油%HDAH)AHAH)DH

DH

"是重要的多元醇&

J>乙醇的结构

乙 醇 的 分 子 式 是 A)H0D%结 构 式 为@H A

H

H

A

H

H

D H%可 简 写 为 AH,AH)DH 或

A)H/DH%其中 DH中的氢原子较活泼!因为D H键极性较A H键极性强%易断裂"&从结

构上看%乙醇分子比水分子多了 )个 AH)原子团%其余结构相似%表明乙醇与水的某些性质

相似&
z>乙醇的物理性质

乙醇 是 无 色(有 特 殊 香 味 的 液 体&密 度 比 水 小%沸 点 和 熔 点 均 比 水 低&这 是 因 为

AH,AH) DH中的AH,AH) 比H DH中 H的体积大%使得乙醇分子与乙醇分子间的距离

较大%相互作用较小%熔(沸点就较低&由于乙醇在结构上与水分子有些相似%而且乙醇分子

中氧原子半径较小%吸引水分子中的氢能力较强%所以乙醇与水混合时%乙醇分子与水分子

的作用较强%乙醇在水中的溶解度很大%能跟水以任意比互溶&又由于乙醇的结构与乙烷也

有些相似!若把乙醇中的羟基看成氢原子%乙醇就转化为乙烷"%所以乙醇也能与其他有机物

互溶&
思考@随着醇的碳原子数递增%在水中的溶解度逐渐减小%为什么?
|>乙醇的化学性质

‘ 氧化反应@乙醇在空气里燃烧%发生淡蓝色火焰%同时放出大量的热&

A)H/DHC,D) E
点燃

)AD)C,H)DC[
a 脱水反应@乙醇和浓硫酸的混合物加热到 +1*XA左右%发生分子内脱水%生成乙烯&

H A

H

H

D

H

DH

H
浓 H)OD.

+1*X
E

A
AH) AH)h C H)@@

ppppppp pppppp
p

D

乙醇和浓硫酸的混合物加热到 +.*XA左右%发生分子间脱水%生成乙醚&

AH,AH)DHCHDAH)AH,

浓 H)OD.

+.*X
E

A
AH,AH)DAH)AH,CH)

pppppp ppppp
p D

上述表明%反应物相同%反应条件不同时%得到的产物可能不同&我们可以根据物质的化

学性质%按实际需要%控制反应条件%使化学反应朝着有利于人们需要的方向进行&
思考@在制乙烯的过程中%反应混合物反应一段时间后呈黑色%为什么?在这个实验中%

还可能发生哪些反应?
R>乙醇的工业制法

‘ 发酵法@发酵法制乙醇是一种最古老的制法%食用的酒类大多采用这种方法&具体制

法是用大米(薯类(高粱等粮食作物为原料%用酒药发酵&把得到的混合物进行蒸馏%可以得

到 2/}的乙醇!因 2/}的乙醇的沸点最低"&若要得到无水乙醇%则加入新制的生石灰%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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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蒸馏得到&
小实验@自制米酒

自购一些酒药%煮好米饭%在家长的指导下自制米酒%一定很有兴趣%制出的米酒也别有

风味&制作过程中%请适时品尝所得产品的味道%并注意观察容器内的现象&
反应原理如下@

!A0H+*D/":

!淀粉"
C:H)D E

糖化酶

:A0H+)D0

!葡萄糖"

A0H+)D0

!葡萄糖"
E

酒化酶

)A)H/DH
!乙醇"

C)AD)h

a 乙烯水化法@在加热(加压和催化剂作用下%乙烯跟水反应生成乙醇&

AH) AH)C@@ H DH
催化剂

加热(
E

加压 AH,AH)DH

乙烯水化法生产乙醇%成本低%产量大%能节约大量的粮食&但乙烯水化法生产的乙醇中

混有甲醇%甲醇有毒%饮用后%使人眼睛失明%甚至死亡&

0>一些重要醇的用途

思考@从乙醇的性质推断乙醇有哪些用途?
‘ 乙醇的用途@作燃料!如用作汽车的燃料时无铅污染"’有机化工的重要原料!如生产

塑 料(农药(染料"’有机溶剂!如医用的碘酒是碘的酒精溶液"’饮料’消毒剂!如医药上常用

1/}的乙醇溶液作消毒剂"&
a 乙二醇的用途@内燃机的抗冻剂!因它的水溶液的凝固点很低"’有机化工的重要原

料!如制涤纶"&
b 丙三醇的用途@制造硝化甘油(防冻剂(润滑剂和甜味剂等&
!)"羧酸@烃基跟羧基结合而成的化合物

分子里含有一个羧基的酸称为一元羧酸%简写为W ADDH%如果烃基是烷基%称饱和

羧酸%饱和一元羧酸的通式为 A:H):C+ADDH%乙酸是一种重要的饱和一元羧酸&如果烃基中

含 有较多的碳原子%称为高级脂肪酸%硬脂酸!A+1H,/ADDH"(软脂酸!A+/H,+ADDH"(油酸

!A+1H,,ADDH"等都是重要的高级脂肪酸%高级脂肪酸难溶于水%用酸碱指示剂无法测出它

们的酸性%但高级脂肪酸能溶于氢氧化钠等强碱溶液中&
分子里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羧基的羧酸称为多元羧酸%乙二酸!HDDA ADDH"是一

种很重要的多元羧酸&

J>乙酸的结构

乙酸的分子式是 A)H.D)%结构简式是@AH,A

@@

D

D H%其中与氧原子相连的氢在水溶液

中易电离而呈酸性!D H键极性较强%容易断裂"&A D键极性较强%易断裂%与醇发生酯化

反应&

z>乙酸的物理性质

乙酸是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无色液体%食醋中约含有 ,}</}的乙酸&乙酸的熔(沸点

均比水高%易溶于水和乙醇&羧酸在水中的溶解度也是随碳原子数增加而减小的&

|>乙酸的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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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乙酸是一种弱酸%酸性比碳酸强%它具有酸的通性&
AH, UVADDH HCCAH,ADDZ

酯化反应@乙酸在酸存在和加热条件下%能跟乙醇反应%生成乙酸乙酯&

AH,ADDHCHDAH)AH,

浓 H)OD.
E

F
AH,ADDAH)AH,

乙酸乙酯
CH)

pppppp ppppp
p D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乙酸脱去羟基%醇脱去氢原子%这可以用同位素示踪法加以证明&
制乙酸乙酯时%由于乙酸和乙醇都易挥发%在蒸馏出

的乙酸乙酯中混有乙酸和乙醇%通常用饱和碳酸钠溶液

来除去它们&
制乙酸乙酯的装置如右图@
乙酸乙酯是重要的酯类化合物&
R>乙酸的工业制法

乙酸的工业制法是利用乙醇的连续催化氧化%现在

较先进的方法也采用液化气直接催化氧化&
0>乙酸的用途

乙酸是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也是一种有机溶剂&
!,"油脂@高级脂肪酸和甘油结合而成的酯&
油脂和前面所讲的乙酸乙酯都是酯类化合物&酯类化合物的性质有许多共同之处&如

酯不溶于水%易溶于有机溶剂%密度比水小%在酸性或碱性条件下能发生水解&例如@

AH,ADDAH)AH,CH)D
稀 H)OD.

U VYYYY
F

AH,ADDHCAH,AH)DH

A+1H,/ADDAH)

A+1H,/ADDAH

A+1H,/ADDAH)

C,GJDH E
F

,A+1H,/ADDGJC

AH)DH

AHDH

AH)DH
油脂在碱性条件下的水解反应又叫皂化反应&
油脂是油和脂肪的统称&在室温下呈液态的油脂称为油%大多来自植物的种子中&在室温

下呈固态的油脂称为脂肪%一般来自动物体内&油脂一般都是混合物%没有固定的熔(沸点&
油在一定条件下跟氢气发生加成反应转化为脂肪%这个反应叫油脂的氢化%也叫油脂的

硬化&例如@

A+1H,,ADDAH)

A+1H,,ADDAH

A+1H,,ADDAH)

油酸甘油酯!油"

C,H)
GW

加热%
E

加压

A+1H,/ADDAH)

A+1H,/ADDAH

A+1H,/ADDAH)

硬脂酸甘油酯!脂肪"
!."糖类@葡萄糖(蔗糖(淀粉等都属于糖类&

L>葡萄糖

分子式为 A0H+)D0%结构简式为AH)

DH

AH

DH

AH

DH

AH

DH

AH

DH

AHD%是一种多羟基醛%不

能水解%称单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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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质@白色晶体%有甜味%易溶于水&
化学性质@
‘ 氧化反应%提供能量&
A0H+)D0C0D E) 0AD)C0H)DC[
a 分解反应%制乙醇&

A0H+)D0 E
催化剂

)AH,AH)DHC)AD)

b 与多伦试剂反应%产生银镜&
实验中用于检验’工业上%利用银镜反应原理%把银均匀地镀在保温瓶的瓶胆上等&
N 与费林试剂反应%产生红色沉淀&
医疗上用于诊断糖尿病&
果糖的分子式也是 A0H+)D0%与葡萄糖互为同分异构体&
M>蔗糖

分子式为 A+)H))D++%是一种无色晶体%有甜味%易溶于水&
蔗糖在一定条件下能发生水解%生成一分子葡萄糖和一分子果糖&
麦芽糖分子式也为 A+)H))D++%是一种白色晶体%有甜味%但不如蔗糖%溶于水&麦芽糖和

蔗糖互为同分异构体&
麦芽糖在一定条件下水解%生成两分子葡萄糖&
麦芽糖和蔗糖水解后%每一分子糖都生成两分子单糖称二糖&淀粉(纤维素k分子式都可

表示为!A0H+*D/":%但不是同分异构体l水解后%生成许多分子单糖称多糖&

醇(羧酸(酯及重要代表物的结构和性质比较

类 别 醇 羧 酸 酯

通 式 W DH W ADDH W ADDWo

官能团 DH ADDH
A

@@

D

D

主

要

代

表

物

物质 乙 醇 乙 酸 油 脂

物理

性质

无 色(有 特 殊 香 味 液 体%密

度 比 水 小%熔(沸 点 比 水 低%易

溶于 水 和 有 机 溶 剂%跟 水 以 任

意比混溶

无色(有强 烈 刺 激 性 气 味 的 液

体%易 溶 于 水 和 有 机 溶 剂%熔(沸

点均比水高

有 特 殊 香 味%密 度 比

水小%不溶于水%易溶于

汽油(苯等有机溶剂%没

有固定的熔(沸点

化学

性质

+>燃烧

A)H/DHC,D) E
点燃

)AD)C,H)D
)>脱水

J>分子内脱水生成乙烯

z>分子间脱水生成乙醚

+>弱酸性

AH, UVADDH HCCAH,ADDZ

)>酯化反应

AH,ADDHCHDAH)AH,

浓 H)OD.
E

F

AH,ADDAH)AH,CH)D

+>油氢化转化为脂肪

)>油脂的水解反应

!碱 性 水 解 也 称 皂 化 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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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 别 醇 羧 酸 酯

主

要

代

表

物

工业

制法

+>用 粮 食 等 淀 粉 类 物 质 发 酵

法

)>乙烯水化法

+>乙醇连续催化氧化法

)>丁烷直接氧化法

+>油 从 植 物 种 子 中 提

取

)>脂肪从动物体提取

用途
+>燃料 )>饮料 ,>有机化

工原料 .>溶剂 />消毒剂

+>有机化工原料 )>有机溶剂

,>调味品

+>营养物质%是动物的

重要食物 )>制肥皂

糖类的结构和性质比较

类 别 结 构 特 点 主要化学性质

单

糖

葡萄糖

!A0H+)D0"
多羟基醛

+>氧化反应%提供能量

)>分解反应%转化为乙醇

,>与多伦试剂(费林试剂反应%用于检验

果 糖

!A0H+)D0"
多羟基酮

二

糖

蔗糖

!A+)H))D++"
一 分 子 葡 萄 糖 与 一 分 子 果 糖

脱水而成
水解%生成一分子葡萄糖和一分子果糖

麦芽糖

!A+)H))D++"
二分子葡萄糖脱水而成 水解%生成二分子葡萄糖

多

糖

淀 粉

k!A0H+*D/":l

很 多 葡 萄 糖 分 子 按 一 定 的 方

式 在 分 子 间 脱 去 水 分 子 结 合 而

成

+>水解反应%最终生成葡萄糖

)>显色反应%遇单质碘显蓝色

纤维素

k!A0H+*D/":l
原理同 淀 粉%但 两 者 的 :值 及

脱水方式不完全相同
+>水解反应%最终生成葡萄糖

)>酯化反应

5>烷烃的一元衍生物%符合怎样的通式时有四种同分异构体?
书写烃的衍生物的结构简式时%应先写出对应的烃的结构简式%然后可将官能团代替掉

烃中的某个氢原子&甲烷中的四个氢原子%乙烷中的六个氢原子%它们都是相同的%一元衍生

物只能有一种&丙烷的结构简式为 AH,AH)AH,%有两种氢原子%所以它的一元衍生物有两

种&丁烷的结构简式本身有两种可能%即 AH,AH)AH)AH,与AH,AHAH,

AH,

这两种物质中的氢

原子共有四种%所以丁烷的一元衍生物共有四种%即符合 A.H2\!\为任何一种官能团"&
很 显然%丁醇!A.H2DH"共有四种可能结构%戊酸!A.H2ADDH"也共有四种可能结构&

相同碳原子数的醇的异构体数目多于相同碳原子数的羧酸的异构体数目&
通过上例分析%我们很容易找到规律%快速写出相应分子式对应的异构体数目!一般碳

原子数不超过 /个"或各种异构体的结构简式&
6>已知某乙烯和乙醇的混合蒸气中含碳量为 1*>)30}%求混合蒸气中含氧量为多少?
乙烯的分子式为 A)H.%乙醇的分子式为 A)H0D%按照一般求解混合物的方法求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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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复杂’如巧解%又往往无从着手%因为 A)H.与 A)H0D的碳(氢比例不同&这就要求我们找

出规律性的东西来&
我们不妨把 A)H0D看成 A)H.eH)D%其中 H)D

e
相

e
当

e
于一种新元素%就不难发现 A)H.

与 A)H0D的共性来&根据碳的含量求出 A)H.!包括 A)H.eH)D中的 A)H.部分"的总量%就

能求出 H)D的含量%再把 H)D的含量换算成氧的含量%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具体求解为@D的含量m +Z1*>)30}f+.D E+)f+0
+3m+0}

7>在有机结构理论中%若一个碳原子上同时含有 )个 DH时%结构很不稳定%立即发

生分子内脱水%如@

AH, A

H

DH

ED

H

AH,A

H

DC H)@@
ppppppp pppppp

p

D

又知卤代烃水解生成醇%即@

W \C H DH E
一定条件

W DHC H\
AH.与 AI)在光照条件下反应生成的一系列卤代烃%其中 AH)AI)经水解后得到的有机

物的结构简式为 &AHAI,经水解后得到的有机物的结构简式为 &
k分析l 这是一道典型的阅读理解题!即信息题"&解这类题目时%要牢牢抓住已知条

件%且用足用好已知条件%不能胡编乱答&
从后一已知条件我们可知%卤代烃水解时%所得的产物就是把卤素原子换成 DH%则

H A

H

AI

AI必水解生成H A

H

DH

DH’再根据前一已知 条 件%H A

H

DH

D

H

发 生 分 子 内 脱 水%生 成

H A

H

@@D&同理%AHAI, E
水解

H A

DH

DH

EDH H A

DH

@@D%故 AH)AI)经水解后得到的有机物的

结构简式为 HAHD%AHAI,经水解后得到的有机物的结构简式为 HADDH&
8>实验室制取乙烯时%为何要将乙醇和浓硫酸按体积比 +g,混合?
实验室制乙烯需要加热至 +1*XA左右%乙醇的沸点较低%只有 13>/XA%浓硫酸的沸点很

高%23>,}的浓硫酸的沸点 ,,3XA%显然%它们的混合液中%乙醇含量越高%混合液在温度较

低时就沸腾&那么在加热过程中%温度还没有达到 +1*XA左右时%绝大部分乙醇已挥发掉%不

能达到实验目的&乙醇含量越低%加热过程中混合液越难沸腾&但乙醇含量太少时%不能制

取所需乙烯的量%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其他副反应%如浓硫酸具有氧化性%浓硫酸越多%氧

化能力越强%使乙醇发生炭化等%同样不利于乙烯的生成&
9>将某有机物完全燃烧%只得到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的混合气体&让所得的混合气体通

过足量的澄清石灰水%产生 )*S沉淀%而溶液的质量减少 />3S&写出该有机物可能的分子

式&
这道题如果只通过阅读%很难理出头绪来&我们不妨用下列图解%就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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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原澄清石灰水 CS%产生的二氧化碳 (%&I%水蒸气 *%&I%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及碳原子

个数守恒%得如下方程组@
CC(e..C*e+3m!CZ/>3"C)*

(m )*S
T

U +**

/
(m*>)!%&I"O*m*>,!%&I"

:!A"g:!H"m*>)g*>,f)m+g,
由此可知%此有机物分子中碳(氢原子个数比为 +g,%可能有一定数目的氧原子&故分

子式可能为 A)H0!乙烷"(A)H0D!乙醇"(A)H0D)!乙二醇"等&

5>加成反应与化合反应的联系和区别

加 成 反 应 化 合 反 应

联系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反应%生成一种产物

区

别

本质 由不饱和键与其他分子结合 不一定由不饱和键与其他分子结合

实例

AH) AH)C@@ H DH
催化剂

E
F

AH,AH)DH

HA AHCll EHAI AH)@@AH

AI

GJ)DCH) ED )GJDH!无不饱和键"
AD)CH) ED H)AD,!有不饱和键"

适用

对象
有机反应!类型" 无机反应!类型"

6>取代反应与复分解反应的联系和区别

取 代 反 应 复 分 解 反 应

联系 都是互相交换不同反应物的部分组成

区

别

本质 互换的是原子或原子团 互换的是简单离子或复杂离子

实例

AH.C AI AI E
光

AH,AIC

mm
mm mmm

HAI

CHDGD)

浓 H)OD.

0*XA
E

mm
mm mmm

左右

GD)
CH)D

GJDHCGH.AI E
F

GJAICGH,hCH)D

=0AI,C,H) UVD =0!DH",C,HAI

适用

对象
有机反应!类型" 无机反应!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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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等质量的乙烷(乙烯(乙炔(乙醇四种物质完全燃烧%若反应前后的压强都是 +>*+

f+*/RJ%温度均为 +)*XA%则完全燃烧时%消耗 D)最多的是 %生成 AD)最多的是

%反应前后气体体积不变的是 %要同时吸收燃烧的生成物%所用的试剂是 &
k分析l 从答题要求看%学生若分析问题能力不强%概念不清%抓不住要点%以致造成答

案错误&如认为含碳量高时%消耗 D)多%故将P消耗 D)最多的是Q的答案写为乙炔’试剂误

认为一定是溶液%故P所用的试剂是Q的答案五花八门%如有的写浓硫酸(有的写澄清石灰水%
等等&

如果仅对只含碳(氢的物质分析%我们不难发现%+)S碳生成二氧化碳时消耗 D)+%&I%

.S氢生成水时消耗 D)也为 +%&I%+)S氢生成水就需消耗 D),%&I了%
qqqqqqqq

表明总质量恒定时%

qqqqqqq
含氢百分率越高%

qqqqqq
消耗氧气越多&同理%

qqqqqqqqqqq
含碳百分率越高时%

qqqqqqqq
生成二氧化碳越多&试剂可以是

液体%也可以是固体!与试液的概念不同"%要吸收生成的水%试剂若为液体%只能用浓硫酸%
但浓硫酸不能吸收二氧化碳%故必然选用固体&因为二氧化碳是酸性氧化物%又必须选用碱

性的固体干燥剂才能同时将它们吸收%所以正确答案为碱石灰&
假若燃烧前后气体的体积不变%它们的组成关系可推导如下@

qqqq
如果为烃%则设烃的分子式为 A(H*&

A(H*C (C *D E. D) E
点燃

(AD)C *
)H)D

+C(C *
.m(C *

)
*m.!如 AH.(A)H.(A,H.等
qqqqqqqqqqqqq

"

qqqqqqqqqq
如果为烃的含氧衍生物%则它的分子式为 A(H*Dr

A(H*DrC (C *
.Z rD E) D) E

点燃

(AD)C *
)H)D

+C(C *
.Z r

)m(C *
)

*m.Z)r&
当 rm+时%*m)%如 AH)qqqqD

&
当 rm)时%*m*%表明含 )个或 )个以上氧原子的烃的衍生物!反应物(产物均为气体

时"燃烧时不可能体积不发生变化&
上述导出的结论最好能熟记%以便熟练运用&但要注意两点@
‘ 此有机物一定是完全燃烧&
a 所有反应物和产物都必须呈气态&
例 +)*XA时%+体积某烃和 .体积 D)混合%完全燃烧后恢复到原来的温度和压强%体

积不变%该烃的分子式中所含的碳原子数不可能是! "&
!L"+ !M") !A", !N".
答案选!N"%因为根据上述结论%烃的氢原子数为 .%若碳原子数也为 .%则此烃就不能

完全燃烧&
6>某醇在浓硫酸作用下脱水生成丙烯%写出该醇可能的结构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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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此 题%同 学 常 常 把 答 案 只 写 成 AH,AH)AH)DH%而 漏 写 AH,AHAH,

DH

%这 大 概 受

AH,AH)DH脱水生成AH) AH@@ )影响的缘故&实际上解这道题目不用正向思维%而用逆向思

维似乎更妙&既然此醇脱水生成丙烯%那么丙烯与水发生加成%必生成此醇%但丙烯的结构简

式 为AH,AH AH@@ ) %是不对称结构’水!加成反应时看作 H 和 DH "也是不对称结构%
它 们 加 成 时 就 有 两 种 可 能%即 DH加 在 端 位 上 还 是 中 间%所 以 此 醇 的 结 构 简 式 可 能 为

AH,AH)AH)DH和AH,AHAH,

DH

两种’如果烯烃或另一加成物中有一种的结构呈对称%那么产

物也只有一种&

7>将甲醇!AH,DH"(+V丙醇!AH,AH)AH)DH"()V丙醇!AH,AHAH,

DH

"的混合物在浓硫酸

催化作用下发生脱水%能得到多少种有机物?
k分析l 常见的错误如下@
‘ 只考虑同种分子间脱水%故认为能得到 ,种有机物&
a 只考虑分子间!同种之间或异种之间"脱水%故认为能得到 0种有机物&
b 既考虑分子间脱水%又考虑分子内脱水%但没有细想一下 +V丙醇和 )V丙醇的分子内

脱水的产物相同%故认为能得到 3种有机物&
综合上述情况%可知实际上能得到 1种有机物&

5>乙 醇 的 分 子 式 为 A)H0D%按 结 构 知 识%它 的 结 构 可 能 有 两 种@AH,AH)DH 或

AH,DAH,%已知它与金属钠反应产生氢气%根据下面实验%推测乙醇的结构&
用酸式滴定管准确量取 ++>00%4无 水 酒

精!密 度 为 *>132S2|%,"%置 于 一 分 液 漏 斗 中&
将足量的金属钠!保存在二甲苯中"置于一圆底

烧瓶中%然后按右图装置装配好&实验时将分液

漏斗中的无水酒精全部放入圆底烧瓶中%立即

关闭分液漏斗上的活塞&
实验结束后%量筒内收集到 )).*%4水!设

实验在标准状况下"&
k分 析l 乙 醇 的 质 量m++>00f*>132m

2>)!S"

乙醇的物质的量m2>)
.0m*>)!%&I"

收集到水的体积即是氢气的体积&

氢气的物质的量m)>).
))>.m*>+!%&I"

被置换的氢原子的物质的量m*>+f)m*>)!%&I"
乙醇与被置换出的氢原子的物质的量比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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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乙醇分子中的六个氢原子中只有一个氢原子能被置换%即有一个氢原子与其

他五个氢原子的连接方式不同%显然%AH,DAH,中的六个氢原子是等性的%而 AH,AH)DH
中 DH上的氢原子的连接方式就与其他五个氢原子的连接方式不同%所以乙醇的结构为

AH,AH)DH&
想一想@从上例说明直接连在碳原子上的氢原子能否与钠发生反应?
化学是一门实验性学科&实验不仅仅是去验证人们已知的物质的结构和性质%更重要的

是发现和研究人们尚未认识的物质的结构和性质&经过实验%从实验现象(结果等经过科学

而严密的计算(分析(推理等方法%发现物质的结构%认识物质的性质&实验是人们认识化学

的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
6>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轿车将进入普通百姓家庭&试述用乙醇代替汽油作为汽

车发动机的燃料的优点?
k提示l ‘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目前使用的汽油含有一定的铅%燃烧后铅的化合

物从废气中排出%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a 从能源的角度考虑@目前使用的汽油是通过石油

炼制出来的%石油是不能再生的能源&而乙醇可以通过甘蔗渣(木材等纤维素物质转化而来%
是一种再生能源&b 其他方面综合考虑!请学生自己思考"&

5>抓住官能团的性质&
大家知道%官能团是决定有机物化学特性的原子或原子团’有机物的性质是由官能团来

决定的&如醇羟基就能发生脱水(酯化等一系列反应&某物质含有多种官能团%就有多种官

能团的性质&如AH)@@AH AH

DH

AHD %它就具备烯烃!如能使溴水褪色%能聚合成高分子%

能 被氧化剂氧化等"(醇!如与含氧酸发生酯化%能发生分子间脱水等"和醛!如与多伦试剂(
费林试剂反应等"的性质&所以学好本单元内容%要牢牢抓住官能团的特性%每种官能团的性

质要掌握得相当娴熟&
6>理清各官能团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
几种主要烃的衍生物的转化关系如下@

WAH) \
!卤代烃"

水解
i jssss

取代
WAH) DH

!醇"

氧化
i jssss

还原
W AHD
!醛"

E
氧化

W ADDH
!羧酸

>

"

WADDAH)W
!酯"

酯化

例如%由乙醇转化为乙二醇可经过下列合成线路@

AH,AH)DH E
消去

AH) AH@@ ) E
加成

AH)AH)

M?M?

E
取代

AH)AH)

DHDH
想一想@在有机物中如何增加官能团的数目?
7>加强阅读理解训练&
阅读理解类型的题目!即信息题"既考查了同学的基础知识%又考查了学习潜能%是一种

很流行的选拔性题目&如果平时不加强训练%一遇到这类题目就觉得很生疏%心里就慌%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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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好成绩&
例如%请认真阅读下列 ,个反应&

mm mm

ttt
‘

H)OD.eOD,!发烟硫酸"
E mm mm

tttF
OD,H

mm mm

ttt
a GD)

=0%HAI%H)
E mm mm

ttt
D

GH)

苯胺(弱碱性(易氧化

mm mm

ttt
b AH, E mm mm

ttt
GJAID

@@ mm mm

ttt
AH AH

+%)V二苯乙烯

利用这些反应%按以下步骤可以从烃 L合成一种染料中间体 NON酸&

! L "
HGD,

H)OD
E
.

! M "
H)OD.eOD

E
,

! A E" !N E"
试剂和条件已略去

H) mm mm

ttt
G

OD,H

@@ mm mm

ttt
AH AH

HD,O

GH)

NON酸

请 写出!L"(!M"(!A"(!N"的结构简式@!L" !M" !A" !N"

k分 析 l 从 NON 酸 的 结 构%同 学 很 容 易 推 知 !L" mm mm

ttt
是 AH,%!M"

mm mm

ttt

是

D)G AH,%!A" mm mm

ttt
是D)G AH,

OD,H

&但!A"转 化 为!N"时%是 先 将!A"中 的

GD)转化为 GH)%还是先将 AH,转化为 @@AH AH 结构?这就需要认真阅读和思考%
若 先 将 GD) 转 化 为 GH) %则 将 AH, 转 化 为 @@AH AH 结 构 的 过 程 中 必 将

GH)氧 化 !由 已 知 的 题 中 信 息 可 知"%则 得 不 到 NON 酸%所 以 必 是 先 将 !A"!
mm mm

ttt

即

D)G AH,

OD,H

" 与 GJAID 反 应 转 化 为 ! N

mm mm

ttt

"

!D)G

OD,H

@@ mm mm

ttt
AH AH GD)

HD,O

"%再将!N"与 =0(HAI(H)D反应得 NON酸&所

以!N" mm mm

ttt
的结构简式为D)G

OD,H

@@ mm mm

ttt
AH AH GD)

HD,O
<<<<<<<<<<<<<

<

<<<<<<<<<<<<<
<

=

==

=

&

三(分 层 练 习 !时间@89分钟"

分层练习一

一(选择题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5>+%)V二溴乙烷是乙烷的! "&
!L"同系物 !M"同分异构体 !A"同素异形体 !N"衍生物

6>羟基的符号是! "&

!L"DH !M"DHZ !A" DH !N"e
e D

ee

ee

e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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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检验乙醇中含有水的试剂是! "&
!L"无水硫酸铜 !M"氧化钙 !A"硫酸铜晶体 !N"乙酸

8>下列物质中%不能将溴苯(苯和乙酸加以区分的是! "&
!L"水 !M"乙醇 !A"碳酸氢钠溶液 !N"石蕊溶液

9>下列各组液体混合物%用分液漏斗不能分开的是! "&
!L"己烷和水 !M"油和烧碱溶液 !A"甘油和乙醇 !N"乙酸乙酯和碳酸钠溶液

w>禁止用工业酒精配制酒%是因为工业酒精中含有! "&
!L"甘油 !M"乙酸 !A"乙二醇 !N"甲醇

~>下列有机物中%属于纯净物的是! "&
!L"油脂 !M"冰醋酸 !A"消毒酒精 !N"食用醋

">除去乙酸乙酯中含有的乙酸杂质%实验室可采用的方法是! "&
!L"加入饱和碳酸钠溶液%振荡(静置分层后再分液

!M"加入乙醇%使乙酸转化为乙酸乙酯

!A"加热%使乙酸变成蒸气挥发出去

!N"加入氢氧化钠溶液%中和乙酸后%再分液

+>下列有机物%含有碳碳双键的是! "&
!L"菜油 !M"聚乙烯 !A"苯 !N"乙炔

56>下列物质不能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的是! "&
!L"硬脂酸 !M"丙醇 !A"乙酸乙酯 !N"硬脂酸甘油酯

55>油脂发生皂化反应时%消耗 +%&I氢氧化钠%生成甘油的物质的量为! "&

!L"+%&I !M",%&I !A"+
)%&I !N"+

,%&I

56>对葡萄糖的性质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L"是白色晶体%能溶于水 !M"是一种多羟基化合物%有还原性

!A"它的甜味不及果糖 !N"能水解生成酒精

57>下列各组有机物充分燃烧后%所生成的二氧化碳和水的物质的量之比%一定是 +g+
的是! "&

!L"乙醇(乙酸 !M"甲酸(乙酸 !A"乙烯(乙炔 !N"甲醇(乙酸

58>下列物质发生水解后%产物互为同分异构体的是! "&
!L"麦芽糖 !M"AH,ADDAH, !A"蔗糖 !N"乙酸乙酯

59>化学式为 A:H):Z+ADDH的脂肪酸 *>/0.S需 *>+%&I24氢氧化钠溶液 )*%4恰好

中和%此脂肪酸分子中的 :是! "&
!L") !M"1 !A"+/ !N"+1
二(填空题

5w>普通人的血液中%约含有葡萄糖的浓度为 %百分比浓度约为 的葡

萄糖溶液可用于病人输液%以补充营养&葡萄糖在人体内氧化的化学方程式为

%这样可以使人体获得 &
5~>石油炼制工业中%把石油分成不同沸点范围的产物%这种加工方法叫 %这种

加工过程是 变化&在一定条件下%把相对分子质量大(沸点高的烃加工成相对分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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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沸点低的烃的过程%叫做 %这种加工过程主要是 变化&
5">乙醇在空气中燃烧%发出 色火焰%生成物是 和 %两种生成物的简单证

明法是@ 和

&与乙醇互为同分异构体的醚的结构简式为 %名称为 &
5+>葡萄糖溶液中加入费林试剂并加热%观察到 生成%医院里常用这

种方法来诊断 病&葡萄糖与多伦试剂反应的现象是 %工业上利用这一原

理可 &
三(推断题

66>H是无机物%L(M(A(N(=(X六种有机物的衍变关系如下@

L

E

GJDH!JK"

E

M

A
浓 H)OD.

E
一定温度

= E
一定条件

塑料!制食品包装袋"

将溶液蒸干

H)OD
E
.

