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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检测

一尧选择题

1.A
2.B
3.C
4.D
提示院氦气与该反应无关，恒压容

器中增加氦气相当于减小压强，但反应

前后气体体积不变，平衡不移动，气体

C的物质的量不变，A选项错误；同理，C
选项也错误。增加C的物质的量，恒容
条件下（对反应前后气体体积不变的可

逆反应而言）或恒压条件下都能达到等

效平衡，C的体积分数不变，B选项错误；
升高温度，平衡正向移动，C的体积分
数增大，故D选项正确。

5.C
提示院题中所给反应为放热反应，

达平衡后，升高温度，化学平衡逆向移

动，由混合气体平均相对分子质量= m
n

可知，逆向移动时气体总物质的量 n

增大，而气体总质量 m不变则混合气

体平均相对分子质量减小，与图象不符

合，A选项错误；达平衡后，再加入 C，
等效于成比例改变生成物，所以先成比

例扩大体积，A的质量分数不变，再压
缩，化学平衡正向移动，则 A的质量分数
减小，与图象不符合，B选项错误；达平

衡后，再加入 A，平衡正向移动，促进 B
的转化，即 B的转化率增大，与图象符
合，C选项正确；达平衡后，增大压强，
平衡正向移动，则 B的浓度减小，与图
象不符合，D选项错误。

6.A
提示院若反应能自发进行，须满

足 驻H 原T·驻S 约0，即 180援50kJ/mol 原T 伊
247.7J伊10原3kJ/（mol·K）约0，解得T跃728.7K，
即当温度高于728.7K或455.7益时该反
应能自发进行。

7.B
提示院t1时，驻n（CO）=0.4mol，则可

得 驻n（H2O）=0.4mol。t2时，驻n（H2O）=0.
6mol-0.2mol=0.4mol，说明在 t1时，反应

已达平衡，可求得 700益时，平衡常数

运= 0.4伊0.40.8伊0.2 =1。A选项，反应在 t1min内的

平均反应速率应该是 t1min内 H2浓度的

变化量与 t1的比值，即
0.42t1

mol/（L·min）；

B选项，温度不变，平衡常数不变，则 运=1，
据此可得，起始时，n（CO）=1.2mol，n（H2O）=
0.6mol与 n（H2O）=1.2mol，n（CO）=0.6mol
互为等效平衡，故到达平衡时，灶（悦韵圆）越
园援源园皂燥造；悦选项，保持其他条件不变，
向平衡体系中再通入 0.20mol H2O，平衡
向右移动，达到新平衡时 CO的转化率
增大，H2O 的转化率减小，H2O 的体积
分数会增大；D选项，温度升至 800益，上

述反应平衡常数为 0.64，说明升高温度，
平衡逆向移动，那么正反应为放热反

应。

8.C
提示院升高温度二氧化碳的平衡转

化率减低，则升温平衡逆向移动，则逆

反应为吸热反应，所以 M的化学平衡常
数大于 N，A、B选项正确；化学反应速率
随温度的升高而加快，但温度太高时，催

化剂的催化效率降低，所以 v（N）有可能
小于 v（M），C选项错误；根据图象，当
温度高于 250益，升高温度二氧化碳的
平衡转化率降低，即催化剂效率降低，D
选项正确。

二尧填空题

9.（1）淤不变 于正向 Q=0.25约
K，平衡正向移动

（2）淤 163 于AC 盂cd
10.（员）两个反应均为放热量大的

反应 降低温度 降低压强 催化剂

（圆）不是 该反应为放热反应，平

衡产率应随温度升高而降低 粤悦
（猿）员 该比例下丙烯腈产率最

高，而副产物丙烯醛产率最低 员颐苑.缘颐员
11.（员）c（TaI4）c（S2）

c2（I2）

远远援苑豫
（圆）约 陨圆
（猿）淀粉溶液
（源）员援园伊员园原员圆 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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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选择题
1.B
提示 院A 选项中 CO2 属于非极性

