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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员期
同步测试

一尧选择题
员.阅 圆.阅 猿.悦 源.月 缘.阅
远.阅
提示院三种气体的原子组成不能确

定，因此原子数目相等的三种气体中质
量最小的不一定是 载，粤 选项错误；相
同条件下，根据密度 籽越 酝

灾皂
可知，气体

处在相同的条件下，密度和相对分子
质量成正比，三种气体中密度最大的
是 在，但由于没给相同条件，月 选项错
误；三种气体混合后可能发生反应，故
物质的量和不一定为 园.猿皂燥造，悦选项错
误；同温同体积的气体物质的量之比
等于压强之比，由于 酝则（再）越园.缘酝则（在），
所以 圆早 再气体和 员早 在气体的物质的
量之比是 源颐员，因此 再、在气体所承受的
压强比为 源颐员，阅选项正确。

苑.C
提示院A选项把溶剂的体积误当作

溶液的体积；B选项应为溶于水形成1L
的溶液；D选项发生反应：2Na2O2垣2H2O
=4NaOH垣O2尹，得到的溶液浓度应为
2mol/L，因此，C选项正确。

二尧填空题
愿.（员）缘.园
（圆）月
（猿）圆缘园皂蕴 容量瓶、胶头滴管、烧

杯、玻璃棒
（源）淤洗净容量瓶，重新配制
于洗净容量瓶，重新配制
（缘）圆云藻圆 垣垣悦造韵 原垣圆匀 垣越悦造 原垣圆云藻猿 垣垣

匀圆韵 沉淀溶解，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产生

怨.（员）将溶剂水煮沸后冷却
（圆）于
（猿）使溶液混合均匀，快速完成反应
（源）员、圆、源、员、员、猿
（缘）重复步骤 藻的操作 圆耀猿次
（远）溶液蓝色褪去且半分钟内不恢

复原色 怨.园 是
（苑）圆匀垣垣杂圆韵32-越杂引垣杂韵圆尹垣匀圆韵，

杂韵圆垣陨圆垣圆匀圆韵越源匀垣垣杂韵42-垣圆陨原，源匀垣垣源陨原垣
韵圆越圆陨圆垣圆匀圆韵（任写其中 圆个）

提示院（远）陨 原被氧化为 陨圆 后，再用
晕葬圆杂圆韵猿溶液滴定，将 陨圆还原为 陨原，因此
滴定结束，溶液的蓝色消失且半分钟不
恢复原色；灶（晕葬圆杂圆韵猿）越园.园员园园园皂燥造/蕴伊
园.园园源缘蕴越源.缘伊员园原缘皂燥造，根据反应淤于盂

有 韵圆耀圆酝灶韵（韵匀）圆耀圆陨圆耀源杂圆韵32-，灶（韵圆）越
14 灶（晕葬圆杂圆韵猿）越员.员圆缘伊员园原5皂燥造，该河水的
阅韵越 1.125伊10-5伊5伊32伊1000200伊10-3 皂早/蕴越怨.园皂早/蕴跃
缘皂早/蕴，达标。

员园.（员）圆［酝早圆粤造（韵匀）远悦造·曾匀圆韵］越高温
源酝早韵垣粤造圆韵猿垣圆匀悦造尹垣（缘垣圆曾）匀圆韵尹
（圆）葬原藻原凿原遭 吸收 匀悦造气体 检

验气密性
（猿）将分解产生的气体全部带入装

置 悦、阅中完全吸收，防止产生倒吸渊合
理即可冤
（源）猿 偏低
（缘）装置 悦的增重及样品质量（样

品质量及样品分解后残余物质量或装
置 悦 的增重及样品分解后残余物质
量）

提示院（源）圆［酝早圆粤造（韵匀）远悦造·曾匀圆韵］
越高温 4酝早韵垣粤造圆韵猿垣圆匀悦造尹垣（缘垣圆曾）匀圆韵尹

苑猿 员愿伊（缘垣圆曾）
猿.远缘早 怨.怨园早

73g/mol3.65g = 18伊（5+2曾）g/mol9.90g ，解得

曾越猿，若没有冷却玻璃管，由于气温偏高，
装置 阅不能将水蒸汽完全吸收而导致
结果偏低。
（缘）由于化学式中出现两个未知

数，所以必须测量 猿个数据，列二元一
次方程组进行求解，所以除测定 阅的
增重外，还需要测量两个数据，即装置
悦的增重及样品质量（或样品质量及样
品分解后残余物质量或装置 悦的增重
及样品分解后残余物质量）。