NCH

E
碱石灰

X!最简单的烃"

N是重要化工原料%在染料(塑料(纤维及电影胶卷生产中大量使用&L有水果香味%=
是一种果实催熟剂&

+>写出有关物质的名称@L %M %A %N %=
)>写出下列变化的化学方程式%并指出反应类型&
LEMCA@
=E塑料@
四(计算题

65>在 .>.*S乙酸乙酯中加入 />*%&I24的稀盐酸 +*%4%加热使它水解&然后用水稀

释到 +**%4%取出 /%4%用 *>+*%&I24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和%用去 ,*%4氢氧化钠溶液时达

到终点&求乙酸乙酯的水解百分率&

分层练习二

一(选择题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5>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L"王水不是水 !M"油脂不是酯 !A"甘油不是油 !N"纯碱不是碱

6>下列关于乙醇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L"可作燃料%但对空气污染

!M"易溶于水%不溶于苯和四氯化碳

!A"与乙醚互为同分异构体

!N"食用酒精可用粮食发酵制取

7>乙 醇 和 浓 硫 酸 共 热%可 以 生 成 乙 烯 或 乙 醚&关 于 这 两 个 反 应 的 说 法 不 正 确 的 是

! "&
!L"生成乙烯为乙醇分子内脱水%生成乙醚是两个乙醇分子间脱水

!M"浓硫酸在反应过程中起的作用相同

!A"都是乙醇的脱水%都产生不饱和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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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反应的条件不同%+.*XA左右时生成乙醚%+1*XA左右时生成乙烯&
8>甲醇(乙醇和浓硫酸的混合液%在适宜温度下可生成醚的种数为! "&
!L"+种 !M")种 !A",种 !N".种

9>完全燃烧一定质量的无水乙醇%放出热量为 [%完全吸收生成的二氧化碳%至少消耗

.%&I24的氢氧化钠溶液 /*%4%则燃烧 +%&I无水乙醇放出的热量是! "&
!L"+*[ !M"/[ !A"*>+[ !N"*>)[
w>与油酸互为同系物的是! "&
!L"乙酸 !M"乙二酸 !A"丙烯酸 !N"软脂酸

~>在甲酸乙酯和醋酸丁酯的混合物中%含碳 /3>/}%则含氢为! "&
!L"2>1/} !M")*>/} !A",)>/} !N".+>/}
">人体内的葡萄糖氧化可用下列热化学方程式表示@
A0H+)D0!_"C0D)!S E" 0AD)!S"C0H)D!I"C)3*.uv
某人每天消耗 3.+)uv热量%若淀粉在人体内的利用率为 21>)}%则此人每天至少需淀

粉的质量为! "k已知%!A0H+*D/":!淀粉"C:H) ED :A0H+)D0!葡萄糖"l&
!L"/**S !M"/.*S !A"//*S !N"0**S
+>常温下易溶于水%在一定条件下又能与水反应的是! "&
!L"甲酸乙酯 !M"葡萄糖 !A"蔗糖 !N"硬脂酸

56>./S油脂皂化需 0S氢氧化钠%则此油脂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
!L"++)* !M"2** !A"01/ !N"./*

55>甲 基 丙 烯 酸 的 结 构 简 式 为 AH)@@A

AH,

ADDAH,%推 测 它 不 可 能 具 有 的 性 质 是

! "&
!L"水解 !M"使溴水褪色 !A"加聚反应 !N"与碳酸钠溶液反应放出二氧化碳气

体

56>关于醋酸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L"醋酸的酸性比碳酸强 !M"+0>0XA以下时%无水醋酸成为晶体 !A"具有强烈刺

激气味%可溶于水 !N"能溶于乙醇而与乙醇不反应

57>下列物质中%既能发生皂化反应%又能发生氢化反应的是! "&
!L"硬脂酸甘油酯 !M"油酸甘油酯

!A"丙烯酸甘油酯 !N"软脂酸甘油酯

58>下列物质中%不属于油脂的是! "&
!L"猪油 !M"花生油 !A"麻油 !N"润滑油

59>具有一个羟基的有机物 L+*S与乙酸反应%生成酯的质量为 ++>)S%还剩余未反应

的 L+>3S%则 L的相对分子质量约为! "&
!L"23 !M"++/ !A"+/3 !N")1,
二(填空题

5w>完成下列化学方程式&

!+"AH, AH

DH

AH,

浓硫酸

+.*X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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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AH)ADDHC AH, AH

DH

AH,

浓 H)OD.
E

F

!,"HADDHCGJHAD E,

!.":AH, @@AH A

AH,

ADDAH,

一定条件下

E
聚合

5~>某高级饱和脂肪酸 )3>.S%与 )%&I24/*%4的氢氧化钠溶液正好完全中和%这种高

级饱和脂肪酸的分子式为 %它和甘油反应后的生成物是 &
该 )3>.S高级饱和脂肪酸在反应中消耗甘油的物质的量为 &

5">某有机物的分子式是 A,H.D)%它可以与碳酸钠反应产生气体’还能使溴水褪色%该

有机物的结构简式为 %它与碳酸钠溶液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与溴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在一定条件下与乙醇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
三(推断题

5+>如图示%L(M(A(N(H(=(X七种有机物有如下衍变关系@

E EL M A

ADDH

ADDH
E

催化剂 N

H)D

h

催化剂

$X H E
一定条件

=

已知 =用于制食品包装袋%A是有香味的重要化工原料%L是农产品%用 L制得的 A可

作饮料%X是麻醉剂&则@
!+"M的名称为 %=的化学式为 %N的物质类别为 &
!)"写出有关变化的化学方程式&
MEA@ HEA@
AEH@
!,"写出有关反应的反应类型&
AEN@ HE=@ HEA@
!."写出有关反应的条件@HEX@
四(计算题

66>甲(乙两有机物%在同温同压下%它们的气体的密度与二氧化碳相同&乙为 烃%把

,>,S甲完全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的质量恰是甲的质量的 )倍%同时生成水为 )>1S&通过计

算%写出甲和乙的分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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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阶段测试!一"

!时间@2*分钟"

一(选择题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每小题 )分%共 .*分"
5>不属于大多数有机物通性的是! "&
!L"熔点高%能导电 !M"容易燃烧%容易分解

!A"难溶于水而易溶于有机溶剂 !N"反应速率小%有副反应

6>含有 +0个氢原子的甲烷的同系物%其相对分子质量为! "&
!L"20 !M"23 !A"+** !N"+*)
7>下列化学式只表示一种纯净物的是! "&
!L"A/H+) !M"A0H+)D0 !A"A)H0D !N"AH)AI)
8>相同物质的量的下列物质%充分燃烧时%耗氧气最多的是! "&
!L"乙醇 !M"乙烯 !A"乙烷 !N"乙炔

9>下列各组物质中%属于同系物的是! "&
!L"乙酸乙酯和硬脂酸 !M"甲酸和软脂酸

!A"A,H3和 A2H+3 !N"苯和溴苯

w>乙烯和乙炔的混合气体 )**%4%一定条件下与氢气完全反应%消耗同温同压下氢气

)/*%4%则混合气体中乙烯与乙炔的体积比为! "&
!L",g+ !M")g+ !A"+g) !N"+g,
~>实验室制取下列气体时%仪器和药品选用正确的是! "&
!L"用水和电石在启普发生器中制乙炔

!M"把消石灰和氯化铵的混合物放在试管中加热制氨气

!A"把醋酸钠晶体与碱石灰混合%放在试管中加热制甲烷

!N"把乙醇放在烧瓶中加热到 +1*XA制乙烯

">下列物质不可用乙烯直接制得的是! "&
!L"jAH) AH)k: !M"AH,AH)M? !A"jAH) AHk:

AI

!N"AH)M? AH)M?

+>关于同系物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L"同系物符合同一通式

!M"同系物有相同的分子式

!A"同系物的化学性质基本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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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同系物的相对分子质量可以不相等%也可以相等

56>以石蜡为原料制得汽油的加工方法是! "&
!L"常压分馏 !M"减压分馏 !A"催化裂化 !N"高温气化

55>下列各种方法中%无法将甲烷和乙烯加以鉴别的是! "&
!L"在空气中燃烧 !M"通入酸性高锰酸钾溶液中

!A"通入溴水中 !N"把燃烧产物通入澄清石灰水中

56>下列物质加入溴水%振荡后不能明显使溴水层颜色变浅的是! "&
!L"苯 !M"乙烯 !A"四氯化碳 !N"乙醇

57>在下列有机物分子中%含有的官能团不止一种的是! "&
!L"乙醇 !M"丙烯 !A"氯乙烯 !N"丙烷

58>能作内燃机的抗冻剂%又是制造P的确良Q的重要原料的是! "&
!L"乙醇 !M"乙二醇 !A"丙醇 !N"丙三醇

59>某有机物在氧气中燃烧%生成水和二氧化碳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g+%由此可得出

! "&
!L"有机物中只含碳和氢%它们的原子数之比为 +g)
!M"有机物的分子中%碳与氢的原子数之比为 +g)%可能含有氧原子

!A"有机物分子中碳与氢的原子数之比为 +g+%肯定不含氧原子

!N"有机物一定含碳(氢(氧三种元素

5w>下列物质既能发生加成反应%又能发生皂化反应的是! "&
!L"植物油 !M"油酸 !A"甘油 !N"硬脂酸甘油酯

5~>下列各组物质中%互为同分异构体的是! "&
!L"葡萄糖和蔗糖 !M"甲酸和乙酸

!A"葡萄糖和果糖 !N"乙醇和乙醚

5">乙酸乙酯与少量的氢氧化钠和酚酞的混合溶液共热%溶液的红色会褪去%其原因是

! "&
!L"乙酸乙酯具有漂白作用

!M"酚酞溶解在乙酸乙酯中与氢氧化钠溶液分离

!A"乙酸乙酯具有酸性

!N"乙酸乙酯发生水解%生成的乙酸把氢氧化钠溶液中和

5+>从二氯甲烷无同分异构体这一事实说明! "&
!L"甲烷分子中所有原子在同一平面上

!M"甲烷是正四面体结构

!A"甲烷也有可能是正方形结构

!N"甲烷分子中的氢原子被取代有一定先后顺序

66>烷烃中的碳原子用硅原子代替后的化合物叫硅烷%它的分子组成与烷烃相似%下列

说法中错误的是! "&
!L"硅烷的通式可用 OW:H):C)表示

!M"甲硅烷的密度大于甲烷

!A"甲硅烷易燃%生成二氧化硅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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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甲硅烷比甲烷稳定

二(填空题 !每空格 )分%共 ,.分"
65>今有甲(乙(丙(丁(戊五种烃%已知它们是@A)H.(A)H)(A0H0(A0H+)(A)H0&通过实验

知道@
‘ 甲(乙能使溴水褪色’a 甲经过氢化反应生成乙%乙继续和氢气反应生成丙%丙不能

使溴水和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褪色’b 丁一定条件下能与液溴反应%但不能与溴水及酸性高

锰酸钾溶液反应’N 丁在催化剂存在下%可与氢气反应生成戊%则此五种烃的名称分别为@
甲 %乙 %丙 %丁 %戊 &

66>下列各组物质互为同位素的是! "%互为同分异构体的是! "%互为同素异形

体的是! "%互为同系物的是! "&
!L")

+H) 和 )
+H !M"N)D 和 H)D !A"+)

0A和 +,
0A !N"AH, AH

AH)

AH,

AH) AH,和

AH,AH) AH

AH,

AH)AH, !H" AD 和 AD) !=" AH, AH) AH

DH

AH, 和

AH, AH

AH,

AH

AH,

AH)DH !X"金刚石和 A0* !H"乙酸乙酯和丁酸

67>已知 +%&I葡萄糖在人体内被氧化时全部变为二氧化碳和水%同时放出 )3*.uv热

量&某人注射了浓度为 2}的葡萄糖溶液 /**S%理论上能供给人体 uv热量%同时

需消耗标准状况下的氧气 4&如果把这些葡萄糖转化为酒精%则可得到 2/}的酒精

溶液 S%转化时放出的二氧化碳在标准状况下为 4&

68>等 物 质 量 的 四 种 物 质@H,A AH AH@@ )

mm
mm mmm

%
AH AH@@ )

% llHA A AH)AH,%

AH)@@A

AH,

AH AH@@ )%充分燃烧%它们生成二氧化碳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消耗氧

气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充分加成反应需要氢气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
需要溴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

三(!本题共 2分"
69>如图示%L<X各物质之间有衍生关系%已知 M(A都能使溴水褪色%H(=都有香味%

X在农业生产中广为使用%A能催熟果实&

L
H)

E
D E

M
E E

E
A H =

EN X
!+"写出@L的化学式 %M的分子式 %H的结构简式 %N的结构式

&
!)"写出有关反应的类型&
MEN@ %HE=@ %N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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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LEM@ % AEH@ &
四(!本题共 1分"
6w>进行如图所示的实验@
!+"仪器名称@, %-

&
!)"图上有两处错误@‘

%a &
!,"在石油中%还须加入 %目的是

&
!."该装置进行的是! "&
!L"石油的分馏 !M"石油的蒸馏

!A"石油的催化裂化 !N"石油的热裂化

五(计算题 !本题共 +*分"
6~>在同温同压下%某烃的蒸气与同体积氢气的质量之比为 ,2g+%燃烧 ,>2S该烃产生

了 +,>)S二氧化碳%该烃跟溴水和酸性高锰酸钾溶液都不发生反应%通过计算%写出该烃的

分子式和结构简式&
6">某饱和一元脂肪酸钠盐的结晶水合物 />..S%加热失去全部结晶水后%固体质量变

为 ,>)3S&若把 />..S该结晶水合物跟 )/%4+%&I24硫酸混合加热%待脂肪酸全部挥发后%
所余物质用 +%&I24的氢氧化钠溶液 +*%4恰好中和&求此脂肪酸钠盐的结晶水合物的化

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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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阶段测试!二"

!时间@2*分钟"

一(选择题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每小题 )分%本题共 .*分"
5>甲烷和丙烷混合气体的密度与同温同压下乙烷的密度相同%混合气体中甲烷与丙烷

的体积比为! "&
!L")g+ !M"+g) !A"+g, !N"+g+
6>一定条件下%)体积某烷烃和 +体积乙烯混合%所得混合气体的体积是相同条件下等

质量氢气体积的 +
).%

该烷烃是! "&

!L"A.H+* !M"A,H3 !A"A)H0 !N"A/H+)

7>)%&I气态化合物 ACH:%完全燃烧需 +*%&I氧气%则 CC:的数值是! "&
!L"2 !M"++ !A"+, !N"+/
8>含有苯环的某烃%分子式为 A1H3%用溴原子取代分子中的一个氢原子后%形成的化

合物的同分异构体有! "&
!L")种 !M",种 !A".种 !N"/种

9>在工业上%甲醇可以通过一氧化碳和氢气在 .**XA和催化剂的条件下合成@AD!S"C
)H)!SUV" AH,DH!S"C2)uv%对处于平衡状态的混合物%把温度改变为 ./*XA%则! "&

!L"气体混合物的压力降低

!M"正(逆反应的速率不发生变化

!A"气体分子的总数目增大

!N"混合物中甲醇的含量增加

w>在 室 温 时%不 能 与 溴 水 反 应%也 不 可 使 酸 性 高 锰 酸 钾 溶 液 褪 色 的 液 态 有 机 物 是

! "&
!L"己炔 !M"苯 !A"丙烷 !N"丙烯

~>在常压和 +**XA时%乙醇蒸气和乙烯气体共 A4%完全燃烧时%需要相同条件下的氧

气的体积为 ,A4%则原混合气体中%乙醇蒸气与乙烯的体积比为! "&
!L"+g+ !M")g+ !A"+g) !N"任意比

">把以管道煤气为燃料的灶具改造成以液化石油气为燃料的灶具%应该! "&
!L"扩大空气进气管的口径 !M"增加排气装置

!A"缩小空气进气管的口径 !N"增加散热装置

+>用乙烯和丙烯按物质的量 +g+聚合成乙丙树脂%该聚合物的结构可能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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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AH) AH@@ ) AH)@@AH AH,k:

!M"jAH) AH) AH) AHk:

AH,

!A"jAH) @@AH AH AH AH)k:

!N"jAH) AH) AH) AH) AH)k:

56>进行苯的硝化反应的实验时%向大试管中滴加试剂%下列顺序中正确的是! "&
!L"浓硫酸(浓硝酸(苯 !M"苯(浓硝酸(浓硫酸

!A"浓硫酸(苯(浓硝酸 !N"浓硝酸(浓硫酸(苯

55>下列各组物质中%两种物质都属于纯净物的是! "&
!L"汽油(甘油 !M"油酸(冰醋酸

!A"油脂(麦芽糖 !N"聚乙烯(氯乙烯

56>下列各组物质中%含氢的质量百分含量!质量分数"不相等的是! "&
!L"乙炔(苯 !M"乙酸(葡萄糖

!A"A)H0(A)H.D !N"A+)H3(A)H.D,

57>某气态烃 L和气态烯烃组成的混合气体%经测定该混合气体对氢气的相对密度为

+)%这混合气体中的 L烃可能是! "&
!L"甲烷 !M"乙烯 !A"乙炔 !N"丙烷

58>下列物质只能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不能与稀硫酸反应的是! "&
!L"乙醇 !M"氧化铝 !A"豆油 !N"硬脂酸

59>将 )*%4*>+%&I24的氢氧化钠溶液与 +*%4*>+%&I24的醋酸溶液混合后%蒸干

并强热%最终得到的固体是! "&
!L"AH,ADDGJ !M"GJ)AD, !A"GJDH和 AH,ADDGJ的混合物 !N"GJDH
5w>下列各组混合物%不管它们以何种比例混合%只要总质量一定%经燃烧产生二氧化

碳的质量也恒定的是! "&
!L"乙醇(乙酸 !M"乙烯(乙烷

!A"乙酸(葡萄糖 !N"乙酸(乙酸乙酯

5~>醇 中 的 羟 基 氢 能 被 金 属 钠 置 换 而 生 成 氢 气%如 )AH,AH)DHC ) EGJ
)AH,AH)DGJCH)h%用足量的钠与下列物质反应%要产生相同质量的氢气%所需下列物质

质量最小的是! "&
!L"甲醇 !M"丙三醇 !A"乙二醇 !N"乙醇

5">下列有机物中%能作为萃取溴水中溴的萃取剂的是! "&
!L"苯 !M"裂化汽油 !A"酒精 !N"油

5+>乙烯中混有某杂质烃%点燃标准状况下的 *>,,04该气体%把产生的二氧化碳通入

足量的澄清石灰水中%生成 ,>+S沉淀%则混入的烃可能是! "&
!L"甲烷 !M"丙烯 !A"乙烷 !N"乙炔

66>一定量的有机物充分燃烧后%将产物立即通入足量石灰水中完全吸收%过滤后得到

沉淀 )*S%滤液的质量比原石灰水减少 />3S%该有机物可能的是! "&
!L"乙烯 !M"丙三醇 !A"乙醇 !N"甲酸甲酯

二(填空题 !每空格 )分%共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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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在标准状况下%)4乙烷和 +4甲烷的混合气体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为 %这些气

体与 /*4空气混合且完全燃烧后%恢复到原状态%气体的体积为 4&

66>AH, AH) AH

AH,

AH

AH,

A

AH,

AH,

AH,若是由烯烃与氢气加成生成的%这种烯烃可能有

种’若是由炔烃与氢气加成生成的%这种炔烃的结构简式为 &
67>)%&I油酸(+%&I硬脂酸跟 +%&I甘油完全反应%生成一种分子对称的油脂 L%硬化

+%&IL需氢气 %&I%在氢氧化钠溶液中加热 L%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68>实验室制得的乙烯%在溶液中有棕色出现时%会有刺激气味%产生这种混在乙烯中

的刺激气味气体的化学方程式为 ’可以用常见的某

种溶液洗去这种气体%洗气时发生反应的离子方程式是

69>某有机物分子组成中含碳 /*}%含氢 />/0}%含氧 ..>..}%其密度为相同状况下

氧气密度的 )>)/倍&取此有机物@‘加入溴水振荡%溴水褪色’a加入碳酸钠溶液有气泡产

生’b与乙醇混合%一定条件下产生果香味油状液体’N一定条件下还能制成一种聚合型树

脂&用化学方程式表示上述各反应&
‘ a b N

6w>AH, AH

ADD

DDA

AH AH,是乳酸自身相互反应生成的环状酯%据此可推知乳酸

的结构简式为 &乳酸不可能发生的反应为! "&
!L"与乙酸反应 !M"与乙醇反应 !A"与氧化镁反应 !N"与溴水反应 !H"分子

内脱水反应

三(推断题 !)1题 )分%)3题 +*分%共 +)分"

6~>

mm
mm mmm有机物的结构简式为

HD
A

@@

D

mm
mm mmm

D
ADDH

%关于该有机物的叙述中%正

确的有! "&
!L"不是烃的衍生物

!M"具有酸性%能与烧碱溶液反应

!A"不能与碳酸氢钠溶液反应

!N"不能再与乙醇发生反应

!H"酸催化发生水解%只生成一种物质

6">已知@, llHA AH
活性炭

E

mm
mm mmm

高温高压

下图关系中的 M是石油化工的基础原料%N(H都可作塑料%但 N不可用于包装食品&M
E=(XE=分别是 =的两种工业生产过程&=EM则是 M的实验室制法&! 密度比水大%是

苦杏仁气味的油状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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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E

>

! H L A N

E U VYY EX = M H
!+"写出有关物质的结构简式@
L = !
!)"写出有关化学式@X %H
!,"写出有关反应的反应类型&
LEM@ AEN@
!."写出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XE=@ =EM@
HE!@
四(实验题 !本题共 1分"
6+>

在如图所示的实验中%+号试管中加入的石蜡是! "&
!L"烃的衍生物 !M"油脂类化合物

!A"较长链的烃 !N"糖类化合物

+号试管中氧化铝的作用是! "&
!L"防止爆沸 !M"催化剂 !A"氧化剂 !N"降低石蜡的沸点

实验中%,号试管内的现象是 %)号试管内得到的是 &若在实验

结束后%往 )号试管内滴入酸性高锰酸钾溶液的现象是 %烧杯中冰水的作用是

&
这个实验是验证石油加工工业中 的原理&
五(计算题 !,*题 0分%,+题 1分%本题共 +,分"
76>某 无 色 透 明 的 有 机 物% 进 行 如 下 实 验@‘ 取 2S该 固 体 溶 于 水 制 得 )**%4

*>/%&I24的溶液 L’a 将石蕊试液滴入 L中显红色’b 取 +)>/%4L溶液加 )/%4水稀

释%用*>/%&I24氢氧化钠溶液滴定至终点%消耗氢氧化钠溶液 )/%4’N 测 得 此 有 机 物 中

碳(氢(氧三元素的质量比为 +)g+g,)&
通过计算%求出此有机物的分子式%并写出其结构简式&
75>将 *>+%&I某有机物与标准状况下的 ++>)4氧气混合点燃%正好完全反应%生 成

*>3%&I的混合气体%将该混合气体通过碱石灰%碱石灰的质量增加 ).>3S&求该有机物的分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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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实 验 !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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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 步 精 练

同步精练一 !化学仪器和试剂贮存"
5>实验室保存下列试剂的方法中%错误的是! "&
!L"波尔多液盛放在铁制容器中

!M"浓硝酸保存在棕色瓶中

!A"少量的钠(钾保存在煤油中

!N"氢氧化钠固体保存在带胶塞的广口瓶中

6>下列试剂可用无色(带胶塞的玻璃瓶保存的是! "&
!L"液溴 !M"氢氟酸 !A"硝酸银溶液 !N"碳酸钠溶液

7>下列物质中%由于长久露置于空气中会发生颜色变化的是! "&
‘ 绿矾 a 氢氧化亚铁 b 氯水 N 氯化银 Z 亚硫酸钠 [ 过氧化钠

!L"全部 !M"‘abN[

!A"‘aN[ !N"abN
8>实验室有@‘ 烧杯%a 试管%b 量筒%N 锥形瓶%Z 温度计%[ 滴定管%\ 容量瓶%

] 圆底烧瓶%̂ 坩埚%wx 蒸发皿&其中有P*Q刻度且此刻度在上方的是 %可以作为

反应容器的是 %可以直接加热的是 &
9>现有下列仪器@‘ 烧杯%a 铁架台!带铁圈"%b 三脚架%N 天平%Z 分液漏斗%[ 石

棉网%\ 酒精灯%] 玻璃棒%̂ 蒸发皿%wx 圆底烧瓶%wy 容量瓶&从缺少仪器的角度看%不能

进行的实验是 !填序号"&
!L"过滤 !M"萃取 !A"蒸发 !N"分馏 !H"配制 *>+%&I24GJDH溶液 !="

碘的升华

同步精练二 !基本操作"
5>某学生用酸式滴定管量取 *>+%&I24的盐酸%开始时仰视液面%读数为 +)>/*%4%取

出部分溶液后%俯视液面%读数为 +2>/*%4%则实际取出溶液的体积为! "&
!L"大于 1%4 !M"小于 1%4 !A"等于 1%4 !N"无法确定

6>下列有关实验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L"用天平称取固体烧碱时%将它放在垫有洁净滤纸的托盘上

!M"配制一定浓度的硫酸时%先往容量瓶中加水%然后按计算结果将一定体积的浓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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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玻璃棒慢慢注入容量瓶中%最后加水至刻度%摇匀

!A"用分液漏斗将甘油和水的混合液分离

!N"用已知浓度盐酸滴定氢氧化钠溶液时%将锥形瓶用蒸馏水洗净后%直接加入一定体

积的待测氢氧化钠溶液

7>右图所示%以下各项用途和操作都正确的是! "&
!L"洗气或干燥装置@瓶内放一定体积的溶液%由 -进气

!M"用于测定不溶于水的气体的体积装置@瓶内充满水%由 -进气

!A"收集比空气密度大且不与空气反应的气体装置@由 ,进气

!N"提供少量空气@-接自来水龙头

8>某溶液中含有较多的 GJ)OD.和少量的 =0)!OD.",&若用该溶液制取芒

硝%可供选用的操作有@‘ 加适量 H)OD.溶液%a 加金属钠%b 结晶%N 加过量 GJDH溶

液%Z 加强热脱结晶水%[ 过滤&正确的操作步骤是! "&
!L"a[b !M"N[‘b !A"N[bZ !N"a[‘bZ
9>测定胆矾晶体!ABOD.e/H)D"里结晶水的 :值时%出现下列三种情况@‘ 晶体中含

有受热不分解的杂质’a 晶体尚带蓝色%即停止加热’b 加热过程中%晶体有部分爆溅飞出

坩埚&其中能使实验结果 :值偏低的是! "&
!L"‘a !M"‘b !A"ab !N"‘ab

同步精练三 !气体的制取"
5>某实验桌上只有锥形瓶(集气瓶(玻璃导管(带孔胶塞(分液漏斗等仪器以及所需的

药品%它可以制取和收集的气体是! "&
!L"AI)%AH. !M"AD)%A)H. !A"H)%OD) !N"D)%A)H)

6>制备某种气体%下列方法中可行的是! "&
‘ 浓 GJHOD. 与 !FAI)!_"混 合 加 热 制 HAI’a =0O与 稀 HGD, 混 合 制 H)O’b 浓

H)OD.与 G)OD,!_"混合制 OD)’N 浓 H)OD.(GJAI!_"与 !FD)混合加热制 AI)’Z 醋酸钠

晶体与碱石灰共热制 AH.’[ 电石和水在启普发生器中反应制 A)H)&
!L"‘a[ !M"aNZ !A"‘bN !N"‘abN
7>用右列图示的装置能制备少量气体%且相当快速的反应

物组合是! "&
‘ 浓氨水与固体氢氧化钠%a 浓硫酸中加入浓盐酸%b 双

氧水溶液与二氧化锰%N 稀硝酸和铜片%Z 镁条与稀硫酸%[
电石与饱和食盐水

!L"仅‘b[ !M"仅ab !A"除N外 !N"全

部

8>在 实 验 室 中%能 用 固V固 加 热 制 气 装 置%又 能 用 固V液 常

温制气装置制取的气体有 !列举三例"&
9>实验室常用 GJGD)溶液和 GH.AI溶液反应制取 G)%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GJGD)

CGH.AI E
F

G)hCGJAIC)H)D%试根据反应原理设计一个制取 G)的发生装置%并试述

45654



收集干燥的氮气的方法&

同步精练四 !气体的制取"
5>在实验室里可按下图所示的装置来干燥(收集气体 W%多余的气体 W可用水吸收%则

W是! "&

!L"HAI !M"AI) !A"AD !N"GH,

6>除去下列气体中的有关杂质!括号内为杂质"%不正确的是! "&
!L"OD)!OD,"@用盛 23>,}的浓硫酸的洗气瓶

!M"AD!AD)"@用盛浓氯化钙溶液的洗气瓶

!A"AI)!HAI"@用盛饱和食盐水的洗气瓶

!N"AD)!OD)"@用盛饱和碳酸钠溶液的洗气瓶

7>下图为实验室中制取某种气体并进行净化(尾气处理的装置&在烧瓶中加入的药品

及甲(乙两个洗气瓶中盛装的试液中%符合要求的是下列选项中的! "&

甲 乙

烧瓶中的药品@‘ 亚硫酸钠和浓硫酸%a 氯化钠和浓硫酸%b 二氧化锰和浓盐酸%N
乙醇和浓硫酸&

甲(乙两个洗气瓶的试液依次是@J>水(浓硫酸%z>饱和食盐水(浓硫酸%|>浓硫酸(浓

硫酸%R>氢氧化钠溶液(浓硫酸&
!L"N(R !M"‘(J !A"b(z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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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现有简易洗气瓶!如右图"%正放在桌面%可分别实现下列实验目的%其

中适用于从 z口进入的是! "&
!L"瓶内盛一定量液体干燥剂%用于干燥气体

!M"瓶内盛一定量液体干燥剂%用于除去某气体中的杂质气体

!A"瓶内盛满水%用以测量难溶于水的气体的体积

!N"瓶内贮存满某难溶于水的气体%当加水时%气体可排出

9>在实验室中%用二氧化锰跟浓盐酸反应制备干燥纯净的氯气&
!+"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下面是某学生设计的实验装置图@

请指出此装置图中的错误之处@

在改正的装置中%洗气瓶中的水(浓硫酸和烧杯中的氢氧化钠溶液各起什么作用?
‘ 水起的作用是 &
a 浓硫酸起的作用是 &
b 氢氧化钠溶液起的作用是 &

同步精练五 !物质的提纯和分离"
5>下列分离物质的方法中%根据微粒大小进行分离的是! "&
!L"萃取 !M"过滤 !A"蒸馏 !N"渗析

6>下列各组混合物的分离或提纯方法中%不正确的是! "&
!L"用过滤法分离 =0!DH",胶体和 =0AI,溶液的混合物

!M"用结晶法提纯混有 GJAI的 GGD,

!A"用蒸馏法分离水和乙醇的混合物

!N"用升华法分离碘和氯化铵的混合物

7>在新制的 AD)中%常混有 D)(H)O(HAI和水蒸气等四种杂质%可使用@‘ 浓 H)OD.%
a 红热的铜网%b 饱和 GJHAD,溶液%N ABOD.溶液&现需逐一除去杂质%得到干燥(纯净

的 AD)%其正确的操作顺序是! "&
!L"‘bNa !M"abN‘ !A"N‘ba !N"bN‘a
8>为了除去粗食盐中的 AJ)C(!S)C(OD)Z

. 和少量泥沙%先将粗食盐溶于水%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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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进行以下操作@‘ 过滤%a 加过量 GJDH溶液%b 加适量盐酸%N 加过量 GJ)AD,溶

液%Z 加过量 MJAI)溶液&正确的操作顺序是! "&
!L"ZaN‘b !M"ZabN‘ !A"NaZ‘b !N"aZN‘b
9>下图中%L<N是中学化学实验中常见的几种温度计装置示意图&
!+"请从‘<]中选出必须使用温度计的实验%把编号填入最适宜的装置图 L<A下

的空格中&
‘ 酒精和浓硫酸混合加热制乙烯 a 电石跟水反应制乙炔 b 分离苯和硝基苯的混

合物 N 苯和溴的取代反应 Z 石油的分馏实验 [ 浓盐酸和二氧化锰混合加热制氯气

\ 测定硝酸钾在水中的溶解度 ] 食盐和浓硫酸混合加热制氯化氢

L M A N

!)"选用装置 N做苯的硝化实验%N中长玻璃导管的作用是@ &

同步精练六 !物质的检验"
5>下 列 各 组 无 色 溶 液%只 需 用 试 管 和 胶 头 滴 管%不 用 其 他 任 何 试 剂 就 可 以 鉴 别 的 是

! "&
!L"GDH(LI)!OD.",(!SAI) !M"MJ!DH")(GJHAD,(稀 H)OD.

!A"GJLID)(GJHOD.(HGD, !N"AJ!DH")(GJ)AD,(MJAI)
6>下列各组物质%只用蒸馏水不能鉴别出来的是! "&

!L"AAI.(A)H/DH mm
mm mm

( !M"无水 ABOD.(GJ)AD,(AJOD.