分子；C 选项中 HF、HCl、HBr、HI 的稳
定性依次减弱；D选项中的 H2O属于 V
形结构。

2.B
提示院一般来说，晶体的熔点有：

原子晶体跃离子晶体跃分子晶体，Si3N4
为原子晶体，NaCl为离子晶体，SiI4为分
子晶体，故有熔点：Si3N4跃NaCl跃SiI4，故A
选项正确；NH3含有氢键，沸点最高，
PH3和AsH3不含氢键，二者沸点的高低
取决于相对分子质量的大小，相对分
子质量越大，沸点越高，则AsH3的沸点
高于PH3，故沸点高低顺序为NH3跃
AsH3跃PH3，故B选项错误；元素的非金
属性越强，其最高价氧化物对应的水
化物的酸性就越强，由于非金属性：Cl跃
S跃P，所以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
酸性强弱顺序为HClO4跃H2SO4跃H3PO4，
故C选项正确；元素的金属性越强，其
最高价氧化物对应的水化物的碱性就

越强，由于金属性：Na跃Mg跃Al，所以最
高价氧化物对应的水化物的碱性强弱

顺序为NaOH跃Mg（OH）2跃Al（OH）3，故D
选项正确。

3.C
提示院氮原子最外层有5个电子，NH3

分子中，1个氮原子与3个H形成3对共
价键，氮原子上还有一对孤对电子，孤

对电子对成键电子的排斥作用较强，
导致NH3呈三角锥形。

4.C
5.C
提示院磷化硼是一种超硬耐磨涂层

材料，应属于原子晶体，A选项错误。原
子晶体在熔融状态不能导电，B 选项
错误。晶体中每个原子均满足 8电子
稳定结构，说明P、B原子间有一个配位
键渊磷原子提供尧双方共用冤，所以每个
原子均形成4个共价键，C选项正确。
在氯化钠晶体中，每个Cl原周围等距离
分布着6个Na+，每个Na+周围等距离分
布着6个Cl-，这与磷化硼晶体结构完全
不同，D选项错误。

6.D
提示院石墨烯与石墨均是由碳元素

形成的单质，二者互为同素异形体，而

同位素应是同一元素不同原子间的互

称，故 A选项错误；0.12g石墨烯含
0.12g12g/mol 伊6.02伊1023mol-1=6.02伊1021个碳

原子，故B选项错误；有机物通常是指
含碳元素的化合物，而石墨烯显然是

由碳原子构成的单质，故C选项错误；
石墨烯是由石墨剥离而成，即石墨中

的一层，碳原子间以共价键结合，故D
选项正确。

7.B
提示院A选项，CO2和CS2的中心原

子均为C，碳原子不存在孤对电子，中心
原子上的价电子都用于形成共价键，

都是直线形分子。B选项，BF3分子中B
原子的3个价电子都与氟原子形成共
价键，而NF3分子中N原子的3个价电子
与氟原子形成共价键，还有一对未成

键的电子对，占据了氮原子周围的空间，

参与相互排斥，使其分子构型呈三角锥

形。C选项，SCl2分子中，中心硫原子上
的孤对电子也要占据中心原子周围

的空间，并参与互相排斥，因而SCl2分
子呈V形。D选项，PCl3分子中磷原子最
外层的5个电子中，3个电子与氯原子
形成三对共价键，存在一对孤对电子。

8.A
提示院氨水呈碱性，与CuSO4反应

可以产生沉淀Cu（OH）2，由于Cu（OH）2
不具有两性，不可能溶于过量的碱中，

因此最终沉淀溶解应该是因为Cu2+与
Ag垣一样，能与NH3形成络合物而溶解，
A选项正确；由于白色化合物溶于酸有
红色粉末渊推断为Cu冤、蓝色溶液（Cu2垣）
和SO2产生，可判断出该反应为氧化还
原反应，故白色化合物中Cu显+1价，即
Cu+，白色化合物溶于酸时发生反应：
Cu2SO3垣2H 垣=Cu引垣Cu2垣垣SO2尹垣H2O，
而Cu垣的产生是由SO2还原Cu2垣而产生
的，故B、C、D选项均不正确。