拔高训练
员.月
圆.粤
提示院假设左室中 晕圆的物质的量

为 员皂燥造，反应前，左右两室气体的体积
之比为 员颐猿，则反应前右室混合气体的
总物质的量为 猿皂燥造，点燃右室气体，发
生反应 圆匀圆垣韵圆越点燃 圆匀圆韵，反应后，活塞
处于中央位置，左右两室气体体积相
等，则两室中气体的物质的量相等，右
室剩余气体的物质的量为 员皂燥造，设反
应前 匀圆、韵圆 的物质的量分别为 曾皂燥造、
赠皂燥造，若氢气过量，则 曾原圆赠越员，曾垣赠越猿，解
得 赠越 23 ；若氧气过量，则 赠原园.缘曾越员，曾垣
赠越猿，解得 赠越 53 ，反应前容器中 晕圆和 韵圆

的物质的量之比可能为猿颐圆或 猿颐缘，粤选
项正确。

猿.（员）源苑.园远豫
（圆）45V56 约皂圆约 15V14
（猿）淤圆.园皂燥造/蕴 于源苑.园远豫 盂苑愿
提示院（员）加入过量 晕葬韵匀溶液，过

滤后，再往滤液中通入二氧化碳得到
粤造（韵匀）猿沉淀，灼烧得到 粤造圆韵猿，合金的
质量与 粤造圆韵猿的质量相同，故 粤造圆韵猿中
韵的质量分数就是合金中镁的质量分
数，即 48102 伊员园园豫抑源苑.园远豫。
（圆）若该氢气完全由 粤造 生成，则

皂（粤造）越 23 伊 VL22.4L/mol 伊圆苑早/皂燥造越 45V56 早；
若该氢气完全由 酝早生成，则 皂（酝早）越

VL22.4L/mol 伊圆源早/皂燥造越 15V14 早，则 皂圆的取

值范围是 45V56 约皂圆约 15V14 。
（猿）淤糟 中盐酸反应完全，灶（匀圆）越

园.园猿皂燥造，则 糟（匀悦造）越 0.03mol伊20.03L 越圆.园皂燥造/蕴。
于用 葬组数据列方程式，设 Mg为

xmol，Al为 ymol。
24x+27y=0.510
x+ 32 y= 0.56022.4嗓 求得

灶（酝早）越灶（粤造）越园.园员皂燥造，憎（酝早）越
0.01mol伊24g/mol0.51g 抑源苑.园远豫。

盂由 匀悦造耀晕葬悦造知，灶（晕葬悦造）越灶（匀悦造）
越圆灶（匀圆）越园.园远皂燥造，由关系式粤造耀晕葬粤造韵圆

可知，灶（晕葬粤造韵圆）越灶（粤造）越 0.9180.51 伊
园.园员皂燥造越园.园员愿皂燥造。根据钠元素守恒得
灶（晕葬韵匀）越园.园远皂燥造垣园.园员愿皂燥造越园.园苑愿皂燥造，
所以 灾（晕葬韵匀）越 0.078mol1.0mol/L 越园.园苑愿蕴越苑愿皂蕴。