!A"GJAI(GJGD,(GJDH !N"GJ)AD,(GJHAD,(MJ!DH")

7>根据以下实验现象%结合中学里所学的知识%下列推断的结论正确的是! "&
!L"能使湿润的碘化钾淀粉试纸变蓝的气体一定是氯气

!M"能使石蕊试液呈紫色的溶液一定呈中性

!A"在潮湿的空气中能形成白雾的气态氢化物一定是氯化氢

!N"溶于水能形成无色溶液的棕色气体一定是二氧化氮

8>要使溶液中的 LSC(!S)C(MJ)C(LI,C(AB)C 等离子逐一形成沉淀析出%选择的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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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加入的顺序都正确的是! "&
!L"GJAI(GJ)OD.(GJ)O(GJDH(AH,ADDH
!M"HAI(H)OD.(H)O(GJDH(AD)

!A"H)OD.(HAI(H)O(GJDH(AD)

!N"GJ)O(GJ)OD.(GJAI(GJDH(HAI

L
M

4 A
> 4 N
4 4 4 h H
4 4 > > =

9>有 失 去 标 签 的 六 瓶 溶 液 L(M(A(N(H(=%它 们 是 GJ)AD,(
MJAI)(AJ!GD,")(G’(H)OD.(LSGD,&现将它们部分两两混合试验%其

结果如右表!表中P>Q(PhQ(PZQ符号分别表示生成沉淀(气体和无明

显变化%若生成微溶也用PZQ表示%空格表示这部分实验没有做"&
根 据 以 上 实 验 结 果 判 断@L 为 %M为 %A为

%N为 %H为 %=为 &

同步精练七 !实验设计"
5>在下图所示的装置中%将分液漏斗中的浓硫酸滴加到盛有固体食盐和二氧化锰混合

物的烧瓶 )中%微热后产生的气体依次通入饱和食盐水!容器 I"和浓硫酸!容器 Y"%然后再

通入加热的石英玻璃管 d!玻璃管中预先放置铁粉"&试回答@

!+"烧瓶 )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气体通过容器 I的目的是 %气体通过容器 Y的目的是

&
!,"该实验的目的是!用化学方程式表示"
!."干燥管 h中碱石灰的作用是 &
6>以六水合氯化镁!!SAI)e0H)D"为原料制备无水氯化镁&已知@!SAI)e0H)D晶体

在空气中加热时%释放出部分结晶水%同时生成 !S!DH"AI或 !SD’在干燥 HAI气流中加

热能制得无水 !SAI)&
可 选用的药品@!SAI)e0H)D晶体(GJAI!_"(GAID,!_"(!FD)(浓 H)OD.(浓 HAI(稀

GJDH溶液&
仪器@见下图!装置可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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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下列问题@
!+"组装氯化氢气体发生器%应选用的仪器!用编号 )(I(-填入"是 &有关的化

学方程式是

!)"按 HAI气流方向%其余装置的连接顺序!用数字 +()(-填入"是@! "E! "
! "E! "! "E! "! "&

!,"各装置中应放的药品@) %I %Y %d %h &
!."I装置的作用是 %I中能观察到的现象是@

&
7>在没有现成的 AD)气体发生器的情况下%请你选用下图中的部分仪器%装配成一个

简易的(能随开随用(随关随停的 AD)气体发生装置&

, - 1 { | } ~ !

回答下列问题@
!+"应选用的仪器是!填入编号" &
!)"若用上述装置发生 AD)气体%而实验室只有稀硫酸(浓硝酸(水(块状纯碱(块状大

理石%比较合理的方案%应选用的药品是 &
!,"若 AD)中混有 HAI%要得到纯净的 AD)%其方法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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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化学实验对研究和认识化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

平时的实验与实验之间连贯性不强%致使学生对实验印象不够深刻%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本单元着重对化学实验的有关知识进行比较系统的归纳(总结%使学生对这部分知识有

一个比较系统的(完整的认识&

本单元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5>化学仪器的名称和用途

!+"用于反应的仪器@

仪 器 用 途 注 意 事 项

试管
+>少量试剂反应

)>收集少量气体

,>装配小型气体发生装置

‘ 一般盛液不超过试管容积的 +
)

a 加热时%盛液不超过试管容积的 +
,

b 使用试管夹或铁夹夹持

N 加热时%试管外壁要干燥%先预热%再集中加热

烧 杯
+>物质的溶解

)>溶液的配制(稀释和浓缩

,>较大试剂量反应或水浴

‘ 加热时%必须垫石棉网

a 盛液不超过烧杯容积的 +
)

b 搅拌时%玻璃棒不要碰擦内壁

烧 瓶

!圆底(平底(蒸馏"
+>试剂用量较多的反应

)>蒸馏烧瓶还用于蒸馏

‘ 加热时%盛液不超过容积的 +
)

a 固定在铁架台%加热时需垫石棉网

b 加热时%烧瓶内加沸石%以防暴沸

锥形瓶 滴定(接受馏出液(反应器 加热时%垫上石棉网

坩 埚 固体物质高温灼烧
‘ 加热时外壁干燥%可直接用火焰加热

a 灼烧时应放在泥三角上

b 热坩埚用坩埚钳夹取

燃烧匙 专用于盛放跟气体反应的固体

启普发生器

专 用 于 制 取 气 体 的 反 应 器!块

状 固 体 与 液 体%不 需 要 加 热 的

反应"

‘ 不能加热

a 不适宜制 A)H)和 OD)

b 使用前检查气密性

!)"存放物质的容器@
气体存放在集气瓶中%液体存放在细口瓶或滴瓶中%固体存放在广口瓶中%所有试剂瓶

都不能加热&
需存放在棕色瓶中的物质@‘ 见光或受热易分解的物质%如硝酸(硝酸银(双氧水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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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氧化性的物质%如高锰酸钾(氯酸钾(过氧化钠(硝酸铵等’b 卤素%如纯溴(氯水(碘等&
不能用橡皮塞做试剂瓶塞的物质@‘ 强氧化性物质%如高锰酸钾(浓硝酸等’a 易与烯

烃加成的物质%如氯化氢(溴水等’b 有机溶剂%如汽油(四氯化碳等&
不能用玻璃塞做试剂瓶塞的物质@碱性物质&
不能存放在玻璃容器中的物质@如氢氟酸&
需要用保护剂的物质@用水作保护剂%如纯溴(白磷’用煤油作保护剂%如钠(钾&
需要密封保存的物质@挥发性物质(易吸水物质(易分解物质&
需保存在阴凉处的物质@挥发性物质(易分解物质%如浓盐酸(浓硝酸(有机溶剂&
!,"用于计量的仪器@

仪 器 用 途 注 意 事 项

托盘天平
称 量 固 体!精 确 度 要 求 不 高%

最小称量为 *>+S"

‘ 先调节天平零点

a 垫称量纸%物体放左盘%砝码放右盘

b 取用砝码用镊子

N 易潮解(有腐蚀性的药品在小烧杯中称

量 筒
粗略量取液体!+**%4量筒最

小 刻 度 +%4%+*%4最 小 刻 度

*>+%4"

‘ 不能受热

a 不能溶解物质%也不能作反应器

b 根据需要选用相应规格

N 读数时%视线跟液体凹液面最低处水平

容量瓶
精确配制 一 定 体 积(一 定 浓 度

的溶液

‘ 不能加热%也不能作反应器

a 根据需要选用相应规格

b 使用前检查是否漏液

滴定管
中和滴定
精确量取一定体积的溶液

‘ 酸(碱滴定管不能混用

a 使用前检查活塞是否漏液(堵塞或灵活

b 装溶液前%必须先用该溶液润洗两次

N 读数方法同量筒

温度计 测量温度 ‘ 根据所需%选择合适量程的温度计

a 不能当玻璃棒作搅拌之用

!."用于物质分离的仪器

仪 器 用 途 注 意 事 项

漏 斗
制过滤器
向小口径容器中转移液体

蒸发皿 蒸发(浓缩溶液

‘ 加热时%外壁必须干燥

a 溶液不超过蒸发皿容积的 )
,

b 蒸发时%用玻璃棒不断搅拌

N 所剩少量液体时%停止加热(利用余热蒸发

冷凝管
蒸馏时%冷 凝 热 的 蒸 气 得 到 馏

出液
冷凝水流向由下向上

长颈漏斗 装配反应装置 下端口插入液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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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仪 器 用 途 注 意 事 项

分液漏斗
分 离 互 不 相 溶 的 液 体 装 配 反

应器
‘ 使用前检查活塞及上口塞子%不可漏液

a 分液时%上层液体从上口倒出

洗气瓶 除去杂质气体 ‘ 气体流向长进短出

a 选择合适的洗涤剂

干燥器 干燥的物质保持干燥 ‘ 开启时%一手拦住容器%一手握盖子平推

a 温度太高的物质稍冷后放入

干燥管
干 燥 气 体 或 吸 收 气 体 中 某 些

成分
‘ 球部两端应垫玻璃绒%防止气流冲动固体

a 一般粗端进气%细端出气

!/"取用试剂的仪器@药匙%镊子%胶头滴管&
!0"用于夹持固定的仪器@铁架台!含铁圈"%试管夹%试管架%石棉网%泥三角等&
!1"其他仪器@酒精灯%研钵%表面皿%水槽%试管刷%玻璃棒等&
6>基本操作

!+"试纸的使用

用试纸检验溶液时%将试纸放在表面皿上%再用洁净的玻璃棒蘸溶液后与试纸的中部接

触&
用试纸检验气体时%先将试纸湿润后沾在洁净的玻璃棒上%再靠近气体&
QH试纸使用时%不能先用水湿润%否则影响溶液的 QH值的测定&
其他一些试纸的性质和用途见下表@

试 纸 性 质 用 途

石蕊
红 遇碱性溶液变蓝 检验碱性物质和氨气

蓝 遇酸性溶液变红 检验酸性物质和酸性气体

碘化钾淀粉!白" 湿润时遇强氧化剂变蓝 检验氯气和溴蒸气

QH试纸 遇酸性(碱性溶液变色 检验溶液的 QH值

!)"物质的溶解

固体@将固体放入容器中%然后加水溶解&加速固体溶解的方法%可采用搅拌(振荡(微热

或预先将固体研成粉末&
液体@一般可将液体先放入容器中%再加水稀释&!特例@浓硫酸稀释时%一定要在容器中

先盛放适量的水%然后将浓硫酸沿着容器壁或玻璃棒慢慢注入容器中%同时不断搅拌%加速

热量扩散&"
气体@溶解度不大的气体溶解时%应将导管口插入水中!见图甲"%使气体充分接触水而

溶解&溶解度极大的气体!如 HAI(GH,(HM?等"溶于水时%则将导管口接近水面!见图乙"%
切不可将导管插入水中%以免液体倒吸&最好在导管末端接一只倒置的漏斗!见图丙"%使漏

斗边缘稍接触水面%这样既可防止气体散逸%又可防止倒吸%提高吸收率&

4+654



甲 乙 丙

!,"加热

酒精灯内酒精占灯内容积的 +
.< )

,
为宜&用火柴或打火机点燃%用毕%即用灯帽盖灭&不

可用燃着的酒精灯去点燃另一酒精灯%也不可用嘴吹灭火焰&
控制温度的方法%低于 +**XA时用水浴及温度计控制温度%高于 +**XA时直接加热%必

要时用温度计控制温度&
!."一定浓度溶液的配制

J>计算@

物质的量浓度!%&I24"m
溶质的物质的量!%&I"

溶液的体积!4"
z>称量@用电子天平准确称量溶质&
|>溶解@在烧杯中用蒸馏水溶解&
R>转移@沿玻璃棒小心将烧杯中的溶液转移到容 量 瓶 中%将 烧 杯 用 蒸 馏 水 洗 涤 )<,

次%洗液也转移到容量瓶中&
0>定容@往容量瓶加蒸馏水%振荡%最后用胶头滴管滴加蒸馏水到刻度%盖上瓶塞%倒转

容量瓶摇动多次&
!/"中和滴定

J>指示剂选择和滴定终点

以强酸滴定强碱为例%选用甲基橙作指示剂&达滴定终点时%溶液由黄色变橙色&
以强碱滴定强酸为例%选用酚酞作指示剂&达滴定终点时%溶液由无色变浅红色%振荡%

在半分钟内不褪色&
选择指示剂的原则@!W"指示剂颜色变色由浅变深&!WW"恰好反应时的 QH值与指示剂

的变色时的 QH值误差要小&
弱酸与强碱反应时一般选酚酞作指示剂’强酸与弱碱反应时一般选甲基橙作指示剂&
z>滴定准备工作

!W"检查滴定管活塞转动是否灵活%是否漏液&
!WW"装液前先用标准溶液!或待测液"润洗 )<,次%保持装入液浓度基本不变&赶走滴

定管尖嘴内气泡%使液面处于刻度P*Q或P*Q以下位置%读数&
注意@锥形瓶内不得用溶液润洗%否则影响结果&
|>滴定

!W"取液@用滴定管向锥形瓶中放入精确体积的待测液%并加 )<,滴指示剂&!指示剂用

量太少%颜色变化不明显’指示剂太多%因指示剂本身也是一种弱酸或弱碱%消耗一定量的反

应液%造成误差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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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滴液@用滴定管将标准溶液滴入锥形瓶中%边滴边振荡%眼睛注视锥形瓶中溶液颜

色的变化&到达滴定终点后读数&
重复上述 J(z操作一次&
R>数据处理

依据@:!DHZ"m:!HC"
一元酸与一元碱溶液滴定时@1+A+m1)A)

其他如过滤(蒸发(蒸馏(萃取和分液等基本操作在P物质的提纯和分离Q中讨论&
7>气体的制取

一个较完整的制取气体的装置由气体发生装置(气体净化装置!洗气和干燥"(气体收集

装置和尾气吸收装置四个部分组成&但对于某些实验要求%可以略去部分装置!如不要求气

体纯净时%不必要接气体净化装置’无毒无危害性气体%不必接尾气处理装置"&
!+"气体发生装置

选择气体发生装置主要根据反应物的状态和反应条件两个方面%但实验室制取气体有

一定的要求%如装置不能太复杂%反应速率不能太大!操作难以控制"也不能太小!影响实验

进度"%药品是否常见%气体纯度如何及制法是否合理%等等&如制取氢气时%为什么一般用锌

和稀硫酸反应?就考虑了装置是否复杂!如电解水也能产生氢气%实验室却不用"%反应速率

适中!为何不选用比锌更活泼的金属或更不活泼的金属"%药品是否常见!硫酸是实验室里常

用的三酸二碱之一"%气体纯度!为何一般不选用盐酸"等多种因素&
根据反应物的状态和反应条件%一般将气体发生装置分为三类&
J>反应物都是固体%反应需要加热!如通常制取 D)(GH,(AH.等"&
z>反应物是液体和固体!或液体"%不需要加热!如通常制 OD)(AD)(H)(A)H)等"&此类

装置可以用分液漏斗%也可以用长颈漏斗&但用长颈漏斗时%长颈漏斗下端要插入液面以下%
起液封作用&

|>反应物是液体和固体!或液体"%反应需加热!如通常制 AI)(HAI(GD等"&反应物都

是液体时%要加沸石&
根据某些反应的特殊性%在上述三类发生装置上改进%组装为新的装置!如简易启普发

生器%制乙烯的发生装置等"&
选用哪类装置%不是具体看制取什么物质%而是看反应物的状态和反应条件&如制氨气%

可以用铵盐与消石灰两种固体混合后加热!最常用方法"%也可以将浓氨水滴入生石灰中%由

于它们的方法中反应物的状态和反应条件不同%所选的装置就不同&所以学习中要灵活运用

知识%切忌死记硬背&常见气体的发生装置如下@

类型 气体 化 学 方 程 式 气体发生装置 说 明

固V固
加热

D) )GAID,
!FD)

E
F

)GAIC,D)h

GH,

!GH.")OD.CAJ!DH") E
F

AJOD.C)GH,hC)H)D

AH.
AH,ADDGJCGJDH

AJD
E
F

GJ)AD,CAH.h

不 能 混 入 炭 粉 或

有机物%以防爆炸

反应物都要干燥

无 水 AH,ADDGJ
及烘干的碱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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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气体 化 学 方 程 式 气体发生装置 说 明

液体

C
固!液"体

不加热

H)
F̂CH)OD.!稀 E"

F̂OD.CH)h

AD)
AJAD,C) EHAI

AJAI)CAD)hCH)D

OD)
GJ)OD.CH)OD E.

GJ)OD.COD)hCH)D

A)H)
AJA)C)H) ED

AJ!DH")CA)H)h

应 取 不 纯 锌 或 加

铜丝(构成原电池

不能使用 H)OD.

不 能 用 启 普 发 生

器

不 能 用 启 普 发 生

器%用 饱 和 食 盐 水 代

替水

液体

C
固!液"体

加热

AI) !FD)C.HAI!浓" E
F

!FAI)CAI)hC)H)D

HAI GJAICH)OD.!浓" E
微热

GJHOD.CHAIh

GD ,ABC3HGD, E
F

,AB!GD,")C)GDhC.H)D

不能用稀盐酸

必 须 用 固 体 食 盐

和浓硫酸

只 能 用 排 水 法 收

集

温度计

控制 A)H.
A)H/DH

浓 H)OD.

+1*X
E

A
AH) AH)@@ hCH)D

温 度 计 插 入 反 应

液% 温 度 控 制 在

+1*XA左右%加沸石

!)"气体的收集方法

集气方法 排水法 向下排空气法 向上排空气法

集气装置

气体性质
适用于难溶于

水的气体

适用于密度

比空气小的气体

适用于密度

比空气大的气体

实 例
H)(D)(AH.(

A)H.(GD(A)H)

GH,(AH.(H) AI)(HAI(AD)(

OD)(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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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密度跟空气相近的气体一般不用排空气法!如乙烯(乙炔"%跟空气反应的气体不能

用排空气法%易溶于水或与水反应的气体不能用排水法&
!,"气体的净化

气体的净化是指除去杂质气体和水蒸气&
J>气体的干燥@常用的气体干燥剂有酸性干燥剂(碱性干燥剂和中性干燥剂&对于性质

不同的气体%应选择不同的干燥剂%常用气体干燥剂的使用范围于下表&

干燥剂
酸性干燥剂 中性干燥剂 碱性干燥剂

浓硫酸 五氧化二磷 无水氯化钙 氢氧化钠!固"(碱石灰(生石灰

不可干燥

的气体

GH,

H)O
GH, GH, 酸性气体!AD)(OD)(AI)(HAI(H)O等"

适宜干燥

的气体
酸性气体和中性气体

酸性气体

中性气体
GH,和中性气体

干燥剂呈液态的选用洗气瓶%干燥剂呈固态的选用干燥管或 J形管&

z>气体的除杂@除去杂质气体除可选用洗气瓶(干燥管和 J型管外%还可使用反应管&
除洗气瓶盛放液体外%其余均放固体%但干燥管或 J型管不需要加热%而反应管用于必

须加热才能除去的气体%如用灼热的铜网除去 G)中的 D)%用灼热的氧化铜除去 AD)中的

AD等&
!."尾气的吸收&
对于有毒气体或刺激性很强的气体%必须进行尾气处理%否则影响身体健康&酸性气体

一 般用碱性吸收剂!实验室一般用 GJDH溶液"吸收%极易溶于水的气体也可用水吸收!如

HAI(GH,等"%中性气体用燃烧法!如 AD等"&
8>物质的提纯和分离

物质的提纯@采用化学方法或物理方法除去杂质得到纯净物&
物质的分离@采用化学方法或物理方法将混合物中各组分分开%一般要求分离后恢复到

分离前的原状&
将物质提纯和分离时%不能引入新的杂质&
物质分离的方法主要有过滤(蒸发(结晶(蒸馏(升华(分液(萃取(渗析和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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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仪器(用品 装 置 用 途

过滤
普 通 漏 斗%玻 璃 棒%

烧杯%滤纸
固V液分离

蒸发
蒸 发 皿%玻 璃 棒%酒

精灯%铁架台!含铁圈"

使 溶 液 浓 缩 或 蒸 干 溶 剂 得

到固体溶质

结晶

或

重结晶

蒸发皿%烧杯

溶剂蒸发%
溶质从溶液

里析出

饱和溶液冷却%溶

质从溶液里析出

分 离 可 溶 性 混 合 物 或 除 去

可溶性物质中的可溶性杂质

升华
酒 精 灯%铁 架 台 !含

铁圈"
固V固分离的方法之一

渗析 烧杯%半透膜
分 离 胶 体 微 粒 与 溶 液 中 小

分子或离子的方法

分液

和

萃取

分 液 漏 斗%烧 杯%铁

架台!含铁圈"

分液@互不相溶的液V液分离

萃 取@将 原 溶 液 中 的 溶 质 富

集到另一种溶剂中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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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操 作 仪器(用品 装 置 用 途

蒸馏

与

分馏

蒸 馏 烧 瓶%酒 精 灯%
冷 凝 管%铁 架 台 !含 铁

圈"%承接管%锥形瓶

相 混 溶 及 沸 点 不 同 的 液V液
分离

洗气
广 口 瓶%双 孔 塞%导

管

将 混 合 气 通 过 洗 液 除 去 某

些杂质气体

9>物质的检验

!+"常见气体的检验

气体名称 色(态(气味 简易检验方法 化学方程式

氢 气
无 色(无

气味气体

在空气中燃烧时火焰呈 蓝 色%跟 空

气混合点燃有爆鸣声 )H)CD) E
点燃

)H)D

氧 气
无 色(无

气味气体
能使带火星的木条复燃 ACD) E

点燃
AD)

氯 气

黄 绿 色(
有 刺 激 性

气味气体

能使湿润的淀粉碘化钾试纸变蓝 )G’CAI E) )GAIC’)

氯化氢

无 色(有

刺 激 性 气

味气体

用玻璃棒蘸浓氨水靠近%有 白 烟 生

成能使湿润的蓝色石蕊试纸变红
GH,C EHAI GH.AI

EHAI HCCAIZ

二氧化硫

无 色(有

刺 激 性 气

味气体

通 入 品 红 溶 液%红 色 褪 去’加 热 煮

沸后又出现红色
略

氨 气

无 色(有

刺 激 性 臭

味气体

用玻璃棒蘸浓盐酸靠近%有 白 烟 生

成能使湿润的红色石蕊试纸变蓝
GH,C EHAI GH.AI
GH,CH) UVD GHC

.CDHZ

二氧化碳
无 色(无

气味气体

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燃着木条放入%火焰熄灭 AJ!DH")CAD E) AJAD,>CH)D

二氧化氮

棕 红 色(
有 刺 激 性

气味气体

棕红色气体

溶 于 水%加 入 紫 色 石 蕊 试 液%溶 液

变红色%滴加硝酸银溶液%无变化
,GD)CH) ED )HGD,CGD

一氧化氮 无色气体 遇空气变棕红色 )GDCD E) )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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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名称 色(态(气味 简易检验方法 化学方程式

甲 烷
无 色(无

气味气体

燃 烧 时 火 焰 呈 浅 蓝 色%不 跟 溴 水(
酸性高锰酸钾溶液反应 AH.C )D) E

点燃
AD)C)H)D

乙 烯

无 色(稍

有 气 味 的

气体

燃烧时火焰明亮能使溴 水(酸 性 高

锰酸钾溶液褪色
A)H.C ,D) E

点燃
)AD)C)H)D

AH) AH)C M?@@ E) AH)M?AH)M?

乙 炔

无 色(无

气 味 的 气

体

燃 烧 时 火 焰 明 亮%有 浓 烟 能 使 溴

水(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褪色
)A)H)C /D) E

点燃
.AD)C)H)D

AH AHC )M?ll E) AHM?)AHM?)

!)"常见离子的检验&

离子 试 剂 现 象 离子方程式!或化学方程式"

HC 紫 色 石 蕊 试 液 或 蓝

色石蕊试纸
石蕊变红 44

GC 铂丝

在 无 色 火 焰 上 灼 烧%火

焰 呈 浅 紫 色!透 过 蓝 色 钴

玻璃观察"
44

GJC 铂丝
在 无 色 火 焰 上 灼 烧%火

焰呈黄色 44

GHC
.

浓 氢 氧 化 钠 溶 液 和

湿润的红色石蕊试纸

有 刺 激 性 臭 味 的 气 体

逸 出%湿 润 的 红 色 石 蕊 试

纸变蓝
GHC

.CDHZ E
F

H)DCGH,h

LSC 盐 酸 或 可 溶 性 盐 酸

盐溶液%稀硝酸

有 白 色 沉 淀 生 成%该 沉

淀不溶于稀硝酸 LSCCAI EZ LSAI>

MJ)C 稀 硫 酸 或 可 溶 性 硫

酸盐溶液%稀硝酸

有 白 色 沉 淀 生 成%该 沉

淀不溶于稀硝酸 MJ)CCOD)Z E. MJOD.>

=0,C 硫氰化钾溶液 溶液呈红色 =0,CCOAG EZ k=0!OAG"l)C

LI,C 氢氧化钠溶液
有 白 色 沉 淀 生 成%然 后

又逐渐消失
LI,CC,DH EZ LI!DH",>
LI!DH",CDH EZ LIDZ

)C)H)D

DHZ

酚酞试液 溶液变红 44

紫 色 石 蕊 试 液 或 红

色石蕊试纸
石蕊变蓝 44

AIZ
硝 酸 银 溶 液!硝 酸 酸

化"
白色沉淀 LSCCAI EZ LSAI>

M?Z
硝 酸 银 溶 液!硝 酸 酸

化"%氯水和四氯化碳

浅黄色沉淀

振 荡 后 四 氯 化 碳 层 呈

黄色或红棕色

LSCCM? EZ LSM?>
AI)C)M? EZ )AIZ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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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离子 试 剂 现 象 离子方程式!或化学方程式"

’Z
硝 酸 银 溶 液!硝 酸 酸

化"%氯水和四氯化碳
黄色沉淀
振荡后四氯化碳层呈紫色

LSCC’ EZ LS’>
AI)C)’ EZ )AIZC’)>

OD)Z
.

氯化钡溶液和盐酸或
硝酸钡溶液和稀硝酸

白色沉淀 MJ)CCOD)Z E. MJOD.>

OD)Z
, 稀硫酸(品红溶液

加入硫酸后产生的气体能
使 品 红 溶 液 褪 色%加 热 后 红
色复现

)HCCOD)Z E, H)DCOD)h

AD)Z
, 盐酸%澄清石灰水

加入盐酸后产生的气体使
澄清石灰水变浑浊

)HCCAD)Z E, H)DCAD)h
AD)CAJ)CC)DH EZ AJAD,>CH)D

解题思路@
!W"限用一种试剂鉴别物质&
若要鉴别含有相同阴离子的多种物质%常用碱液法’若要鉴别含有相同阳离子的多种物

质%常用酸液法’若要鉴别含有不同阴(阳离子的多种物质%可用盐溶液法’若要鉴别多种物

质为无机物和有机物%则常用鉴别有机物的试剂&
!WW"不用其他试剂鉴别物质&
分步鉴别法@根据待检物中有显著外观特征!如颜色"作出第一步鉴别%先识别出一种物

质’然后利用此物质作试液去鉴别其余的几种待检物质&
两两混合法@当待检物质无法从外观特征识别时%则各取少量逐一地两两混合%根据相

互反应的现象%经过分析综合%推断出鉴别结果&
w>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是化学基础实验(基本操作(物质的分离和提纯(物质的检验等各方面知识的

综合&着重理解反应原理和实验原理&正确的实验设计应具备下列要求@
‘ 设计思路正确(清晰&
a 实验装置合理(简明&
b 操作要领明确(周密&
N 原料利用充分%防止污染环境&
Z 完全符合题意&
较常见的实验设计题目按下式流程设计@

气体发生
E

装 置

净 化
E

装 置

性 质
E

实 验

尾 气

处 理

化学仪器

存放物质容器

反应仪器

固定仪器

物质分离仪器

取用试剂仪器

计量仪器

S

T

U

K

L

M其他仪器

E

物质的制取

物质提纯和分离

物质的检验

S

T

U

K

L

M基本操作

E
化学实

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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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BC在酸性溶液中不稳定%可发生自身氧化还原反应生成 AB)C和 AB&现有浓硫酸(
浓硝酸(稀硫酸(稀硝酸(氯化铁稀溶液及 QH试纸%没有其他试剂&设计简单的实验方案来

检验经氢气还原所得到的红色产物中是否含有碱性氧化物 AB)D&
k分析l 红色产物表明已没有 ABD%但可能有 AB和 AB)D%但题目中已知 AB)D在酸性

条件下可发生自身氧化还原反应生成 AB和 AB)C%因为产物中也可能已有 AB%所以不能从

有无 AB来判断 AB)D的存在%而要从有无 AB)C作出判断&若用的酸具有强氧化性%则也能

把 AB氧化成 AB)C%显然即使产物中无 AB)D%加入这种酸后也有 AB)C%故不能用强氧化性

酸&同理%=0AI,溶液也能将 AB氧化成 AB)C而不能选用%QH试纸不能提供酸性%故选用稀

硫酸&
解答@取少量红色产物放入盛有稀硫酸的试管中%振荡后%若溶液变蓝色%则产物中有

AB)D%反之则产物中无 AB)D&
6>实验室用氨气还原氧化铜的方法测定铜的近似相对原子质量%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为@
)GH,C,ABD E

F
G)C,ABC,H)D

试回答@
!+"如果选用测定反应物 ABD和生成物 H)D的质量kC!ABD"(C!H)D"l时%请用下列

仪器设计一个简单的实验方案&

‘ 仪器连接的顺序!用字母编号表示%仪器可重复使用" ’
d中浓 H)OD.的作用是 % %实验完毕时观察到 )中的现象是

&
a 列出计算 AB的相对原子质量的表达式 &
b 下列情况将使测定结果偏大的是 !以下选择填空不限一个正确答案%均

用字母编号填写"&
!J"ABD未全部还原为 AB !z"ABD受潮

!|"ABD中混有 AB
!)"如果仍采用上述仪器装置%其他方案可选用测定的物理量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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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AB"和 C!ABD" !z"C!G)"和 C!H)D"
!|"C!AB"和 C!H)D" !R"C!GH,"和 C!H)D"
k分析l 本题将实验设计(操作程序与定量计算结合起来%考查了实验设计(化学实验

操作及数据处理能力&
实验设计为@

发生装置

!GH,
E

"

净化装置

!去水蒸气
E

"

目的实验

!测质量
E

"

尾气吸收

!去 GH,"

由此得出@仪器的连接顺序为 IEYE)EYEd’浓 H)OD.既吸收多余的 GH,%又防止

空气中水蒸气的进入’)中的实验现象是固体由黑变红&
由化学式 ABD可知%AB与 D的物质的量相等&
由化学式 H)D可知%H)D与 D的物质的量相等&

故 ABD的摩尔质量m C!ABD"
C!H)D"2+3m

+3C!ABD"
C!H)D"!S2%&I"

AB的相对原子质量的表达式m+3C!ABD"
C!H)D"Z+0

b中!J"(!|"都会造成 C!H)D"偏小%由计算式可知%测得 AB的相对原子质量偏大&
!)"中的四组中%如果能同时推断出 AB和 D的量%则可以用于测定%反之就不能用于测

定&故答案选!J"(!|"k!z"(!R"都无法推知 AB的量l&
7>设计鉴别下列八种溶液的方案@G)O(GJ)O)D,(GJHOD,(G)AD,(RzL|)(LSGD,(HAI

和 GJDH&至少要使用! "&
!L"三种其他试剂 !M"两种其他试剂

!A"一种其他试剂 !N"不另取其他试剂

k分析l 因为题目要求选用的其他试剂要尽可能少%所以最好不用其他试剂&假如不用

其他试剂%则要求两两混合时现象各有所不同&例如把 HAI加入到其他七种溶液中%G)O产

生臭鸡蛋气味气体’GJ)O)D,既有沉淀%又有刺激性气味气体产生’GJHOD,只产生刺激性

气味’G)AD,产生无色无味气体’LSGD,产生白色沉淀&若换用其他任一溶液加到其余七种

溶液中就无此现象&这样既确定了 HAI%也确定了 G)O(GJ)O)D,(GJHOD,(G)AD,(LSGD,%
再用鉴别出的 G)O加入到其余尚未鉴别出的溶液中%必 RzL|)产生黑色沉淀%GJDH中无

明显现象&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选!N"&

5>除去某些气体中的 AD)和鉴别 AD)是否存在%这两个实验中都需要用碱液%它们的

要求有何不同?
k分析l 这里前者是除杂%后者是检验&除杂质要求反应迅速(完全%而检验要求是现象

明显(灵敏&如在检验时%一般选用澄清石灰水%反应后有沉淀产生’而选用澄清石灰水除去

AD)%吸收能力差kAJ!DH")微溶于水%澄清石灰水的浓度较小l&除去 AD)一般选用 GJDH
溶液%吸收效果好’但用 GJDH去检验 AD)是不行的%因为这个反应很可能没有明显的现象

!GJDH 溶 液 饱 和 时%吸 收 过 量 AD) 生 成 GJHAD,%GJHAD, 溶 解 度 小%会 产 生 沉 淀%但

GJDH溶液不太浓或吸收 AD)量不多时无此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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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要使制取气体的装置随开随用(随关随停%是否此装置一定要符合启普发生器装置

的原理?
k分析l 不一定&若我们在一烧杯中装入适量盐酸%取一个底部有小孔的试管装入大理

石%再配上有玻璃导管的单孔塞%也能达到此目的&使用时%将试管底部浸入盐酸中%需要停

止时移出盐酸中%达到随开随用(随关随停的目的&
想一想@你有何其他合理的设计?

