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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分技巧】

一、从“答题”角度

平时答题时，要学会想如下问题：

1.这样写答案，阅卷时“挑剔的阅卷者”能否看清？

2.这是不是最佳角度？标准答案会从哪个角度解答？

3.这样的格式和布局是否有利于“挑剔的阅卷者”阅卷？

4.某些字符或词语的的使用是否会造成歧义或产生误会？

5.化学专业术语、专用符号（名词）的运用是否符合阅读或使用习惯等。

二、从“分数”角度讲

最易“失分”的 29 种情况：

1.排列顺序时，分清是“由大到小”还是“由小到大”，类似的如：“由强到弱”或“由弱到强”、“由

高到低”或“由低到高”等等。

2.书写化学方程式时，分清是“=”还是“⇌”，如一种弱盐水解方程式一定用“⇌”就不能用“=”，其产

物也不能标“↓”或“↑”，弱酸、弱碱的电离一定要用“⇌”不能用“=”即：“弱根”要用“⇌”和“分步”

进行书写。

3.不要忽视题干中“混合物”、“化合物”、“单质”、“有水电离 pH=？”、“能与铝反应的溶液”、“无色

透明溶液”、“透明溶液”（不一定无色）、“有机物或无机物”等限制条件。

4.缺少或写错物理量单位（有单位的要写单位，没有单位的就不要写了）；如“溶解度和平衡常数”

有单位却不需要写出；“相对分子质量”、“相对原子质量”无单位，却加上“g”或“g•mol-1”；摩尔质量

有单位（g•mol-1）却不写单位，失分；计算化学反应速率时不注意物质的量的变化还是物质的量浓度的

变化而出现错误。

5.填空式计算题中的有效数字或保留几位小数意识淡薄。注意题中对“有效数字”的隐性要求。（尤

其在“化学原理”试题和“化学实验题”中表现的尤其明显）。

6.要求写物质的“名称”却写成分子式或化学式，要求写分子式或结构简式却写成名称。电子式【书

写电子式时，共价化合物忘了未成对电子，离子化合物中的阴离子与原子团离子忘了加中括号】、原子或

离子结构示意图、结构简式、结构式看不清，张冠李戴。要求写离子方程式而错写化学方程式、要求写

“燃烧热的热化学方程式”而错写成“热化学方程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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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所有的稀有气体都是单原子分子而误认为双原子分子。

8.273℃与 273K 不注意区分，是“标况”还是“非标况”【常常指“常温下”“通常状况”】，是“气态”

还是“液态”、“固态”等分不清楚。不注意或不清楚“22.4L•mol-1”；注意 HF、SO3、己烷、苯、CCl4、

水等物质的状态。区分不开液态氯化氢和盐酸、液氨和氨水、液氯和氯水等。

9.计算题中往往出现“将样品分为两等份”（或“从 1000mL 溶液中取出 50mL”），最后求的是“原样

品中的有关的量”，同学们却只求了“取出的每份中”的有关的量。

10.请注意选择题“正确的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是”、“可能的是”、“不可能的是”、“一定正

确的是”、“一定不正确的是”等几种不同要求。请注意，填写答案时时，填卡时却完全涂反了或者涂错

了——这就是典型的“笔下误”（即“心手不一”），要十分警惕这种情况发生。

11.求气体的“体积分数”或者“物质的量分数”等与“质量分数”不看清楚而出现失分。

12.描述实验现象要全面，“陆、海、空”全方位观察。

13.表示物质的量浓度不要写成“［HCl］”或者“C（HCl）”，可能会失分，而应该写“c（HCl）”。

14.气体与固体的溶解度表示方法、计算方法混为一谈。（标况下，将 20L 氨气溶解在 1L 水中，……）

15.表示离子的电荷数与元素的化合价混为一谈。

16.原电池“正极、负极”分不清、电解池、电镀池“阴极、阳极”分不清和写不清（尤其是“阴”

和“阳”这两个字的书写会造成阅卷者看不清楚导致丢分）、电极反应式写反了等。

17.求“转化率”、“产率”、“百分含量”混淆不清，尤其是在化学平衡图像中不注意。

18.两种不同体积不同浓度同种溶液混和，总体积是否可以加和，要看题目情景和要求。

19.做推断题时请注意根据题意，无机物、有机物均应全面和综合的考虑。

20.要注意试题中“小括号内（）”中的内容，一定要专门看、仔细看。

21.回答简答题，一定要避免“简单化”，要涉及原理，应该“有因有果”，答到“根本”。如“打开活

塞和止水夹”之类的描述容易忘记等；

22.“第 VIII 族”、“第 IVA 族”、“第 VIA 族”等容易写错；看准相对原子质量，Cu 是 63.5 还是 64，

应按“卷首”提供的数据为准。

23.对 mA（s）+nB（g）⇌pC（l）+qD（g）这种可逆反应，加压或减压，平衡移动只考虑其中的气态

物质（g）的化学计量数。

24.化学计算中常犯的错误如下：①分子式写错或分子量记错；②化学方程式写错或不配平或配平有

错；③用关系式计算时，物质的量关系式不对，以上情况发生，全扣分；④摩尔质量算错；⑤讨论题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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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过程，扣相当多的分；⑥给出两种反应的量，不考虑反应物的过量（要有判断过程）；⑦要求写出计