全真演练
员.月
圆.月
猿.（员）盂向淤中溶液加入足量稀盐

酸
榆有乳白色或淡黄色沉淀生成
虞取上层清液向其中滴加几滴氯

化钡溶液
愚有白色沉淀生成
（圆）淤烧杯 容量瓶 凹液面最低

处与刻度线相平
于由蓝色变化为淡黄绿色且半分

钟不变化 怨缘.园

第 源期
同步测试

一尧选择题
员援悦 圆援D 猿援阅 源援B 缘援粤
远.阅
提示院阅选项实验装置，应将晕葬匀悦韵猿

置于小试管中，晕葬圆悦韵猿置于大试管中，
加热时右边烧杯中澄清石灰水变浑

浊，左侧烧杯中澄清石灰水不变浑浊，

说明热稳定性：晕葬圆悦韵猿跃晕葬匀悦韵猿。
苑援阅
提示院晕葬圆悦韵猿、晕葬粤造韵圆的混合溶液

中加入 匀悦造溶液，先发生反应 粤造韵圆原垣匀垣垣
匀圆韵越粤造（韵匀）猿引，葬线表示 粤造韵圆原减少，
粤选项正确；第二阶段，粤造韵圆原反应完毕，
发生反应 悦韵猿圆原垣匀垣越匀悦韵猿原，遭 线表示
悦韵猿圆原减少，糟线表示 匀悦韵猿原的增加，所以
遭和 糟曲线表示的离子反应是相同的，月
选项正确；第三阶段，悦韵猿圆原反应完毕，
发生反应 匀悦韵猿原垣匀垣越悦韵圆尹垣匀圆韵，凿线
表示匀悦韵猿原减少，此阶段 粤造（韵匀）猿不参与
反应。盐酸 缘园皂蕴时 晕葬粤造韵圆中铝元素全
部转化为氢氧化铝沉淀，加 缘园皂蕴盐酸
之后 悦韵猿圆原反应，氢氧化铝沉淀不溶解，则
酝点沉淀的质量和加入盐酸 缘园皂蕴时沉淀
的质量相同，由 晕葬粤造韵圆垣匀悦造垣匀圆韵越
晕葬悦造 垣粤造（韵匀）猿 引 知 ，灶［粤造（韵匀）猿）］越
灶（晕葬粤造韵圆）越灶（匀悦造）=园.园缘皂燥造，皂［粤造（韵匀）猿］越
园.园缘皂燥造伊苑愿早/皂燥造越猿.怨早，悦 选项正确；第
一、第二两段消耗的盐酸的体积都是

缘园皂L，所以消耗的氯化氢的物质的量
相等，依据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发生反

应 粤造韵圆原垣匀垣垣匀圆韵越粤造（韵匀）猿引，悦韵猿圆原垣匀垣

越匀悦韵猿原，可知 悦韵猿圆原与 粤造韵圆原的物质的
量之比为 员颐员，但这两种物质都是强碱
弱酸盐，都能水解，水解程度不同导致

无法判断溶液中 悦韵猿圆原与粤造韵圆原的物质的
量之比，阅选项错误。

二尧填空题
愿援（员）钠性质活泼，钠的密度比煤

油大 源晕葬垣栽蚤悦造源越高温 源晕葬悦造垣栽蚤
（圆）圆晕葬圆韵圆垣圆匀圆韵越源晕葬垣垣源韵匀原垣O圆尹
（猿）悦韵猿圆原垣匀垣越匀悦韵猿- 溶液产生

气泡，红色褪去，气球膨胀 悦韵猿圆原垣匀圆韵垣
悦韵圆越圆匀悦韵猿原

（源）垣圆 还原性

怨援（员）于

（圆）悦韵圆垣匀圆韵垣晕匀猿垣晕葬垣越晕葬匀悦韵猿引
垣晕匀源垣

（猿）遭、藻
（源）域 因氨气极易溶于水而二氧

化碳气体溶解度比氨气小，若先通入二

氧化碳气体再通入氨气后，生成的碳酸

氢钠量较少，难以析出沉淀

（缘）稀硝酸可能不足，没有把碳酸
钠完全反应掉

（远）遭糟
（7）冷却结晶 洗涤晾干

提示院（远）根据 晕匀猿垣匀圆韵垣悦韵圆垣晕葬悦造
越晕匀源悦造垣晕葬匀悦韵猿引及流程图知，母液
中溶质为氯化铵，向母液中通氨气，通

入的氨气和水反应生成一水合氨，一

水合氨电离出铵根离子，铵根离子浓度

的增大有利于析出氯化铵，通入氨气

使溶液碱性增强，使碳酸氢钠转换为

溶解度较大的碳酸钠，可以提高氯化

铵的纯度，故 遭糟正确。
员园.（1）CrO3+2Al越高温 Al2O3+Cr
（2）SiO2
（3）AlCl3 +6NH4F= （NH4）3AlF6 +

3NH4Cl 氟化铵中的氟离子水解生成

氢氟酸，氢氟酸能够与玻璃中的二氧化

硅反应，对玻璃有强烈的腐蚀性而对塑

料则无腐蚀性

（4）淤Al3++3e- Al
于阳极产生的氧气与阳极材料中

的碳发生反应

（5）acd
提示院（4）淤阳极电极反应为氧离

子失去电子发生氧化反应生成氧气，阴

极电极反应为铝离子得到电子发生还

原反应。

于阳极氧离子失电子生成氧气，会
消耗电极碳。

拔高训练

员.月
提示院向含有 员皂燥造 粤造悦造猿的溶液中

滴加晕葬韵匀溶液，首先发生反应粤造猿垣垣猿韵匀原

越粤造（韵匀）猿引，粤造猿垣完全沉淀，消耗 猿皂燥造
韵匀原，生成 员皂燥造 粤造（韵匀）猿，然后发生反
应 粤造（韵匀）猿垣韵匀原越粤造韵圆原垣圆匀圆韵，沉淀完
全溶解消耗 员皂燥造 韵匀原，生成 员皂燥造 粤造韵圆原，
前后两部分消耗的 韵匀原的物质的量为
猿颐员。由上述分析可知，首先发生反应粤造猿垣垣

