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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期参考答案

2版课堂测评
异员.员 反应热

第 员课时 反应热 焓变
员.阅
提示院焓变小于零，说明反应放热，常见的分解反

应、二氧化碳与碳反应、氯化铵与氢氧化钡反应都是吸
热反应，活泼金属与酸的反应是放热反应。

圆.悦
提示院焓变单位中的 噪允/皂燥造，是指每摩尔具体的反

应，不一定指参加反应的物质，粤选项错误。在反应中物质
所具有的总能量减少，反应就放热，反之就吸热，悦选项
正确。化学反应的实质是旧化学键的断裂，新化学键的形
成，断键时吸收能量，成键时释放能量，当生成物总键能
大于反应物总键能时，反应放热，驻匀为“-”，阅选项错误。猿.A

提示院为了使一种反应物反应完全，应该使另一种物
质适当过量，A选项正确。为了减少热量损失，酸碱要一
次性迅速加入，B选项错误。中和热测定实验中应选择稀
的强酸、强碱溶液，且其离子反应实质为H++OH-越H2O，C选项错误。测酸溶液的温度后，未冲洗温度计就直接
测碱溶液的温度，碱的起始温度偏高，所测得的温度差
偏小，导致测得中和热数值偏小，D选项错误。4.悦

提示院由图可知，该反应为吸热反应，A选项错误。
该反应的 驻匀=（E1-E2）kJ/mol，B选项错误。该反应为吸
热反应，即反应物的键能总和大于生成物的键能总和，
C选项正确。1mol A2（g）和 1mol B2（g）形成 2mol A（g）和2mol B（g）吸热的能量为 E1kJ，2mol A（g）和 2mol B（g）
形成 2mol A—B键放出的能量为 E2kJ，D选项错误。5.（员）员83 （圆）粤

提示院（员）员皂燥造匀圆在 圆皂燥造悦造圆中燃烧，参加反应的匀圆和悦造圆都是 员皂燥造，生成圆皂燥造 匀悦造，则 驻匀=源猿远噪允/皂燥造伊员皂燥造垣圆源3噪允/皂燥造伊员皂燥造原源猿员噪允/皂燥造伊圆皂燥造越原员83噪允，即放出的热量
为 183kJ。（圆）反应 匀圆垣载圆越圆匀载中，若 员皂燥造 匀圆和 员皂燥造载圆反应生成 圆皂燥造 匀载，就有 员皂燥造 匀—匀键和 员皂燥造 载—载
键断裂，圆皂燥造 匀—载键形成。驻匀（匀载）越耘（匀—匀）垣耘（载—载）原圆·耘（匀—载）。将表中数据代入可算得：驻匀（匀悦造）约驻匀（匀月则）约驻匀（匀陨），因 驻匀 为负值，故 匀圆在 悦造圆中燃烧放热最多，
在 陨圆中放热最少，粤选项正确。

第 圆课时 热化学方程式
1.C
提示院氢气燃烧是放热反应，A选项错误。在书写热

化学方程式时，应注明物质的状态，B、D选项错误。2.B
提示院反应热的大小与物质的量成正比例，所以1mol CO燃烧放出的热量为283kJ，A选项正确。气体变成

固体要放出热量，所以2mol CO（g）与1mol O2（g）反应生
成2mol CO2（s）放出热量大于566kJ，B选项错误。该反应
是放热反应所以反应物的总能量高于生成物的总能量，
则2mol CO（g）和1mol O2（g）的总能量大于2mol CO2（g）
的总能量，C选项正确。根据化学反应的实质，因为反应
物总能量大于生成物总能量，该反应为放热反应，则拆
开反应物的化学键所吸收的总能量小于形成生成物所
放出的总能量，D选项正确。3.C

提示院由热化学方程式可知，1mol固态碳和1mol水
蒸气反应生成一氧化碳气体和氢气，并吸收131.3kJ的
热量，C选项正确。4.（1）C2H4（g）+3O2（g）越2CO2（g）+2H2O（l）驻匀=-1411kJ/mol
（2）2Al（s）+ 32 O2（g）越Al2O3（s）驻匀=-1669.8kJ/mol
提示院（1）1mol C2H4（g）与适量O2（g）反应生成CO2（g）

和H2O（l），放出1411kJ热量，即C2H4（g）+3O2（g）越2CO2（g）+2H2O（l）驻匀=-1411kJ/mol。（2）2mol Al（s）与适量O2（g）反
应生成Al2O3（s），放出1669.8kJ热量，则2Al（s）+ 32 O2（g）
越Al2O3（s） 驻匀=-1669.8kJ/mol。