5>试管壁上附着银镜%选用浓硝酸还是稀硝酸洗涤为好?
想一想@!+"溶解相同量的 LS%哪一种硝酸的用量大?写出有关的化学方程

式&
!)"溶解相同量的 LS%哪一种硝酸产生的有毒气体多?
!,"从上述比较%你认为应该选用何种硝酸?
6>某学生要在实验室中制取 H)O的水溶液%他使用了一个简易的气体发生

装置&指导老师建议他在长颈漏斗的颈端套上一个小试管!如右图"%该小试管有

何作用?
想一想@若没有这个小试管%能否保证反应产生的气体能全部从导气管中逸

出?
7>实验室常用饱和 GJGD)与 GH.AI溶液反应制取氮气&反应的

化学方程式为@

GJGD)CGH.AI E
F

GJAICG)hC)H)DC[
该实验的发生装置如右图&试述装置中分液漏斗与蒸馏烧瓶之间

连接的导管所起的作用&
想一想@如果没有这根连接的导管%漏斗液面上的气压与蒸馏烧瓶

内产生气体的压强哪个大?假如打开漏斗的活塞%反应过程中漏斗内的

液体能否顺利流下?连接了这根导管能起到什么作用!用物理知识考虑

问题"?

学好化学实验内容%应抓住以下几点@
5>重视实验基础知识%如物质的溶解性表(各种化学仪器的用途(化学实验基本操作(

实验室制取物质的原理(实验的适用条件等%因为复杂的实验实际上是各种基础知识的综合

运用&
6>对化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化学实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实验知识%它涉及到元素及

其化合物(有机化学(化学计算等多方面知识%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影响到实验知识的

掌握&
7>善于多动脑筋%多动手&解答这类题目时%不可心太急%首先在脑子里构建一个完整

的思路&如请学生表述如何将 GJAI和 GJ)OD.两瓶溶液区别出来%答这类题目时%学习往往

漏掉P取样Q&如果在脑子里先做一下P模拟Q实验%不急于先写%这种问题完全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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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复杂实验简单化&复杂的实验往往是几个简单的实验的组合&所以学生做这类题目

时%先把它分成若干个简单题%一一加以解决%再把它综合%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如试设计一

个实验%证明乙二酸与浓硫酸反应产生 AD和 AD)两种碳的氧化物&可以把它设计成@‘ 乙

二酸与浓硫酸反应的装置%a 证明 AD)的装置%b 除去 AD)的装置%N 证明 AD的装置%Z
多余 AD的处理装置&这 /个小实验逐一思考容易解决%最后再把这些小实验综合起来%就

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
<

<<<<<<<<<<<<<
<

=

==

=
&

三(分 层 练 习 !时间@89分钟"

分层练习一

一(选择题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5>使用下列仪器时%必须垫上石棉网加热的是! "&
!L"蒸发皿 !M"试管 !A"烧瓶 !N"坩埚

6>下列贮存药品的方法中%正确的是! "&
!L"少量的钠存放在盛有煤油的细口瓶中

!M"硝酸贮存在带橡皮塞的棕色细口瓶中

!A"纯碱贮存在带橡皮塞的无色广口瓶中

!N"氢氟酸贮存在无色玻璃细口瓶中

7>有一支 )/%4的酸式滴定管%其中盛有溶液%刻度读数是 +*%4%如把管内溶液全部

流下放出%所得溶液的体积是! "&
!L"+*%4 !M"+/%4 !A"p+*%4 !N"o+/%4
8>用 已 准 确 称 量 好 的 碳 酸 钠 固 体 配 制 +>**%&I24的 溶 液 时%必 须 用 到 的 仪 器 是

! "&
‘ 试管 a 烧瓶 b 烧杯 N 漏斗 Z 容量瓶 [ 胶头滴管 \ 玻璃棒

!L"‘b[\ !M"aNZ[ !A"bZ[\ !N"abZ[
9>某学生做完实验后%采用以下方法分别清洗所用的仪器%其中不正确的是! "&
!L"用烧碱清洗做过碘升华的烧杯

!M"用浓盐酸清洗做过高锰酸钾分解实验的试管

!A"用盐酸清洗长期存放过氯化铁溶液的试剂瓶

!N"用浓硝酸清洗内壁上附着的银的试管

w>实验室制备下列气体时%可以选用启普发生器的是! "&
‘ GH, a A)H) b AI)
N OD) Z H) [ AD)

!L"‘Z !M"abZ
!A"NZ[ !N"Z[
~>用右图装置制取某干燥的气体%该装置适宜于

制取! "&
!L"AI) !M"AD)

!A"H) !N"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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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用右图装置进行P喷泉实验Q%都适宜该装置进行喷

泉试验的一组气体是! "&
!L"HAI和 AD) !M"GH,和 AH.

!A"OD)和 AD !N"GD和 GD)

+>为了除去下列物质中的杂质%选择操作正确的是! "&
‘ 除去石灰水中悬浮的碳酸钙@过滤’a 除去硝酸钾中的氯

化钠@重结晶’b 除去溴苯中溶解的溴@加氢氧化钠溶液振荡后分

液’N 除去乙醇中的少量水@加新制生石灰后蒸馏

!L"‘a !M"‘ab !A"‘b !N"全部

56>为了除去下列各组气体中的杂质%选择的洗涤液错误的

是! "&
!L"AD中含 AD)杂质@饱和 AJAI)溶液

!M"OD)中含 HAI杂质@饱和 GJHOD,溶液

!A"OD)中含水蒸气@浓硫酸

!N"AI)中含 HAI杂质@饱和食盐水

55>只用一种试剂鉴别下列四种溶液@!GH.")OD.(!SAI)(LI)!OD.",和 GGD,%这种试

剂是! "&
!L"GJDH溶液 !M"MJAI)溶液 !A"LSGD,溶液 !N"MJ!GD,")溶液

56>现有@‘ GDH%a ABAI)%b LI)!OD.",%N GJAI%Z MJ!GD,")五种溶液%不加任何

其他试剂可以鉴别%鉴别出的先后顺序是! "&
!L"aZN‘b !M"‘bZaN
!A"a‘bZN !N"Zb‘aN
57>下列各组离子的溶液中%分别跟足量的氨水作用后%同组离子之间的现象明显不同

的是! "&
‘ =0,C(LI,C a AB)C(LI,C b GJC(MJ)C N !S)C(LI,C Z =0)C(=0,C [

=0)C(!S)C

!L"‘abZ !M"‘aZ[
!A"‘NZ[ !N"‘bN[
58>下列各组实验%能确定溶液中肯定有 OD)Z

. 的是! "&
!L"加入 MJAI)溶液产生白色沉淀

!M"加入 MJAI)溶液产生白色沉淀%再加稀 HGD,沉淀不消失

!A"加入 MJ!GD,")溶液和盐酸产生白色沉淀

!N"加入 MJ!GD,")溶液产生白色沉淀%过滤后再加盐酸%固体不溶解

59>某无色气体中含有 AD(AD)(GH,(HAI(H)和 H)D!S"中的一种或几种%当它依次

通 过澄清石灰水!无浑浊现象"(氢氧化钡溶液!有浑浊现象"(浓硫酸!无明显现象"(灼热的

氧化铜!变红"和无水硫酸铜!变蓝"!假定每处均完全反应"&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L"肯定有 AD)(HAI%可能有 GH,和 H)或其中之一

!M"肯定有 H)(AD)(HAI%可能有 AD和 H)D!气"
!A"肯定有 H)%肯定没有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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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肯定有 AD(AD)(H)%可能有 HAI
二(填空题

5w>在亚硫酸(浓硫酸(硫酸亚铁溶液(硫酸铜溶液(氢氧化钠溶液(澄清石灰水(硝酸(
无水氯化钙等试剂中@

!+"露置在空气中%容易被氧化的是 %会发生潮解的是 %会吸

收二氧化碳的是 &
!)"保存时%必须密封在棕色试剂瓶中的是 &
5~>在某未知溶液中%滴加氯化钡溶液后产生白色沉淀%再加稀硝酸沉淀不溶解%推断

该溶液中可能含有的离子!举三种"是 &

L > h 4 4 4
M > 4 > >

A > > 4
N 4 >

H >
=

5">L(M(A(N(H(=六 种 溶 液 分 别 是 HAI(MJAI)(GJ)OD,(
LSGD,(GJ,RD.和 AB!GD,")中的一种%它们两两反应的实验现象

如右表所示%据此判断它们分别是@L %M %A
%N %H %= &

5+>用稀硫酸(盐酸(硝酸和氢氧化钠四种溶液%把 LI,C 溶液中

混有的 =0,C(MJ)C(LSC 逐一沉淀而除去%最终得到 LI,C 的溶液%则

加入的四种溶液的顺序是 ( ( ( &
66>海洋植物如海带(海藻中含有丰富的碘元素%实验室里从海藻中提取碘的流程如

下@

海 藻
晒干

E
灼烧

海藻灰 E
浸泡 海藻灰

悬浊液

E
J

E

残 渣

含碘离子
的溶液

氧化

z
适量

AI

>

)

晶态碘 $
蒸馏 含碘的

有机溶液 $
| 含碘的

水溶液

!+"指出提取碘的过程中有关的实验操作名称@J %| &
写出过程 z中有关的离子方程式

!)"提取碘的过程中%应选择的有机试剂组是! "&
!L"甲苯(乙醇 !M"四氯化碳(苯 !A"汽油(乙酸 !N"汽油(甘油

!,"为使海藻灰中碘离子转化为碘的有机溶液%实验室里已有烧杯(玻璃棒(集气瓶(酒

精灯(导管(圆底烧瓶(石棉网以及必要的夹持仪器(物品%尚缺少的玻璃仪器是 &
!."从含碘的有机溶液中提取碘和回收有机溶剂%还需要经过蒸馏&进行蒸馏操作时%

应该使用水浴%其原因是 &
三(综合题

65>下列是关于氨的制取和性质的实验&实验仪器或装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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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氨的制取 y>氨的净化(干燥 {>氨的催化氧化

试回答@
!+"实验室制取氨气%可选用的装置编号是 %加入的药品是 &
!)"某氨气中混有少量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气需净化干燥%可选用的仪器编号是 %

其中盛放的药品是 &
!,"h装置是氨催化氧化及其产物性质的实验装置&将氨与过量氧气的混合气体通入

装有催化剂的燃烧管反应%双球 J形管里盛放的浓硫酸用于吸收 &反应后%锥

形瓶里溶液中的溶质是 !写化学式"&

分层练习二

一(选择题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5>下列各组气体中%在通常情况下能共存%且均可用浓硫酸干燥的是! "&
!L"G)(H)O(A)H. !M"AI)(HAI(H)O
!A"D)(OD)(H) !N"GD(D)(AH.

6>用已知浓度的盐酸测定未知碱液的浓度时%不会产生误差的是! "&
!L"锥形瓶用碱液润洗过

!M"滴定前%酸式滴定管有气泡%滴定后消失

!A"酸式滴定管用该盐酸润洗过

!N"滴定结束时%读数时俯视

7>有七种溶液%分别含有 GC(!S)C(LI,C(GHC
.(=0)C(=0,C和 AB)C%用一种试剂可将它

们鉴别%这种试剂是! "&
!L"盐酸 !M"硝酸银溶液 !A"氯化钡溶液 !N"烧碱溶液

8>下列实验中%不用温度计的是! "&
!L"蒸馏含 AJ)C(!S)C离子的水

!M"测定 GGD,固体的溶解度

!A"用乙醇和浓硫酸的混合液制乙烯

!N"用苯(浓硝酸(浓硫酸制硝基苯

9>配制一定浓度的溶液%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称量固体溶质%a 计算溶质的量%
b 溶解%N 摇匀%Z 转移溶液!包括多次洗涤液"%[ 定容%\ 装入试剂瓶%贴上标签&正确

的操作顺序是! "&
!L"abZ[N‘\ !M"a‘b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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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NZ[\ !N"a‘bN[Z\
w>为了检验下列物质是否变质%括号内为选用的试剂%其中正确的是! "&
!L"=0OD.溶液!GDH溶液" !M"G)OD,溶液!MJAI)溶液"
!A"GJ!H)D" !N"烧碱!盐酸"
~>某溶液中有 GHC

.(LSC(=0)C和 LI,C四种离子%若向其中加入过量的氢氧化钠溶液%
微热并搅拌%再加入过量盐酸%溶液中不会大量减少的阳离子是! "&

!L"GHC
. !M"LSC !A"=0)C !N"LI,C

">按下列各过程%最终目的能实现的是! "&

!L"=0 E
盐酸

=0AI)溶液
AI
E
)

=0AI,溶液 E
蒸发至恒定

=0AI,晶体

!M"AB
D)
E
F

ABD
H)OD

E
.

ABOD.溶液 E
加热蒸发至溶液呈饱和

胆矾

!A"=0 E
稀硫酸

=0OD.溶液
H)
E
O
=0O

!N"ABOD.溶液
=0
E
粉

AB
O
E
F

ABO

+>一 份 G)AD,样 品 中%含 GJ)AD,(GGD,(MJ!GD,") 三 种 杂 质 中 的 一 种 或 两 种&把

1>3S样品溶于足量水中%得到澄清溶液%再加入过量 AJAI)溶液%可得到 />*S沉淀%则原样

品中所含的杂质! "&
!L"肯定有 GJ)AD,%没有 MJ!GD,")

!M"肯定有 GGD,%可能还有 GJ)AD,

!A"肯定没有 GJ)AD,和 MJ!GD,")

!N"肯定有 GJ)AD,%可能还有 GGD,

56>某 无 色 气 体 中 含 有 G)(H)(AD(AD)(GH, 中 的 某 几 种 成 分%将 此 混 合 气 体

加 MJAI)
E

溶液
溶液发生浑浊

灼热的 ABD
E

粉末
固体变红 E

澄清石灰水
溶液变浑浊%下列结论 正 确

的是! "&
!L"肯定有 AD和 AD)%其他气体不能确定

!M"肯定有 GH,和 AD%其他气体不能确定

!A"肯定有 GH,(AD)和 AD%其他气体不能确定

!N"肯定有 AD(AD)和 H)%其他气体不能确定

二(填空题

55>在三种无机钠盐的透明溶液中%分别加入稀盐酸时都产生沉淀%其中酸过量时沉淀

溶解的是 %沉淀不溶解的是 或 &
56>利用右图收集以下气体@‘ H)%a AI)%b AH.%N GD%Z OD)&
!+"若烧瓶是干燥的%则由 )口进气%可收集的气体是 ’由 I

口进气%可收集到的气体是 &
!)"若烧瓶内充满水可收集到的气体是 %气体应由 口进

入!填 )或 I"&
!,"若在烧瓶内装有一定量的溶液%用以洗气%则气体应由 口进

入!填 )或 I"&
57>甲(乙(丙三个学生各设计了一个实验%结果各自都认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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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中含有 OD)Z
. &

!+"甲实验为@
试样 )

!无色溶液"

加 MJAI)
E

溶液 白 色

沉 淀
E

加足量稀盐酸 沉 淀

不溶解

乙认为甲的实验不严谨%因为试样 )中若含有 离子!仅填一种"%也会有此现象&

!)"乙实验为@
试样 I

!无色溶液"

加 MJ!GD,")
E

溶液 白 色

沉 淀
E

加足量稀硝酸 沉 淀

不溶解

丙认为乙的实验也不严谨%因为 I试样中若含有 离子!仅填一种"%也会有此现象&

!,"丙实验为@
试样 Y

!无色溶液"

加试剂

E
x

现象x
加试剂

E
y

现象y

若丙方案在实验后公认为合理%则回答@
试剂x是 %实验中必须加至 %此时现象x是 %试剂y是 %此时

现象y是 &
58>检验碳酸钠粉末中含有少量的 GJDH和 GJAI所用的试剂及实验操作如下@某学

生计划对该实验分七个步骤%其中的五个步骤所用的试剂及实验操作已写明%请将下面表格

里尚缺的两个步骤所用的试剂及操作补写完整%然后按实验步骤将‘<\分别填入表中的

P实验步骤Q栏内&

实验步骤!写顺序" 所用试剂及实验操作

取少量样品放入试管甲中

向溶液里滴几滴硝酸银溶液

过滤%取少量滤液放在试管乙中

向试管里加入蒸馏水%振荡

滴入几滴酚酞试液

59>在一定条件下%将含有等体积的 H)(AD(AD)的混合气体%通过分别装有足量还原

铁粉(氧化铜和过氧化钠的三个反应管%假设气体通过每个反应管时都能充分反应%且三个

反应管以任意顺序排列%问@
!+"混合气体是否可能被完全吸收? &
!)"尾气是否可能是单一气体? ’若可能%该气体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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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混合气体中哪一种成分不可能在尾气中出现? &
三(综合题

5w>纯碱中常含有少量的 GJAI等杂质%为测定纯碱中 GJ)AD,的质量分数%某学生设

计了下列装置&

其实验步骤是@
‘ 组装好实验仪器%并检查其气密性&
a 准确称量盛有碱石灰的干燥管的质量!设为 C+S"&
b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纯碱!设为 :S"%并放入 ,中&
N 从分液漏斗缓缓滴入稀 H)OD.%至不再产生气体为止&
Z 缓缓鼓入空气数分钟%然后称量干燥管的总质量!设为 C)S"&
根据上述实验%回答下列问题@
!+"上述实验操作N和Z%都要求P缓缓Q进行%理由是 &若这两步操

作太快%则会导致实验测定结果 !填P偏大Q(P偏小Q"&
!)"该实验进行至操作Z时%要缓缓鼓入空气数分钟%鼓入空气的作用是 &

装置 -的作用是 %如果撤去装置 -%向装置 ,中直接缓缓鼓入空气%则会导致实验

测定结果 !填P偏大Q(P偏小Q"&
!,"装置 1的作用是 ’如果撤去装置 1%则会导致实验测定结果 !填P偏

大Q(P偏小Q"&
!."根据此实验%计算纯碱中 GJ)AD,质量百分含量的数学表达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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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计算!复习

<<<<<<<<<<<<<
<

<<<<<<<<<<<<<
<

=
==

=

"

一(同 步 精 练

同步精练一 !基本概念"
5>设 "L 为阿伏加德罗常数&下列关于 *>)%&I24MJ!GD,")溶液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
!L"+4溶液中所含阴(阳离子总数是 *>0"L

!M"+4溶液中含有 *>)"L 个 GDZ
, 离子

!A"/**%4溶液中%MJ)C离子浓度是 *>)%&I24
!N"/**%4溶液中含有 *>)"L 个 GDZ

, 离子

6>下列各项中%含原子个数最多的是! "&
!L"*>.%&I氧气 !M"标准状况下 />04氨气

!A".XA时 />.%4水 !N"+*S氖

7>等物质的量的氢气和氦气一定具有相同的! "&
!L"原子数 !M"体积 !A"质子数 !N"质量

8>在标准状况下%.>.34二氧化碳的质量是 S%有 个二氧化碳分子%它与 4
一氧化碳的质量相等%与 4一氧化碳的原子个数相等%与 4一氧化碳的氧原子个数

相等&
9>有一 OD)和 D)组成的混合气体%其平均相对分子质量为 .3%求 OD)所占的体积分

数为多少?

同步精练二 !分子式的确定"
5>同温同压下%)体积 \)气体和 .体积 ])气体化合%能生成 )体积 ^气体%̂ 的分子

式为 &
6>有两种含氧有机物 L和 M%含碳的质量分数都是 .*}%含氢的质量分数都是0>01}%

L蒸气对空气的相对密度是 )>*1%在标准状况下%测得 *>,,/SM蒸气的体积是 )/*%4%求

L(M的分子式&
7>1>.S某有机物燃烧后生成 0>1)4AD)!标准状况"和 />.SH)D%又测得标准状态时

每升蒸气的质量为 ,>,S&求该有机物的分子式&
8>燃烧某硝基化合物的蒸气 )*%4%得到的产物为二氧化碳 +)*%4%氮气 +*%4和水若

干%燃烧时耗去的氧气为 +)/%4%求这硝基化合物的分子式!气体体积都在同 温 同 压 下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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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同步精练三 !有关溶液的计算"
5>已知 )/}氨水的密度为 *>2+S2|%,%/}的氨水的密度为 *>23S2|%,%若将上述两种

溶液等体积混合%所得氨水中溶质的质量分数是! "&
!L"等于 +/} !M"大于 +/} !A"小于 +/} !N"无法估算

6>在 )>1/%&I24氢氧化钠溶液!密度为 +>+S2%4"中%氢氧根离子与水分子的个数比

是 &
7>体积为 A%4(密度为 {S2%4的溶液%含有相对分子质量为 ‘ 的溶质 CS%其物质的

量浓度为 1%&I24%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_}&下列表示式中正确的是! "&

!L"1m_f+***f{
‘ !M"CmAe{ _

+**

!A"_}m1f‘
+***{} !N"1m+***C

‘fA
8>欲配制 /**%4.%&I24稀硫酸%需要 23}的浓硫酸!密度为 +>3.S2|%,"多少毫升?
9>标准状况下%将 ..3体 积 的 氯 化 氢 溶 解 于 +体 积 的 水 中%所 得 溶 液 的 密 度 为 +>+)

S2|%,%求所得盐酸的物质的量浓度&

同步精练四 !有关溶液的计算"
5>)/XA时%QHm)的盐酸中%由水电离出的 HC离子浓度是 &
6>将 QHm3的 GJDH溶液与 QHm+*的 GJDH溶液等体积混合后%溶液中的氢离子

浓度最接近于! "&

!L"!+*Z3C+*Z+*"
) %&I24 !M"!+*Z3C+*Z+*"%&I24

!A"/!+*Z.Z+*Z0"%&I24 !N")f+*Z+*%&I24
7>QHm,的盐酸与 QHm2的 GJDH溶液等体积混合后%溶液的 QH值为 &
8>等体 积 的 *>+*%&I24盐 酸 和 *>*0%&I24MJ!DH") 溶 液 混 合 后%溶 液 的 QH 值 为

! "&
!L")>* !M"+)>, !A"+>1 !N"+)>*
9>将 QHm,的盐酸与 QHm-的 MJ!DH")溶液恰好中和%设所用的盐酸的体积为 A,%

MJ!DH")溶液的体积为 A-%则 A,gA-的数学表达式为 &

同步精练五 !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
5>加热分解 /S某固体化合物%得到 L气体 *>14!标准状况"和 .S残渣%则 L的相对分

子质量是 &

6>某 金 属 ! 的 硝 酸 盐 受 热 时 按 下 式 分 解@)!GD, E
F

)!C)GD)hCD)h%加 热

,>.*S!GD,%生成 GD)和 D)共 01)%4!标准状况"&由此可以计算出 ! 的相对原子质量为

&
7>,>)S铜 放 入 +**%4*>)%&I24硝 酸 中%充 分 反 应 后 被 还 原 的 硝 酸 的 物 质 的 量 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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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M"*>**/%&I !A"*>*+,%&I !N"*>*)*%&I
8>空气的密度是同温同压下氢气密度的 +.>.倍&在标准状况下%在 ++>)4空气中放入

.>*S黄铁矿样品的粉末进行熔烧%一段时间后%所得混合气体的密度与氧气相同%焙烧后剩

余固体的质量是! "&
!L")S !M",S !A",>/S !N".S
9>将 1*S过氧化钠和氧化钠的混合物跟 23S水充分反应后%所得氢氧化钠溶液中溶质

的质量分数为 /*}%试计算混合物中过氧化钠和氧化钠的质量分别为多少?

同步精练六 !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
5>用 *>+%&I24的 GJ)OD,溶液 ,*%4%恰好将 )f+*Z,%&I的 \DZ

. 离子还原%则元素

\在还原产物中的化合价为 &
6>将 +>+1S氯化钠和 *>3.S氟化钠混合后溶于水配制成溶液%再加入过量硝酸银溶

液%充分搅拌%静置%过滤%洗涤%干燥%称量得到 )>31S固体&由此可以得出的正确结论是

! "&
!L"氯离子只有一部分参加反应

!M"氟离子只有一部分参加反应

!A"氟化银难溶于水

!N"氟化钠与硝酸银在溶液中无沉淀生成

7>将 )*%4二氧化氮和氨的混合气体在一定条件下充分反应%化学方程 式 是 0GD)

C3GH E, 1G)C+)H)D&已知参加反应的二氧化氮比氨少 )%4!气体体积均在同温同压下

测定"%则原混合气体中二氧化氮和氨的物质的量之比是! "&
!L",g) !M")g, !A",g1 !N",g.
8>常温常压下%将 2*%4H)和 D)的混合气体用电火花引燃后%恢复到原来状况%测得

剩余气体体积为 0*%4%求原混合气体中 H)的体积为多少?
9>+3>.SGJDH和 GJHAD,固体混合物%在密闭容器中加热到约 )/*XA%经充分反应

后排出气体%冷却%称得剩余固体的质量为 +0>0S&试计算原混合物中 GJDH的质量分数&

同步精练七 !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
5>某正二价金属的碳酸盐和酸式碳酸盐的混合物跟足量的盐酸反应%消耗 HC 和产生

AD)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g.%该混合物中碳酸盐和酸式碳酸盐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
!L"+g, !M")g, !A",g. !N".g/
6>镁(铝(铁三种金属的混合物跟足量的稀硫酸充分反应%在标准状况下得到 )>34H)%

则混合物中三种金属的物质的量之和可能为! "&
!L"*>)/%&I !M"*>+*%&I !A"*>+/%&I !N"*>)*%&I
7>某化肥厂用 GH,制备 GH.GD,&已知@由 GH,制 GD的产率是 20}%GD制 HGD,

的产率是 2)}%HGD,跟 GH,反应生成 GH.GD,%则制 HGD,所用去的 GH,的质量占总耗

GH,质量!不考虑生产上的其他损耗"的 }&
8>第二主族元素 W的单质及其相应氧化物的混合物 +)S%加足量水经完全反应后蒸

干%得固体 +0S%试推测该元素可能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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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M"AJ !A"O? !N"MJ
9>加热硝酸铜结晶水合 物 和 硝 酸 银 的 混 合 物 ++*>)S%使 之 完 全 分 解%得 到 固 体 残 渣

.3>.S&将反应产生的气体通过水充分吸收后%剩余气体为 +>034!标准状况"&求原混合物中

硝酸铜结晶水合物的化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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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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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二(导 学

化学计算在教材中分布比较散%本单元主要把各分散的内容集中出来%加以整理%使学

生对化学计算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系统性的认识&
化学计算知识面涉及很广%它要求概念清晰%对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的掌握%有多种

的解题方法等&有的题目的应答容量大%有的用字母代替数据%有的要将化学概念处理成数

学问题%利用数学工具进行计算和推理&但解答时的关键在于对题目的剖析&
化学计算的复习有助于加强对各个知识面的理解%也有利于思维能力的培养&

5>基本概念

P物质的量Q的有关知识是解化学计算题的最为关键的核心内容&
物质的量与其他相关量的关系如下图@

物质质量

!S"

#摩尔质量!S2%&I
>
" f摩尔质量!S2%&I

h
"

物质的
微粒数

f"L

#"
$ %sssss

L

物质的量

!%&I"
f))>.42%&I
#))>.42

i jssssssssss
%&I

气体的体积!标准状况"
!4"

>
溶解

溶质的物质的量

!%&I"

f溶液的体积!4
h
" #溶液的体积!4

>
"

物质的量浓度

!%&I24"

阿伏加德罗定律@:+

:)
mA+

A)
!同温同压下"

根据表中的关系可导出@
‘m))>.a!‘ 为相对分子质量%a为标准状态下气体的密度"
‘+

‘)
ma+

a)
md!‘ 为相对分子质量%a为密度%d为相对密度"

‘&m‘Lf,}C‘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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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混合物总质量

混合物总物质的量

计算中%常用差量法%列正比例法%也有一些独特巧解方法&
例 5 某气体中含 1/} G)!体积分数"%其余为 D)%求此混合气中含 G)的质量分数&
设此气体为 +4时%G)占 *>1/4%D)占 *>)/4&
根据阿伏加德罗定律%此气体为 +%&I时%G)为 *>1/%&I%D)为 *>)/%&I&

G)的质量分数m *>1/f)3
*>1/f)3C*>)/f,)f+**}m1)>.}

例 6 求常温时 +S水中的 HC的数目&
首 先要弄清水只有极少量电离%而常温是一个极重要的条件&因为在常温时 1!HC"

m+*Z1%&I24%再根据上表的相互关系%很容易求出答案&

HC的数目m+*Z1%&I24f +
+***4f0>*)f+*),2%&Im0>*)f+*+,!个"

6>分子式的确定

!+"已知组成化合物的元素及其含量求分子式&
解题步骤一般如下@
‘ 求出相对分子质量&
a 确定每摩尔物质中各元素的原子的物质的量&
例 某一有机物中含氢为 1>02}%其余为碳%此物质的气体 *>+,S在标准状态时所占

的体积为 ++)%4%求它的分子式&
解@‘ 求此有机物的相对分子质量&

‘m))>.a*m))>.f *>+,
*>++)m)0

a 设此有机物的分子式为 A(H*&

*m)0f1>02}
+ m)

+)(C*m)0/(m)
故此有机物的分子式为 A)H)&
此类题也可以用最简式求解&
!)"由化学方程式确定分子式&
解题步骤一般如下@
‘ 求有机物的物质的量&
a 按化学方程式列比例求算&
例 某有机物 ,>**S完全燃烧后%得到 .>.*SAD)和 +>3*SH)D%实验测得其蒸气的密

度在标准状态时为 )>03S24%求它的分子式&
解@‘ 求有机物的物质的量&

‘m))>.a*m))>.f)>03m0*

:m,>**
0*m*>*/!%&I"

a 按化学方程式计算&
设该有机物的分子式为 A(H*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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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Dr

*>*/

C (C *
.Z rD E) D) E

点燃

(AD)

*>*/(

C *
)H)D

*>*/f*
)

*>*/(f..m.>.*

*>*/f *
)f+3m+>3*S

T

U+)(C*C+0rm0*

/
(m)
*m.S

T

Urm)

故它的分子式为 A)H.D)&
除了上述两种常见的方法外%也有其他巧解法&
例 甲(乙 两 种 化 合 物 都 只 含 \(] 两 种 元 素%甲(乙 中 \元 素 的 质 量 分 数 分 别 是

,*>.}和 )/>2}&若已知甲的分子式为 \])%则乙的分子式只可能是! "&
!L"\] !M"\)] !A"\)], !N"\)]/

k分析l 从上述题意中可知乙中 \含量低%推测乙中 ]的含量高%甲中每一个 \与 )
个 ]结合%则乙中每个 \必与多于 )个 ]结合%故正确答案只可能为!N"&

7>有关溶液的计算

在溶液中%如果不发生化学反应!无水盐与对应的结晶水合物盐互变也可看作不发生反

应"%那么在变化前后P溶质Q的量保持不变&
例 5 在 )*XA时%把一定量的 )*}的某物质的水溶液加热蒸发掉 +*S水后%再冷却到

原来的温度%析出 )S溶质%溶液的浓度变为 ).}%求原 )*}的某物质的水溶液的质量&
解@变化前后关系见下图@

根据变化前后P溶质Q的总量不变%得下式@
Cf)*}m!CZ+*Z)"f).}C)

Cm))!S"
例 6 现 有 GJHOD. 和 GJ)OD. 的 混 合 溶 液 )**%4%其 中 GJHOD. 浓 度 为 +%&I24%

GJ)OD. 浓 度 为 *>/%&I24%若 要 使 GJHOD. 和 GJ)OD. 的 浓 度 分 别 成 为 )%&I24和 *>)

%&I24%应加入 /*}!密度为 +>)*S2|%,"的 GJHOD.溶液多少毫升后再加水配制?
解@变化前后的关系见下图@

)**%4

GJHOD.+%&I24

GJ)OD.*>/%&I24

(%4

/*}GJHOD.