算规范过程：解、设未知量、方程式或关系式，计算比例关系、比例式主要计算过程、答、单位、有的题

目还要写出推理过程，不要省略步骤，计算过程要带单位。

25.配平任何方程式，最后都要进行“化学计量数化简”。书写化学反应方程式，反应条件必须写（题

中有的要按题中的要求写），而且写正确（如果记不清楚的可以写“一定条件”）。氧化—还原反应配平后，

得失电子要相等，离子反应的电荷要守恒，不搞“假配平”；有机化学方程式书写时，有机化学方程式要

用“→”、小分子往往要丢失；缩聚、加聚反应时反应条件和 n 不写；热化学反应方程式漏写物质的聚集

状态，漏写反应热的“+”或“-”，反应热△H 的单位是 kJ·mol-1。

26.有机结构简式中原子间的连结方式表达正确，不要写错位。结构简式有多种，但是碳碳双键、碳

碳三键、官能团不要简化，酯基、醛基、羧基的各原子顺序不要乱写，硝基、氨基写时注意碳要连接在 N

原子上。【如 COOHCH2CH2OH（羧基连接错），CH2CHCOOH（少双键）等（强调：在复杂化合物中酯基、

羧基最好不要简化）】；有机分子结构式中有几个苯环要看清楚，千万不要认为“六边形”一定是“苯环”；

27.量器（如容量瓶的容积规格）书写时不注明规格，滴定管书写时不注明酸式、碱式；

28.保证书写规范，化学用语正确：答题时字应尽量写规范（最好是楷书），不要求书法，但要求尽量

地清晰，尽可能避免写连笔字。化学用语的中文名称不能写错别字。

三、化学各类型试题特点及考查角度

1.选择题

题目小巧灵活，覆盖的知识面广，即有考查简单的知识内容和能力要求层次的题，也有考查复杂的知

识内容和能力要求较高层次的题，但主要是考查基识和基本技能的题，其主要特点有：

（1）考查灵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设问灵活，部分题目综合性强，要求考生不仅要能经过的

思考，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还要能排除题干中迷惑性的表述或条件，防止掉进命题人设计的“陷阱”，作

出正确的判断。应该说，选择题是考生赢得化学笔试基本分的关键，也是考生由于“低级错误”（审题不

清、思维似是而非、笔下误等）而造成失分之所在。原因是“命题人”往往有意避在复习时常见的各进练

习题，从几个知识点的不同侧面提出问题，考查的不变，但设问的角度有所改变。这就要求考生对既要对

概念的内涵十分清要掌握概念间的联系和区别，冷静作答；

（2）强调考查运用数据分析解决化学问题的能力，题目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化合物知识与简单的

定量计算联系在一起考查，要求考生从定量的角度解是用化学概念及有关知识。值得提醒的是，一些“巧

解法”会在这类题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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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信息迁移考查考生思维能力，信息迁移题（有机推断题体现的尤其明显）是特指向考生临

时传递一些在中学没有学过的知识，要求考生将新知识和已学的知识组成新的知识网络，并将其迁移到题

设情境中。考查考生的自学能力和思维能力；

（4）联系实验际，强调化学知识的应用，考查考生运用所学的化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与生产、

生活、环保、科研成果相关）的能力。这类题难度不大，只是“面目新”而已，只要考生认真思考，一般

都应能解决。

2.非选择题

它是按化学实验、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基本理论（氧化还原反应、离子反应、化学平衡、电离平衡、

物质的量、气体摩尔体积、电化学等）四大板块设计的。此类题的特点是综合性强，陌生度较高，考查主

要的、重要的、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涉及的题型有填空、推断、实验和计算。作答的要求一般是简答、

分析、书写（化学符号和名称、分子式、电子式、结构简式、电极反应式、化学方程式、离子方程式、热

化学方程式、结构示意图等）及列式计算等。

（1）“实验板块”的特点：

①考查考生正确完成实验的能力和处理实验中有关安全和环保问题的能力；

②给出实验装置图“新情境”及有关物质的量和实验现象，要求判断发生了什么反应，回答相关问题：

体现了化学实验与元素化合物知识紧密结合，突出了化学学科的特点；

③给出实验装置图，常见仪器或新反应，要求考生选择装置图或仪器自己组装，考查运用实验原理设

计简单的能力，并要求根据有关信息评价实验方案的优劣。

（2）“元素物质无机板块”的特点：

①给出框图，以元素化合物内容为载体，考查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②设问新颖灵活，是定量处理的基础理论型或基本概念型简答题，着重考查思维能力；