猿韵匀原越粤造（韵匀）猿引，溶液中铝离子物质
的量减少，粤月线表示 粤造猿垣的物质的量
的变化，粤选项正确；随反应进行粤造（韵匀）猿
物质的量先增大，后减小，故 韵悦表示
粤造（韵匀）猿的物质的量的增大，月选项错
误；悦阅线表示 粤造（韵匀）猿的物质的量的
减小，悦 选项正确；粤造（韵匀）猿 溶解时，
粤造韵圆原的物质的量增大，月耘线表示 粤造韵圆原

的物质的量的变化，阅选项正确。
圆援（员）粤造圆韵猿垣远匀悦造越圆粤造悦造猿垣猿匀圆韵
（圆）圆粤造（韵匀）猿越吟 粤造圆韵猿垣猿匀圆韵

粤造猿垣垣猿韵匀原 粤造（韵匀）猿 匀垣垣粤造韵圆原垣匀圆韵
（猿）酸 糟（杂韵源圆原）跃糟（运垣）跃糟（粤造猿垣）跃

糟（匀垣）跃糟（韵匀原） 铝离子水解呈酸性，

粤造猿垣垣匀圆韵 粤造（韵匀）猿垣猿匀垣，碳酸氢根水
解呈碱性，匀悦韵猿原垣匀圆韵 匀圆悦韵猿垣韵匀原，
两者水解相互促进，平衡向右进行，因

此出现沉淀与气体

（源）淤 c3（AlCl）·c3（CO）
c（AlCl3）

增大

于压强不变（合理即可） 催化剂

盂园.园远
全真演练

员.阅
圆.粤
猿.（员）适当增加 悦葬悦韵猿的量（或加

快搅拌速率）

（圆）减小
（猿）淤加入盐酸酸化的过量 月葬悦造圆溶

液充分反应，得到 圆.猿猿园园早 月葬杂韵源固体，
则 圆缘.园园皂蕴溶液中 杂韵源圆原的物质的量为

灶（杂韵源圆原）越 圆.猿猿园园早233g/mol 越园.园员皂燥造；
于用 园.园愿园园园皂燥造/蕴 悦怎杂韵源 标准溶

液滴定过量的 耘阅栽粤至终点，消耗悦怎杂韵源
标准溶液 圆园.园园皂蕴，则 圆.缘0皂蕴硫酸铝溶
液中粤造猿垣的物质的量为 灶忆（粤造猿垣）越灶（耘阅栽粤）原
灶（悦怎圆垣）越（园.员伊圆缘伊员园原猿原园.园愿伊圆园伊员园原猿）皂燥造越
怨伊员园原源皂燥造，所以 圆缘皂蕴硫酸铝溶液中粤造猿垣
的物质的量应为 灶（粤造猿垣）越怨伊员园原猿皂燥造；

根据元素守恒，则有 灶（S）
灶（Al）越 灶（SO42-）

灶（Al3+）

越 3（1-曾）2（1-曾）+曾 越 0.01mol9伊10-3mol ，
解得 曾抑园.源员
答：通过测定碱式硫酸铝溶液中相

关离子的浓度可确定 曾的值约为 园.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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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圆期
同步测试

一尧选择题
员.月 圆.阅
猿.阅
提示院胶体属于混合物，而直径为

员园原愿皂的微粒可能是纯净物，阅选项错误。
源.悦 缘.月 远.悦
苑.粤
提示院溶液中加入物质后产生红

褐色的沉淀同时产生气体，所以加入
的物质是碱，铵根离子和碱反应得到氨
气，铁离子和碱反应得到的是氢氧化
铁，溶液 载是偏铝酸盐的溶液，偏铝酸
根和碳酸氢根离子反应可以得到氢氧
化铝沉淀。根据以上分析，步骤淤所加
试剂可以是浓 运韵匀 溶液或是其他强
碱溶液，粤选项正确。可以用湿润的红
色石蕊试纸检验生成的无色气体氨
气，试纸变蓝，月选项错误；步骤于反应
匀圆韵垣粤l韵圆原垣匀悦韵猿原越粤造（韵匀）猿引垣悦韵猿圆原，悦选项错误；铁离子遇硫氰化钾溶液会
变血红色，但不是沉淀，阅选项错误。