!am+>)*"

A%4

GJHOD.)%&I

GJ)O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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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溶液中变化前后溶质的量守恒得下式@
*>/f)**m*>)fA!GJ)OD.守恒"

+f )**
+***C

(e+>)*f/*}
+)* m)f A

+***!GJHOD.守恒
S
T

U "

/
Am/**!%4"O(m+0*!%4"

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溶液的体积不能相加&但下列情况可将溶液体积相加&
题目中注明的!如题目中注明不考虑溶液的体积变化"&
极稀的稀溶液!如将 QHm,的盐酸与水等体积混合"&
完全相同的两种溶液!溶质相同%浓度相同"&
有关溶液的计算主要有三种@
!+"各种浓度表示方法不同的量之间的换算&
溶解度与质量百分比浓度@!适用于饱和溶液"

,}m ’
+**C’f+**} !’表示溶解度%,}表示百分比浓度"

质量百分比浓度与物质的量浓度之间的换算@

1m+***faf,}
‘ !a表示溶液密度%‘ 表示式量%1表示物质的量浓度%,}表示质量百

分比浓度"
!)"溶液的稀释!包括固体配成溶液"&
这类题抓住溶质的量不变的原理求算&
即 :!稀释前"m:o!稀释后"
1+A+m1)A)

同时%也可总结出一些规律&
例如%溶质相同的两种溶液%一是质量分数为 ,}%另一是质量分数为 -}&
当它们等质量混合时%混合后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设为 1}"为@
1}m!,}C-}"2)
当它们等体积混合时%若溶液的密度大于水%则混合后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1}o!,}C-}"2)
当它们等体积混合时%若溶液的密度小于水%则混合后溶液中溶液的质量分数为@
1}p!,}C-}"2)
例 密度为 *>2+S2|%,(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的氨水%用等体积水稀释后%所得溶液

中溶质的质量分数是! "&
!L"等于 +)>/} !M"大于 +)>/} !A"小于 +)>/} !N"无法确定

k分析l 如果我们把水看作浓度为 *}的氨水%再根据上述规律%很快得出结论&正确

答案为!A"&
想一想@为什么能得出上述规律?试用数学方法加以证明&
!,"溶液中 QH值的计算&
QH值与 1!HC"的关系@QHmZIS1!HC"
‘ 强酸与强酸混合后求 QH值@先求 1!HC"混%再求 QH值&
例 QHm,的盐酸与 QHm/的盐酸等体积混合后%溶液的 QH值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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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1!HC"+m+*Z, 1!HC")m+*Z/

1!HC"混m+*Z,fAC+*Z/fA
ACA 5+*Z,

)

QHmZIS+*Z,

) m,CIS)m,>,

由此得出经验规律@
两强酸等体积混合后%QH混mQH小C*>,
a 强碱与强碱混合后求 QH值@先求 1!DHZ"混%再求 QH&
两强碱等体积混合后%QH混mQH大Z*>,
b 强碱和强酸混合后求 QH值@先判断酸性还是碱性&

显酸性时@1!HC"混m1!HC"A+Z1!DHZ"A)

A+CA)

显碱性时@1!DHZ"混m1!DHZ"eA)Z1!HC"eA+

A+CA)

例 QHm+,的强碱溶液与 QHm)的强酸溶液混合%所得溶液的 QHm++%则强碱与强

酸的体积比是! "&
!L"++g+ !M"2g+ !A"+g++ !N"+g2
解@设强碱体积为 A+%强酸体积为 A)&
因为溶液呈碱性%所以有@

1!DHZ"混m1!DHZ"eA+Z1!HC"eA)

A+CA)

m*>+fA+Z*>*+fA)

A+CA)
m+*Z,

A+

A)
m +

2
故答案选!N"&
有关弱酸(弱碱溶液的混合这里不讨论%有兴趣的同学不妨自己去探究&
8>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
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除一般的根据化学方程式中各物质的量的关系列比例式求算之

外%还有许多简便的巧解方法%如质量守恒(电荷守恒(某种微粒守恒(电子守恒等%下面列举

几例供参考&
!+"运用质量守恒定律求解&
例 5 现有 +*%4GD和 GD)的混合气体%其平均式量为 ,0>.%通入一定量的 D)后%还

是 +*%4GD和 GD)混合气体%但平均式量为 ,2>0%求通入 D)的体积!气体体积均在同温

同压下测定"&
k分析l 体积不变%根据阿伏加德罗定律可知气体的物质的量不变%但式量增大%即混

合气体的质量增大%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增加的质量必为 D)的质量&
设通入 D)的体积为 (%4%则

+*f,0>.C(e,)m+*f,2>0 (m+!%4"
例 6 密度为 *>.3)S24的乙烯(乙炔和氢气混合气体在铂催化剂上通过%且完全反应%

反应后密度增大为 *>20.S24!气体密度均换算成标准状况"%求原混合气体中各气体的体积

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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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分析l 反应后密度增大%但质量不变%必气体体积减小%若反应中 H)过量时%减少的

体积必是反应 掉 的 氢 气 的 体 积&所 以 解 题 时 先 需 判 断 H)过 量 还 是 不 足&因 为 反 应 后 ‘
m))>.f*>20.p)0%所以必然 H)过量&

解@‘&后m))>.f*>20.m)+>0
因 )+>0p)0%则必有 H)存在&
故反应后是 A)H0与 H)混合气体&

A)H0 ,* +2>0

)+>0

H) ) 3>.

+2>0g3>.m1g,

设反应后气体体积为 +*4!A)H0为 14%H)为 ,4"%则根据质量守恒定律@
*>.3)fAm*>20.f+* Am)*!4"
(Am)*Z+*m+*%则反应掉 H)为 +*4&
若设 A)H.(4%A)H)*4&
(C*m1 !碳原子守恒"O(C)*m+*

/
(m.O*m,

故 A)H.的体积分数m .
)*f+**}m)*}%A)H)的体积分数m ,

)*f+**}m+/}/H)的

体积分数m0/}
!)"运用电荷守恒原理求解&
例 5 在铁和氧化铁混合物 +/S中%加入 +/*%4稀硫酸%能放出 +>034!标准状况"氢

气%向溶液中滴入 GOAG溶液%无颜色变化&为了中和过量的硫酸%且使 =0)C 完全转化为

=0!DH")%其消耗 ,%&I24的氢氧化钠溶液 )**%4%则原硫酸的物质的量浓度为多少?

k分析l 根据题意%最后留在溶液中的是 GJC 和 OD)Z
. %而整个过程中这两种离子没有

参与反应&由于溶液在任何时候呈电中性的%所以 GJC所带正电荷的电量必等于 OD)Z
. 所带

的负电荷的电量&
解@设原硫酸的浓度为 1%则

1f+/*f)m,f)**
1m)!%&I24"
例 6 将 GAI和 GM?混合物 )0>3S溶于水制成 /**%4溶液%通入过量的氯气充分反应

后%蒸 干 溶 液 得 到 固 体 物 质 ))>,/S%则 配 制 的 溶 液 中 GC(AIZ(M?Z 的 物 质 的 量 浓 度 比 为

! "&
!L"+g)g, !M",g)g+ !A"+g,g) !N")g,g+
k分析l 根据溶液呈电中性原理%必有 :!GC"m:!AIZ"C:!M?Z"的关系存在%则GC浓

度必然最大%故选!M"&
!,"运用某种微粒数守恒原理求解&
例 5 有一在空气中暴露过的 GDH固体%经分析测知含水 )>3}%G)AD,,1>,}&取 +S

样品投入 )/%4)%&I24盐酸中%多余的酸又用 +>*1%&I24GDH溶液中和%至中性时消耗

去 ,*>3%4%蒸发中和后的溶液%得到固体多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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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分析l 从题意可知%最终的生成物只有 GAI%GAI由 GC和 AIZ构成%而整个反应过程

中 GC和 AIZ均没有参与反应&即 GAI中的 GC的量是所有含 GC的物质中 GC的量之和&同

理%GAI中的 AIZ的量是所有含 AIZ的物质中 AIZ的量之和&由于 GC来自多种物质%计算复

杂%而 AIZ 仅来自盐酸%计算就简单%即最终 GAI中 AIZ 的物质的量与 HAI中 AIZ 的物质的

量相等%也就是 GAI与 HAI的物质的量相等&

C!GAI"m)f )/
+***f1.>/m,>1)/!S"

例 6 将 0>13SGJHAD,和 GJ)AD,e+*H)D的混合物溶于水中制成 +**%4溶液%测

得 1!GJC"为 *>0%&I24%若将同样质量的原混合物加热至质量恒定时%所得固体质量为多少

克?
k分析l 如果加热至质量恒定%则全部转化为 GJ)AD,%由于 GJC不会随气体而逸出%故

GJC必守恒&而配制的溶液中 GJC的物质的量为 *>0%&I24f*>+4m*>*0%&I%推断 GJ)AD,

固体为 *>*,%&I%故@

C!GJ)AD,"m*>*,%&If+*0S2%&Im,>+3S
!."运用电子转移守恒求解&
例 )/%4*>*)3%&I24的 GJ)OD,溶液恰好将含有 )>3f+*Z.%&I!D!DH"C

) 的溶液

还原%则 ! 元素的最终化合价为 &
k分 析l 在 氧 化 还 原 反 应 中%还 原 剂 失 去 的 电 子 数 必 等 于 氧 化 剂 得 到 的 电 子 数&

GJ)OD,氧化时化合价升高 )价%!D!DH"C
) 还原时化合价降低 (价%则有

*>*)3f)/f)m)>3f+*Z.f+***f(
(m/
因为 !D!DH"C

) 中 ! 的化合价为C/价%发生反应时 ! 化合价下降 /价%所以 ! 元

素的最终化合价为 *价!即还原为单质"&
以上列举数例%无非是说明我们平时解题时要多动脑筋%善于比较%化繁为简%不仅能省

时省力%而且能提高解题的正确率&
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涉及的内容很多%是化学计算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其题目类

型%一般有以下几类&
!+"常规计算&
这类计算不需要去判断哪一物质过量%只要根据化学方程式列出比例式就行&
!)"某一反应物过量的计算&
这类计算先要根据化学方程式判断哪一反应物过量%再按照不足的那一反应物进行列

出比例式求解&有的反应比较复杂%第一步化学反应中过量的物质与产物再反应%如 LIAI,
溶液中加入 GJDH溶液%当 GJDH过量时%还与 LI!DH",继续反应&有的条件隐蔽%要求自

己假设讨论%有的与数学图表(方程联系在一起%要求有扎实的数学基础%等等&
例 常温常压下将 )*%4H)O与 ).%4D)混合后点燃%反应后%恢复到反应前的温度

和压强%生成气体体积为多少?
解@当发生不完全燃烧时@

)H)O
)*

CD)

+*
E

点燃

)O
)*

C)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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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过量!).%4Z+*%4"m+.%4
过量的 D)再与生成的 O反应@

O
)*

CD)

)*
E

点燃

OD)

D)不足%所以生成 +.%4OD)&
也可以直接写化学方程式@

)*H)OC).D) E
点燃

)*H)DC+.OD)C0O
想一想@还有哪些其他解法?
!,"有关混合物的计算&
混合物的计算一般方法是%设混合物中每种物质的量!用 ((*(r等表示"%再根据化学

方程式的关系列联立方程求解&
例 取 +>.0S硝酸铵和硫酸铵的混合氮肥%在其中加足量的碱%加热反应后%收集到氨

气 *>..34!已换算到标准状况"%求该混合氮肥的含氮量&
解@设 +>.0S混合氮肥中含 GH.GD,(%&I%!GH.")OD.*%&I&

GHC
.

(C)*
CDHZ E

F
GH,h
(C)*

CH)D

(e3*C*e+,)m+>.0

(C)*m*>..3S
T

U ))>.
/

(m*>*+O*m*>**/

混合氮肥的含氮量m!)(C)*"f+.
+>.0 f+**}m*>*,f+.

+>.0 f+**}m)3>3}

有关混合物的计算%除了上述的常规解法及前面介绍的巧解外%有的题目还用极限法&
例 碱金属 \和 \)D的混合物 )>3*S%与水充分反应后%生成 ,>/3S碱%则 \元素是

! "&
!L"锂 !M"钠 !A"钾 !N"铷

解@如果把 )>3*S全部看作 \&
则 \DH E

,>/3
\

)>3*
\

C DH
,>/3Z)>3*

+1
)>3*
\ m,>/3Z)>3*

+1 \m0+

如果把 )>3*S全部看作 \)D&
)\DH E
,>/3

\)D
)>3*

)\C+0

C H)D
,>/3Z)>3*

+3
)>3*

)\C+0m
,>/3Z)>3*

+3 \m).>,

元素 \的相对原子质量在 ).>,<0+之间%故必然为钾元素%正确答案选!A"&
!."连续多步反应的计算

这类计算%先根据化学方程式找到已知反应物与所求产物之间的关系式求解&
例 如果用黄铁矿分解成硫化亚铁和硫%再用硫制成硫酸%问每制备 +B23}的浓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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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纯度为 3*}的黄铁矿多少吨?
解@设需要这种黄铁矿 (B&
根据如下化学方程式@

=0O) E
F

=0OCO OCD) E
点燃

OD)

)OD)CD)

催化剂

U VYY
F

)OD, OD,CH) ED H)OD.

得如下关系式@
=0O)

+)*
(e3*}

< H)OD.

23
+f23}

+)*
(e3*}m 23

+f23}
(m+>/!B"&
答@需这种硫铁矿 +>/B&

5>将 1!HC"m+*Z+*%&I24和 1!HC"m+*Z+)%&I24的两种 GJDH溶液等体积混合后%
混合液的 1!HC"为多少?

k分析l GJDH溶液中的氢离子来自哪里?氢离子是来自溶液中的水%而不同的碱溶液

中%水电离出来的氢离子浓度是不同的%即水的电离程度是不同的%计算等体积混合的强碱

溶液中 的 氢 离 子 浓 度 不 能 简 单 地 用 1!HC"混 m1!HC"+C1!HC")

)
式 计 算%否 则 就 错 误’而

GJDH 溶 液 中 的 氢 氧 根 离 子 主 要 来 自 GJDH!当 GJDH 浓 度 不 太 小 时"%水 电 离 出 来 的

1!DHZ"一般比 GJDH电离出来的1!DHZ"小得多%可以忽略不计&GJDH是强电解质%电离

程 度 不 会 因 浓 度 发 生 变 化 而 变 化%故 计 算 等 体 积 混 合 的 强 碱 溶 液 的 氢 氧 根 离 子 可 以 用

1!DHZ"混m1!DHZ"+C1!DHZ")

)
式计算%再根据水的离子积常数%就能计算出 1!HC"&

解@1!HC"m+*Z+*%&I24/1!DHZ"m+*Z.%&I24
1!HC"m+*Z+)%&I24/1!DHZ"m+*Z)%&I24

1!DHZ"混m+*Z.C+*Z)

) )+*Z)

)

1!HC"混m +f+*Z+.

1!DHZ"混
m+f+*Z+.

+*Z)

)

m)f+*Z+)!%&I24"

6>纯净 的 AJ!HAD,") 试 样 在 高 温 下 分 解%当 剩 余 的 固 体 质 量 为 原 试 样 的 一 半 时%
AJ!HAD,")的分解率为! "&

!L"/*} !M"1/} !A"2)>1} !N"+**}
k分析l 解这道题首先要弄懂 AJ!HAD,")与 AJAD,的热稳定性强弱&我们知道碳酸

的 正 盐 比 对 应 的 酸 式 盐 的 热 稳 定 性 强%这 表 明 AJ!HAD,")在 加 热 过 程 中 先 生 成 AJAD,%
AJAD,再分解生成 AJD%而不是 AJ!HAD,")直接分解成 AJD的&当 AJ!HAD,")全部转化为

AJAD,时%设 AJ!HAD,")为 +0)S!即 +%&I"%完全分解后得 AJAD,为 +**S%剩余固体的质量

超过原试样质量的一半%而题目要求剩余固体的质量为原试样的一半%表明生成的 AJ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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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已开始分解%则 AJ!HAD,")必已经全部分解%故正确答案选!N"&

7>含 :S硝酸的稀溶液恰好和 CS铁粉完全反应%若有 :
.SHGD,被 还 原 为 GD%则

:gC不可能是! "&
!L")g+ !M",g+ !A".g+ !N"2g)
k分析l 什么叫恰好完全反应?显然指硝酸和铁粉都没有剩余&那么铁粉与硝酸反应

后生成铁盐还是亚铁盐呢?两者都有可能%也可能一部分生成亚铁盐%一部分生成铁盐%只要

铁粉和硝酸都没有剩余%都符合题意&很明显%铁粉恰好全部转化为亚铁盐是一个极限%铁粉

恰好全部转化为铁盐是另一个极限&根据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得失相等的原理和极限法%就

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解@当 =0全部转化为 =0)C时%根据电子得失守恒有@

C
/0f)m

:
.
0,f, :gCm,g+

当 =0全部转化为 =0,C时%根据电子得失守恒有@

C
/0f,m

:
.
0,f, :gCm2g)

故 ,g+3 :
C32g)

则 :gC不可能是!L"&
8>已知稀硝酸被铁还原后%还原产物只有一氧化氮&将 ,)>//S铁粉溶于 /**S稀硝酸

中%两者恰好完全反应%溶液的质量增加了+1>//S%求原稀硝酸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k分 析l ,)>//S铁 粉 溶 解%若 无 气 体 逸 出%溶 液 质 量 就 应 增 加 ,)>//S%现 只 增 加

+1>//S%显然 ,)>//S与 +1>//S之差为逸出气体的质量%也即 GD的质量&
=0与稀 HGD,反应%全部生成 =0!GD,")时的化学方程式为@
,=0C3HGD E, ,=0!GD,")C)GDhC.H)D
=0与稀 HGD,反应%全部生成 =0!GD,",时的化学方程式为@
=0C.HGD E, =0!GD,",CGDhC)H)D
从上面两个化学方程式可知%反应掉的硝酸总物质的量与逸出的 GD的物质的量之比

总是 .g+%故有如下关系式@.HGD,<GD%按这一关系式%很快就能把题目解答出来&

解@C!HGD,"m,)>//Z+1>//
,* f.f0,m+)0!S"

HGD,的质量分数m+)0
/**f+**}m)/>)}

学生解此题时%往往不去找共同规律%而是看作两个同时发生的平行反应%列方程式求

解%这样解就比较繁琐%也容易算错&
想一想@当硝酸的还原产物一定时%消耗掉的硝酸和还原产物的量的比与金属所显的化

合价有无关系?试加以证明&
9>将一定量的 GJDH与 GJHAD,的混合物 \%放在密闭容器中加热%充分反应后生成

AD)气体 A+4!A+n*"&将反应后的固体残渣 ]与过量盐酸反应%又生成 AD)A)4!气体体积

均在标准状态下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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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分是 &

!)"\中 GJDH与 GJHAD,共 %&I%GJDH与 GJHAD,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

k分析l 若混合物 \中 GJDH与 GJHAD,的物质的量相等时%则放在密闭容器中加

热%有 如 下 反 应@)GJHAD, E
F

GJ)AD,CAD)hCH)D%)GJDHCAD E) GJ)AD,CH)D
!总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GJHAD,C EGJDH GJ)AD,CH)D"%无 AD)逸出%而题目中可

知 A+n*%表明 GJHAD,的物质的量大于 GJDH的物质的量%故 ]为 GJ)AD,&由于反应前

后 GJC 的量不变%故 ]中 GJC 的物质的量等于 GJDH和 GJHAD,中 GJC 的物质的 量%即

GJDH和 GJHAD,共 A)

++>)%&I%由碳原子守恒可知 GJHAD,的物质的量等于A+CA)

))>.%&I%由

此推测 GJDH的物质的量为@A)

++>)Z
A+CA)

))>.mA)ZA+

))>.%GJDH与 GJHAD,的物质的量比为

A)ZA+

A)CA+
&

故 正 确 答 案 为@] 的 成 分 是 GJ)AD,%\中 GJDH 与 GJHAD, 共 A)

++>)%&I%GJDH 与

GJHAD,的物质的量比为!A)ZA+"
!A)CA+"&

5>同温同压下%两个等体积的干燥烧瓶中分别充满 HAI和 GD)%进行喷泉实验&充分反

应后%瓶内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哪个大?
若在 HAI和 GD)中都混入一定量空气%进行喷泉实验%充分反应后%瓶内溶液的浓度跟

前者比较各有何变化?
提示@纯 HAI和纯 GD)进行喷泉时%浓度相等&
混入空气后%HAI所得的溶液浓度不变%GD)所得的浓度变小&
想一想@上述各如何计算?GD)混入空气后所得的浓度不会小于多少?

6>!+"现有一定量的盐酸和一定量的碳酸钠溶液&‘ 将盐酸逐滴滴到碳酸钠溶液中%

a 将碳酸钠溶液逐滴滴到盐酸中&上述两种情况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是否一样多?实验现

象有何区别?

!)"有一定量的氯化铝溶液和一定量的氢氧化钠溶液&‘ 将氯化铝溶液逐滴滴入到氢

氧化钠溶液中%a 将氢氧化钠溶液逐滴滴入到氯化铝溶液中&上述两种情况产生的实验现

象有何不同?试分析上述两例结果不同的原因&

k分析l !+"当第‘种情况时%因为这时 GJ)AD,过量%反应和现象是这样的@

GJ)AD,C EHAI GJAICGJHAD, 开始没有气泡产生

GJHAD,C EHAI GJAICH)DCAD)h 有大量气泡产生

当第a种情况时%因为这时 HAI过量%反应是一步完成%一开始就立即产生气泡&
两种情况中%如 HAI过量%产生气泡一样多’如果 GJ)AD,过量%a比‘产生的气泡多&

!)"当第‘种情况时%开始不产生沉淀’滴入 LIAI,后%产生白色沉淀&
当第a种情况时%立即产生沉淀%但滴入过量 GJDH后%沉淀又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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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常温下%+%&I水能电离出 HC! "&
!L"+%&I !M")%&I !A"+*Z1%&I !N"+>3f+*Z2%&I
k分析l 此题学生选!L"(!A"的居多&选!L"的同学认为@有 +个水分子电离能产生 +

个 HC%但没有注意水的电离程度是很小的’选!A"的同学没有真正弄懂常温下水中 1!HC"
m+*Z1%&I24的真正含义%把浓度和物质的量混淆在一起&也有少数同学选!M"%这部分同

学主要是最基本的概念没有弄清楚%对水电离成什么离子还有点模糊不清&正确的思路是@
常 温下%水的 1!HC"m+*Z1%&I24%根据浓度与物质的量之间的关系 :m1eA!A的单位为

4"%可知正确答案选!N"&
6>同温同压下%将 GD和 D)等体积混合后%所得混合气体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可能为

! "&
!L",+ !M".+>, !A".0 !N"0)
k分析l 选!L"是没有考虑 GD能与 D)反应生成 GD)’选!M"是没有考虑 GD)会部分

转化为 G)D.%选!N"的把 GD)看成全部转化为 G)D.&实际上这种混合气体的平均相对分子

质量是随温度(压强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存在 )GD UV) G)D.的平衡体系%所以题目中问

的是可能而不是肯定为多少&
具体求解@设 GD为 )%&I%则 D)也为 )%&I!根据阿伏加德罗定律可知"&
由质量守恒定律可知%混合物的质量为 )f,*C)f,)m+).!S"
若 GD与 D)反应后只有 GD)生成时@
)GD
)%&I

C D) E
+%&I

)GD)

)%&I
得 GD))%&I%余 D)+%&I&

‘&m +).
)C,m.+>,

若当 GD)全部转化为 G)D.时@
)GD) E
)%&I

G)D.

+%&I

‘&m +).
+C+m0)

因为事实上 GD)与 G)D.必共存%故 .+>,p‘&p0)
故答案选!A"&
7>在 +*%4*>*+%&I24的纯碱溶液中%不断搅拌并逐滴加入 +>)%4*>*/%&I24盐酸%

完全反应后%在标准状况下生成二氧化碳的体积为! "&
!L"+>,..%4 !M")>).*%4 !A"*>01)%4 !N"*%4
k分析l 这道题学生往往按下列化学方程式计算@
GJ)AD,C) EHAI )GJAICAD)hCH)D
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将 GJ)AD,溶液逐滴加入盐酸中%与将盐酸逐

滴加入碳酸钠溶液中%这两种情况的反应过程是不同的&若将 GJ)AD,逐滴加入盐酸中%反

应一开始是盐酸过量%开始时的化学方程式如上式’若将盐酸逐滴加入碳酸钠溶液中%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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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是碳酸钠溶液过量%不产生 AD)%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如下@

GJ)AD,C EHAI GJHAD,CGJAI !+"
当 GJ)AD,全部转化为 GJHAD,后%若继续滴入盐酸%才有 AD)气体产生&

GJHAD,C EHAI GJAICAD)hCH)D !)"
而题目中的量按化学方程式!+"计算时%盐酸已不足%故不产生 AD)%正确答案选!N"&

8>标准状况下%将 /**体积的氨气溶于 +体积的水中%得到氨水的密度为 *>2)S2|%,%
求所得氨水的物质的量浓度&

k分析l 这道题常见的错误有两种@
‘ 把氨气与水的体积比理解成物质的量比&乱用阿伏加德罗定律&使用阿伏加德罗定

律时%除了要在同温同压条件下%还要注意是否都是气体&标准状态时%水不是气体%故此题

不能用此定律&
a 有的同学把溶液的体积误认为 /*+4%简单地把这 )个体积加起来%试想%溶液的体

积有那么大吗?!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把一瓶没有用过的汽水瓶盖打开%让气体全部逸出后%
溶液的体积比原来少了多少?"

如果弄清了上述两个问题%这道题也就很容易解决了&正确答案为 +.>2%&I24&
9>取物质的量浓度均为 .%&I24的硫酸和硝酸的混合酸溶液 )*%4%加入 ,>)S铜粉并

加热%可收集到多少毫升气体!标准状况"?
k分析l 常见的错误是@认为铜只与硝酸反应%与稀硫酸不发生反应%因而按下式计算@
,ABC3HGD E, ,AB!GD,")C)GDhC.H)D
其实%铜与硝酸反应时%硝酸一部分起氧化作用%另一部分起酸性!只有 HC 参与反应"%

而稀硫酸尽管不能氧化铜%但能提供酸性%故应按下列离子方程式计算@
,AB

*>*/%&I
C 3HC

*>).%&I
C )GDZ

, E
*>*3%&I

,AB)CC)GDhC.H)D

根据离子方程式判断%AB反应完%HC和 GDZ
, 均过量%产生的 GD气体按 AB计算&

A!GD"m*>*/f )
,f))>.f+***m1.0>1!%4"

所以%上题中可收集到 1.0>1%4!标准状况"气体&

化学计算涉及到的内容多%知识面广%思维(运算(推理能力要求高%故应在学习中注意

如下几点&
5>熟练掌握物质的量与物质的质量(物质的量浓度(气体的体积及物质的微粒数之间

的相互关系&这是化学计算的基础%也是化学计算的核心&离开了这一点%解任何化学计算

题将会寸步难行&
6>熟练掌握物质的化学性质%尤其是化学方程式&因为许多计算题离不开化学方程式&

如果你没有掌握某一化学方程式%就考化合物的知识%你也许只失分一点点%但如果它出现

在计算题中%那你就会错了一大片&所以化学方程式对学习化学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7>平时多练习&计算题不是靠平时多看看书就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平时多训练%在练习

中多悟%才能悟出规律(悟出经验(悟出方法来&一道题目一般有好几种解题方法%平时多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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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了%你就体会到不同解法的优点和缺点所在&也只有通过多训练%才能把那些貌似不同%而

本质(类型相同的习题加以归类(总结%以后遇到类似的题目%就能轻车熟路%很快解决问题&
前面介绍的许多简便解法%如果你刻意去模仿%那将是很难成功的&只有平时多加强训练%重

视基本功%反复体会%就会水到渠成的

<<<<<<<<<<<<<
<

<<<<<<<<<<<<<
<

=

==

=

&

三(分 层 练 习 !时间@89分钟"

分层练习一

一(选择题 !下列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5>+**%4)%&I24氯化铁溶液和 )**%4,%&I24氯化钠溶液中 AIZ的物质的量之比是

! "&
!L")g+ !M"+g, !A"+g+ !N")g,
6>同温同压下%气体 L)和气体 M)等体积混合后反应%完全化合生成气体 L(M*%反应前

后气体体积不变%则 (和 *的值分别是! "&
!L"+%+ !M"+%) !A")%+ !N")%)
7>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L"非标准状况下%+%&I气体的体积不可能为 ))>.4
!M"*XA时%+%&I氧气与 +*XA时 +%&I氦气的分子数一定相等

!A"化学反应中%反应物之间的物质的量一定相等

!N"同温同压时%化学方程式中的系数!化学计量数"比就是这些物质的体积比

8>二硫化碳在空气中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今有 *>))3S二硫化碳在 ..3%4
!标准状况下"氧气中燃烧%反应后所得气体的体积!标准状况下"是! "&

!L")*+>0%4 !M")).%4 !A",,0%4 !N"..3%4
9>等 体 积 的 *>.%&I24GJDH 溶 液 与 *>0%&I24盐 酸 混 合 后%混 合 液 的 QH 值 约 为

! "&
!L"* !M"+ !A"+, !N"+.
w>在常温下%某水溶液中由水电离出的 1!HC"与 1!DHZ"的乘积为 +f+*Z+3%该水溶液

中的溶质可以是下列的! "&
!L"GH.AI !M"GJL| !A"GJAI !N"GJDH
~>同浓度的 HAI(H)OD.(H,RD.分别中和同体积(同浓度的 GJDH溶液生成正盐%消

耗这三种酸溶液的体积比为! "&
!L"+g)g, !M",g)g+ !A"0g,g) !N")g,g0
">用等质量的 GJ)AD,和 GJHAD,分别跟足 量 盐 酸 反 应%所 需 盐 酸 的 物 质 的 量 比 是

! "&
!L")g+ !M"+g+ !A"3.g/, !N".)g/,
+>+**S+*}的 烧 碱 溶 液 与 +**S+*}的 稀 硫 酸 混 合 后%滴 入 紫 色 石 蕊 试 液%溶 液 呈

! "&
!L"紫色 !M"无色 !A"红色 !N"蓝色

56>在 A%4氯化镁溶液中%含有 ,S!S)C离子%此溶液的浓度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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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A!%&I24" !M").