③定性分析理论型简答题、侧重考查考生逻辑推理能力；

④考查氧化还原反应的配平、原子结构及正确书写化学方程式、离子方程式等知识；

⑤根据实验现象，推断溶液成分或元素化合物的综合题，着重考查考生思维的严密性和敏锐性；

⑥元素无机题一般分三类：

第一类是元素及其重要化合物的框图题（一般是元素及其重要化合物的综合题，或是无机化合物与有

机化合物的综合题；

第二类是基础理论题（多数是定量处理的理论型简答题及填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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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题目（一般涉及氧化还原反应、原子结构、元素质量比、物质的量、

化合价、离子反应、化学平衡原理的运用、电化学知识的运用等知识。

（3）“基本理论与基本概念板块”的特点：

①考查有关标准状况下气体的体积、溶液的质量分数、物质的量浓度、指定物质的质量、物质的量、

密度的计算，或化学式的推断，都属于常见的基本题型。一般运用概念、原理、化学方程式及关系式，便

可求解；

②氧化还原反应、离子反应、化学平衡、电离平衡、物质的量、气体摩尔体积、电化学等在化学笔试

中常会以大题的形式呈现；

③考查考生思维的严密性，能力要求高；

④考查考生将化学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利用数学工具，结合化学知识，通过计算，解决化学问题的

能力。

（4）“有机化学基础板块”的特点：

①考查考生正确书写分子式、结构简式、同分异构体、结构单元的数目、有机反应类型的能力；

②考查考生正确书写聚合单体结构简式或由指定单体发生缩聚反应所科产物的结构简式的能力；

③考查考生阅读新信息，并运用新、旧知识按框图所示指示的方向（或自行设计合成路线），正确书

写有机化学反应方程式或指定物质的结构简式的能力；

④考查定量处理有机化学填空题和简答题，按指定物的式量，根据官能团的特征性质，推导指定物的

分子式、结构简式及反应类型。这种题一般综合性强，思考容量大，要求考生将相关知识进行归纳，统摄

成为规律性的结论，再按结论作出对在“限定条件下”的有机化合物分子组成的判断，写出分子式或结构

简式。

【高频考点】

【考点 1】计量数

1.计量数汇总

计量数 定义 单位 转换

物质的量 n 表示含有一定数目粒子的集体的物理量 mol n = N/NA

摩尔质量 M 单位物质的量的物质所具有的质量 g/mol n =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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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摩尔体积 Vm 单位物质的量的气体所占的体积 L/mol n = V/Vm

物质的量浓度 cB 单位体积溶液里所含溶质 B 的物质的量 mol/L cB = n/V

2.以物质的量为中心的计算中常用的公式

（1）物质的量计算中的万能恒等式。

n＝m
M
＝
V g
Vm

＝
N
NA

＝
Q

|ΔH|
＝cV（aq）。

（2）物质的量浓度与溶质质量分数之间的换算。

cB＝
n
V
＝

m
MV

＝
1 000ρw
M

，w＝ cBM
1 000ρ

。（ρ的单位：g·cm－3）

（3）物质的量浓度与溶解度的换算。

cB＝
n
V

＝

S
M

100S
1000

＝
1000 S
M 100S


 

，S＝ B

B

100c M
1000 -c M

。（ρ的单位：g·cm－3）

【考点 2】元素周期律

1.元素周期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最外层电子数：随着原子序数的递增，最外层电子数从 1 个递增至 8 个（第一周期时，从 1 个

递增至 2 个）而呈现周期性变化；

（2）原子半径：随着原子序数的递增，元素原子半径呈现周期性变化。

同周期内，元素原子半径从左到右逐渐减小；

同主族内，元素原子半径从上到下逐渐增大。

（3）元素化合价：元素的化合价正价从+1 价递增至+5 价（或+7 价），负价从－4 价递增至－1 价再

至 0 价而呈周期性变化

（4）元素性质：①同周期：从左到右，随着原子序数的递增，元素金属性逐渐减弱，非金属性逐渐

增强；气态氢化物的稳定性逐渐增强；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酸性逐渐增强，碱性逐渐减弱。

②同主族：从上到下，随着原子序数的递增，元素金属性逐渐增强，非金属性逐渐减弱；气态氢化物

稳定性逐渐减弱；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酸性逐渐减弱，碱性逐渐增强。

【考点 3】化学反应速率

1.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及其计算公式

（1）概念：化学反应速率是用来衡量化学反应进行的快慢程度，通常用单位时间内反应物浓度的减

少或生成物浓度的增加来表示。单位有 mol·L－1·min－1 或 mol·L－1·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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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公式：某物质 X 的化学反应速率：