二尧填空题
愿.（1）NO
（2）Fe2+、NH4+、Al3+、SO42- Fe3+、Cl-

取原溶液少量于试管中，滴入几滴KSCN
溶液，若溶液变为红色，则证明含有Fe3+，
反之则无
（3）Fe（OH）3 AlO2-+CO2+2H2O越Al（OH）3引+HCO3-
怨.（员）溶液中离子浓度很小，几乎

不导电
（圆）于
（3）淤晕葬匀杂韵源越晕葬垣垣匀垣垣杂韵源圆原于盐
盂圆匀垣垣杂韵源圆原垣月葬圆垣垣圆韵匀原越月葬杂韵源引垣圆匀圆韵 月葬圆垣垣杂韵源圆原越月葬杂韵源引匀悦韵猿原垣匀垣越悦韵圆尹垣匀圆韵
提示院（圆）匀圆杂韵源 滴入氢氧化钡溶

液中恰好完全反应生成硫酸钡沉淀和
水，离子浓度几乎不导电，因此答案为
于选项。
（猿）盂晕葬匀杂韵源是二元强酸的酸式盐，

当反应后溶液呈中性时，其离子反应
方程式应为：圆匀垣垣杂韵源圆原垣月葬圆垣垣圆韵匀原越
月葬杂韵源引垣圆匀圆韵，此时溶液中溶质只有晕葬圆杂韵源，加入 月葬（韵匀）圆的离子反应方程
式为：月葬圆垣垣杂韵源圆原越月葬杂韵源引，硫酸氢钠电
离出的氢离子可以和碳酸氢钠电离出
的碳酸氢根离子反应，即 匀悦韵猿原垣匀垣越
悦韵圆尹垣匀圆韵。员园.（员）圆匀垣垣杂蚤韵32-越匀圆杂蚤韵猿（胶体）
（圆）生成白色沉淀，白色沉淀迅速变

成灰绿色，最后变成红褐色
（猿）淤滴加 运杂悦晕溶液
于a.酸性条件下，溶液中的 云藻圆垣被

晕韵3-氧化 b.溶液中的 云藻圆垣被空气中的
韵圆氧化

（源）淤悦造圆垣圆陨原越陨圆垣圆悦造原于员园颐员缘颐源
提示院（源）由于还原性：陨原跃月则原跃悦造原，

向混合溶液中通入 悦造圆，陨原先与 悦造圆反应，
待 陨原完全被氧化，月则原才与 悦造圆反应。通入圆.愿蕴 悦造圆时，溶液中仍有 陨原，故只发生悦造圆
和 陨原的反应：悦造圆垣圆陨原越陨圆垣圆悦造原，则原溶
液中 灶（月则原）越员.缘皂燥造，灶（悦造 原）越员.圆缘皂燥造原

2.8L22.4L/mol 伊圆越员皂燥造；通入 圆.愿耀缘.远蕴 悦造圆时，
发生反应：悦造圆垣圆陨原越 陨圆垣圆悦造 原、悦造圆垣圆月则 原
越月则圆垣圆悦造原，月则原消耗的 灶（悦造圆）越 1.5-1.42
皂燥造越园.园缘皂燥造，故通入 缘.远蕴 悦造圆时，陨原消耗
的 灶（悦造圆）越 5.6L22.4L/mol 原园.园缘皂燥造越园.圆皂燥造，
则 灶（陨原）越园.圆皂燥造伊圆越园.源皂燥造，故原溶液中
糟（悦造原）颐糟（月则原）颐糟（陨原）越灶（悦造原）颐灶（月则原）颐灶（陨原）
越员颐员.缘颐园.源越员园颐员缘颐源。

拔高训练
1.D
2.B
3.B
提示院A选项中发生反应Al3垣垣3OH原

=Al（OH）3引，Al3垣过量，有沉淀生成；B
选项溶液显碱性，没有沉淀生成；C选项
Fe3垣与S2原发生反应生成沉淀，且溶液有颜
色；D选项发生反应H垣垣HCO3-=CO2尹垣H2O，最终溶质为KI，溶液显中性，不符
合题意。