,A!%&I24" !A"+***,
).A !%&I24" !N").**

,A!%&I24"

二(填空题

55>由氮气和氧气按体积比 )g,组成的混合气体%其氮气和氧气的质量比为 %
平均摩尔质量为 S2%&I&

56>有两份纯铜试样%将它们分别与足量的浓 H)OD.和稀 HGD,完全反应&若放出的气

体在常温同压下体积相等%则这两份试样的质量比是 &
57>某二价金属 :S跟足量盐酸反应%生成 C%&I氢气%该金属的相对原子质量为

&
58>+4某气态烷烃和炔烃的混合物%完全燃烧后%生成 +>.4AD)和 +>04水蒸气!气体

体积均在同温同压下测定"%由此推断该混合物是由 和 组成%其中烷烃的体积

分数为 &
59>溶质质量分数为 ,}%密度为 aS2%4的硫酸溶液 A%4%其中含有 OD)Z

. %&I&
将此溶液用水稀释为 /A%4%取出 A%4%其中含 H)OD. S&

5w>在标准状况下%实验测得一个装满氯气的烧瓶%其质量为 /+>0*S%用此烧瓶装满二

氧化碳时%其质量为 /*>23S%则该烧瓶的容积为 %4&
三(综合题

5~>为了测定镁带的纯度%可通过测定镁带跟盐酸反应生成气体的体积%再进行计算&
!+"用天平准确称取纯净的镁带 +)>**S%并将它加入到足量的盐酸中完全反应%在标准

状况下%理论上可收集到气体 4&
!)"如果镁带中只含有铁或铝中的一种杂质&现称取相同质量的样品进行实验%测得的

气体体积换算成标准状况%数据列于下表@

实 验 镁带质量2S 测得气体的体积24

第 +次 +)>** ++>.*

第 )次 +)>** ++>0*

测 得气体体积的平均值是 4&据此分析%测得结果比!+"中的理论值 !填

高(低或无影响"%其原因是含有杂质 !填铁或铝"&
!,"用上面测得的数据求镁带的纯度&

分层练习二

一(选择题 !下列每小题均有一个正确答案"
5>+个+)

0A原子的质量约为! "&
!L"+)S !M")f+*Z),S !A"+>01f+*Z).S !N"+S
6>)*XA时%+**S水最多能溶解 ,+>0S硝酸钾%则 /*SGGD,饱和溶液的质量百分比浓

度为! "&
!L",+>0} !M"+/>3}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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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I24氯化铝溶液中 1!AIZ"与 /*%4,%&I24氯化钠溶液中的 1!AIZ"比为

! "&
!L",g/ !M"+g, !A"+g+ !N"+g/
8>钠(镁(铝 三 种 金 属 各 *>)%&I%分 别 与 +**%4+%&I24盐 酸 反 应%放 出 氢 气 的 量

! "&
!L"钠最多 !M"镁最多 !A"铝最多 !N"一样多

9>1>3S过氧化钠溶解于 2)>)%4H)D!.XA"中%所得溶液的质量百分比浓度! "&
!L"1>3} !M"3} !A"略大于 3} !N"略小于 3}
w>+**%4*>+%&I24!SAI)溶液与 )**%4*>)%&I24GJAI溶液混合后%所 得 溶 液 中

1!AIZ"约为! "&
!L"*>,%&I24 !M"*>)%&I24 !A"*>+%&I24 !N"*>.%&I24
~>下列各物质的体积与标准状况下 ))SAD)气体体积不相等的是! "&
!L"++>)4水!.XA" !M"+**XA时 ++>)4水蒸气

!A"*XA()>*)f+*/RJ时%++>)4AD !N"标准状态时%*>/%&IOD,

">将 QHm+)的氨水与 QHm)的盐酸等体积混合后%溶液的 QH值 &
!L"大于 1 !M"小于 1 !A"等于 1 !N"等于 *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L"+%&I任何物质的体积相等

!M")*XA()>*)f+*/RJ时%+%&I氧气含有 0>*)f+*),个分子

!A"+%&I所有纯物质含有相同的原子数

!N"+%&I任何气体的体积约为 ))>.4
56>在 +>0S=0)D,中加入未知浓度的硫酸溶液 3*%4%呈黄色澄清溶液%再加入 /S铁

粉%充分反应后%溶液中尚余 +>0.S铁粉%则该硫酸溶液的浓度是! "&
!L"+%&I24 !M")%&I24 !A"/%&I24 !N"+*%&I24
二(填空题

55>+**%4)%&I24硫酸溶液!密度为 {S2|%,"%质量百分比浓度为 %含有氢离

子为 个&
56>1>,*S氯化氢在标准状态时占体积约为 4%若将此氯化氢溶于水配制成 +**%4

盐酸%取此溶液 +*%4%它的物质的量浓度为 %用 +>1.S!FD)能氧化此盐酸 %4&
57>质量百分比浓度为 +>3}的氨水!密度为 *>23S2|%,"%电离度为 +}%则此氨水的物

质的量浓度为 %&I24%溶液的 QH值为 &
58>将 )体积硫酸铁溶液和 ,体积硫酸钾溶液%分别跟 /}的氯化钡溶液完全反应%耗

用氯化钡溶液的体积比为 ,g)%则硫酸铁溶液与硫酸钾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比为

&
59>取纯铝片 .>*/S%放入 /**%4*>/*%&I24GJDH溶液中%充分反应后%在所得的溶

液中加入 S+3>)/}的盐酸或 S+3>)/}的盐酸%得到 1>3S沉淀&
三(综合题

5w>在标准状况下进行下列实验@甲(乙(丙各取 ,*>*%4同浓度的盐酸%加入同一镁V
铝合金粉末产生气体%有关数据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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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序号 甲 乙 丙

合金质量2%S )// ,3/ ./2

气体体积2%4 )3* ,,0 ,,0

!+"盐酸的物质的量浓度为 %&I24%在表中可作为计算依据的是

!填实验序号%符合要求的全部写出"&
!)"据 !填实验序号"中的数据%可计算出此镁V铝合金中镁与铝的物质的量之

比为 &
!,"在丙实验之后%向容器中加入一定量的 +>**%&I24的 GJDH溶液能使合金中的铝

粉恰好完全溶解%再过滤出不溶性固体%请填下表@

滤液中的溶质 GJAI GJLID)

对应溶质的物质的量2%&I

加入 GJDH溶液的体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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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期末综合练习!一"

一(选择题 !每小题均有一个正确答案"
5>下列气体中%用于填充气球时既安全(密度又小的气体是! "&
!L"氢气 !M"氦气 !A"甲烷 !N"氖气

6>某 元 素 W的 阴 离 子 WZ 的 核 外 有 ,个 电 子%W的 质 量 数 为 -%则 W的 中 子 数 为

! "&
!L"-Z,C+ !M"-Z,Z+ !A"-C,C+ !N"-C,Z+
7>下列化合物中%阳离子与阴离子半径之比最大的是! "&
!L"AJ=) !M"G= !A"GJAI !N"GJM?
8>下列液体不必存放在棕色瓶内的是! "&
!L"浓硫酸 !M"浓硝酸 !A"浓溴水 !N"双氧水

9>/>04某气体的质量为 +0S%则该气体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
!L"+0 !M"0>. !A"0. !N"无法确定

w>下列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相同时%阴离子浓度最大的是! "&
!L"GJ)OD. !M"GH.AI !A"GAI !N"GJ)AD,

~>在 +*%4*>+%&I24硫酸溶液中逐滴滴加 *>)%&I24氨水%当溶液呈中性时%溶液中

1!GHC
."与 1!OD)Z

. "的浓度比为! "&
!L"+g+ !M")g+ !A"p)g+ !N"o)g+
">LC)M!SUV" )A!S"的反应%达到平衡后%压强增大%M的物质的量减小%则! "&
!L"正反应速率变小 !M"L一定是固体

!A"L一定是气体 !N"不能确定 L的状态

+>两种气态烃组成的混合气体 *>+%&I%完全燃烧时%得到 *>+0%&IAD)和 ,>0SH)D%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L"一定有甲烷 !M"一定有乙烯

!A"一定有乙烷 !N"一定有乙炔

56>形成酸雨的主要原因是! "&
!L"农业上大量使用化肥 !M"大量燃烧含硫燃料

!A"大气的臭氧层遭到破坏 !N"森林资源严重破坏

55>将 +>2)SAB投入 +**%4+%&I24稀 HGD,中%被还原的硝酸与未被还原的硝酸的

物质的量比是! "&
!L",g3 !M"+g, !A"+g. !N"+g/
56>下列各组元素%按非金属性逐渐增强的顺序排列的是! "&
!L"AI(M?(’ !M"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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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AI !N"A(G(R
57>下列分子中%呈正四面体形状的是! "&
!L"GH, !M"AH)AI) !A"A)H. !N"AAI.
58>下列气体通入水中%溶液中含有 ,种离子的是! "&
!L"氟气 !M"氯气 !A"二氧化碳 !N"硫化氢

59>QHm,的硫酸和 QHm+)的氢氧化钠溶液混合%若使混合后溶液的 QHm1%则硫酸

溶液与氢氧化钠溶液的体积比应为! "&
!L")*g+ !M"+*g+ !A"+g)* !N"+g+*
5w>若 要 除 去 AD) 气 体 中 混 有 的 HAI(OD) 和 水 蒸 气%应 选 用 的 吸 收 剂 和 干 燥 剂 是

! "&
!L"GJ)AD,和浓 H)OD. !M"GJHAD,和碱石灰

!A"GJHAD,和浓 H)OD. !N"GJHOD,和无水 AJAI)
5~>乙烷在催化剂作用下会分解为乙烯和氢气&将乙烷部分分解后的混合气体 /4在足

量的氧气中燃烧%得到 34AD)!气体体积均在同温同压下测定"%则该乙烷发生分解时的分

解百分率为! "&
!L")*} !M")/} !A",*} !N",,>,}
5">将 C%&IA)H)和 :%&IH)在密闭容器中反应%达到平衡时%生成 v%&IA)H.&将平

衡混合气体完全燃烧生成 AD)和 H)D%所需 D)的物质的量是! "&
!L"!,CC:"%&I !M"!/C2)C:2)Z,v"%&I
!A"!,CC:C)v"%&I !N"!/C2)C:2)"%&I
5+>下列各物质中%不能通过化合反应得到的是! "&
!L"=0AI) !M"ABO !A"=0!DH", !N"GD
66>下列各组离子%在溶液中因发生氧化还原反应而不能大量共存的是! "&
!L"LSC(GDZ

,(DHZ(’Z !M"O)Z(GJC(AIZ(HC

!A"=0)C(=0,C(GD)Z
, (AD)Z

, !N"=0)C(AIZ(HC(GDZ
,

65>下列各组混合物%总质量一定时%不论它们以何种比例混合%完全燃烧时%生成 AD)

的质量是一个定值的是! "&
!L"甲烷和乙烷 !M"乙烯和丙烯

!A"乙烯和乙炔 !N"乙醇和甲醇

66>某含一种杂质的 ABAI)粉末 +,>/S与足量的 LSGD,溶液反应后%生成沉淀 )2S%则

这种杂质可能是! "&
!L"GAI !M"AJAI) !A" F̂AI) !N"!SAI)e0H)D
67>X(T(\(](̂ 均为氯的含氧化合物%我们不了解它们的化学式%但知道它们在一定

条件下具有如下的转化关系!未配平"@‘ EX TCGJAI%a TCH)D E
电解

\CH)%b ]C
EGJDH XCTCH)D%N Ĉ EGJDH TC\CH)D

这五种化合物中%氯元素的化合价由低到高的顺序为! "&
!L"T(X(̂(](\ !M"X(](T(̂(\
!A"X(](̂(T(\ !N" (̂\(X(](T
68>一定量的乙醇在氧气中不完全燃烧%生成 AD(AD)和 H)D的总质量为 )1>0S%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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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H)D的质量为 +*>3S%则 AD的质量为! "&
!L"+>.S !M")>)S !A".>.S !N"3>.S
69>有一 GJ)O(GJ)OD,和 GJ)OD.组成的混合物%已知混合物中氧的质量分数为 ))}%

则硫的质量分数为! "&
!L"+0} !M",)} !A".3} !N"13}
二(填空题

6w>配平下列氧化还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FD)C GAID, EC G!FD.C GAIC H)D

其中氧化剂是 %转移电子数目为 &
6~>若用 W表示某第*L族元素%其气态氢化物的分子式为 %若其最高价氧化物

中含氧为 0*}%则 W的相对原子质量为 &
6">L是一种具有特殊香味的液体%1/}的 L的水溶液常用于医用消毒’N是一种常见

的塑料%它们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M
CAH,ADDH%浓 H)OD.

$
!F"

L
浓 H)OD.

E
!F"

A E
一定条件

N

M?)
>

水

H
写出@
!+"结构简式@N %H &
!)"反应类型@LEM %AEH &
!,"化学方程式@LEM &
6+>有盐酸(硫酸和醋酸三种溶液%浓度都是 *>+%&I24%体积为 +*%4%分装于甲(乙(丙

三个试管中&
!+"三个试管中溶液的 QH值由大到小的顺序是 &
!)"使三种溶液恰好完全中和%试管中耗用 GJDH的量从多到少的是 &
!,"若各加入相同物质的量的 GJDH%甲呈中性%则 试管中的 QH值大于 1&
76>物质 L(M含有相同的一种元素%它们都是黄色固体&

L E

E
氧化

N E
盐酸

H
GOAG

E
溶液

E

呈红色

A E
氧化

=
H)

E
D

X
AB

E
F

A E
GJDH

HM
氧化

写出@
!+"L氧化生成 ACN的化学方程式为

!)"X的浓溶液与 AB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H与 GOAG作用的离子方程式

!."H溶液呈 性%原因是!用离子方程式表示"
!/"H的某种结晶水合物晶体经加热至水分全部蒸发后%固体质量减少一半%则该晶体

的化学式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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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Z [
b 4 h >

a > 4 h 4
‘ > > > 4 4

三(实验题

75>已知编号为‘<[的 0种未知液%它们分别是 GJHAD,(
MJ!GD,")(AJ!HAD,")(HGD,(GJ)AD,和 AJ!DH")中的一种%现

进 行部分的相互反应%其实验现象见右表!表中PhQ表示生成气

体%P>Q表示生成沉淀%P4Q表示无明显现象"&
试根据表中现象%写出‘<[的化学式@
‘ %a %b %N %Z %

[ &
76>某混合气体可能含有 H)D!S"(HAI(H)(AD(AD)%为了检验混合气体 中 是 否 存 在

H)和 AD%实验设计如下@

试根据实验原理及现象回答@
!+"将混合气体依次通过 )(I(Y(d(h装置%其中 )装置可用来吸收 气体&I装

置用来吸收 &
!)"d装置中的无水 ABOD.变蓝%结论是 &H装置中的澄清石灰水不变浑浊%

结论是 &
!,"如果把混合气体直接通过 I(Y(d(h装置%h装置中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则混合气

体中的 AD !填一定%可能或一定不"存在%理由是 &
四(计算题

77>燃烧 *>+/%&I某有机物%得到 +*>*34!标准状况"AD)和 +*>3SH)D%无其他产物%
该有机物蒸气在标准状况下的密度是 )>03S24&

!+"该有机物的分子式是 &
!)"若该有机物能发生酯化反应%它的结构简式为 或 &
78>由 LIAI,(!SAI)(HAI组成的混合溶液 +>*4%其中含 LIAI,+>*%&I%!SAI)*>+*%&I%

HAI*>+*%&I&
!+"已知溶液中 1!!S)C"与溶液的 QH值的关系为@

IS1!!S)C"m+1Z)QH
向混合溶液中加入 GJDH至溶液 QHm2%溶液中是否有 !S!DH")沉淀出现?
!)"向混合溶液中加入 GJDH后%溶液中 1!LIDZ

)"随 QH而变化如下@

QH 0 1 3 2 +* ++

1!LIDZ
)"2!%&I24" +*Z/ +*Z. +*Z, +*Z)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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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数据可知%溶液中 1!LIDZ
)"和 QH的关系式可表示为@

&
!,"向 混 合 液 中 加 GJDH至 溶 液 QHm+*%需 GJDH多 少 克?!以 上 计 算%均 忽 略 加

GJDH后溶液的体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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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期末综合练习!二"

一(选择题 !每小题均有一个正确答案"
5>下列气体中%有毒(且不能在空气中燃烧的是! "&
!L"H) !M"AD !A"OD) !N"AH.

6>下列各组气体中%在常温下可以共存的是! "&
!L"H)和 =) !M"GH,和 HAI !A"OD)和 H)O !N"H)和 D)

7>氯化钙溶液中含有少量氯化铁杂质%为除去该杂质%应选用的物质是! "&
!L"GJ)AD, !M"AJAD, !A"GJDH !N"GOAG
8>下列性质中%HC比 GC强的性质是! "&
‘ 可燃性 a 还原性 b 金属性 N 氧化性 Z 酸性

!L"‘和a !M"‘和N !A"a和b !N"N和Z
9>下列各组微粒%按半径递增顺序排列%且微粒电子数相同的是! "&
!L"OW(LI !M"GJC(=Z !A"O)Z(GC !N"!S)C(AIZ

w>下列各物质的熔点依次升高的是! "&
!L"AD)(H)D(’) !M"G(Wz(A_ !A"LI(!S(GJ !N"OWD)(GJAI(’)
~>下列物质中%不与溴水反应的是! "&
!L"MJ!DH")溶液 !M"G’溶液

!A"盐酸 !N"GJ)OD,溶液

">表示下列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中%正确的是! "&
!L"实验室用碳酸钙制 AD)气体@AD)Z

, C)H EC AD)hCH)D
!M"MJ!DH")溶液中加入盐酸@HCCDH EZ H)D
!A"=0AI,溶液中加入氨水@=0,CC,DH EZ =0!DH",>

!N"AI)通入到水中@AI)CH) UVD )HCCAIZCAIDZ

+>分别由下列四组物质制取气体@‘ 浓盐酸和二氧化锰%a 氯酸钾和二氧化锰%b 锌

粒和稀硫酸%N 大理石和盐酸&所产生的气体%在相同条件下的密度由小到大的排列顺序为

! "&
!L"‘abN !M"Nba‘ !A"ab‘N !N"baN‘
56>.*%4*>/%&I24GJDH溶液与 )*%4+%&I24AH,ADDH溶液混合%在所得的溶液

中%下列关系成立的是! "&
!L"1!AH,ADDZ"o1!GJC"o1!DHZ"o1!HC"

!M"1!AH,ADDZ"C1!DHZ"m1!GJC"C1!HC"

!A"1!DHZ"o1!GJC"o1!AH,ADDZ"o1!HC"

47~54



!N"1!GJC"o1!AH,ADDZ"o1!HC"o1!DHZ"
55>下列各组物质的性质比较中%不正确的是! "&
!L"热稳定性@H)DoH)OoRH,oL_H,

!M"氧化性@LSCoAB)CoHCo=0,C

!A"对应水化物的酸性@AD)pR)D/pOD,pAI)D1

!N"阳(阴离子的半径比@A_=oGJ=o4W=o4W’
56>在纯水中加入下列物质%能使水的电离程度减小的是! "&
!L"GJ= !M"HAI !A"LIAI, !N"GAI
57>氙和氟按一定比例混合%在一定条件下可直接反应%并达到如下平衡@\0!S"C)=)

!SUV" \0=.!S"C)+3uv%下列条件变化既能加大化学反应速率%又能使平衡向正反应方向

移动的是! "&
!L"升温 !M"降温 !A"加压 !N"减压

58>与 /*%4*>/%&I24!GH.")OD.溶液中的 1!GHC
."相同的是! "&

!L"+**%4+%&I24氨水 !M")**%4*>/%&I24GH.AI溶液

!A"/*%4*>/%&I24GH.L|溶液 !N")**%4+%&I24GH.GD,溶液

59>为使碳酸钠溶液中 1!GJC"与 1!AD)Z
, "之比更接近 )g+%可采取的措施是! "&

!L"滴入 GJDH溶液 !M"滴入 GDH溶液

!A"滴入 MJ!DH")溶液 !N"通入 AD)气体

5w>下列各组物质同时混合%最先出现浑浊的是! "&

组号 反应温度
GJ)O)D,溶液 H)OD.溶液 水

体积2%4 浓度2%&I24 体积2%4 浓度2%&I24 体积2%4

!L" +*XA +* *>+ +* *>+ *

!M" +*XA / *>+ / *>+ +*

!A" ,*XA / *>) / *>) +*

!N" ,*XA +* *>+ / *>+ /

5~>同 0S,H)中所含中子数相同的水!+H)
+0D"的质量是! "&

!L",S !M"0S !A"2S !N"+3S
5">在一定温度下%将 +%&IAD与 +%&IH)D!S"放在密闭容器中%发生如下反应@ADC

H)D!SUV" AD)CH)%达到平衡时%测得 AD)为 *>0%&I&若其他条件不变%再通入 .%&I水蒸

气%达到新的平衡后%AD)的物质的量! "&
!L"等于 *>0%&I !M"在 *>0<+%&I之间

!A"等于 +%&I !N"大于 +%&I
5+>+)*XA时%将乙烷与某气体组成的混合气体在足量的空气中完全燃烧后%恢复到反

应前的温度%发现气体的体积没有改变%则乙烷中不可能混入下列物质中的! "&
!L"乙烯 !M"乙炔 !A"一氧化碳 !N"氢气

66>实验测得某甲苯!A1H3"与甘油!A,H3D,"组成的混合物中%氧的质量分数为 ,)}%
则碳的质量分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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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 !M"2+>,} !A"03} !N"无法确定

65>在下列各组的溶液中通入 AD)后%能产生白色沉淀的是! "&
‘ AJAI)和 AJ!GD,")混合液 a GJLID)和 GJAI混合液

b AJ!HAD,")和 AJ!H)RD.")混合液 N AJAI)和 GH,eH)D混合液

!L"‘b !M"aN !A"‘N !N"‘a
66>新型灭火剂P+)++Q的化学式是 A=)AIM?%它的命名方法是@按碳(氟(氯(溴的顺序

分别以阿拉伯数字表示相应元素的原子数目%不含有的元素用P*Q表示%但末尾的P*Q可以略

去&按此原则%对下列几种新型灭火剂的命名%不正确的是! "&
!L"A=,M?的代号是P+,*+Q !M"A=)M?)的代号是P+))Q
!A"A)=.AI)的代号是P).)Q !N"AAI)M?)的代号是P+*))Q
67>在下列四个化学反应中%其中一个与另外三个化学反应有本质区别的是! "&
!L")=)C)H) ED .H=CD) !M")GJ)D)C)H) ED .GJDHCD)h
!A",GD)CH) ED )HGD,CGD !N"AI)CH) ED HAICHAID
68>将 />+S镁铝合金投入到 /**%4)%&I24盐酸中%金属完全溶解后%再加入 .%&I24

的 GJDH溶液%当生成沉淀的量最多时%加入该 GJDH溶液的体积是! "&
!L")**%4 !M")/*%4 !A".**%4 !N"/0*%4
69>一定量的乙醇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燃烧%得到 AD(AD)和 H)D的总质量为 )1>0S%

若其中水的质量为 +*>3S%则反应掉 D)的质量为! "&
!L"3S !M"+0S !A"+3>.S !N",)S
二(填空题

6w>配平下列化学方程式%并填写有关的空白@
A?D)Z

. C ’ZC H EC A?,CC ’)C H)D
其中%被还原的元素是 %电子转移数目是 &
6~>漂粉精溶于水中%得到的水溶液具有漂白(杀菌作用%有关的化学方程式是

’加入酸%溶液的漂白作用增强%原因是!从平衡移动的观点解释"
&

6">某有机物蒸气完全燃烧后只生成 AD)和 H)D%反应消耗的 D)和生成的 AD)均为

有机物蒸气体积的两倍!同温同压下"%则该有机物的分子式是 %可能的结构简

式是 &
6+>!+"物质的量浓度相同的盐酸和醋酸%QH值较小的是 &
!)"QH值相同的盐酸和醋酸%物质的量浓度较小的是 &
!,"QH值相同的盐酸和醋酸%加水稀释同样倍数%QH值变化较小的是 &
!."物质的量浓度相同的盐酸和醋酸%与锌反应%开始时反应较快的是

&
76>在托盘天平两盘上各放一杯浓度和体积均相同的稀硫酸%调节天平平衡后%在一杯

内放入 3S=0%另一杯内放入 3S F̂%使其充分反应后%在下列情况下%天平是否平衡@
!+"两边金属完全溶解@ &
!)"两边金属都有剩余@ &
!,"若一杯中有金属剩余%则剩余的金属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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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题

75>有 四 瓶 贴 有 标 签 的 L(M(A(N溶 液%只 知 道 它 们 分 别 是 G)AD,(G)OD.(H)OD. 和

MJ!GD,")中的某一种&在不用其他试剂的情况下%对这些溶液进行鉴别实验%有明显的实验

现象如下@

L

N

!+" E

混合
E

溶液

气体

M

A

!)" E

混合
E

溶液

沉淀

M

N

!," E

混合
E

沉淀

溶液

L

M

!." E

混合
E

溶液

沉淀

E

混合
E

溶液

气体

则它们分别是@L %M %A %N &
76>+%)V二溴乙烷可作汽油抗爆剂的添加剂%常温下它是无色液体%密度 )>+3S2|%,%沸

点 +,+>.XA%熔点 2>12XA%不溶于水%易溶于醇(醚(丙酮等有机溶剂&在实验室中可以用下

图所示装置制备 +%)V二溴乙烷&其中分液漏斗和烧瓶 )中装有乙醇和浓硫酸的混合液%试

管 d中装有液溴!表面覆盖少量水"&

填写下列空白@
!+"写出本题中制备 +%)V二溴乙烷的两个化学方程式&

!)"安全瓶 I可以防止倒吸%并可以检查实验进行时试管 d是否发生堵塞&请写出发

生堵塞时瓶 I中的现象&
!,"容器 Y中 GJDH溶液的作用是 &
!."某学生在做此实验时%使用一定量的液溴%当溴全部褪色时%所消耗乙醇和浓硫酸

混合液的量比正常情况下超过许多&如果装置的气密性没有问题%试分析其可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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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题

77>在标准状况下%一种气态炔烃 +>+)4的质量为 )>1S&
!+"该烃的分子式是 %可能的结构简式是!写一种" &
!)"与该炔烃互为同分异构体的另一类链烃的结构简式是!写一种" &
78>物质的量各为 C%&I的钾(锌(铝三种金属分别与 :%&I24的稀硫酸 ,4反应%若置

换出氢气的体积出现下列四种情况@
‘ AG!H)"oALI!H)"oÂF!H)" a AG!H)"mALI!H)"mÂF!H)"
b ÂF!H)"mALI!H)"oAG!H)" N ALI!H)"oÂF!H)"oAG!H)"
将各种情况所需金属的物质的量 C的范围填入下表@

出现情况 ‘ a b N

物质的量!C"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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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期末综合练习!三"

一(选择题 !每小题均有一个正确答案"
5>下列元素在自然界中能以游离态形式存在的是! "&
!L"GJ !M"AI !A"O !N"LI
6>下列方法中%能用于区别溶液和胶体的是! "&
!L"过滤 !M"丁达尔现象 !A"加电解质溶液 !N"萃取

7>下列物质中%不与溴水反应%但与氢气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加成的是! "&
!L"丙烷 !M"乙炔 !A"苯 !N"乙醇

8>下列溶液中%*>+%&I24时 QH值约为 /的是! "&
!L"H)OD. !M"GH.AI !A"GJGD, !N"AH,ADDGJ
9>在光照下能释放出电子而用于制光电管的物质是! "&
!L"xL族化合物 !M"+L族化合物 !A"xL族单质 !N"卤化银

w>在溴水中滴入少量苯%振荡后看到的现象是! "&
!L"溶液分层%上层显红棕色 !M"溶液分层%上下层均无色

!A"溶液分层%下层显红棕色 !N"溶液不分层%呈红棕色

~>下列离子方程式中%正确的是! "&
!L"碳酸钙溶于稀盐酸@)HCCAD)Z E, AD)hCH)D

!M"铝与稀盐酸反应@LIC)H EC LI,CCH)h

!A"醋酸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HCCDH EZ H)D

!N"硫化氢通入硫酸铜溶液@H)OCAB E)C ABO>C)HC

">将硫酸铜晶体溶于水%配制成溶液后%会出现浑浊现象%这是因为硫酸铜! "&
!L"被空气中的 D)氧化 !M"跟 AD)反应

!A"被空气中的 H)O还原 !N"跟水反应

+>J元素的阳离子(z元素的阴离子和 |元素的阴离子的电子层结构相同%z元素的阴

离子的还原性比 |元素的阴离子强%这三种元素的原子序数的大小顺序是! "&
!L"Jpzp| !M"Jozo| !A"Jo|oz !N"zpJp|
56>下列物质中%既能跟强酸反应%又能跟强碱反应%且反应时均有气体产生的化合物

是! "&
!L"铝 !M"磷酸铵 !A"亚硫酸铵 !N"硫酸氢铵

55>在氢氧化钾溶液里%要使每 (个水分子中含有 *个钾离子%则需向 +3S水中加入氢

氧化钾! "&
!L"*2(S !M"*2/0(S !A"/0*2(S !N"/0(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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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实验室用铜跟稀硝酸反应制 GD气体%若在反应中有 +)>0S硝酸被还原%则下列结

论不正确的是! "&
!L"有 .>3*S铜被氧化

!M"电子转移个数为 ,>0+)f+*),

!A"生成 .>.34GD气体!标准状况"
!N"生成 *>,%&IAB!GD,")

57>\(]都是短周期元素%两者能组成化合物 \)],%已知 \的原子序数为 :%则 ]的原

子序数不可能为! "&
!L":C++ !M":Z0 !A":C, !N":Z/
58>已知 W)Z 离子的核内有 (个中子%W的质量数为 ‘%则 CSW)Z 离子里含有电子的

物质的量是! "&

!L"C!‘Z("
‘ %&I !M"!‘Z(C)"

C‘ %&I

!A"C!‘Z(Z)"
‘ %&I !N"C!‘Z(C)"

‘ %&I

59>某溶液的 QHm/%且含有大量 MJ)C和 =0)C%则溶液中的阴离子可能是! "&

!L"HADZ
, !M"RD,Z

. !A"GDZ
, !N"OD)Z

.

5w>实验室保存药品时%下列方法中正确的是! "&
!L"汽油保存在带橡皮塞的玻璃瓶中

!M"金属钠保存在冷水中

!A"烧碱保存在玻璃塞的细口瓶中

!N"溴水保存在盛有少量水的棕色瓶中

5~>下列各组溶液中%不用其他试剂就能一一鉴别出来的是! "&
!L"GJ)OD.(GJAI(LI)!OD.",(!SAI) !M"MJAI)(GJ)OD.(GAI(!S!GD,")

!A"=0AI,(GDH(GJ)AD,(HAI !N"GJ)AD,(GJ)OD.(MJAI)(MJ!GD,")

5">某学生进行下列四次实验@‘ 将 +%&I钠放入 +**S水中%a 将 *>/%&I氧化钠放入

+**S水中%b 将 +%&I氢氧化钠放入 +**S水中%N 将 *>/%&I过氧化钠放入 +**S水中&所

得溶液的浓度比较%正确的是! "&
!L"amN !M"‘pa !A"bo‘ !N"Npb

5+>元素 \与 ]组成 L(M两种化合物%L中 \的质量占+.
+1%M

中 \的质量占 1
3%则化

合物 L和 M的分子式分别为! "&
!L"\]与 \]) !M"\)]与 \)]) !A"\])与 \)] !N"\],与 \)].