））或时间变化量（

）的浓度变化量（

min
)(

1

s
LmolXX




注意：①化学反应速率的单位是由浓度的单位（mol·L－1）和时间的单位（s、min 或 h）决定的，可

以是 mol·L－1·s－1、mol·L－1·min－1或 mol·L－1·h－1，在计算时要注意保持时间单位的一致性。

②对于某一具体的化学反应，可以用每一种反应物和每一种生成物的浓度变化来表示该反应的化学反

应速率，虽然得到的数值大小可能不同，但用各物质表示的化学反应速率之比等于化学方程式中相应物质

的化学计量数之比.如对于下列反应：

mA + nB ＝ pC + qD

有： )(A ∶ )(B ∶ )(C ∶ )(D ＝m∶n∶p∶q

或： q
D

p
C

n
B

m
A )()()()( 



③化学反应速率不取负值而只取正值。

④在整个反应过程中，反应不是以同样的速率进行的，因此，化学反应速率是平均速率而不是瞬时速

率。

2.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

影响因素 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 说明或举例

反应物本

身的性质

不同的化学反应有不同的

反应速率

Mg 粉和 Fc 粉分别投入等浓度的盐酸中时，Mg 与盐酸的反应

较剧烈，产生 H2 的速率较快

浓度

其他条件不变时，增大

（减小）反应物的浓度，

反应速率增大（减小）

①增大（减小）反应物浓度，单位体积内活化分子数增多

（减少），有效碰撞次数增多（减少），但活化分子百分数不

变

②气、固反应或固、固反应时，固体的浓度可认为是常数，

因此反应速率的大小只与反应物之间的接触面积有关，而与

固体量的多少无关，改变固体的量不影响反应速率

压强

温度一定时，对于有气体

参加的反应，增大（减

小）压强，反应速率增大

（减小）

①改变压强，实际是改变气体的体积，使气体的浓度改变，

从而使反应速率改变

②改变压强，不影响液体或固体之间的反应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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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升高（降低）反应温度，

反应速率增大（减小）

①通常每升高 10℃，反应速率增大到原来的 2～4 倍

②升温，使反应速率加快的原因有两个方面：a.升温后，反应

物分子的能量增加，部分原来能量较低的分子变为活化分

子，增大了活化分子百分数，使有效碰撞次数增多（主要方

面）；b.升高温度，使分子运动加快，分子间的碰撞次数增多

（次要方面）

催化剂 增大化学反应速率

催化剂增大化学反应速率的原因：降低了反应所需的能量

（这个能量叫做活化能），使更多的反应物分子成为活化分

子，增大了活化分子百分数，从而使有效碰撞次数增多

光、反应

物颗粒的

大小等

将反应混合物进行光照、

将块状固体粉碎等均能增

大化学反应速率

AgBr、HClO、浓 HNO3 等见光分解加快，与盐酸反应时，大

理石粉比大理石块的反应更剧烈

【考点 4】氧化还原反应

1.氧化还原反应概念：有电子转移（包括电子的得失和共用电子对的偏移）或有元素化合价升降的反

应。

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电子转移（电子得失或电子对偏移）。

氧化还原反应的特征：在反应前后有元素的化合价发生变化。根据氧化还原反应的反应特征可判断一

个反应是否为氧化还原反应。某一化学反应中有元素的化合价发生变化，则该反应为氧化还原反应，否则

为非氧化还原反应。

2.氧化剂与还原剂等相关概念

概念 含义 概念 含义

氧化剂
反应后所含元素化合价降低的

反应物
还原剂

反应后所含元素化合价升高的反应物

被氧化
还原剂在反应时化合价升高的

过程
被还原

氧化剂在反应时化合价降低的过程

氧化性 氧化剂具有夺电子的能力 还原性 还原剂具有失电子的能力

氧化反应
元素在反应过程中化合价升高

的反应

还 原 反

应

元素在反应过程中化合价降低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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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产物
还原剂在反应时化合价升高后