第 3课时 燃烧热
员援阅
提示院燃烧热指的是 1mol纯物质完全燃烧生成指

定产物，如可燃物中的碳元素燃烧生成 CO2（g）等，A选
项错误。燃烧热化学方程式前的化学计量数必须是 1，
所以燃烧热不随热化学方程式前的化学计量数而改变，
B、C选项错误。根据所学量热计是用来测定中和反应热
的仪器，可以推知物质的燃烧热是可以用相应的仪器测
定的，D选项正确。圆援月

提示院二硫化亚铁物质的量不是 1mol，所以 驻匀 不
能表示燃烧热，A选项错误。C8H18（l）物质的量为 1mol，
完全燃烧生成指定产物二氧化碳气体和液态水，所以
驻匀 可以表示燃烧热，B选项正确。H2在 O2中燃烧的产

物 H2O应为液态，所以 驻匀 不能表示燃烧热，C选项错
误。镁物质的量不是 1mol，所以 驻匀 不能表示燃烧热，D
选项错误。

猿援悦
提示院32g 甲烷完全燃烧，生成二氧化碳气体和液

态水，放出 1780kJ热量，则 1mol即 16g甲烷完全燃烧，
生成二氧化碳气体和液态水，放出 890kJ热量，所以甲
烷的燃烧热为 890kJ/mol，C选项正确。

3版素养测评
素养达标

一尧选择题员援阅
提示院化合反应不一定释放能量，如碳和二氧化碳

化合生成一氧化碳的反应为吸热反应，粤选项错误。多数
分解反应吸收能量，但也有分解反应是放热的，如双氧
水的分解反应，月选项错误。分子拆成原子时，化学键断
裂，吸收能量，悦选项错误。原子组成分子时，形成新的
化学键，一定释放能量，阅选项正确。圆援月

提示院生成物总焓大于反应物总焓的反应为吸热反
应，焦炭在高温下与水蒸气反应，属于吸热反应，反应中
碳、氢元素的化合价发生变化，属于氧化还原反应，A选
项错误。Ba（OH）2·8H2O与 NH4Cl的反应，属于吸热反
应，反应中没有元素化合价的变化，不属于氧化还原反
应，B 选项正确。NaOH溶液与硫酸溶液混合是放热反
应，不是氧化还原反应，C选项错误。铝热反应是放热反
应，铝元素的化合价发生变化，属于氧化还原反应，D选
项错误。

3援粤
提示院准确测定中和热的关键是减少热量损耗，使

用环形玻璃搅拌棒可加快反应速率，减小热量损失、减
小实验误差，A选项正确。稀硫酸与氢氧化钡反应，它们
反应除生成水外还会生成硫酸钡沉淀，放出更多热量，使
中和热数值增大，B选项错误。醋酸电离吸热，使测定的
中和热数值偏小，但中和热 驻匀约0，所以用 0.5mol/LNaOH溶液分别与 0.5mol/L的盐酸、醋酸溶液反应，若
所取的溶液体积相等，则测得的 驻匀 的热数值前者小，C
选项错误。测定中和反应热的实验中，增大酸碱的用量，
放出的热量增加，但中和热是强酸与强碱的稀溶液反应
生成 1mol水时放出的热量，所以测得的中和反应热数
值不变，D选项错误。源援悦

提示院仔细观察题给图象可知：晕圆（早）垣韵圆（早）越圆晕韵（早）
的反应热 驻匀越怨源远噪允/皂燥造垣源怨愿噪允/皂燥造原圆伊远猿圆噪允/皂燥造越垣员愿园噪允/皂燥造，粤、阅选项错误。圆皂燥造 韵结合生成 韵圆（早）时放出源怨愿噪允能量,月选项错误。员皂燥造 晕韵（早）分子中的化学键断裂时
需要吸收 远猿圆噪允能量，悦选项正确。缘援悦

提示院燃烧热应生成指定产物，不能是水蒸气，应该
是液态水，A选项错误。0.5mol N2和 1.5mol H2置于密闭
的容器中充分反应生成 NH3（g），放热 19.3kJ，因反应为
可逆反应，则 1mol N2和 3mol H2置于密闭的容器中充
分反应生成 NH3（g），放热不是 38.6kJ，则热化学反应方
程式中的反应热数值错误，B选项错误。1g氢气是0.5mol，
燃烧放热 120.9kJ，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H2（g）+ 12 O2（g）
101KPa

120益 H2O（g） 驻匀=-241.8kJ/mol，C选项正确。强酸与强
碱反应的中和热为 57.3kJ/mol，则稀硫酸与氢氧化钾
溶液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为 12 H2SO4（aq）+KOH（aq）越
12 K2SO4（aq）+H2O（l）驻匀=-57.3kJ/mol，D选项错误。

