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页第 4页

第 员期
同步测试

一尧选择题
员.D 圆.阅 猿.悦 源.月 5.B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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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蕴
的溶液；阅选项发生反应：圆晕葬圆韵圆垣圆匀圆韵
=源晕葬韵匀垣韵圆尹，得到的溶液浓度应为
圆皂燥造/蕴，因此，悦选项正确。

二尧填空题
愿.（员）除去有机杂质，并使其颗粒

变小（答案合理即可）
（圆）晕葬韵匀溶液 酝早圆垣和 云藻猿垣

晕葬圆悦韵猿溶液 月葬圆垣和 悦葬圆垣
（猿）蒸发浓缩
（源）淤可平衡压强，使液体顺利滴

下 于防止倒吸
（缘）使 杂韵42-完全沉淀

9.6（c1V 1-c2V 2+ 13 c3V 3）

m1
%

怨.（员）源.0 （圆）愿怨.远 （猿）淤悦阅耘
玻璃棒和胶头滴管 于遭糟凿藻 盂员源怨
（源）粤悦

提示院（员）糟越 1000籽w
M 越

1.19伊25%伊100074.5 皂燥造/蕴越4.0皂燥造/蕴。
（圆）该瓶消毒液中含 晕葬悦造韵的物质

的量为 员蕴伊源皂燥造/蕴越源皂燥造，由 晕葬悦造韵垣悦韵圆垣
匀圆韵越晕葬匀悦韵猿垣匀悦造韵可知该消毒液最
多可吸收 源皂燥造 悦韵圆，体积为 愿怨.远蕴。
（猿）淤由于实验室无 源愿园皂蕴 容量

瓶，故应选用 缘园园皂蕴容量瓶，根据配制
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的步骤是计
算、称量、溶解、冷却、移液、洗涤、定容、
摇匀和装瓶可知，所需的仪器有托盘
天平、烧杯、玻璃棒、缘园园皂蕴容量瓶和胶
头滴管，故需使用的仪器是 悦阅耘，还需
要的玻璃仪器是玻璃棒、胶头滴管。

于容量瓶只能用于配制一定体积
的准确浓度的标准溶液，葬选项不符合
题意。容量瓶不能贮存溶液，只能用于
配制，配制完成后要尽快装瓶，遭选项符
合题意。容量瓶只有一条刻度线，故不
能测量容量瓶规格以下的任意体积的
溶液，糟选项符合题意。容量瓶不能受
热，而浓溶液的稀释容易放热，故不能
用于准确稀释某一浓度的溶液，凿选项

符合题意。容量瓶不能受热，故不能用来
加热溶解固体溶质，藻选项符合题意。

盂配制溶液时应选 缘园园皂蕴的容量瓶，
所需 皂（晕葬悦造韵）越园.缘蕴伊源皂燥造/蕴伊苑源.缘早/皂燥造越
员源怨早。
（源）定容时俯视刻度线，会导致溶

液体积偏小，则配制的溶液浓度偏高，

粤选项符合题意。转移前，容量瓶内有
蒸馏水，对配制溶液的浓度无影响，月
选项不符合题意。未冷却至室温就转
移定容，则冷却后溶液体积偏小，使配
制的溶液浓度偏高，悦选项符合题意。
定容时水多了用胶头滴管吸出，则吸
出的不只是溶剂，还有溶质，使溶液浓
度偏小，阅选项不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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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不能将水蒸气完全吸收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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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养提升

员.月
2.C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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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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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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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选择题
员援B
圆援D
提示院钠的密度小于水，浮在水面