得到的产物

还 原 产

物

氧化剂在反应时化合价降低后得到的产物

3.重要的氧化剂和还原剂：

（1）所含元素的化合价处在最高价的物质只能得到电子，只具有氧化性，只能作氧化剂（注：不一

定是强氧化剂）。重要的氧化剂有：①活泼非金属单质，如 X2（卤素单质）、O2、O3 等；②所含元素处于

高价或较高价时的氧化物，如 MnO2、NO2、PbO2 等；③所含元素处于高价时的含氧酸，如浓 H2SO4、

HNO3 等；④所含元素处于高价时的盐，如 KMnO4、KClO3、K2Cr2O7等；⑤金属阳离子等，如 Fe3＋、Cu2

＋
、Ag＋

、H＋
等；⑥过氧化物，如 Na2O2、H2O2等；⑦特殊物质，如 HClO 也具有强氧化性。

（2）所含元素的化合价处在最低价的物质只能失去电子，只具有还原性，只能作还原剂（注：不一

定是强还原剂）。重要的还原剂有：①活泼金属单质，如 Na、K、Ca、Mg、Al、Fe 等；②某些非金属单

质，如 C、H2、Si 等；③所含元素处于低价或较低价时的氧化物，如 CO、SO2 等；④所含元素处于低价

或较低价时的化合物，如含有
2
S、

4
S、

1
I 、

1
Br、

2
Fe的化合物 H2S、Na2S、H2SO3、Na2SO3、HI、HBr、

FeSO4、NH3 等。

（3）当所含元素处于中间价态时的物质，既有氧化性又有还原性，如 H2O2、SO2、Fe2＋等。

（4）当一种物质中既含有高价态元素又含有低价态元素时，该物质既有氧化性又有还原性。例如，

盐酸（HCl）与 Zn 反应时作氧化剂，而浓盐酸与 MnO2 共热反应时，则作还原剂。

【考点 5】离子浓度大小比较

1.电解质溶液中的守恒关系

（1）电荷守恒：电解质溶液中所有阳离子所带有的正电荷数与所有的阴离子所带的负电荷数相等。

如 NaHCO3溶液中：n（Na＋）＋n（H＋）＝n（HCO3-）＋2n（CO32-）＋n（OH－）

（2）物料守恒：电解质溶液中由于电离或水解因素，离子会发生变化变成其它离子或分子等，但离

子或分子中某种特定元素的原子的总数是不会改变的。

如 NaHCO3 溶液中 n（Na＋）：n（C）＝1：1，推出：c（Na＋）＝c（HCO3-）＋c（CO32-）＋c

（H2CO3）

（3）质子守恒：电解质溶液中分子或离子得到或失去质子（H＋）的物质的量应相等。

例如在 NH4HCO3溶液中 H3O＋、H2CO3为得到质子后的产物；NH3·H2O、OH－、CO32-为失去质子后的

产物，故有以下关系：c（H3O＋）＋c（H2CO3）=c（NH3·H2O）＋c（OH－）＋c（CO32-）。

2.微粒浓度大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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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元弱酸溶液，根据多步电离分析，如在 H3PO4 的溶液中，c（H＋
）>c（H2PO4）>c（HPO42-

）>c（PO43-）。

（2）多元弱酸的正盐溶液，根据弱酸根的分步水解分析，如 Na2CO3 的溶液中：c（Na＋
）>c（CO32-

）>c（OH－
）>c（HCO3-）。

（3）不同溶液中同一离子浓度的比较，要看溶液中其他离子对其影响的因素。如在相同的物质的量

浓度的下列各溶液中 a.NH4Cl b.CH3COONH4 c.NH4HSO4。c（NH4+）由大到小的顺序是 c>a>b。

（4）混合溶液中各离子浓度的比较，要进行综合分析，如电解因素、水解因素等。如相同浓度的

NH4Cl 溶液和氨水等体积混合后，由于氨水的电离程度大于 NH4+的水解程度，所以溶液中离子浓度顺序

为：c（NH4+）>c（Cl－）>c（OH－
）>c（H＋

）。

【考点 6】电化学

装置名称 原电池 电解池 电镀池

实例 2 4Cu- Zn H SO（ ） 氯化铜溶液（惰性电极） 铁把上镀铜

能量转化 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电能转化为化学 电能转化为化学

原理
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从而形

成电流（自发）

电流通过引起氧化还原反应

（非自发）

电流通过引起氧化还原反

应（非自发）

形成条件

两个电极、电解质溶液或熔

融态电解质、形成闭合回

路、自发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电源、电极（惰性或非惰

性）、电解质、闭合回路

电源、电极（Cu、Fe）、

电解质、闭合回路

装置判断 无外加电源 有外加电源

有电源、阳极金属与电解

液中金属离子为同一金属

元素

电极判断

负极：还原性较强的极或电

子流出的极或电流流入的极

正极：还原性较弱的极或电

子流入的极或电流流出的极

阳极：与直流电源正极相连的

极

阴极：与直流电源负极相连的

极

阳极：镀层金属（Cu）

与直流电源正极相连的极

阴极：被镀物或镀件

（Fe）与直流电源负极相

连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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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上的反