66>已知丙烷的一氯代物有两种%二氯代物有四种%推测丙烷的六氯代物有! "&
!L")种 !M".种 !A"0种 !N"+)种

65>卤代烃可以跟金属钠反应%生成碳链较长的烷烃%如@W4\C)GJC\4W Eo W4
WoC)GJ\!W(Wo代表烃基"%现有碘乙烷和溴丙烷的混合物与金属钠反应后%不可能生成的

烃是! "&
!L"丙烷 !M"丁烷 !A"戊烷 !N"己烷

66>某单质跟一定浓度的硝酸反应%假定只产生单一的还原产物%当参加反应的单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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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还原的硝酸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g+时%还原产物可能是! "&
!L"G) !M"GD) !A"GD !N"G)D
67>一种一元强酸 HL溶液中加入一种碱 !DH反应后%溶液呈中性%下列判断正确的

是! "&
!L"加入的碱过量

!M"混合前酸与碱中溶质的物质的量相等

!A"生成的盐不发生水解

!N"反应后溶液中 LZ(!C物质的量浓度相等

68>有一块铁V铝合金%溶于足量盐酸中%再用过量的 GJDH溶液处理%将产生的沉淀过

滤(洗涤(干燥(灼烧%完全变成红色粉末%经称量红色粉末与原合金质量恰好相等%则合金中

铝的含量为! "&
!L",*} !M"./} !A"/*} !N"1*}
69>向 G’溶液中加入 LSGD,溶液%直到恰好完全反应为止%结果反应后溶液的质量恰

好等于反应前原 G’溶液的质量%则加入 LSGD,溶液的质量百分比浓度为! "&
!L"1)>,} !M"/*>*} !A".3>,} !N",1>1}
二(填空题

6w>配平下列氧化还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GH,C EABD G)C AB)DC H)D

其中还原剂是 %被还原的元素是 &
6~>QH值均为 ,的硫酸(醋酸(氢碘酸三种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为

’与足量的锌反应%产生 H)的量由多到少的顺序是 &
6">L(M是空气中的主要成分%L的含量高于 M%在一定条件下可发生下列变化@

L

M

放电
E

化合
A E

氧化
N

E
加水

E

A

H
加 L

E
的氢化物

=

!+"写出 L(M合成 A的化学方程式@
!)"写出 HE=的离子方程式@
!,"若用氨催化还原法使 A转化为 L和水%每还原 +%&IA需 %&I氨&
6+>L(M(A(N是原子序数依次增大的位于短周期主族元素&L在化合物中只显负价%

L和 M只能形成一种化合物&M的原子半径在短周期中是半径最大的主族元素%A与 M在同

一周期%A的单质具有良好的导电(导热性%它能与强碱溶液反应放出氢气%N元素的最高正

价和最低负价的代数和为 0%写出@
!+"L和 M形成的化合物的电子式 %N的最高价氧化物的水化物的名称

&
!)"A的氢氧化物的电离方程式 %A的氢氧化物与 M的氧化物的水

化物反应的离子方程式是

76>某饱和一元脂肪醇完全燃烧后得到二氧化碳和水的质量比为 ,,g+3%该一元饱和

醇的分子式是 %可能的结构有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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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甲 乙 丙

!+" 甲烷!乙烯"

!)" 乙醇!/}的水"

!," 溴苯!单质溴"

三(实验题

75>右表甲栏内是要提纯的物质%括号内是混有

的杂质%请在下列试剂组中选出最适宜的试剂%在实验

操作组中选出适宜的方法%将其编号分别填入表中乙(
丙栏内

试 剂 组@‘ 溴 水 a GJDH溶 液 b 水 N
新制 AJD Z 饱和 GJ)AD,溶液 [ 浓硫酸

实验操作组@!J"过滤 !z"分液 !|"渗析 !R"重结晶 !0"洗气 !b"蒸馏

76>实验室选用下图所列仪器(装置制取气体或进行性质实验@

!+"制氯化氢选用的试剂是 %最合适的发生装置是 &
!)"用铵盐与熟石灰反应制备干燥的氨气%选用的装置是 &
!,"将上述两种气体同时通入一集气瓶中%能观察到的现象 !白烟(白雾"&
!."证明氨极易溶于水的实验装置%可选用的是 %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是

&
四(计算题

77>GJAI(GJ)AD,(GJHAD,的固体混合物 .>+,S!其中含 GJAI+>+1S"与 +>/%&I24的

盐 酸 +**%4充分反应后!假设溶液体积不变%反应产生的气体全部逸出"%测得溶液的 QH
值为 *%求@

!+"混合物中%GJHAD,(GJ)AD,的质量分别为多少克?
!)"反应后的溶液中加足量的 LSGD,溶液%可生成多少克沉淀?
78>接触法制硫酸%最后的产品是 23}硫酸或 )*}发烟硫酸!H)OD.和 OD,的混合物%

其中 OD,的质量分数为 )*}"
!+"若 23}硫酸可表示为 OD,e,H)D%)*}发烟硫酸可表示为 H)De-OD,%则 ,(-的

值!,(-可用分数表示"分别是@,m %-m &
!)"用 C!H)D"m,e:!OD,"

e
分

e
别表示 OD,转化成上述两种硫酸时%所用水的质量与

OD,的物质的量的关系式!即求 ,"分别是@
23}的硫酸时@C+!H)D"m :+!OD,"
)*}发烟硫酸时@C)!H)D"m :)!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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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工厂同时生产上述两种硫酸%则两种产品的质量比 (!(m_+2_)&_+为 23}硫酸

的质量%_)为 )*}发烟硫酸的质量"%与 OD,用量之比的关系式是@
:+!OD,"
:)!OD,"m (&

!."实 际 生 产 时%OD, 的 总 物 质 的 量 一 定%(随 市 场 需 求 而 变 化%则 用 水 总 量 kC总

!H)D"l与 (%:总!OD,"的关系式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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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期末综合练习!四"

一(选择题 !每小题均有一个正确答案"
5>常温下%可用铁制容器盛装的溶液是! "&
!L"浓盐酸 !M"硫酸铜溶液 !A"稀硝酸 !N"浓硫酸

6>下列物质长期置于空气中易变质%但不属于氧化还原反应的是! "&
!L"亚硫酸 !M"绿矾 !A"消石灰 !N"钠

7>下列气体中%既可以用浓硫酸干燥%又可以用碱石灰干燥的是! "&
!L"AD) !M"GH, !A"AH. !N"OD)

8>二氟二氯甲烷!A=)AI)"俗称氟里昂%它分解出的 AI原子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它的

可能结构有! "&
!L"+种 !M")种 !A",种 !N".种

9>下列各种物质完全燃烧%生成 AD)和 H)D的物质的量比为 )g+的是! "&
!L"甲烷 !M"乙炔 !A"乙烯 !N"乙烷

w>下列溶液中%氢氧化镁最容易溶解的是! "&
!L"硫酸铵 !M"氨水 !A"硫酸钾 !N"醋酸钾

~>下列物质的熔点与沸点的比较中%不正确的是! "&
!L"沸点@H)DpH)O !M"熔点@M?)p’)
!A"熔点@GJoG !N"熔点@金刚石o晶体硅

">可用于洗涤炊具上油污的盐是! "&
!L"烧碱 !M"纯碱 !A"明矾 !N"芒硝

+>按微粒半径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
!L"GJ(!S(LI !M"GJC(!S)C(LI,C

!A"AIZ(AI(M? !N"GC(AIZ(O)Z

56>某酸溶液的 QHm,%则该酸的物质的量浓度为! "&
!L"一定不小于 *>**+%&I24 !M"一定不大于 *>**+%&I24
!A"一定等于 *>**+%&I24 !N"以上三种情况均有可能

55>在 标 准 状 况 下%某 气 态 有 机 物 .4%其 质 量 为 +)>/S%则 该 有 机 物 最 简 式 可 能 为

! "&
!L"AH) !M"AH, !A"AH)D !N"AH
56>足量的铝与下列溶液反应时%产生氢气最多的是! "&
!L")*%4+%&I24GJDH溶液 !M",*%4+%&I24HAI溶液

!A")*%4+%&I24H)OD.溶液 !N"3*%4+%&I24HGD,溶液

57>等质量的下列物质完全燃烧时%消耗氧气最多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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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甲烷 !M"乙烯 !A"乙炔 !N"乙烷

58>现有 )*%4含 *>)%&I24L_D,Z
, 的溶液%恰好将 +>0f+*Z,%&I的 !FDZ

. 离 子 还

原%反应后溶液中含有 L_D,Z
. 离子%该时锰的价态是! "&

!L"C)价 !M"C,价 !A"C.价 !N"C0价

59>将括号内的气体通入对应的溶液!或水"中%气体只作氧化剂%反应后得到一种澄清

溶液的是! "&
!L"GJDH溶液!OD)" !M"H)D!GD)"
!A"H)O溶液!OD)" !N"=0AI)溶液!AI)"
5w>根据下列四种单质性质叙述%判断氧化性最强的单质是! "&
!L"该单质常用于自来水的消毒

!M"该单质常用作焊接金属时的保护气

!A"组成该单质的原子%其 ! 层上有 0个电子

!N"该单质通入水中%放出氧气并得到一种弱酸溶液

5~>下列元素最高氧化物水化物在相同物质的量浓度时%QH值最小的是! "&
!L"镁 !M"硫 !A"氯 !N"钾

5">可逆反应 CL!SUV" :M!S"CvA!S"C[%达到平衡时%L在混合气体中所占体积

分数与温度(压强之间的关系如表所示@

L的体积分数

压强

温度

.**XA /**XA +***XA

)f+*1RJ ,3>)} +2>+} 2>+}

,f+*1RJ .1>*} )0>.} +,>3}

从表中数据可得到的结论是! "&
!L"[p* Co:C- !M"[p* Cp:C-
!A"[o* Co:C- !N"[o* Cp:C-
5+>现有仪器@‘ 量筒%a 容量瓶%b 烧瓶%N 胶头滴管%Z 烧杯%[ 玻璃棒%选择上

述部分仪器%用已准确称量的氯化钠固体%配制 /**%4*>+**%&I24GJAI溶液%需要用到的

仪器是! "&
!L"aNZ[ !M"abN[
!A"‘NZ[ !N"‘bN[
66>硫酸亚铁溶液放置在空气中颜色变黄%并逐渐加深且浑浊%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0OD.CD)CH) ED =0!DH",>C=0)!OD.",!未配平"%在反应中%每消耗 +%&ID)%转移

电子的物质的量为! "&
!L"+%&I !M")%&I !A".%&I !N"3%&I
65>下列事实中%能用勒沙特列原理解释的是! "&
!L"硫化氢水溶液中加入可溶性碱%O)Z浓度增大

!M"合成氨工业采用合适催化剂可提高产量

!A"镁与水反应时%加热能使产生气泡速率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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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硫在氧气中燃烧比在空气中燃烧更剧烈

66>将 +,S金属混合粉末投入足量盐酸中%产生 ++>)4H)!标准状况"%此金属混合物可

能的组成是! "&
!L"!S和 LI !M" F̂和 =0 !A"=0和 AJ !N"!S和 =0
67>乙酸与乙酸乙酯的混合物含碳的质量分数为 .3}%则含氧的质量分数为! "&
!L"..} !M"/)} !A"/.} !N"无法确定

68>把 +4含乙烯和氢气的混合气体通过催化剂使之发生加成反应%完全反应后气体体

积变为 *4!气体体积均在同温同压下测定"%若乙烯在 +4混合气体中的体积分数为 (}%则

(和 *的关系一定不正确的是! "&
!L"*m+e(} !M"*m+Z+e(}
!A"*m+e(}m*>/ !N"*m+Z+e(}p*>/
69>+,>*S金属锌投入 /**%4+%&I24的硝酸溶液中%两者恰好完全反应%下列说法中%

不正确的是! "&
!L"硝酸中每个氮原子得到 3个电子

!M"硝酸的还原产物可能为一氧化二氮

!A"硝酸的还原产物可能为硝酸铵

!N"反应过程中硝酸共得到 *>.%&I电子

二(填空题

6w>元素 \和元素 ]的原子序数都小于 +3%它们的原子核外电子数之和为 )3%)%&I元

素 \的单质跟足量水完全反应%生成 +%&I氢气%则元素 \在周期表中位于第 周期

族%用电子式表示 \与 ]形成化合物的过程为@
6~>反应 ,AB)OC))HGD E, 0AB!GD,")C,H)OD.C+*GDhC3H)D中%氧化产物为

%+%&I还原剂共失去 %&I电子&
6">试管中盛有 L盐的水溶液%已知 L盐中含有自然界里金属元素含量最多的元素%

取少量上述溶液进行焰色反应%火焰呈浅紫色&若在 L盐水溶液中逐滴加入稀硫酸生成白

色沉淀%继而沉淀消失成为无色溶液%则 L盐的化学式是 %加酸过程中发生反应的离

子方程式为@!+" %!)"
6+>已知氨结合 HC和 LSC的能力%前者显著强于后者&要使kLS!GH,")lC转化为自由

的 LSC%其有效试剂是 %实现这一转变的离子方程式是@

76>GD分子因污染空气而臭名昭著&近年来%发现少量的 GD在生物体内许多组织中

存在%它有扩张血管(免疫(增强记忆的功能%而成为当前生命科学的研究热点%GD也被称

为P明星分子Q&
!+"铁与稀硝酸反应时%若还原产物全部为 GD%写出过量铁与稀硝酸反应的离子方程

式@
!)"在含 ABC离子的酶的活化中心%亚硝酸根离子可转化为 GD%写出 ABC和亚硝酸根

离子在酸性水溶液中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在 常 温 下%把 GD气 体 压 缩 到 +>*+f+*1RJ%在 一 个 体 积 固 定 的 容 器 里 加 热 到

/*XA%发现气体的压强迅速下降%压强降至略小于原压强的 )2,时就不再改变&已知其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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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为 G)D%写出上述变化的主要化学方程式@ &最后气

体的总压强小于原压强的 )2,的原因是 &
三(实验题

75>在没有其他试剂的情况下鉴别硫酸(氯化钡(硫酸钠和碳酸钠四种溶液%如果每次

将它们各取少量两两混合%可得到如下结果@
!+"L溶液与其他三种溶液混合时%均产生白色沉淀%可知 L溶液是 溶液&
!)"M溶液与其他三种溶液混合时%有两次没有观察到现象%可知 M溶液是 溶

液&
!,"另两种试样 A和 N%如何鉴别它们?
76>+2世纪末期%英国科学家瑞利在对气体密度进行测定时%发现以不同来源的 G)进

行测定时%出现不能消除的微小误差%从而导致了稀有气体的发现&在实验中%瑞利利用了以

下实验系统!箭头表示气体流向"%通过的气体是经过净化处理的纯氧或空气&

!+"实验中要使 AB网始终保持红热%其中发生的化学反应可表示为

%)GH,C, EABD G)C,ABC,H)D&若在实验中观察到 AB网变黑%可采取的措施是

%在此反应过程中 AB网的作用是作 和指示剂’浓硫酸的作用是吸收

( &
!)"当通过的气体为纯氧时%测得气体的密度为 .+&在标准状况下 .+m S24!保留

小数点后三位数"&
!,"在空气的净化过程中%为除去可能混有的 H)O(AD)和 H)D蒸气%可将此空气先通

过 %当净化后的空气通过上述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测得最终密度 .)m+>)/0S24&
!."当空气直接通过灼热的铜网%测得气体的密度为 .,&试比较 .+(.)(.,的大小@

&
四(计算题

77>一种化肥含有硝酸铵和氯化铵&称取 )*S化肥跟足量的氢氧化钠溶液混合%加热后

生成的氨气占 0>1)4!标准状况下"%该化肥含氮量为 )3}&试通过计算%确定硝酸铵和氯化

铵的质量分数分别为多少?
78>滴定度是指每毫升标准溶液相当于被测物质的克数%通常用 /!‘+2‘)"表示&如

/!H)OD.2GJDH"m*>*.S2%4%表示每毫升某标准硫酸溶液恰好中和 *>*.SGJDH&
!+"若要使标准盐酸对 AJD的滴定度 /!HAI2AJD"m*>**/0S2%4%则该盐酸的物质

的量浓度是 %&I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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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盐酸对 GJDH的滴定度是 S2%4&
!,"若与 +S含杂质的 GJDH样品完全反应消耗上述盐酸 ,%4!杂质不与盐酸反应"%

则该样品的纯度是 &
!."欲使每毫升上述盐酸相当于 GJDH样品的纯度为 +}时%则应取样品的质量为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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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答 案

第八章 氮

第一单元 氮气(氨(铵盐(化学平衡和合成氨

同步精练一!氮气"

5>G(R(L_(Oz(MW / dL族 增大 减弱 6>G)
e
eGe

e
e

e
e
eGe

e llG G 7>氮气是无色无气味的气

体&化学性质稳定(难溶于水等& 8>用实验室制氯气的发生装置进行 GH.AI!JK"CGJGD)!JK"的反应%制

得氮气%用排水集气法收集后%将点燃的镁带伸入该集气瓶中%反应生成灰白色物质& 9>深度冷冻(致冷

剂(超导试验(麻醉等利用氮气的低沸点’保护气(食品保鲜等利用氮气的稳定性’合成氨利用氮气与氢气

的反应等&
同步精练二!氨(铵盐"

5>!+"A !)"A 6>氨水中存在氨在水中的溶解平衡%氨与水反应的化学平衡%一水合氨的电离平

衡 及水的电离平衡’存在的微粒是 GH,(H)D(GH,eH)D(GHC
.(DHZ(HC& 7>)GH,C,AI E) G)C0HAI

GH,C EHAI GH.AI 总的反应为@3GH,C,AI E) G)C0GH.AI 8> +
))>.%&I24 )+

同步精练三!氨(铵盐"

5>都 有 固 体 直 接 变 为 气 体 的 现 象&加 热 碘 是 发 生 升 华%是 物 理 变 化’加 热 氯 化 铵%发 生 化 学 反 应@

GH.AI E
F

GH,hCHAIh 6>!GH.")OD. MJ)CCOD)Z E. MJOD.> GHC
.CDHZ E

F
GH,hCH)D

GH.HOD. 7>铵态氮肥中的铵根离子与碱性物质中的氢氧根离子作用%逸出氨气%使肥效降低& 8>可以

用微热浓氨水或铵盐与碱反应制氨气’可以用硫酸溶液吸收氨气& GHC
.

DHZ

H
i jssC GH,

同步精练四!化学平衡与合成氨"

5>如炼铁(合成氨等化工生产要加大化学反应速率%又如饭菜变馊(橡胶老化等则要减小化学反应速

率& 6>!+"A !)"N !,"M 7>对比实验 ‘ 等体积 a 基本相同 b 相同 )号针筒内的气体颜

色较 +号针筒内的气体颜色深 增大压强%化学平衡向气体体积缩小的方向移动

同步精练五!化学平衡和合成氨"

5>!+"向正反应方向 向正反应方向 向逆反应方向 不 加大化学反应速率 缩短达到平衡所需

的时间 增大 向逆反应方向 !)"气 固态或液 增大 增大 吸 6>把游离态的氮转化为化合态的

氮 找到一种优良的催化剂 7>!+"M(N !)"M 8>A 加大化学反应速率%利用反应放出的能量来加

热原料气%降低能耗

分层练习一

一(5>M 6>A 7>L 8>L 9>M w>N ~>A ">A +>N 56>A

二(55>Oz(MW L_ W)D/ GH, He
e G

ee

ee

H
e
eH 56>*>10S24 向下排空气 水在试管 中 慢 慢 上 升

易溶于水

三(57>该同学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由于两次实验的温度可能不同%盐酸的浓度也在第二天有了变

化%产生浑浊的标准也会有差异等%没有控制好条件%对比的结果是不可靠的&
四(58>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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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练习二

一(5>M(N 6>L(N 7>N 8>L(A 9>A(N w>L(A ~>M ">N +>N
56>M(A

二(55>硝酸是强酸 氮气分子中的化学键键能大 破开氮气分子中化学键&

56>!+".GH,C/D)

催化剂
E

F
.GDC0H)D !)"GH,C EHAI GH.AI !,",ABDC)GH, E

F
G)C

,ABC,H)D
三(57>由于生石灰与水反应@AJDCH) ED AJ!DH")%使氨水浓缩而放出氨

气%生 石 灰 与 水 反 应 放 出 热 量%使 氨 水 中 的 氨 气 挥 发%生 成 的 氢 氧 化 钙 是 强 碱@

AJ!DH" E) AJ)CC)DHZ%电 离 出 的 DHZ 离 子 使 氨 水 中 的 平 衡@GH,CH) UVD

GH,eH) UVD GHC
.CDHZ逆向移动%而放出氨气& 装置见右图&

58>增大压强%可加大反应速率%并使平衡正向移动%提高产量&但实际生产中%
生产条件(设备受到限制%不可能无限增大压强%故只能允许较高的压强’催化剂可加

大反应速率’较高温度%使催化剂活性大%化学反应速率大%促使平衡逆向移动%可以

采用原料气循环使用等方法克服平衡逆向移动对生产的不利&
四(59>!+",g) !)"GH.HAD,和!GH.")AD,的混合物

第二单元 氮的氧化物(硝酸(气体的实验室制法(未知液的鉴别

同步精练六!氮的氧化物(硝酸"

5>G)D(GD(G)D,(GD)(G)D.(G)D/ G)D/ G)D, 6>!+"N !)"A !,"N 7>G)CD) E
雷电

)GD%

)GDCD E) )GD)%,GD)CH) ED )HGD,CGD 8>+2*B
同步精练七!氮的氧化物(硝酸"

5>L(A 稳定性 .HGD, E
光

.GD)CD)C)H)D AC.HGD,!浓" E
F

AD)C.GD)C)H)D 6>物质

的 量 ,g+ 王水 金(铂 7>!+"铜与硝酸!稀(浓"反应都生成硝酸铜溶液是蓝色的%但浓硝酸与铜

反应还生成的二氧化氮部分溶在溶液中%使溶液变绿色& !)"硫酸与碳酸钙反应生成的硫酸钙阻碍反应

进一步的进行%便不能顺利放出二氧化碳’硝酸与碳酸钙反应生成的硝酸钙可溶于水%不会阻碍反应进行%
又二氧化碳是碳的最高价氧化物不会被硝酸氧化& !,"铝与浓硝酸常温下发生钝化作用& !."硝酸具

有强氧化性%与锌反应不会产生氢气%而产生含氮化合物& 8>因为浓硝酸光照下会分解%所以需避光保

存&卤化银(硝酸银(氯水(溴水等在光照下也是易变质的物质& 9>A N
同步精练八!氮的氧化物(硝酸"

5>!+"C+ C/ Z,(C/ C, Z, !)"C. C) C1 C0 C1 6>电子的转移 反应物中

元 素的化合价有升(降 7>!+"/ ) , / ) R
*

HAID !)", 3 0 , ) . G
C/

G)O !,")

+0 ) ) / 3 ))>. ) !."+ / , , , , +g/ !/") / , + / ) 3 +*0 +%&I
3/S 8>消耗 ))>.S铜%被还原的硝酸 *>/%&I%未被还原硝酸 *>1%&I&

甲 乙

同步精练九!气体的实验室制法"

5>M(H L(A(N(= !L"反应条件在实验室不具备’!A"产

生气体不纯%且不易分离’!N"反应速率太小%产生气体不纯’!="
使用固体氢氧化钠要损坏试管& 6>M A L(N 装置见甲图

7>排水法(向上排空气法和向下排空气法 H) AD) 装置见

乙图 M 8>A
同步精练十!未知液的鉴别"

5>!+"加入硝酸银溶液并加稀硝酸%有白色沉淀 !)"加入盐酸产生无气味气体%把气体通入澄清石

灰水变浑浊& !,"加入氯化钡溶液%再加稀盐酸有白色沉淀 !."加入氢氧化钠溶液加热%产生的气体能

使湿润的红色石蕊试纸变蓝色& 6>氯化钡溶液 分别加入盐酸%使产生的气体通入品红溶液和通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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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水 7>取样加入酚酞试液%溶液变红色%说明有 DHZ’取样加入氯化钡溶液%产生不溶于酸的白色沉

淀说明有 OD)Z
. ’用溶液作焰色反应%隔开蓝色钴玻璃观察火焰呈浅紫色%说明有 GC’取样通入适量氯气%

再加入淀粉溶液%溶液变蓝色说明有 ’Z& 8>L 9>OD)Z
. (AD)Z

, AB)C(MJ)C AIZ(GJC OD)Z
. CMJ

E

)C

MJOD.>%AD)Z
, CMJ E)C MJAD,>%AIZCLS EC LSAI> MJAD,C)H EC MJ)CCH)DCAD)h

取原溶液作焰色反应%如火焰呈黄色说明含 GJC%反之不含 GJC’取溶液少量加入过量的硝酸钡溶液%待沉

淀完全后%取上层清液加入硝酸银溶液%有白色沉淀产生的说明含有 AIZ%反之不含 AIZ&
分层练习一

一(5>A 6>L 7>A 8>L 9>N w>A ~>M ">N

二(+>) 0 +0 +* ) , 3 G)A?D. ’
Z+

00 56>3 , 0 + +)%&I ..>34
三(55>‘ 甲 针 筒 的 活 塞 自 动 从 里 缩 a 甲 针 筒 内 气 体 变 为 红 棕 色 )GDCD E) )GD) )GD

UV

)

G)D. 56>A(N 排水集气 余气的扩散

四(57>,)>.S
分层练习二

一(5>L(A 6>L(N 7>L(N 8>L(M 9>M(N w>A(N ~>L(A ">L(M
二(+>G)D. 二 氧 化 氮 会 部 分 自 动 生 成 四 氧 化 二 氮%)GD UV) G)D. 硝 酸 L 随 ,GD)CH)

UV

D

)HGD,CGD反应的进行%G)D UV. )GD)%因 GD)的减少而平衡向正方向移动%最终相当于 ,G)D.C

)H) ED .HGD,C)GD的反应可以进行 56>!+"HAI(GD GH,(D) OD) !)"OD)(GH, HAI(GD

D) 55>.!SC+*HGD E, .!S!GD,")CGH.GD,C,H)D GH, GH.GD, !SD !S!GD,") 氧 化

性和酸 30 +g2
三( 56>!+"A!D)"m)%4%A!GD)"m3%4 !)"A!GD)"m1>)%4%A!D)"m)>3%4 或 A!GD)"m

3>0%4%A!D)"m+>.%4
第一学期阶段测试!一"

一(5>A 6>L 7>L 8>N 9>A w>A ~>N ">L +>A 56>L 55>N 56>A 57>L

58>A 59>L 5w>M 5~>M 5">L 5+>A 66>M
二(65>)3 G)

e
eGe

e
e

e
e
eGe

e llG G 66>氯化铵分解能吸热降温%生成的氨气和氯化氢气体可排开空

气%防止燃烧 2+>1} />0 67>!+"变 小 变 大 !)"变 大 变 大 !,"不 变 !."变 大 68>HAI(

AD)(H) AI)(GH, AD(H)D!S" 69>!+". +* . + / 30 +g. !)") / 0 ) / , +%&I

)>/%&I 6w>!+"G) GD GD) !)"G)C,H)

催化剂
U VYYYY

高温高压
)GH, .GH,C/D) E

催化剂
.GDC0H)D

,GD)CH) ED )HGD,CGD

三(6~>!+")GH.AICAJ!DH") E
F

AJAI)C)GH,hC)H)D !)"发生反应的试管的口向上倾斜%并

夹持在离试管底较近处’在发生反应的试管中导管伸入太长’用向上排空气法收集气体且用塞子’收集气

体的试管中导管伸入太短& 6">!+"MJ!GD,") H)OD. !)"OD)Z
. CMJ E)C MJOD. MJAD,C)H EC

MJ)CCH)DCAD)h
四(6+>11>3} 76>*>..34

第一学期阶段测试!二"
一(5>M 6>M(N 7>M 8>L(M 9>A w>A(N ~>L ">M(N +>L 56>L 55>L(M 56>

L 57>M(N 58>L(A 59>L(A
二(5w>!+"AJ)CCA)D)Z E. AJA)D.> !)"/ ) , + ) +* 3 !,"3 !."M 5~>!+"GH,

用湿润的红色石蕊试纸%接触氨气变蓝色 !)"GD ,ABC3HGD E, ,AB!GD,")C)GDhC.H)D

!,",GD)CH) ED )HCC)GDZ
,CGD GH,CH EC GHC

. !."高 温(高 压(催 化 剂 铵 盐 和 硝 酸

5">!+"GJC AIZ(OD)Z
. (DHZ !)"LSC(MJ)C(=0,C GD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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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取 样 加 入 稀 硝 酸 中 并 加 热%溶 液 逐 渐 变 蓝 色 的 则 含 有 铜&,ABC3HCC)GDZ
, E

F
,AB)CC

)GDhC.H)D%,LSC.HCCGDZ
, E

F
,LSCCGDhC)H)D&再取少量溶液%滴入盐酸%若溶液中产生白色

沉淀的%是饰品中含有银&LSCCAI EZ LSAI>

66>

实 验 中%I中 溶 液 内 产 生 黑 色 沉 淀%说 明 样 品 中 含 硫 化 亚 铁@=0OC) EHAI =0AI)CH)Oh%H)OC

ABOD E. ABO>CH)OD.’d中黑色粉末变为红色%h中白色固体部分变为蓝色%说明样品中含有铁@=0C

) EHAI =0AI)CH)h H)CABD E
F

ABCH)D /H)DCABOD E. ABOD.e/H)D
四(65>!+"0.} !)"3*} !,"*>*+)/%&I 66>!+"*>3S +>,)S !)")0>.}

第九章 铝 铁

第一单元 金属的性质(铝及其化合物(胶体

同步精练一!金属的性质"

5>!+"A !)"N !,"M !."L(N 6>钠与水反应%放热%放出氢气%并使熔点低的钠熔化%生成的

氢氧化钠与硫酸铜反应生成氢氧化铜沉淀&钠与水反应放出的热量使少量氢氧化铜分解生成氧化铜&)GJ

C)H) ED )GJDHCH)h%ABOD.C) EGJDH AB!DH")>CGJ)OD.%AB!DH") E
F

ABDCH)D

7>)!SCD

.
>

0

) E
点燃

)!SD )GJCO

)
>

0

E
F

GJ)O

,!SCG

0
>

0

E) !S,G) F̂C)H

)
>

0

EAI F̂AI)CH)h

ABC.HG

)
>

0

D,!浓 E" AB!GD,")C)GD)hC)H)D

ABC)H)O

)
>

0

D. E
F

ABOD.COD)hC)H)D

ABC)L

)
>

0

SGD E, AB!GD,")C)LS

8>延展性 导热性 导电性 还原性

同步精练二!铝及其化合物"

5>A 铝的还原性很强%很难把它从化合态还原到游离态&只有当人类发现了电解法冶炼金属后方被

大量使用& 6>反光镜 电器设备或电线 水壶或铝锅或热交换器 抗低温的材料 7>A

8>)LIC,AI

0
>

0

E) )LIAI, AI)是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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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H

0
>

0

)OD.!稀 E" LI)!OD.",C,H)h H)OD.是氧化剂

)LIC0H

0
>

0

)DC) EGJDH )GJLID,C,H)hC.H)D H)D是 氧 化 剂 !平 时 写 反 应 时 把 两 边 .%&I
水消去"

LIC,L

,
>

0

SGD E, LI!GD,",C,LS LSGD,是氧化剂

9>3LIC,=0,D E. .LI)D,C2=0 +*LIC,#)D E/ /LI)D,C0# ).g./
同步精练三!铝及其化合物"

5>蓬松的氧化铝%致密的氧化铝薄膜和刚玉& LI)D,C0H EC )LI,CC,H)D LI)D,C)DH EZ

)LIDZ
)CH)D 6>前 者 滴 入 GJDH溶 液 就 产 生 沉 淀%越 来 越 多%后 又 越 来 越 少%最 后 沉 淀 消 失@LIAI,C

, EGJDH LI!DH",>C,GJAI%LI!DH",C EGJDH GJLID)C)H)D&后者滴入氯化铝溶液时%稍有少

量沉淀产生且 立 即 消 失&滴 入 一 定 量 后 才 开 始 出 现 沉 淀%且 越 来 越 多%到 一 定 量 时 不 再 变 化&LIAI,C

. EGJDH ,GJAICGJLID)C)H)D%,GJLID)CLIAI,C0H) ED ,GJAIC.LI!DH",> 7>氨水%LI,CC

,GH,eH) ED LI!DH",>C,GHC
. 8>GLID) LIDZ

)CHCCH) ED LI!DH",>%LI!DH",C,H

E

C

LI,CC,H)D%HCCGH,eH) ED GHC
.CH)D%LI,CC,GH,eH) ED LI!DH",>C,GHC

. 9>GLI

!OD.")e+)H) ED GCCLI,CC)OD)Z
. C+)H)D 酸 LI,CC,H) UVD LI!DH",C,HC 明矾中的 LI,C

离子水解生成氢氧化铝胶体%能吸附水中的悬浮性杂质

同步精练四!胶体"

5>溶液(胶体(悬浊液 分散质颗粒的直径 +<+**F% 6>溶液 胶体 丁达尔现象 7>同种胶体

颗粒带有同种电荷 A 凝聚 凝胶 8>溶液变为红褐色 渗析 =0!DH",胶体溶液 开始产生红褐色

的沉淀%接着红褐色沉淀减少消失%溶液变为棕黄色

分层练习一

一(5>M 6>A 7>M 8>M 9>N w>L ~>A ">M +>L 56>A 55>N 56>L 57>M

58>L 59>N
二(5w>LI)D,C) EGJDH )GJLID)CH)D%)LIC0H) ED )LI!DH",C,H)h%LI!DH",C

E

GJDH

GJLID)C)H)D%)LIC)GJDHC)H) ED )GJLID)C,H)h

5~>半块呈银灰色%半块呈红色 在浓硝酸中浸过的半块铝发生钝化%表面有致密氧化膜%不与硫酸铜

溶液反应’还有半块与硫酸铜发生置换反应%表面附着一层铜

5">!+"*>/%&I24 )%&I24 !)")/ *>13 !,"*>*+

5+>‘ 形成棕黄色溶液 a p+F% b 溶液 N 形成红褐色溶液 Z +<+**F% [ 胶体 \ 产

生红褐色沉淀 ] o+**F% ^ 悬浊液

三(66>!+")LIC0 EHAI )LIAI,C,H)h%GH,eH)DC EHAI GH.AICH)D%LIAI,C,GH,eH)

E

D

LI!DH",>C,GH.AI !)"+>034 !,"*>)/%&I24 !.",.>01%4
分层练习二

一(5>A 6>N 7>L 8>M 9>L w>M ~>A ">N +>N 56>A 55>M 56>A 57>A

58>M 59>N
二(5w>!+"LI,C LIDZ

) !)"‘ )LIC)DHZC)H) ED )LIDZ
)C,H)h a LIDZ

)C.H EC LI,C

C)H)D b LI,CC.DH EZ LIDZ
)C)H)D 5~>GHC

.(AB)C(=0,C(AD)Z
, !S)C(LI,C GC(AIZ(OD)Z

.

5">!+"*>*/,
, !)",n.- !,".-o,o,- +/>0-Z,>2,

三(5+>!+"{ ! ~ | , - 1 !)"X H A H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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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66>/>*.4 1>3S
第二单元 铁及其化合物(金属的腐蚀和保护

同步精练五!铁及其化合物"

5>第四周期d{族 C)(C, A L 6>=0AI,(=0,D.(=0O 氧化性的强弱 7>L(H A(N M(=

8>=0)D, =0D(=0,D. =0!DH") =0!DH", 9>‘ ,=0C.H)D!S" E
高温

=0,D.C.H) a =0CH)OD.