上，反应放出气体推动钠四处游动，A
选项正确。反应放热，而且钠的熔点
低，所以钠熔化成一个光亮的小球，B
选项正确。反应消耗水，溶液中会析出

NaOH固体，所以溶液中的 Na+数目减
小，C选项正确。温度不变，氢氧化钠的
溶解度不变，所以 NaOH溶液的浓度不
变，D选项错误。

3.B
提示院Al 与 NaOH 溶液反应生成

氢气。加冷水反应速率变慢，不能提高
效果，A选项错误。氢气具有可燃性，则
使用时应防明火以免发生爆炸，B选项
正确。敞口置于空气中，二氧化碳与

NaOH反应，则变质不能使用，C选项
错误。铝和烧碱溶液反应生成偏铝酸
钠和氢气，Al为还原剂，水为氧化剂，
NaOH既不是氧化剂也不是还原剂，D
选项错误。

源援A
缘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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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提示院常温下，含甲的化合物 r浓

度为 0.1mol/L时溶液 pH=13，为一元强
碱，则 r为 NaOH，p和 q分别是元素丙
和丁的单质，p为浅黄色固体，则 p为硫
单质，丙为硫元素；丁的原子序数大于

S，则丁为氯元素，q 为 Cl2；甲、丙同主
族，则甲为氧元素；乙、丙、丁同周期，乙

为第三周期元素；结合转化关系可知，

m、n为 Na2S、Na2SO3，s、t为 NaCl、NaClO
等物质。电子层结构相同时，核电荷数

越大离子半径越小，则离子半径：丙跃
丁，A选项错误。甲为 O，丙为 S，二者
形成的二氧化硫具有漂白性，但不能

漂白酸碱指示剂，B选项错误。工业上
用石灰乳与氯气反应制备漂白粉，不

用 NaOH，C 选项错误。m、n 为 Na2S、
Na2SO3，酸性条件下硫离子、亚硫酸根

离子反应生成硫单质，不能大量共存，

D选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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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mol/L盐酸
（2）除去气体中的HCl 吸收装置

D中反应剩余的CO2
（3）2Na2O2 垣2CO2= 2Na2CO3 垣O2，

Na2O垣CO2=Na2CO3
（4）78%
提示院（4）n（O2）越0.01mol，根据

2Na2O2~O2，得n（Na2O2）=0.02mol，w（Na2O2）越
0.02mol伊78g/mol2.0g 伊100%越78%。

员园.渊1冤Al2O3+2OH-越2AlO2-+H2O
（2）减小
（3）石墨电极被阳极上产生的O2氧

化

（4）4CO32-+2H2O-4e-越4HCO3-+O2尹
H2
（5）NH4Cl分解产生的HCl能够破

坏Al表面的Al2O3薄膜
提示院以铝土矿（主要成分为Al2O3袁

含SiO2和Fe2O3等杂质）为原料制备铝，
由流程可知，加NaOH溶液时Fe2O3不反
应，由信息可知SiO2在“碱溶”时转化为
铝硅酸钠沉淀，故过滤得到的滤渣为

Fe2O3、铝硅酸钠，Al2O3与NaOH反应生成
NaAlO2，过滤后向滤液中加入NaHCO3溶
液，NaHCO3和NaAlO2反应生成Al（OH）3，
过滤域得到Al（OH）3，Al（OH）3灼烧后
生成Al2O3，电解玉为电解Al2O3生成Al和
O2，电解域为电解Na2CO3溶液，结合图8
可知，阳极失去电子生成HCO3-和O2，阴
极上H+得到电子生成H2，以此来解答。
（1）“碱溶”时生成NaAlO2的离子方

程式为Al2O3+2OH-越2AlO2-+H2O。
（2）向“过滤玉”所得滤液中加入

NaHCO3溶液，与NaAlO2反应生成Al（OH）3
沉淀和Na2CO3，因AlO2-水解程度大于
HCO3-，而且在碱溶过程中，NaOH若有
过量，也会与NaHCO3反应，上述过程均
会导致溶液的pH减小。
（3）“电解玉”是电解熔融Al2O3，电