应

①负极：本身或还原剂失去

电子发生氧化反应

②正极：溶液中某些阳离子

或氧化剂得到电子

①阳极发生氧化反应，即阳极金属

或溶液中阴离子失去电子的反

应

②阴极本身不反应，溶液中的

阳离子得到电子发生还原反应

①阳极发生氧化反应，即

阳极金属失去电子的反应

②阴极本身不反应，溶液

中的阳离子得到电子发生

还原反应（电解质溶液浓

度几乎不变）

口诀 负极氧化正还原 阳极氧化阴还原

两极反应
负极：Zn-2e-=Zn2+（氧化）

正极：2H++2e-=H2↑（还原）

阳极：2Cl--2e-=Cl2↑（氧化）

阴极：Cu2++2e-=Cu（还原）

阳极：Cu-2e-=Cu2+（氧

化）阴极：Cu2++2e-=Cu

（还原）

电子流向 负极→外电路→正极
阳极→导线→电源正极→电源

负极→导线→阴极

阳极→导线→电源正极→

电源负极→导线→阴极

电流方向 正极→外电路→负极
电源正极→阳极→阴极→电源

负极

电源正极→阳极→阴极→

电源负极

溶液离子流

向

阴离子→负极

阳离子→正极

阴离子→阳极

阳离子→阴极

阴离子→阳极

阳离子→阴极

应用设计 电池、金属防腐 氯碱工业、电镀、精炼、冶金 金属美容、金属防腐

【考点 7】常见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

1.碳酸钠和碳酸氢钠

碳酸钠（Na2CO3） 碳酸氢钠（NaHCO3）

俗名 纯碱、苏打 小苏打

色、态、溶解

性
白色固体、易溶于水 白色固体，溶解度较小

热稳定性 加热难分解 3 2 3 2 22   NaHCO Na CO H O CO

与酸反应 CO32-+2H+=H2O+CO2↑ HCO3-+H+=H2O+CO2↑

与碱（OH-） 不反应 HCO3-+OH-=CO32-+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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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

相互转化

Na2CO3+H2O+CO2=2NaHCO3

3 2 3 2 22   NaHCO Na CO H O CO ；NaHCO3+NaOH=Na2CO3+H2O

鉴别方法
将两固体分别放在大试管中加热，并将导气管通入石灰水中，能使石灰水变浑浊的为

NaHCO3，不变浑浊的是 Na2CO3

用途 化工原料、洗涤剂
食品发酵剂、治疗胃酸过多、制备泡沫灭火

器

2.镁和铝

元素 镁（12Mg） 铝（13Al）

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 第二周期ⅡA 族 第三周期ⅢA 族

单质

物理

性质

颜色和状态 银白色固体 银白色固体

硬度 镁（很软）＜铝（较硬）

密度 g·cm－3 镁（1.738）＜铝（2.70）

熔点／℃ 镁（645）＜铝（660.4）

沸点／℃ 沸点（1090）＜铝（2467）

原子

结构

最外层电子数 2 个（较少） 3 个（较多）

原子半径 r（Mg）＞r（A1）

失电子能力、还原

性及金属性
Mg＞A1

单质

的化

学性

质

与 O2

的反应

常温
Mg、Al 均能与空气中的 O2 反应，生成一层坚固而致密的氧化物保护膜.所

以，金属镁和铝都有抗腐蚀性能

点燃 2Mg+O2（空气）点燃 2MgO 4Al+3O2（纯）高温2A12O3

与 S、X2等非金属

的反应

Mg+SMgS

Mg+C12点燃MgCl2

2Al+3S高温A12S3

2Al+3Cl2点燃 2AlCl3

与酸

的反

非氧化性

酸
例 Mg+2H＋

＝Mg2＋+H2↑ 例 2A1+6H＋
＝2A13＋+3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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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氧化性酸

例 4Mg+10HNO3 （极稀）＝ 4Mg

（NO3）2+N2O↑+5H2O

铝在冷的浓 HNO3、浓 H2SO4 中因发

生钝化而难溶

与碱的反应 不反应 2A1+2NaOH+2H2O＝2NaAlO2+3H2↑

与氧化物的反应
2Mg+CO2点燃 2MgO+C

（金属镁能在 CO2 气体中燃烧）

2A1+Fe2O3点燃 2Fe+A12O3

3.铝的重要化合物

氧化铝（A12O3） 氢氧化铝[A1(OH)3] 硫酸铝钾[KAl（SO4）2]