!稀 E" =0OD.CH)h b =0CO E
F

=0O N )=0C,AI) E
点燃

)=0AI, Z =0OCH)OD.!稀 E" =0OD.C

H)Oh [ =0OD.C) EGJDH =0!DH")>CGJ)OD. \ =0AI,C, EGJDH =0!DH",>C,GJAI ]

)=0!DH", E
F

=0)D,C,H)D w>M L A
同步精练六!铁及其化合物"

5>用还原剂把铁从铁矿石中还原出来 用氧化剂把生铁中的杂质氧化 后 除 去 铁 矿 石(焦 炭(石 灰

石(空气 生铁(氧气(生石灰(硅铁(锰铁等 6>ACD) E
高温

AD)(AD)CA E
高温

)AD =0)D,C,AD E
高温

)=0

C,AD) AJAD, E
高温

AJDCAD)(AJDCOWD) E
高温

AJOWD, 7>)}<.>,} *>*,}<)} 含 碳 量 硫 和

磷 硅(锰 8>AD 燃料 M
同步精练七!金属的腐蚀和保护"

5>化学能 电能 电化腐蚀 化学腐蚀 氧化还原反应 6>活泼性不同的两个电极 电解质溶

液 构成闭合回路 活泼性不同的两个电极 闭合回路 电解质溶液 负 正 7>!+"M !)"A !,"

L 8>!+"改变金属的内部结构 !)"在金属表面覆盖保护层 !,"电化学保护法

分层练习一

一(5>N 6>L 7>M 8>M 9>L w>A ~>A ">N +>L 56>A 55>N 56>M 57>A
58>N 59>L

二(5w>黑色 银白 灰黑 A 5~>硫酸 抑制硫酸亚铁的水解 铁粉 防止 =0OD.被氧化 5">
碳 加快 原电池 电化 正 负 5+>OD)Z

. (=0)C(GHC
. 硫酸亚铁铵

三(66>M 实验中会逸出很多一氧化碳气体而污染环境 红色的氧化铁粉末渐渐变为灰黑色(澄清

石灰水变浑浊 让一氧化碳将硬质玻璃管中的空气排尽%防止加热时%一氧化碳和空气的混合气体会爆炸

燃烧掉残留的一氧化碳

四(65>!+"C!=0"m+0>3S C!=0)D,"m,)S !)",>/%&I24
分层练习二

一(5>N 6>A 7>A 8>L 9>M w>M ~>L ">N +>M 56>N 55>L 56>M 57>A
58>M 59>N

二(5w>微原电池 活泼 负 电化腐蚀 5~>铁粉 =0CAB E)C =0)CCAB 氯 气 )=0)CCAI

E

)

)=0,CC)AIZ 铁粉 )=0,CC E=0 ,=0)C 5">!+",>,0 !)"在铁与硫反应时%放出大量热达到高

温时%可能有少量铁与空气中氧气反应%生成四氧化三铁%这样残留物与酸反应时气体会减少 !,")>).

!."气体燃烧时%氢气生成液态水%只有硫化氢燃烧生成的二氧化硫在标准状况下是气体%而 铁 与 硫 反 应

时%部分硫会与空气中氧气反应%使生成的硫化亚铁减少%导致生成的硫化氢乃至二氧化硫的减少

三( 5+>!+"GJ)O =0M?) H)O =0!OAG", !)"=0OC)H EC =0)CCH)Oh )=0)CCAI E)

)=0,CC)AIZ =0)CCO E)Z =0O>
四(66>*>0%&I24

第一学期期末测试!一"
一(5>M 6>N 7>A 8>A 9>M w>A ~>M ">L +>A 56>L 55>M 56>M 57>A

58>A 59>A 5w>M 5~>L 5">M 5+>M 66>M

二(65>!+"G)CD) E
放电

)GD G)C,H)

催化剂
U VYYYY

高温高压
)GH, !)"L(N L(A !,"使原料气循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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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低成本%提高效益 !."找到优良的催化剂 66>!+"LI)D,C) EGJDH )GJLID)CH)D%LI!DH",C

, EHAI LIAI,C,H)D !)"=0)D, !,"水解 LI!DH", !."最后产物中除 LIAI,外%还混有大量 GJAI
杂质& 67>+* ) 3 / ) + 3 G!FD. +* 68>G) H) AI) OD) GH, HAI

三(69>!+"HC !S)C(OD)Z
. !)"DHZ OD)Z

. (GDZ
,(AD)Z

, 6w>负 =0Z) E0 =0)C =0)CC

)DH EZ =0!DH") )=0!DH" E, =0)D,C,H)D 6~>.GH,C/D)

催化剂
E

F
.GDC0H)D 氨氧化的反应

是放热反应 GH.GD, 会有有毒气体逸散(污染环境 6">‘ LI,CC,GH,eH) ED LI!DH",C,GHC
.

a LI,CC,H) UVD LI!DH",C,HC b LI!DH",C,H EC LI,CC,H)D N LI!DH",CDH EZ

LIDZ
)C)H)D
四(6+>!+")>0%&I24 !)"3+S

第一学期期末测试!二"
一(5>A 6>N 7>L 8>A 9>M w>M ~>M ">A +>M A 56>L 55>N 56>M 57>A

58>L 59>M
二(5w>L(A 5~>L(N 5">M 5+>L(A 66>L(A
三(65>D,C ED )D) 催化 66>由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HCC) E0 H)h 67>3 / , ) 3

, GGD, ).0 68>G)OD. HAI 69>)GH.AICAJ!DH") E
F

)GH,hC)H)DCAJAI) D) 6w>

)GJ)D)C)H) ED .GJDHCD)%)LIC)H)DC) EGJDH )GJLID)C,H)h LIDZ
) CHC CH) ED

LI!DH",>%LI!DH",C,H EC LI,CC,H)D 6~>‘ H)D a LSGD, 6">‘ .GH,C/D)

催化剂
E

F
.GD

C0H)D a .GDC,D)C)H) ED .HGD, /,>2
四(6+>!+")%&I24 !)"*>**/%&I !,"33>*}

第十章 有机化合物

第一单元 !甲烷(烷烃(石油(乙烯(乙炔(苯"
同步精练一!甲烷"

5>碳元素 L(N 绝对界限 6>维勒 尿素 7>种类繁多 易燃烧%易分解 难溶于水%易溶于有

机溶剂 熔(沸点低 大多是非电解质%不导电 速率小%反应复杂 8>甲烷 天然气 能源 资源

同步精练二!甲烷"

5>碳(氢两种元素组成的化合物 甲烷 AH. He
e A
ee

ee

H

H

e
eH AH

H

H

H

*>1+.S24 正四面体 6>!+"

A !)"M 7>AH. E
隔绝空气强热

AC)H) AH.C)D) E
点燃

AD)C)H)D AH.C,AI) E
光

AHAI,C,HAI

8>M 二氯甲烷 液 A
同步精练三!烷烃(石油"

5>饱和链烃 A:H):C) 同系物 N 6>!+"A !)"L(N !,"N 7>A,H3 丙烷 8>!+"A3H+3

!)" AH

H

H

A

H

H

!," A+0H,. !." AH, AH

AH,

AH

AH,

AH, !/" AH,AH)AH)AH)AH,(

AH, AH

AH,

AH) AH,(AH, A

AH,

AH,

AH,

同步精练四!烷烃(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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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N !)"M !,"A 6>石 油 的 分 馏 石 油 的 裂 化 裂 化 分 馏 7>A.H+*

AH, AH) AH) AH,(AH, AH

AH,

AH, )A.H+*C+,D) E
点燃

3AD)C+*H)D , 8>)AH,AH,C1D) E
点燃

.AD)C0H)D AH,AH,CM?) E
光

AH, AH) M?CHM?
同步精练五!乙烯(乙炔"

5>无 稍 有 气 A)H. +>)/S24 难 溶 6>AH) AH)C M?@@ E) AH)

M?

AH)

M?

加 成 反 应 卤化氢(

氢气(水 碳碳双键 烯烃 7>)AH,AH,C1D) E
点燃

.AD)C0H)D AH) AH)C ,D@@ ) E
点燃

)AD)C)H)D

1g0 .2g ./ 8>将 混 合 气 体 通 过 装 有 溴 水 的 洗 气 瓶&甲 烷 与 溴 水 不 反 应%乙 烯 与 溴 水 反 应

!AH) AH)C M?@@ E) AH)

M?

AH)

M?

"%生成的液体留在洗气瓶中&

同步精练六!乙烯(乙炔"

5>链 烃 分 子 里 含 有 碳 碳 双 键 少 两 个 氢 原 子 A:H): 乙 烯 H A

H

@@A

H

H 平 面 形 M 6>!+"

AH) AH)C@@ HAI E
催化剂

AH, AH) AI 加成反应 !)"AH) AH)C ,D@@ ) E
点燃

)AD)C)H)D 氧化反

应 !," :AH) AH@@ ) E
一定条件

jAH) AH)k: 聚 合 反 应 !." AH, AH,C AI) E
光

AH, AH) AIC HAI 取代反应 7>A 8>.) A,H0 L
同步精练七!乙烯(乙炔"

5> llH A A H 乙炔 电石气 乙烯 A 6>两个氢原子 A:H):Z) 炔烃 炔烃 7>加成 氧

化 两%H A

M?

@@A

M?

H(H A

M?

M?

A

M?

M?

H 一 H A

H

M?

A

H

M?

H 四 一 溴 甲 烷(二 溴 甲 烷(三 溴 甲 烷(四 溴 化

碳 8> ‘ AH,AH, C AI) E
光

AH,AH)AIC HAI a AH) AH)C H@@ )

催化剂
E

F
AH, AH, b

AH) AH)C@@ EHAI AH, AH)AI N AH) AH)C H)@@ D
催化剂

E
高温高压

AH,AH)DH Z HA AHC Hll )

催化剂
E

F
AH) AH@@ ) [ HA AHCll HAI E

催化剂
AH)@@AH AI \ :AH)@@AH

AI

E
一定条件

jAH) AHk:

AI

] HA AHC )AIll ) E
催化剂

HA

AI

AI

AH

AI

AI
同步精练八!苯"

5>无 特殊 液 不 乙炔 火焰很明亮%有很黑的烟 6>A A 取代 加成 烷 烯 7>红褐

无 溴 氢氧化钠 四氯化碳 吸收苯蒸气和溴蒸气 8>)A0H0C+/D) E
点燃

+)AD)C0H)D

A0H0CM?) E
催化剂

A0H/M?CHM?
同步精练九!苯"

5>浓硝酸和浓硫酸 冷却 苯 水浴加热 便于控制温度 使反应物均匀受热

mm
mm mmm

6> CH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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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 H)OD.

水浴
E

mm
mm mmm

F
GD)

CH)D

mm
mm mmm取代反应 C,H)

催化剂
E

高温高压
加成反应

7>苯不可与溴水发生加成反应%也不可使酸性高锰酸钾褪色 介于碳碳单键和碳碳双键之间的

8>烯烃和炔烃 烷烃和苯

分层练习一

一(5>N 6>A 7>N 8>L 9>A w>N ~>M ">M +>L 56>L 55>A 56>M 57>N
58>M 59>A

二(5w>A:H):C)%A:H):Z)%A.H+* AH,AH)AH)AH,(AH, AH

AH,

AH, A,H0 AH)@@AH AH, 5~>

./* ,3* .* ,3>.

三( 5"> !+" AH)@@AH

AI

E
一定条件

jAH) AHk:

AI

聚 合 反 应 !)" AH) AH)C H)@@ D

催化剂%
E

高温高压
AH, AH)DH 加成反应 !," llHA A AH,C .D) E

点燃
,AD)C)H)D 氧 化 反 应

mm
mm mmm

!."

CHGD,

浓 H)OD.
E

mm
mm mmm

水浴加热

GD)
CH)D 取代反应

四(5+>氧气 二氧化硫 氯气 拔去分液漏斗%改插一个

温度计 ,g+

mm
mm mmm

66> CM?) E

mm
mm mmm=0 M?

CHM?

HM?CLSGD E, LSM?>CHGD,

五(65>A0H+) 氧化反应%加成反应%聚合反应&
分层练习二

一(5>A(N 6>A 7>L(M 8>N 9>M w>M(N ~>L(

A ">A +>L 56>M(N 55>L(N 56>M 57>L 58>M(A

59>A(N
二(5w>碳(氢(氮(硫 溴水或酸性高锰酸钾溶液 能使溴水或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褪色

5~>!+"HA AHC Hll )

催化剂
E

F
AH) AH@@ )%AH) AH)C AI@@ E) AH)

AI

AH)

AI

!)"HA AHCll HAI

催化剂
E

F
AH)@@AH AI :AH)@@AH

AI

E
一定条件

jAH) AHk:

AI

5">A:H):Z0

mm
mm mmm

%3 +* +0
AH)AH,

AH)AH,

5+>A.H3 AH)@@A

AH,

AH, :AH)@@A

AH,

AH, E
一定条件

jAH) Ak:

AH,

AH,

三(66>!+"铁夹 温度计 !)"烧杯中水太少 试管底与烧杯底接触 !,"苯(浓硝酸 浓硫酸

冷凝回流

四(65>A)H.

第二单元 乙醇(乙酸%油脂%葡萄糖(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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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精练十!乙醇(乙酸"

5>被羟基取代 酒精 衍生物 羟基 e D
ee

ee

e
eH

6>与水无限比互溶 加入生石灰再蒸馏 无 特 殊 香 味 AH,AH)DHC,D) E
点燃

)AD)C,H)D 防

止酒精挥发 7>AH,AH)DH
浓 H)OD.

+1*X
E

A
AH) AH)h C H)@@ D +1*XA 分子内 +.*XA 分子间 乙醚

)AH,AH)DH
浓 H)OD.

+.*X
E

A
AH,AH) D AH)AH,C H)D 催化和脱水 8>N

同步精练十一!乙醇(乙酸"

5>乙烯水化法 粮食发酵 AH) AH)C H)@@ D
催化剂

E
高温高压

AH,AH)DH 粮食发酵 甲醇 6>!+"M

!)"A(N !,"M

7>‘ 4J(z a 4|(0 b 4b(R
同步精练十二!乙醇(乙酸"

5>AH, A
@@
D

DH 羧基 ,}</} 无水 强烈刺激性 无 6>AH, UVADDH AH,ADDZCHC

)AH,ADDHC EF̂ !AH,ADD")̂ FCH)h ABDC)AH,ADDH E
F

!AH,ADD")ABCH)D GJDHC

AH, EADDH AH,ADDGJCH)D GJ)AD,C)AH, EADDH )AH,ADDGJCH)DCAD)h 7>AJAD,C

)AH, EADDH !AH,ADD")AJCH)DCAD)h !S!DH")C)AH, EADDH !AH,ADD")!SC)H)D

8>!+"浓硫酸 催化剂 沸石 爆沸 !)"增大受热面积 饱和碳酸钠溶液 吸收乙酸 防止发生

倒 吸 !,"溶液中有少量气泡产生 液面上有无色油状液体 水果香味 乙酸乙酯 !."浓硫酸使乙醇

脱水%生成了少量炭颗粒 !/"水浴 油浴

9>!+"AH,ADDHC AH,DH
催化剂

U VYYY
F

AH,ADDAH,CH)D

!)"
ADDH

ADDH
C)AH,AH)DH

催化剂
U VYYY

F ADDAH)AH,

ADDAH)AH,

C)H)D

!,",A+1H,/ADDHCAH

AH) DH

AH) DH

DH
催化剂

U VYYY
F

A+1H,/ADDAH

A+1H,/ADDAH)

A+1H,/ADDAH)

C,H)D

同步精练十三!油脂"

5>糖类 蛋白质 油脂 高级脂肪酸 丙三醇 油脂 6>油为液态(脂肪为固态!常温" 饱和 烃

基 7>氢化 硬化 液 固 稳定

A+1H,,ADDAH

A+1H,,ADDAH)

A+1H,,ADDAH)

C,H)

催化剂
E

高温高压
A+1H,/ADDAH

A+1H,/ADDAH)

A+1H,/ADDAH)

8>油脂在碱性条件下的水解反应

A+/H,+ADDAH

A+/H,+ADDAH)

A+/H,+ADDAH)

C,GJDH
H)D
E
F

,A+1H,+ADDGJCAH

AH) DH

AH) DH

DH

同步精练十四!葡萄糖(蔗糖"

5>果糖 蔗糖 葡萄糖 蔗糖

6>!A0H+*D/":!淀粉"C:H)D
催化剂

E
F

:A0H+)D0!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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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H+)D0!葡萄糖" E
催化剂

)AH,AH)DHC)AD)h

7>A+)H))D++!蔗糖"CH)D E
酶

A0H+)D0!葡萄糖"CA0H+)D0!果糖"

A0H+)D0C0D E) 0AD)C0H)DC[

8>多伦 费林 9>A0H+)D0 葡萄糖 AH)

DH !AH

DH".A
@@
D

H

分层练习一

一(5>N 6>A 7>L 8>M 9>A w>N ~>M ">L +>L 56>M 55>N 56>N 57>M
58>A 59>N

二(5w>*>+}%/}<+*} A0H+)D0!葡萄糖"C0D E) 0AD)C0H)D 能量 5~>分馏 物理 裂

化 化学 5">浅蓝 二氧化碳 水 使白色的无水硫酸铜变蓝色的是水 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是二

氧化碳 AH, D AH, 甲醚 5+>有砖红色沉淀 糖尿 产生光亮的银镜 制镜和进行热水瓶胆的镀

银

三( 66>!+"乙 酸 乙 酯 乙 酸 钠 乙 醇 乙 酸 乙 烯 !)"AH,ADDAH)AH,C GJDH E
F

AH,ADDGJCAH,AH)DH 水解反应 :AH) AH@@ ) E
一定条件

jAH) AH)k: 加聚反应

四(65>)*}
分层练习二

一(5>M 6>N 7>A 8>A 9>L w>A ~>L ">L +>A 56>M 55>N 56>N 57>M
58>N 59>M

二(5w>!+")AH, AH

DH

AH,

浓硫酸

+.*X
E
A

AH, AH

AH,

D AH

AH,

AH,CH)D

!)"AH,AH)ADDHCAH, AH

DH

AH,

浓 H)OD.
E

F
AH,AH) ADDAH

AH,

AH,C H)D

!,"HADDHCGJHAD E, HADDGJCH)DCAD)h

!.":AH, @@AH A

AH,

ADDAH, E
一定条件

jAH

AH,

Ak:

AH,

ADDAH,

5~>A+3H,0D) A+1H,/ADDAH

A+1H,/ADDAH)

A+1H,/ADDAH)

*>*,,%&I

5">AH)@@AH ADDH
)AH)@@AH ADDHC AD)Z E, )AH)@@AH ADDZC H)DC AD)h

AH)@@AH ADDHC M? E) AH)

M?

AH

M?

ADDH

AH)@@AH ADDHC AH,AH)DH
催化剂

U VYYY
F

AH)@@AH ADDAH)AH,C H)D

三(5+>!+"葡萄糖 jAH) AH)k: 酯类 !)"A0H+)D0!葡 萄 糖" E
催化剂

)AH,AH)DHC)AD)h

AH) AH)C H)@@ D
催化剂

E
高温高压

AH,AH)DH AH,AH)DH
浓硫酸

+1*X
E
A

AH) AH)h C H)@@ D !,"酯 化 反 应

加聚反应 加成反应 !."浓硫酸作催化剂%温度为 +.*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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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66>甲为 A)H.D%乙为 A,H3&

第二学期阶段测试!一"
一(5>L 6>A 7>N 8>A 9>M w>L ~>M ">A +>M 56>A 55>N 56>N 57>A

58>M 59>M 5w>L 5~>A 5">N 5+>M 66>N
二(65>乙 炔 乙 烯 乙 烷 苯 环 己 烷 66>A H X = 67>1*+ ,,>0 ).>) ++>) 68>

,g3g.g/ 2g)*g++g+. +g.g)g) +g+g)g)
三(69>!+"AJA) A)H) AH,AH)DH H A

H

@@A

AI

H !)"加成反应 酯化反应 加聚反应 !,"

AJA)C)H) ED AJ!DH")C HA AHll h AH) AH)C H)@@ D
催化剂

E
高温高压

AH,AH)DH

四(6w>!+"蒸馏烧瓶 冷凝管 !)"‘ 蒸馏烧瓶中%温度计插在石油中 a 冷凝管中%冷凝水的进

口(出口颠倒 !,"沸石 防止石油爆沸 !."M

五(6~>A0H

mm
mm mmm

0 6">AH,ADDGJe,H)D

第二学期阶段测试!二"
一(5>N 6>L 7>M 8>A 9>A w>M ~>N ">L +>M 56>N 55>M 56>A 57>L

58>N 59>M 5w>A 5~>M 5">L 5+>M 66>A

二(65>)/>, .0 66>/ llHA A AH

AH,

AH

AH,

A

AH,

AH,

AH, 67>)

A+1H,/ADDAH

A+1H,,ADDAH)

A+1H,,ADDAH)

C,GJDH
H)D
E
F

)A+1H,,ADDGJCA+1H,/ADDGJCAH

AH) DH

AH) DH

DH

68>AC)H)OD.!浓" E
F

AD)C)OD)C)H)D OD)C)DH EZ OD)Z
, CH)D

69>‘ AH)@@AH ADDHC M? E) AH)

M?

AH

M?

ADDH a )AH)@@AH ADDHC GJ)AD E,

)AH)@@AH A
@@
D

DGJC H)DC AD)h b AH)@@AH ADDHC AH,AH)DH
催化剂

E
F

AH)@@AH A
@@
D

DAH)AH,C H)D N :AH)@@AH ADDH E
一定条件

jAH) Ak:

H

ADDH
6w>AH, AH

DH

ADDH N

三(6~>M(H 6">!+" llHA AH AH,AH)

mm
mm mmm

DH
GD)

!)"A0H+)D0 jAH) AH)k: !,"加

成 反 应 加 聚 反 应 !." A0H+)D0 E
催化剂

)AH,AH)DHC )AD)h AH,AH)DH
浓 H)OD.

+1*X
E

A

AH) AH)h C H)@@

mm
mm mmm

D CHGD,!浓"
浓 H)OD.

水浴
E

mm
mm mmm

%F
GD)

CH)D

四(6+>A M 紫红色褪去 裂化汽油 紫红色褪去 充分冷凝汽油蒸气 催化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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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76>A)H)D. A
@@
D

DH

A
@@
D

DH

75>A.H3D)

化学实验!复习"
同步精练一!化学仪器和试剂贮存"

5>L 6>N 7>M 8>[ ‘aN]^ a^wx 9>L(N(H
同步精练二!基本操作"

5>L 6>N 7>M(A 8>M 9>L
同步精练三!气体的制取"

5>A 6>A 7>M 8>D)(GH,(HAI 9>发生装置!见右图" 可将氮气收集到塑

料袋中&
同步精练四!气体的制取"

5>N 6>M(N 7>A 8>A 9>!+"!FD)C.HAI!浓" E
F

!FAI)CAI)hC)H)D
!)"烧瓶下缺酒精灯%烧瓶下缺石棉网’盛浓 H)OD.和盛水的洗气瓶位置颠倒了’两

个洗气瓶内的进气导管应深插入液面下%而出气导管口应靠近瓶塞&‘ 吸收未反应的

氯化氢 a 吸收水蒸气 b 吸收多余的氯气

同步精练五!物质的提纯和分离"

5>M(N 6>L(N 7>N 8>L(N 9>!+"‘ b(Z \ !)"起冷凝器作用

同步精练六!物质的检验"

5>L(M 6>N 7>N 8>M 9>AJ!GD,") G’ LSGD, GJ)AD, H)OD. MJAI)
同步精练七!实验设计"

5>!+")GJAI!_"C.H)OD.!浓"C!FD) E
F

!F!HOD.")C)GJHOD.CAI)hC)H)D !)"除去 氯 气

中的氯化氢 除去氯气中的水蒸气 !,")=0C,AI) E
F

)=0AI, !."吸收剩余的氯气%防止空气中的水蒸

气 进入反应管 6>!+"Y(h GJAICH)OD.!浓 E" GJHOD.CHAIh !)"Z ‘ a [ \ N

b !,"浓 H)OD. 稀 GJDH溶液 固体 GJAI !SAI)e0H)D 浓 H)OD. !."尾气吸收%防止污染环境

白雾 7>!+",(1({(|!或 1({(|" !)"浓硝酸(水(块状大理石 !,"先通过盛饱和 GJHAD,溶液的洗

气瓶%再通过盛浓硫酸的洗气瓶

分层练习一

一(5>A 6>A 7>N 8>A 9>N w>N ~>M ">L +>N 56>L 55>L 56>A 57>M

58>N 59>M
二( 5w>!+"亚 硫 酸(硫 酸 亚 铁 无 水 氯 化 钙 氢 氧 化 钠 溶 液(澄 清 石 灰 水 !)"硝 酸 5~>LSC(

OD)Z
. (OD)Z

, 5">HAI LSGD, GJ)OD, AB!GD,") MJAI) GJ,RD. 5+>HAI H)OD. GJDH

HGD, 66>!+"过滤 萃取 AI)C)’ EZ )AIZC’) !)"M !,"分液漏斗 !."减少碘的蒸发

三(65>!+"I GH.AI!_"和 AJ!DH")!_" !)"Y(d 碱石灰和浓硫酸 !,"多余的氨气和水蒸气

HGD,

分层练习二

一(5>A 6>A 7>N 8>L 9>M w>N ~>N ">M +>M 56>A
二(55>GJLID) GJ)O)D, GJ)OWD, 56>!+"‘(b a Z !)"‘bN ) !,"I 57>!+"

LSC !)"OD)Z
, !,"盐酸 过量 无明显现象 MJAI) 白色沉淀 58>实验顺序是@‘\NaZb[

b加入过量的 MJ!GD,")溶液 [加入过量的稀硝酸 59>!+"可能 !)"可能 D) !,"AD
三(5w>!+"使产生的 AD)与碱石灰充分反应而被吸收 偏小 !)"使广口瓶内的 AD)全部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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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空气中的 AD) 偏大 !,"除去 AD)中的水蒸气 偏大 !."!C)ZC+"f/,**
)):}

化学计算!复习"
同步精练一!基本概念"

5>M 6>M 7>A 8>3>3 +>)*.f+*), 1>*. 0>1) 3>20 9>/*}
同步精练二!分子式的确定"

5>\]) 6>L为 A)H.D) M为 AH)D 7>A,H0D) 8>A0H/GD)

同步精练三!有关溶液的计算"

5>A 6>+g)* 7>M(N 8>+*3>1 9>+)>2/%&I24
同步精练四!有关溶液的计算"

5>+f+*Z+)%&I24 6>N 7>,>, 8>N 9>+*,C-Z+.

同步精练五!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

5>,) 6>+*3 7>M 8>M 9>C!GJ)D)"m,2S%C!GJ)D"m,+S
同步精练六!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

5>C. 6>N 7>L(A 8>3*%4或 )*%4 9>/.>,}
同步精练七!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

5>M 6>M 7>/,>+} 8>M(A 9>AB!GD,")e0H)D
分层练习一

一(5>A 6>L 7>M 8>N 9>M w>N ~>A ">A +>N 56>A

二(55>1g+) ,*>. 56>)g, 57>:2C 58>AH. A)H) 0*} 59>Aeae,}
23

+
/Aeae

,} 5w>/+.>,1
三(5~>!+"++>)* !)"++>/* 高 铝 !,"2)}

分层练习二

一(5>M 6>A 7>A 8>L 9>A w>M ~>N ">L +>M 56>L
二(55>2>3)2{} +>)f+*),) 56>.>.3 )%&I24 )*>* 57>+%&I24 +) 58>,g. 59>.*

3*
三(5w>!+"+ 乙(丙 !)"甲 +g+ !,"GJAI@*>*, GJLID)@*>**2 ,2

期末综合练习!一"
一(5>M 6>L 7>M 8>L 9>N w>N ~>M ">A +>L 56>M 55>A 56>M 57>N

58>L 59>M 5w>A 5~>M 5">N 5+>M 66>N 65>M 66>M 67>M 68>L 69>M
二(6w>) + )GDH ) + + GAID, 00 6~>H)W ,) 6">!+" jAH) AH)k:

AH)M?AH)M? !)"酯 化 加 成 !,"AH,ADDHCAH,AH)DH
浓 H)OD.

E
F

AH,ADDAH)AH,CH)D 6+>

!+"丙o甲o乙 !)"乙o甲m丙 !,"丙 76>!+".=0O)C++D) E
高温

)=0)D,C3OD) !)"ABC

)H)OD.!浓" E
F

ABOD.COD)hC)H)D !,"=0,CCOAG UVZ k=0!OAG"l)C !."酸 =0,CC,H) UVD

=0!DH",C,HC !/"GJ)OD,e1H)D
三(75>‘ AJ!DH") a AJ!HAD,") b GJ)AD, N GJHAD, Z HGD, [ MJ!GD,") 76>!+"

AD)(HAI H)D!S" !)"一定存在 H)%一定不存在 AD !,"可能 使澄清石灰水浑浊的 AD)%可能是原

混合气体中含有的%也可能是 AD与 ABD反应后生成的

四(77>!+"A,H3D !)"AH,AH)AH)DH AH,AH!DH"AH, 78>!+"无 !S!DH")沉淀出现 !)"

IS1!LIDZ
)"mQHZ++ !,"+,0S

期末综合练习!二"
一(5>A 6>N 7>M 8>N 9>M w>L ~>A ">M +>N 56>M 55>M 56>M 5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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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N 59>M 5w>A 5~>A 5">M 5+>L 66>L 65>M 66>M 67>L 68>M 69>A

二(6w>) 0 +0 ) , 3 A?
C0

00 6~>AJ!AID")C)H) UVD AJ!DH")C)HAID 酸作用掉水解

产 生 的 AJ!DH")%平 衡 向 正 反 应 方 向 移 动%HAID浓 度 增 大 6">A)H.D) AH,ADDH(HADDAH, 6+>

!+"盐酸 !)"盐酸 !,"醋酸 !."盐酸 76>!+"不平衡 !)"平衡 !,"=0

三(75>G)AD, MJ!GD,") G)OD. H)OD. 76>!+"AH,AH)DH
浓 H)OD.

+1*X
E

A
AH) AH)h C H)@@ D

AH) AH)C M?@@ E) AH)M?AH)M? !)"M中水面下降%玻璃管中的水柱上升%甚至会溢出 !,"除去乙烯

中混有的酸性气体!如 AD)(OD)等" !."‘ 产生乙烯的速率加大%a 加热时控制温度不当&
四(77>!+"A.H0 AH,AH) llA AH!或AH, llA A AH," !)"AH)@@AH AH AH@@ ) 78>‘ Co

):, a Cm):, b ):,pC3:, N *pCp:,
期末综合练习!三"

一(5>A 6>M 7>A 8>M 9>A w>L ~>N ">N +>A 56>A 55>A 56>L 57>M
58>N 59>A 5w>N 5~>A 5">L 5+>N 66>M 65>L 66>N 67>N 68>L 69>L

二(6w>) 0 + , , GH, AB
C)

6~>醋酸o氢碘酸o硫酸 醋酸o硫酸m氢碘酸 6">!+"

G)CD) E
放电

)GD !)"GH,CH EC GHC
. !,")2, 6+>!+"GJCkef =

ee

ee

e
elZ 高氯酸 !)"HCCLIDZ

)C

H) UVD LI!DH"UV, LI,CC,DHZ LI!DH",CDH EZ LIDZ
)C)H)D 76>A,H3D )

三(75>!+"‘ !0" !)"N !b" !,"a !z" 76>!+"食盐和浓硫酸 )!)"Y(e !,"白烟 !."

d(f 喷泉

四(77>!+"GJHAD,*>3.S%GJ)AD,)>+)S !)").>.*S 78>!+"+*22 )*22+0* !)")*S2%&I

+,>3S2%&I !,"*>2,3 !."C总!H)D"m+,>3C+3>10(
+C*>2,3( f:总!OD,"S

期末综合练习!四"
一(5>N 6>A 7>A 8>L 9>M w>L ~>L ">M +>N 56>N 55>L 56>L 57>L

58>L 59>N 5w>N 5~>M 5">M 5+>L 66>A 65>L 66>N 67>L 68>N 69>L

二( 6w>三 xL GJf Ce
f AI

ee

ee
Ee

e GJCke
f AI

ee

ee

e
elZ 6~>AB!GD,") 和 H)OD. +* 6">GLID) !+"

LIDZ
)CHCCH) ED LI!DH",> !)"LI!DH",C,H EC LI,CC,H)D 6+>HGD, kLS!GH,")lCC

)H EC LSCC)GHC
. 76>!+",=0C3HCC)GD EZ

, ,=0)CC)GDhC.H)D !)"ABCCGDZ
)C)H

E

C

AB)CCGDhCH)D !,", EGD G)DCGD) GD) 分 子 之 间 结 合 成 G)D.%分 子 总 数 减 小!)GD

UV

)

G)D."
三(75>!+"MJAI) !)"GJ)OD. !,"将 A与 L混合后%滤出沉淀%在沉淀中滴加 N%若出现气泡%则

N是 H)OD.%A是 GJ)AD,’若不产生气泡%则 A是 H)OD.%N是 GJ)AD, 76>!+")ABCD) E
F

)ABD 适当

升高液氨的温度 催化剂 未反应的氨 水蒸气 !)"+>)/* !,"碱石灰 !."a+pa)pa,

四(77>GH.GD,的质量分数m.*} GH.AI的质量分数m/,>/} 78>!+"*>)* !)"*>**3 !,"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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