解过程中因石墨电极易被阳极上产生

的O2氧化，因此，阳极石墨易消耗。
（4）由图8可知，阳极反应为4CO32-+

2H2O-4e-越4HCO3-+O2尹，阴极上H+得
到电子生成H2，则阴极产生的物质A的
化学式为H2。
（5）NH4Cl分解产生的HCl能够破

坏Al表面的Al2O3薄膜，因此在铝粉中
添加少量NH4Cl固体并充分混合，有利
于AlN的制备。

素养提升

员.C
提示院同周期主族元素，自左而右

核电荷数增大，对核外电子吸引增强，

原子半径减小，即对于第三周期元素，

从钠到氯，原子半径依次减小，钠的原

子半径大于铝，A选项错误。铝钠合金
若投入一定的水中可得无色溶液，说

明钠和水反应生成的氢氧化钠足以将

金属铝溶解，则 n（Al）臆n（Na），B选项
错误。铝钠合金投入到足量氯化铁溶

液中，钠和水反应 2Na+2H2O越2NaOH+
H2尹，生成的氢氧化钠可以和氯化铁反应
生成氢氧化铁沉淀，2Al+2NaOH+2H2O
越2NaAlO2+3H2尹，会产生 Fe（OH）3沉
淀，C选项正确。2Na耀H2尹，失去 1mol
电子（产生 12 mol H2），消耗 Na为 23g，
2Al耀3H2尹，而消耗 Al为 9g，故相同质
量的 Na、Al，后者放出氢气较多，在合
金中 Al的质量分数越高，放出的氢气
就越多，D选项错误。

圆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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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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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选择题
员.A 圆.阅 猿.A 源.粤 5援阅 远.悦
苑.粤
提示院溶液中加入物质后产生红

褐色沉淀的同时产生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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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垣、Mg2垣、Ba2垣
（2）如表

阳离子

c/（mol/L）
NO3- CO32- SiO32- SO42-

钥 0.25 0.4 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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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胶状沉淀，因此有SiO32-，第域步灼烧
时H2SiO3转化为SiO2，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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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怨.（1）Fe3+、CO32-、SiO32-
Fe2+、Cu2+、NO3-、SO42-
（2）16Al+9NO3-+7OH-越16AlO2-+

NH3尹+4N2尹+2H2O 9.6
（3）淤5伊10-24 于滤渣 1 1.875
提示：玉援取少量溶液，加入 KSCN

溶液时无明显变化，证明溶液中不含 Fe3+；
域援另取溶液加入盐酸，有无色气

体生成，该无色气体遇空气变成红棕
色，说明是一氧化氮氧化为二氧化氮，
证明原溶液中一定含有 NO3-和 Fe2+，不
能有 CO32-、SiO32-；

芋援向域中所得溶液中加入 BaCl2
溶液，有白色沉淀生成，证明溶液中有
SO42-；

郁援向域中所得溶液中加入过量浓

氨水，生成氢氧化铁红褐色沉淀，溶液
中没有 Al3+，过滤，在所得溶液中加入
盐酸至酸性时，再加入氢氧化钠溶液，
有蓝色沉淀生成，说明生成氢氧化铜
沉淀，则溶液中含有 Cu2+。
（1）综上可知，该废水不含 Fe3+，一定