物理性质
白色固体，熔点高，难溶于

水

不溶于水的白色胶状固体；

能凝聚水中的悬浮物，有吸

附色素的性能

硫酸铝钾晶体 [KAl（ SO4 ）

2·12H2O]俗称明矾.明矾是无色

晶体，易溶于水

所属类别 两性氧化物 两性氢氧化物
复盐（由两种不同金属离子和

一种酸根离子组成）

电离方程

式
在水中不能电离 弱电解质可以电离

KAl （ SO4 ） 2 ＝ K ＋ +A13 ＋

+2SO42－

化学性质

既能与酸反应生成铝盐，又

能与碱反应生成偏铝酸盐：

Al2O3+6H＋＝2A13＋+3H2O，

Al2O3+2OH－＝2AlO2
－+H2O

①既能溶于酸，又能溶于强

碱中：A1(OH)3+3H＋＝A13＋

+3H2O ， A1(OH)3+OH － ＝

2AlO2
－+2H2O

②受热分解：

2A1(OH)3 Al2O3+3H2O

①同时兼有 K＋、A13＋、SO42－

三种离子的性质②水溶液因

A13＋水解而显酸性：

A13＋+3H2O A1(OH)3+3H＋

制法

2A1(OH)3≜Al2O3+3H2O 可溶性铝盐与氨水反应：A13

＋ +3NH3·H2O

A1(OH)3↓+3NH4
＋

用途

①作冶炼铝的原料②用于制

耐火坩埚、耐火管、耐高温

仪器

制取氧化铝 作净水剂

4.铁的氧化物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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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的氧化物 氧化亚铁 氧化铁 四氧化三铁

俗称 铁红 磁性氧化铁

化学式 FeO Fe2O3 Fe3O4

铁的价态 +2 价 +3 价 +2 价和+3 价

颜色、状态 黑色粉末 红棕色粉末 黑色晶体

水溶性 都不溶于水

化学性质

①在空气中加热时，被迅速

氧化；6FeO+O2  2Fe3O4②

与盐酸等反应：FeO+2H＋
＝

Fe2＋+H2O

①与盐酸等反应：Fe2O3+6H

＋
＝ 2Fe3 ＋ +3H2O ②在高温

时，被 CO、C、A1 等还

原 ：

Fe2O3+3CO高温2Fe+3CO2

兼 有 FeO 和 Fe2O3 的 性

质，如 Fe3O4+8H＋＝2Fe3＋

+Fe2＋+4H2O

【考点 8】烃类

烃的种类 甲烷 乙烯 乙炔 苯

分子式 CH4 C2H4 C2H2 C6H6

结构简式 CH2＝CH2 CH≡CH

分子结构

特点

正四面体，键

角为 109°28′，

由极性键形成

的非极性分子.

与 C 原子共平

面的 H 原子最

多只有 2 个

平面结构，键角为

120°，分子中所有

的原子均处于同一

平面内 .分子中含

C—H 极 性 键 和

C—C 非极性键 .是

非极性分子

直 线 形 ， 键 角 为

180°，分子中所有的

原子均处于同一直线

上（也必处于同一平

面内） .分子中含 C—

H 极性键和 C—C 非极

性键

平面正六边形，键角为

120°，分子中 6 个碳原于完

全相同（6 个碳键的键长、

键能、键角相同）.12 个原

子均处于同一平面上

物理性质

无色、无味的

气体，极难溶

于水，密度比

空气小

无色、稍有气味的

气体，难溶于水，

密度比空气略小

纯乙炔是五色、无味

的气体，密度比空气

小，微溶于水

无色、有特殊气味的液体，

有毒，不溶于水，密度比水

小，熔点、沸点低 .用冰冷

却苯，苯凝结为无色晶体

含碳的质 75 85.7 92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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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9】化学实验仪器

1.实验仪器的识别与使用

（1）仪器类别的选择

①量器的选择

若只是粗略量取液体的体积（用 mL 作单位，保留一位小数）用量筒；若精确量取液体的体积（用

mL 作单位，保留两位小数）用滴定管，若是酸性溶液或强氧化性溶液或有机试剂选酸式滴定管，若是碱

性溶液选碱式滴定管。

②容器的选择

少量液体实验或物质的性质实验用试管；较大量液体的实验用烧杯或烧瓶；需蒸发、结晶用蒸发皿；

若对固体高温灼烧则用坩埚；组装含较多药品的气体发生装置一般用圆底烧瓶[或锥形瓶或广口瓶（不能

量分数％

燃烧现象
火焰不明亮 火焰较明亮，带黑

烟

火焰明亮，带浓烟 火焰明亮，带浓烟

化学性质

①性质稳定，

不能与强酸、

强 碱 、 酸 性

KMnO4 溶液反

应；②与纯 X2

发生一系列取

代反应，生成

CH3X 、

CH2X2 、

CHX3、CX4 的

混合物；③热

分解

化学性质活泼①加

成反应：与 X2 、

HX、H2、H2O 等

加成，能使溴水褪

色②氧化反应：能

使酸性 KMnO4 溶

液褪色③加聚反应

化学性质活泼①加成

反应：与 X2、HX、

H2、H2O 等加成，能

使溴水褪色.如：

②氧化反应：能使酸

性 KMnO4溶液褪色

兼有烷烃和烯烃的性质：①

取代反应.与 X2 发生卤代反

应，与浓 HNO3 发生硝化反

应，与浓 H2SO4 发生磺化

反应；②加成反应 .例如在

催化剂 Ni 和加热的条件

下，苯与 H2 加成得到环己

烷 ： ③ 苯 不 能 使 酸 性

KMnO4溶液褪色

工业制法 煤的干馏 石油裂解 煤的干馏

主要用途
气体燃料，制

炭黑、氯仿等

合成酒精，制聚乙

烯等

氧炔焰，制氯乙烯等 合成纤维、橡胶、染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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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蒸馏或分馏用蒸馏烧瓶。