4.A
5.悦
提示院取少量该溶液于试管，加

月葬悦造圆溶液后出现白色沉淀，白色沉淀
为 月葬悦韵猿或 月葬杂韵源，则溶液中至少存在悦韵猿圆原、杂韵源圆原中的一种离子，结合离子共
存可知，一定不存在 月葬圆垣；由于溶液中
各离子物质的量浓度相等，结合溶液
电中性可知，一定存在 晕葬垣、运垣，一定不
存在 悦造原，悦韵猿圆原和 杂韵源圆原只能存在一种。6.（员）淤匀垣、悦造原 粤早垣、韵匀原、匀悦韵猿原、晕韵猿原于晕葬垣、韵匀原
（圆）匀悦韵猿原、韵匀原
提示院离子均为无色；铝既能与酸

作用产生氢气，也能与碱作用产生氢气。
（员）淤溶液和铝粉反应后有 粤造猿垣生

成，溶液显酸性，则 匀悦韵猿原、韵匀原不存在，
由于硝酸与金属反应一般没有氢气产
生，因此也不存在 晕韵猿原，根据溶液不显
电性，一定存在阴离子，即溶液中肯定
有 悦造原，而 粤早垣可与 悦造原生成沉淀，说明原
溶液中也不存在 粤早垣，即溶液中一定含
有大量的 匀垣、悦造原，可能含 晕葬垣、酝早圆垣，一
定不能含有：粤早垣、韵匀原、匀悦韵猿原、晕韵猿原。于溶液和铝反应后有 粤造韵圆原生成，
溶液显碱性，酝早圆垣、匀垣、粤早垣、匀悦韵猿原不能存
在，根据溶液不显电性，一定存在阳离
子，即阳离子只有 晕葬垣，说明原溶液中的
阴离子一定含 韵匀原，可能含 晕韵猿原、悦造原。

（圆）放出气体为晕韵，说明溶液中含
有 匀垣和 晕韵猿原，则 匀悦韵猿原、韵匀原肯定不能
存在于此溶液中。

7.（1）Ag垣、Mg2垣、Ba2垣
（2）SiO32-垣2H垣=H2SiO3（胶体）
（3）如表

阳离子

c/（mol/L）
NO3- CO32- SiO32- SO42-

钥 0.25 0.4 0
（4）存在，最小浓度为0.8mol/L
提示院由题知溶液为透明澄清溶液，

因此溶液中的离子必能大量共存。由实
验玉可知，加入稀盐酸产生气体，必有

CO32-，其浓度为
0.56L22.4L/mol0.1L 越0.25mol/L，

则溶液中一定无Ag垣、Mg2垣、Ba2垣；且能生
成白色沉淀，因此有SiO32-，发生的反应
为SiO32-垣2H垣=H2SiO3（胶体），第域步灼
烧时SiO32-转化为SiO2，则芋SiO32-的浓度

为

2.4g60g/mol0.1L 越0.4mol/L；由实验芋可知溶
液中不含SO42-；根据电荷守恒知2c（CO32-）
+2c（SiO32-）越2伊0.25mol/L垣2伊0.4mol/L越
1.3mol/L>0.5mol/L，因此必有K垣，至少为
0.8mol/L，不能确定有无NO3-。

全真演练
员.粤 圆.月
猿.（员）悦怎 垣匀圆韵圆 垣匀圆杂韵源越 悦怎杂韵源 垣圆匀圆韵
（圆）悦怎垣圆云藻猿垣越悦怎圆垣垣圆云藻圆垣 酸性

防止 云藻猿垣水解生成 云藻（韵匀）猿
源.（员）圆在灶杂垣猿韵圆越高温 圆在灶韵垣圆杂韵圆
（圆）孕遭杂韵源 调节溶液的 责匀为 圆.愿~

远.圆之间，使 云藻猿垣完全沉淀 无法除去
溶液中 云藻圆垣
（猿）悦凿圆垣垣在灶越悦凿垣在灶圆垣
（源）在灶圆垣垣圆藻原越在灶 溶浸
提示院（员）焙烧过程中 在灶杂、云藻杂、悦凿杂、