含有的离子是 Fe2+、Cu2+、NO3-、SO42-。
（2）反应产生氨气和氮气的体积比

为 1颐4，则配平方程式为：16Al+9NO3-+
7OH-越16AlO2-+4N2尹+NH3尹+2H2O

设 Al的质量为 m（Al），
16Al+7OH-+9NO3-越16AlO2-+4N2尹+NH3尹+2H2O16伊27g 9mol
m（Al） 0.2mol

m（Al）= 16伊27g伊0.2mol9mol =9.6g
（3）淤常温下，某 Fe（OH）3、Cu（OH）2

共沉淀的混合体系中，若 c（Cu2+）=5.5伊
10-11mol/L，则 c（OH-）= 2.2伊10-20

5.5伊10-11姨 =2伊
10-5mol/L，

则 c（Fe3+）= 4.0伊10-38
c3（OH-）= 4.0伊10-38

（2伊10-5）3 =
5伊10-24mol/L。

于滤渣 1 为所有的铁都沉淀为
Fe（OH）3，完全酸溶，再使其中的铁元
素还原为 Fe2+，然后将所得溶液稀释到
100mL，取出 20.00mL，用 0.1mol/L KMnO4
溶液滴定，达到滴定终点时溶液颜色为
紫色，共消耗 KMnO4溶液 15.00mL，那
么 100mL 原溶液消耗 KMnO4 溶液75.00mL，发生反应 5Fe2++MnO4-+8H+=
5Fe3++Mn2++4H2O，设废水中铁元素的浓
度为 cmol/L，则

MnO4- ~ 5Fe2+，
1 5

0.1mol/L伊75mL c伊20.00mL
c= 5伊0.1mol/L伊75mL20.00mL =1.875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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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养提升
1.D
2.B
3.A
提示院取少量溶液，加入过量的

Ba（OH）2溶液并加热，产生使湿润的红
色石蕊试纸变蓝的气体，同时生成白色
沉淀，说明一定含有NH4+、SO42-，一定没
有Fe3+。由于原溶液中各离子浓度均相
等，根据电荷守恒可知，一定还含有其
他阳离子。若含有的阳离子是K+，则此
时一定不含Cl-、NO3-、Al3+；若含有的阳
离子是Al3+，则此时一定含有Cl-、NO3-，
不可能同时含有Al3+、K+。所以溶液含有
的离子可能是NH4+、SO42-、K+，也可能是
NH4+、SO42-、Al3+、Cl-、NO3-，A选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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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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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选择题
1援A 2援A 3援C 4援C 5援C
6援C
提示院由反应淤可知氧化性Cl2跃I2，

由反应于可知氧化性I2约IO3-，由反应盂
可知氧化性Cl2跃IO3-，故氧化性的强弱
顺序为Cl2跃IO3-跃I2，A选项正确。I-和IO3-
酸性条件下可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生成
I2，则可用淀粉碘化钾试纸和白醋检验
加碘盐中是否含有碘，B选项正确。反
应淤中2I-耀I2耀2e-，生成1mol碘单质转移
2mol电子，反应于发生反应5I-+IO3-+
6H+=3I2+3H2O，生成3mol碘单质转移
5mol电子，生成1mol碘单质转移电子的
物质的量为 53 mol，所以生产等量的碘
时，反应淤和反应于转移电子数目之
比为2mol颐 53 mol=6颐5，C选项错误。反应
盂中通入足量氯气，碘离子被氧化为
碘酸根离子，反应的离子方程式：3Cl2+I-+3H2O=6Cl-+IO3-+6H+，D选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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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元素的化合价没有变化，所以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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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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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渊1）NaCl固体 防止堵塞
（2）先点燃 A处酒精灯，再点燃 C

处的酒精灯
（3）发生倒吸 可燃性气体氢气不

能被吸收 D中水蒸气会进入 C中导
致产品不纯（任意 2种）
（源）溶液中存在平衡［云藻（悦圆韵源）猿］猿原

云藻猿+垣猿悦圆韵源圆原，加入硫酸后，匀垣结合
悦圆韵源圆原，可以使平衡正向进行，铁离子浓
度增大，遇到 运杂悦晕溶液变红色
（缘）取少量实验 圆中的翠绿色溶液，

滴加 运猿［云藻（悦晕）远］溶液，不出现蓝色沉
淀 云藻猿垣与 悦圆韵源圆原形成配离子的趋势强
于 云藻猿垣与 悦圆韵源圆原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远）圆 源 圆 猿悦圆韵源圆原 圆悦韵圆尹
提示院（员）装置 粤利用氯化钠与浓