③漏斗的选择

若只是向小口容器中转移液体或进行过滤用普通漏斗；若是组装简易气体发生装置可用长颈漏斗或分

液漏斗；若是组装气体发生装置且要求控制反应速率或进行分液则用分液漏斗（或根据其原理用长颈漏斗

和小试管改装）。

④除杂仪器的选择

所用除杂试剂是固体一般用球形干燥管或 U 形管，所用除杂试剂是液体一般用洗气瓶。

⑤夹持器的选择

夹持试管加热 用试管夹；取块状、片状固体药品或砝码用镊子；夹持蒸发皿、坩埚或进行长条状固

体燃烧实验用坩埚钳。

（2）同种仪器规格的选择

①量器

选择容量瓶、量筒、酸式滴定管、碱式滴定管等时，选择规格等于或大于（尽量接近）所需液体体积

的量器；选择温度计时其量程应大于所需测量温度。

②容器

选择烧杯、试管、烧瓶、锥形瓶等时，选择规格一般由实验所提供的药品量和仪器在常温或加热时的

装液量标准共同决定，以防液体在振荡、加热等操作中溅出。

2.仪器的组合与创新

（1）广口瓶的 4 种用途。

广口瓶与导气管连接后可有多种用途（装置如图）：

①洗气瓶：A 进 B 出，如用饱和 NaHCO3溶液除去 CO2气体中的 HCl 气体。

②集气瓶：若 A 进 B 出，可收集密度比空气大的气体，如 CO2；若 B 进 A 出，可收集密度比空气小

的气体，如 H2。

③贮气瓶：广口瓶中盛满液体，B 进 A 出，如多余的有毒气体 Cl2 可用排饱和食盐水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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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安全瓶：在气体的制取与性质验证实验中连接该装置（瓶中不盛放任何物质），可有效地防止倒吸，

起安全瓶的作用（进气口为 B 或广口瓶中 A 管长度同 B 管一样短）。

（2）球形干燥管的多用途

装置 A 可作干燥、吸收及检验装置

①检验。干燥管内盛无水硫酸铜时，可用于水蒸气的检验。

②定量测定气体的质量或防止空气成分干扰实验。定量测定时，通过干燥管差值确定被吸收气体质量；

有时需要考虑空气中的成分对测定的影响，所以吸收气体的装置后还要另接一个干燥管，目的是防止空气

中的水或二氧化碳等对定量测定产生干扰。

③尾气吸收。可用于有毒气体的尾气吸收，如内盛碱石灰时可吸收 HCl、Cl2、SO2等。

装置 B 为尾气吸收装置，可以防倒吸，原理类似于倒置在水中的漏斗。

装置 C 是一种“随制随用，随关随停”制备气体装置，可用于 H2、CO2 的制取，也可用于铜与硝酸

的反应。

【考点 10】量子数

1.主量子数 n：量子数 n 被称为主量子数，表示电子层。n 的取值为 1、2、3、4、5、6…（正整数），

对应的符号分别为：K、L、M、N、O、P 等。主量子数 n 是决定电子能量高低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表示

电子离核的平均距离，n 越大，电子离核的平均距离越远，能量越高。

2.角量子数 l：量子数 l 称为角量子数，表示电子层的能级，对于确定的 n 值，l 的取值为 0、1、2、

3…（n-1），共 n 个值，分别用符号 s、p、d、f 等来表示。角量子数 l 决定原子轨道的形状，并在多电子

原子中和主量子数一起决定电子的能级。在多电子原子中，当 n 值相同时，l 值越小，则该电子亚层的能

级越低，ns < np < nd < nf。

角量子数 l 0 1 2 3 …

符号 s p d f …

轨道形状 球形 哑铃型 花瓣形 复杂 …

能量 n 相同，电子的能量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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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磁量子数 m：量子数 m 称为磁量子数，表示在外磁场中某一能级中不同运动状态的电子，其取值决

定于 l。对于一个确定的 l 值，m 值可取 0、±1、±2…±l，共（2l+1）个。磁量子数 m 决定原子轨道在空间

的取向，与电子的能量无关。

l                      m                        
0                      0                            s
1                 +1,0 , -1                      p
2           +2,+1,0 ,-1,-2        

空间运动状态数

轨道一种

轨道三种

           d
3      +3,+2,+1,0,-1,-2,-3                f

轨道五种

轨道七种

4.自旋量子数 ms：在同一原子轨道上的电子自旋状态只有两种，分别用自旋量子数
1
2

sm   和

1
2

sm   来描述，对应符号分别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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