二尧填空题

9.（1）H Cl 非极性

（2）S > Cl > F 三 玉A
（3）a
（4）淤不一定容易 于除 F2外，键

长增长，键能减小渊合理即给分冤
提示院（圆）短周期主族元素中与氯

元素相邻的有 云和 杂。与氯元素同周
期，且金属性最强的元素位于该周期的

最左侧，为 Na。
（3）随着原子半径增大，卤化氢的

键长逐渐增大，b 选项错误。自上而下，
卤化氢的还原性依次增强，c 选项错
误。卤素单质与氢气化合的难易取决

于卤素非金属性的强弱，自上而下为由

易到难，d选项错误。
10.（1）sp3 （2）O 跃S 跃Se （3）34

3s23p63d10

（4）强 平面三角形 三角锥形

（5）淤第一步电离后生成的负离
子较难再进一步电离出带正电荷的氢

离子

于H2SeO3和H2SeO4可分别表示成
（HO）2SeO和（HO）2SeO2。H2SeO3中的Se
为+4价，而H2SeO4中的Se为+6价，正电
性更高，导致Se—O—H中O的电子更向
Se偏移，越易电离出H+

（6）
4伊（65+32）g/mol6.02伊1023mol-1
（540伊10-10cm）3 =4.1g/cm3

11.（1）淤4 于ZnS
（2）sp3

（3）水分子与乙醇分子之间形成氢
键

（4）正四面体
（5）16NA
提示院元素X 位于第四周期，其基

态原子的内层轨道全部排满电子，则

其内层电子数=2+8+18=28，且最外层
电子数为2，所以该原子有30个电子，
为锌元素；元素Y基态原子的3p轨道上
有4个电子，则Y是硫元素；元素Z的原
子最外层电子数是其内层的3倍，所以
Z是氧元素。
（1）淤X（锌）离子数目=8伊 18 +6伊

12 =4。
于该晶胞中X（锌）离子数目=8伊

18 +6伊 12 =4，Y（硫）离子数目=4，所以
X（锌）和Y（硫）离子数目之比等于4颐4
即1颐1，所以该化合物的化学式为ZnS。
（2）在H2S中硫原子的价层电子

数=2+ 12 伊（6-2伊1）=4，所以采用sp3杂

化。

（4）SO42-中价层电子数=4+ 12 伊（6+
2-4伊2）=4，且没有孤电子对，所以是正
四面体结构。

（5）每摩尔配合物［Zn（NH3）4］Cl2中，
滓键数目=（3伊4+4）NA=16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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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选择题
1.C
提示院A选项由于生成的Na2CO3溶

液中CO32-会发生水解，生成HCO3-，所
以A选项错误；电荷守恒：c（H+）+c（Na+）
=c（HCO3-）+2c（CO32-）+c（OH原）；物料守
恒：c（Na+）=c（HCO3-）+c（CO32-）+c（H2CO3）；
两式相减得：c（H+）+c（H2CO3）=c（CO32-）
+c（OH原），B选项错误；C选项中，生成
CH3COONa，CH3COO-水解使溶液呈碱
性，C选项正确；相同pH，相同体积的
HCl和CH3COOH，因为CH3COOH为弱
酸，所以CH3COOH的物质的量浓度大，
CH3COOH消耗的NaOH的物质的量多，
D选项错误。

2.阅
提示院在氯化铝溶液中存在如下水

解平衡：粤造悦造猿垣猿匀圆韵葑粤造（韵匀）猿垣猿匀悦造，
加热使水解平衡正向移动，最后生成
粤造（韵匀）猿沉淀。灼烧时，粤造（韵匀）猿又可分
解为粤造圆韵猿。在硫酸铝溶液中存在水
解平衡：粤造圆（杂韵源）猿垣远匀圆韵葑2粤造（韵匀）猿垣
3匀圆杂韵源，加热促进水解，但硫酸是难挥
发性酸，水解生成的粤造（韵匀）猿和匀圆杂韵源
可重新反应生成硫酸铝。