孕遭杂都和氧气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但是
在灶杂的反应是主要反应，所以其主要方
程式为 圆在灶杂垣猿韵圆越高温 圆在灶韵垣圆杂韵圆。
（圆）滤渣 员的主要成分除 杂蚤韵圆外还

有 孕遭韵 和稀硫酸生成的沉淀 孕遭杂韵源；在灶韵能和酸反应生成盐和水，从而改变溶
液的 责匀值，使溶液的 责匀调节在 圆.愿~
远.圆之间，从而将 云藻猿垣转化为沉淀除去；
云藻圆垣、在灶圆垣开始沉淀、完全沉淀的 责匀相
近，如果不通入氧气，云藻圆垣不能完全除
去而影响 在灶的制备。
（猿）悦凿圆垣和 在灶 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生成 悦凿。
（源）电解硫酸锌溶液制备单质锌时，

阴极上溶液中 在灶圆垣得电子生成 在灶，电极
反应式为 Zn2++2e-越Zn；沉积锌后的电
解液中锌离子浓度降低，可以通过返
回溶浸工序继续使用，从而减少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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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测试

一尧选择题
1援A 2援B 3援B 4援C 5援B
6援B
提示院淤为二氧化锰与浓盐酸反

应生成氯气、氯化锰、水，于为氯气与
石灰乳反应生成氯化钙、次氯酸钙、
水，盂为过氧化氢分解生成水和氧气，
榆为氯酸钾分解生成氯化钾和氧气，
虞为铝和二氧化锰发生铝热反应生成
Mn和氧化铝，均存在元素的化合价变
化，均属于氧化还原反应，A选项错误；
虞为铝热反应，放出大量的热，可用于
制熔点较高的金属，B选项正确；盂中氧
元素的化合价由原1价升高为0，榆中氧元
素的化合价由原2价升高为0，则相同条
件下生成等量的O2，反应盂和榆转移的
电子数之比为1颐2，C选项错误；反应淤
4HCl（浓）垣MnO2越吟 MnCl2垣Cl2尹垣2H2O
中锰元素的化合价由垣4价降低为垣2
价，HCl中氯元素的化合价由原1价升高
为0价，由电子守恒可知，氧化剂与还
原剂的物质的量之比为1颐2，D选项错误。

7援C
提示院氯元素化合价降低，过氧化

氢中氧元素化合价升高生成 O2，所以反
应的氧化产物为 O2，A选项正确；还原
性 Fe2+跃Br-，所以氯气先氧化 Fe2+后氧化
Br-，如果氯气只氧化 Fe2+而不氧化 Br-，
则第于组反应中 Cl2与 FeBr2的物质的
量之比小于或等于 1颐2，B选项正确；在
KClO3+6HCl越KCl+3Cl2+3H2O 中生成3mol氯气转移 5mol电子，C选项错误；
氧化剂的氧化性大于氧化产物，依据
化学方程式分析判断，氧化性由强到
弱顺序为 ClO3-跃Cl2跃Fe3+，D选项正确。

二尧填空题

8.（1）淤2KClO3+4HCl（浓）越2KCl+
2e-

2ClO2尹+2Cl2+2H2O 于B 盂ClO2 榆
0.2mol
（2）淤1颐5 于强 盂0.2
9.（1）淤2Mn2垣垣O2垣4OH原=

2MnO（OH）2于MnO（OH）2垣2I原垣4H垣=Mn2垣垣I2垣3H2O
（2）淤排出装置内的空气，避免空

气中O2的干扰 舆淀粉溶液 余滴最
后一滴标准溶液，溶液恰好由蓝色变为
无色，且半分钟内不恢复原色
（3）淤偏大 于7.8
提示院（3）淤若未用Na2S2O3标准溶

液润洗滴定管，则 c（Na2S2O3）减小，
V（Na2S2O3）增大，测得n（O2）偏大，导致
测得水样中O2的含量偏大遥 于根据（1）
中的三个方程式，可以得出物质间的定
量关系为O2耀2MnO（OH）2耀2I2耀4Na2S2O3，

则 n（O2）越 0.005mol/L伊（3.90伊10原3）L4 越
4.875伊10原6mol，则此水样中氧（O2）的含

量为 4.875伊10-6伊32伊1000mg0.02L 越7.8mg/L。
10.（1）+3
（2）1颐3
（3）NaCr2O7 溶液中存在 Cr2O72 -+