硫酸加热反应制取氯化氢气体，圆底
烧瓶中所盛试剂是 晕葬悦造固体；玻璃塞
可以防止铁粉等固体进入导管，防止
堵塞。
（圆）空气中氧气在加热条件下会与

云藻 反应，欲制得纯净的 云藻悦造2，需要用匀悦造排尽装置中空气，实验过程中点燃
粤、悦 酒精灯的先后顺序是：先点燃 粤
处酒精灯，再点燃 悦处的酒精灯。
（猿）若用 阅的装置进行尾气处理，

存在的问题是：氯化氢易溶于水容易
引发倒吸，生成的氢气不能处理，阅中
水蒸气会进入 悦中导致产品不纯。
（源）取实验 圆中少量晶体洗净，配成

溶液，滴加 运杂悦晕溶液，不变红。继续加
入硫酸，溶液变红，说明晶体中含有垣猿
价的铁元素。加硫酸后溶液变红的原
因是：溶液中存在平衡［云藻（悦圆韵源）猿］猿-

云藻猿+垣猿悦圆韵源圆原，加入硫酸后，匀垣结合 悦圆韵源圆原，
可以使平衡正向进行，铁离子浓度增
大，遇到 运杂悦晕溶液变红色。
（缘）经检验翠绿色晶体为

运猿云藻（悦圆韵源）猿·猿匀圆韵，设计实验确认实验圆中没有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的操作和
现象是：取少量实验 圆中的翠绿色溶
液，滴加 运猿［云藻（悦晕）远］溶液，不出现蓝
色沉淀，可能原因是：云藻猿垣与 悦圆韵源圆原形成
配离子的趋势强于 云藻猿垣与 悦圆韵源圆原发生氧
化还原反应。
（远）翠绿色溶液光照一段时间，产

生黄色浑浊且有气泡产生，黄色浑浊为
云藻悦圆韵源·圆匀圆韵，生成的气体为成二氧化
碳，离子方程式为：圆［云藻（悦圆韵源）猿］猿原垣源匀圆韵
越光照 圆云藻悦圆韵源·圆匀圆韵引垣猿悦圆韵源圆原垣圆悦韵2尹。

10.（1）+3
（2）1颐3
（3）Na2Cr2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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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养提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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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提示院该反应中存在共价键、离子

键的断裂与形成，粤选项错误。晕葬悦造韵圆
中氯元素的化合价升高，被氧化，则
晕葬悦造韵圆作还原剂，月选项错误。该条件
下，悦造圆是氧化剂，悦造韵圆是氧化产物，则氧
化性：悦造圆跃悦造韵圆，悦选项正确。反应中，制
取135g ClO2有1mol Cl2得到电子，阅选
项错误。

猿.月
提示院酝灶（韵匀）圆参与过程玉的反

应，在过程域中又重新生成，故过程玉、
域中酝灶（韵匀）圆可看成催化剂，粤选项正
确。过程玉中涉及反应为圆酝灶（韵匀）圆垣韵圆垣源韵匀原=圆酝灶韵猿圆原垣源匀圆韵，氧化剂和还
原剂物质的量之比为员颐圆，月选项错误。
员园蕴上清液中的杂圆原（杂圆原浓度为猿圆园皂早/蕴）
质量为猿圆园皂早/蕴伊员园蕴越猿圆园园皂早越猿.圆早，物
质的量为 3.2g32g/mol 越园.员园皂燥造，将S2-转化为

SO42-，根据得失电子守恒园.员园皂燥造伊愿越灶（韵圆）伊源，灶（韵圆）越园.2皂燥造，理论上共需要园.圆皂燥造
的韵圆，悦选项正确。由流程可知过程域
中，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源酝灶韵猿圆原垣圆杂圆原垣
怨匀圆韵=杂圆韵猿圆原垣源酝灶（韵匀）圆引垣员园韵匀原，阅
选项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