3.D
4.B
提示院醋酸和盐酸溶液的浓度相等，

由于醋酸部分电离，则醋酸溶液中氢
离子浓度较小，反应开始前醋酸的pH
较大，则曲线X表示醋酸与Mg的反应、
Y代表盐酸与镁条的反应，A选项正确；
反应初始时盐酸中氢离子浓度较大、
醋酸溶液中氢离子浓度较小，图象a点
两溶液的pH相同，则到a点时盐酸中消
耗的氢离子的物质的量较大，即Y消耗
镁条的量较多，B选项错误；图象纵坐
标表示溶液的pH，根据图象可知b点两
溶液的pH相等，C选项正确；根据图象
可知，c点之后溶液的pH不再变化，说
明反应已经结束，D选项正确。

5.D
提示院HClO的漂白性是因为其具

有强氧化性，而不是弱酸性，A选项错
误；碳酸钠的水解程度大于碳酸氢钠，
所以相同浓度的Na2CO3与NaHCO3溶
液，前者的pH更大，B选项错误；H2CO3
的Ka2=5.6伊10-11，而HClO的Ka=3.0伊10-8，
所以次氯酸的酸性强于碳酸氢根离子
的酸性，则可以发生ClO-+CO2+H2O=
HCO3-+HClO，C选项错误；加水稀释促进
醋酸溶液电离，醋酸的物质的量减
小，而醋酸根的物质的量增加，所以

c（CH3COO-）
c（CH3COOH）= n（CH3COO-）

n（CH3COOH）增大，即
稀释醋酸溶液，则 c（CH3COO-）

c（CH3COOH）的数
值随水量的增加而增大，D选项正确。

6.B
7.C
提示院由电荷守恒可判断A选项正

确；B选项，电荷恒等式为c（Na垣）+c（H垣）=
c（F-）+c（OH-），物料恒等式为c（Na垣）=
c（HF）+c（F-），将前后两式相减即可得到：
c（HF）+c（H垣）=c（OH-），B选项正确；C选
项，因为NaF为强碱弱酸盐，F-水解使溶
液呈碱性，c（H垣）<1伊10-7mol/L，NaCl溶液
中c（H垣）=1伊10-7mol/L，故NaCl溶液中的
c（H垣）比NaF溶液中的c（H垣）大，C选项
错误；D选项，由F-+H2O HF+OH-可
知，发生水解的F-与生成的OH-的量相等。

8.A
提示院常温下，0.1mol/L NaOH溶液

分别滴定浓度均为0.1mol/L的两种一
元酸HX、HY溶液，起始时HX和HY两种
酸的浓度相同，酸性越强，则溶液中c（H+）
越大，pH就越小。由图象可知HX的酸性
比HY的强。0.1mol/L NaOH与等体积的
0.1mol/L HX反应后，c（Na+）=0.05mol/L；
HY中酸碱等物质的量反应生成NaY，显
碱性，若要显中性，则需酸过量，所以

c（Na+）小于0.05mol/L。两种溶液中分别
存在c（Na +）+c（H +）=c（X -）+c（OH -），
c（Na+）+c（H+）=c（Y-）+c（OH-），由于c（H+）=
c（OH-）=10-7mol/L，则两溶液中分别存在
c（Na+）=c（X-），c（Na+）=c（Y-），因为两个
溶液中c（Na+）不同，则c（X-）屹c（Y-），A
选项错误；HX的酸性强于HY的酸性，
HY中酸碱等物质的量反应生成NaY，显
碱性，若要显中性，则需酸过量，所以