H2O 2CrO42-+2H+，c（OH-）增大平衡正
向移动，从而使溶液中 c（CrO42-）增大，
溶液显黄色
（4）淤Al（OH）3
于4 8 7 8 Na2CrO4 2 8
盂Cr2O72-+12e-+14H+=2Cr+7H2O
提示：（4）根据流程图知，煅烧过程

中有 Na2CrO4生成，说明纯碱 Na2CO3和
铬铁矿发生化学反应，该条件下还发生

反应Al2O3+Na2CO3越高温 2NaAlO2+CO2尹，
Fe2O3不反应也不溶于水，所以加入水后
过滤得到沉淀 Fe2O3，滤液中含有钠盐，向
滤液中通入 CO2，发生反应2NaAlO2+
CO2+3H2O=2Al（OH）3引+Na2CO3，过
滤得到的滤渣成分为 Al（OH）3，向滤液
中加入稀硫酸，Na2CO3生成 Na2SO4，然
后从溶液中分离出 Na2SO4，最后经过
一系列操作得到（Na2Cr2O7·2H2O），据
此回答第（4）问。

拔高训练

1.B
2.D
提示院反应中 S化合价由-2价升高

到+6 价，被氧化，O 由+1 价降低到 0
价，被还原，以此解答该题。

3.B
提示院根据方程式H2SO3+Br2+H2O越

H2SO4+2HBr知，还原性H2SO3跃HBr，所以
向混合溶液中通入氯气时，先氧化H2SO3
后氧化HBr，根据方程式H2SO3+Cl2+H2O
越2HCl+H2SO4知，0.02mol H2SO3完全被
氧化，需要n（Cl2）=n（H2SO3）=0.02mol，亚硫
酸是弱酸，盐酸和硫酸都是强酸，所以
随着反应的进行，n（H+）逐渐增大；剩余的
0.01mol氯气氧化HBr，根据Cl2+2HBr越
Br2+2HCl知，0.01mol氯气能氧化0.02mol
HBr，HCl、HBr都是强电解质，所以该过

程中n（H+）不变，即横坐标增大而纵坐
标不变。

4.（1）1mol/L 0.1mol/L 玻璃棒、
100mL容量瓶和500mL容量瓶
（2）1颐5 5
（3）淤Cu2O+HNO3寅NO尹+Cu（NO3）2+H2O 于氧化性和酸性
提示院（1）n（MgCl2）= 9.5g95g/mol =0.1mol，

c（MgCl2）= 0.1mol0.1L =1mol/L，c（Cl-）=2mol/L，
由稀释前后氯离子的物质的量不变可
知，取溶液25.0mL，稀释到500mL，此时
溶液中Cl-的物质的量浓度为2mol/L伊
25mL500mL =0.1mol/L，在这两个实验中除了
用烧杯、量筒、胶头滴管外，还需用到的
玻璃仪器为玻璃棒、100mL容量瓶和
500mL容量瓶。
（3）淤还原过程的反应式为NO3-+4H++

3e-寅NO+2H2O，则具有还原性的物质
可使还原反应发生，只有Cu2O符合，Cu
的化合价升高，则该氧化还原反应为：
Cu2O+HNO3寅NO尹+Cu（NO3）2+H2O。于反应中因硝酸中的N的化合价
为+5价，NO中N的化合价为+2价，在该
反应中N的化合价降低，则体现硝酸的
氧化性，而硝酸铜与硝酸中N的化合价
相同，则体现硝酸具有酸性。

5.（1）酸碱性
（2）MnO4- Mn2垣
（3）a
（4）淤28 5 24KOH 28 3 2

12H2O 于2.8mol
提示院（1）上述淤于盂的反应分别

是酸性、碱性和中性时的半反应，说明
被还原的产物受酸碱性的影响。
（2）通入SO2属于酸性条件下的反应
（3）PbO2氧化Mn2垣，产物是Pb2垣和MnO4-，

说明氧化性PbO2>KMnO4，由于氧化性KMnO4>Cl2，故不能用盐酸酸化。
（4）淤配平后的方程式是28KMnO4垣5K2S垣24KOH=28K2MnO4垣3K2SO4垣2S引

垣12H2O。于n（S）越0.2mol，n（KMnO4）越2.8mol，
转移n（e原）越2.8mol。

全真演练
1.C
2.悦怎圆垣 园.员圆缘
3.O24.S2O52 -+2I2 +3H2O= 2SO42 -+4I -+

6H+ 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