m约1，B选项正确。HY中存在HY葑H++
Y-，加碱促进电离，所以HY的电离程度：
b点大于a点，C选项正确。当 V（碱）

V（酸）=1时，
HX溶液中溶质变为NaX，HY溶液中溶
质变为NaY，升高温度促进Y-的水解，Y-的

浓度减小，X-的浓度不变，所以 c（Y-）
c（X-）

减小，D选项正确。
二尧填空题
9.（1）增大 增大
（2）3HCO3 -+Al3 +=Al（OH）3 引 +

3CO2尹
（3）c（NO3-）跃c（NO2-）跃c（CH3COO-）

BC
提示 院0.2mol NaOH 的水溶液与

0.2mol NO2恰好完全反应得 1L溶液A，

由 2NO2 +2Na OH =NaNO3 +NaNO2 +
H2O，得到溶液 A中 NaNO3物质的量浓
度为 0.1mol/L，NaNO2物质的量浓度为
0.1mol/L，溶液 B为 0.1mol/L的 CH3COONa
溶液，HNO2 的电离常数 Ka=7.1伊10 -4，
CH3COOH 的电离常数 Ka=1.7伊10-5，说
明 CH3COOH酸性小于 HNO2的酸性，
溶液中醋酸根离子水解程度大于亚硝
酸根离子水解程度，溶液 B碱性大于A
溶液，两溶液中 c（NO3 -）、c（NO2 -）和
c（CH3COO-）由大到小的顺序为 c（NO3-）
跃c（NO2-）跃c（CH3COO-）。溶液 B碱性大
于 A溶液，向溶液 A中加适量水，稀释
溶液，碱性减弱，不能调节溶液 pH相
等，a错误；向溶液 A中加适量 NaOH，
增大碱性，可以调节溶液 pH相等，b正
确；向溶液 B中加适量水，稀释溶液碱性
减弱，可以调节溶液 pH相等，c正确；溶
液 B碱性大于 A溶液，向溶液 B中加适
量 NaOH，溶液 pH更大，d错误。

10.HCO3-+H2O H2CO3+OH- 大
于
（1）乙 B
（2）等于 甲
（2）乙 常压下加热NaHCO3的水

溶液，溶液的温度达不到150益
提示 院NaHCO3是强碱弱酸盐，

HCO3-水解使溶液呈碱性。四种物质中
只有BaCl2与Na2CO3反应生成沉淀而不
与NaHCO3反应，而Ba（OH）2溶液与澄清
石灰水均能与Na2CO3、NaHCO3分别反
应生成沉淀，NaOH与Na2CO3不反应，与
NaHCO3反应无明显现象。因此只能选
择BaCl2溶液才能证明乙同学判断正确。
若要证明甲同学判断正确，冷却后pH
应等于8.3。

11.（1）不能 Fe2+沉淀的pH最大，
Fe2+沉淀完全时，Cu2+也完全沉淀 不
妥当 CDE
（2）Fe3++3H2O Fe（OH）3+3H+，

CuO+2H+越Cu2++H2O，向溶液中加入
CuO时，消耗了H+，促进Fe3+的水解，当
溶液的pH升高到4.1时，Fe3+即沉淀完全
（3）85.50%
提示院（1）用NaClO作氧化剂不妥当，

会引进杂质Na+。
（3）滴定反应的关系式为：2Cu2+耀I2耀

2S2O32-，即Cu2+耀S2O32-，则：n（CuCl2·2H2O）=
n（Cu2+）=n（S2O32-）=0.4000mol/L伊25伊10-3L=
0.01000mol

产品中CuCl2·2H2O的质量分数为：
171.0g/mol伊0.01000mol2.000g =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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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选择题

1.D
2.C
3.D
提示院氧原子最外层电子数为6，有

2s、2p两个能级，电子排布图为
2s
尹引

2p
尹 尹尹引 ，A选项错误；Al3+核外电子

数为10，有2个电子层，各层电子数分

别为2、8，Al3+结构示意图为+13 2 8
，B选

项错误；羟基是电中性基团，电子式为

OH ，C选项错误；乙炔中碳原子之间形
成三对共用电子对、碳原子与氢原子

之间形成1对共用电子对，乙炔的结构
式为H—C以C—H，D选项正确。

4.D
提示院由a的原子结构示意图知，x

只能为2，则a为Si；b、d与a同周期，且根
据 b、c形 成 化 合 物 的 电 子 式 知 ，
b为+1价，则为Na；c为-3价，则为N；c、d
同主族，则d为P。酸性：HNO3>H3PO4>
H2SiO3，D选项正确。

5.C
提示院甲、乙、丙、丁为第三周期元

素，甲元素的第一电离能远远小于其第

二电离能，说明甲元素最外层有1个电
子，失去1个电子时达到稳定结构，所
以甲为钠元素；乙元素的第二电离能远

远小于其第三电离能，则乙元素最外层

有2个电子，失去两个电子后达到稳定
结构，所以乙为镁元素；丙、丁元素的

第一电离、第二电离能、第三电离能相

差不大，而铝的第一电离能比镁的还

要小，故丙、丁一定为非金属元素，故C
选项正确，D选项错误；甲为钠元素，乙

为镁元素，故甲的金属性比乙强，A选项
错误；乙为镁元素，在化合物中其化合

价为+2价，B选项错误。
6.A
提示院第三周期稀有气体元素的原

子序数为18，锌的原子序数为30，30-
18=12，则锌在周期表中处于第四周期
第域B族，ds区，A选项错误；基态Al原子
电子占据最高能级为3p能级，电子云轮
廓图为哑铃形，B选项正确；第三周期稀
有气体的原子序数为18，钒的原子序数
为23，23-18=5，则钒在周期表中处于
第四周期第吁B族，C选项正确；钒的原
子序数为 23，其核外电子排布为：
1s22s22p63s23p63d34s2，则钒的价层电子

排布为3d34s2，D选项正确。
7.B
提示院根据核电荷数小于18的某元

素X，其原子的电子层数为a，最外层电
子数为2a+1，假设a=1时，最外层电子数
为3，不符合题意；a=2时，最外层电子数
为5，质子数为7，符合题意；a=3时，最外
层电子数为7，质子数为17，符合题意，
则X可能为N或Cl。a=2时，质子数为2a2-
1=7，电子排布式可能是1s22s22p3，A选项
正确；如为Cl，则最外层电子数为8，不
满足2n2个，B选项错误；X为N或Cl，为非
金属性单质，化合价既可升高也可降低，

既能作氧化剂又能作还原剂，C选项正
确；形成的化合物HClO可用于杀菌消毒，
D选项正确。

8.C
提示院地壳中含量最多的元素为氧，

则A为氧元素；由题意知B元素K层和L
层电子数之和为10，则M层电子数为8，
N层电子数为2，故B元素为钙；C是第
三周期第一电离能最小的元素，为钠；

第三周期中第一电离能最大的元素为

氩。C选项，A的简单离子O2原和C的简单
离子Na垣具有相同的电子层结构，根据
“序大径小”的规律知r（O2原）>r（Na垣）。

二尧填空题

9.（1）二 郁A
（2）1s22s22p3 1
（3）> < > <

10.（1）NH3 PH3 氨分子之间

可形成氢键

（2）B D
（3）He
（4）BE
提示院前三周期符合表中位置关系

的元素 X、W、R、Z 、Y 分别为 N、P、F、
Cl、He。
（1）能形成氢键的物质其沸点高。

（2）氮元素原子的 2p轨道中的三个电子
应分别单独占三个轨道，这是洪特规

则。（3）稀有气体元素已达稳定结构，故
不易失去电子。（4）原子序数小于 10，故
反应为 NH3与 F2的反应，E选项错误；
反应中有元素化合价发生变化，所以

属于氧化还原反应，A选项正确；R（F）
的第一电离能大于 W（N）的，B选项错
误；N的电负性大于 H，C选项正确；G
为 F2，F的电负性最大，D选项正确。

11.（员）
2s 2p

（圆）同周期元素随核电荷数依次
增大，原子半径逐渐变小，故结合一个

电子释放出的能量依次增大 氮原子

的 圆p轨道为半充满状态，相对稳定，故
不易结合一个电子

（猿）淤粤月阅 悦
于缘 仔65

盂（匀猿韵垣）韵-匀…晕（晕缘原）（晕匀源垣）晕
-匀…晕（晕缘原）

（源）602a3d
M （或 a3dNA

M 伊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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