6.悦
提示院员皂燥造 杂（泽，单斜）和 员皂燥造 韵圆（早）的总能量大于员皂燥造 杂韵圆（早）的总能量，此反应为放热反应，即 驻匀约园，杂（泽，单

斜）垣韵圆（早）越杂韵圆（早） 驻匀越原圆怨苑.员远噪允/皂燥造，粤选项错误。根
据图象，单斜硫的能量高于正交硫的总能量，正交硫转变为
单斜硫，是吸热反应，即 驻匀跃园，驻匀越（圆怨苑.员远原圆怨远.愿猿）噪允/皂燥造越垣园.猿猿噪允/皂燥造，月选项错误。根据 粤选项分析，杂（泽，正交）垣韵圆（早）越杂韵圆（早） 驻匀越原圆怨远.愿猿噪允/皂燥造，悦选项正确。根据 月
选项分析，正交硫的能量比单斜硫低，正交硫比单斜硫
稳定，阅选项错误。

二尧填空题苑援（员）晕圆匀源（早）垣韵圆（早）越晕圆（早）垣圆匀圆韵（早）驻匀越原缘猿源噪允/皂燥造
（2）晕圆（早）垣圆韵圆（早）越圆晕韵圆（早） 驻匀越垣远苑援愿噪允/皂燥造
（3）悦远匀员圆韵远（泽）垣远韵2（早）越远匀圆韵（造）垣远悦韵圆（早）驻匀越原圆愿园源噪允/皂燥造
（4）杂蚤匀源（早）垣圆韵圆（早）越杂蚤韵圆（泽）垣圆匀圆韵（造）驻匀越原员源圆苑援圆噪允/皂燥造
（5）悦圆匀缘韵匀（造）垣猿韵圆（早）越圆悦韵圆（早）垣猿匀圆韵（造）驻匀越原圆匝噪允/皂燥造

提示院（2）圆猿早 晕韵圆即园援缘皂燥造 晕韵圆，则生成圆皂燥造 晕韵圆吸
收的热量为远苑援愿噪允。吸热反应中驻匀为正值，故反应的热
化学方程式为：晕圆（早）垣圆韵圆（早）越圆晕韵圆（早）驻匀越垣远苑援愿噪允/皂燥造。
（3）员愿早葡萄糖即园援员皂燥造，故员皂燥造葡萄糖燃烧生成悦韵圆

和液态水放出 圆愿园源噪允热量，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为：
悦远匀员圆韵远（泽）垣远韵圆（早）越远匀圆韵（造）垣远悦韵圆（早）驻匀越原圆愿园源噪允/皂燥造。
（4）圆早 杂蚤匀源自燃放出热量愿怨援圆噪允，员皂燥造即猿圆早 杂蚤匀源自燃放

出热量为员源圆苑援圆噪允。故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为：杂蚤匀源（早）垣圆韵圆（早）越杂蚤韵圆（泽）垣圆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员源圆苑援圆噪允/皂燥造。
（5）根据碳原子守恒有：悦圆匀缘韵匀耀圆悦韵圆耀圆悦葬悦韵猿。生

成员园园早 悦葬悦韵猿沉淀，则参加反应的乙醇为园援缘皂燥造，据此可
写出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

愿援（1）环形玻璃搅拌棒 未将小烧杯和大烧杯杯口
保持相平
（2）不相等
（3）abce
提示院（1）由量热器的构造可知该装置缺少的仪

器是环形玻璃搅拌器；为了减少热量的损失，大烧杯杯
口与小烧杯杯口应相平，两烧杯之间塞满碎泡沫塑料。
（2）反应放出的热量和所用酸以及碱的量的多少有

关，若用60mL 0.25mol/L H2SO4和50mL 0.55mol/L NaOH溶
液进行反应，与上述实验相比，生成水的量增多，所放出
的热量偏高。
（3）装置保温、隔热效果差，测得的热量偏小，中和

热的数值偏小，a选项正确。测量NaOH溶液的温度后，温度
计没有用水冲洗干净，在测酸的温度时，会发生酸和碱
的中和，使测得温度偏高，则温度差减小，实验测得中和
热的数值偏小，b选项正确。实验时应一次快速将NaOH
溶液倒入盛有硫酸的小烧杯中，分多次把NaOH溶液倒入
盛有硫酸的小烧杯中，会造成热量散失，导致测得中和
热偏小，c选项正确。在量取硫酸时仰视读数，会使得实
际量取体积高于所要量的体积，生成水的量比理论上
多，会使得中和热的测定数据偏高，d选项错误。将50mL0.55mol/L氢氧化钠溶液取成了50mL 0.55mol/L的氨水，
由于氨水是弱碱，电离是吸热过程，实验测得中和热的数
值偏小，e选项正确。

怨.（员）放出 遭垣糟原葬 （圆）员员圆苑 怨圆
提示院（1）由工业合成氨的反应 N2（g）+3H2（g）2NH3（g）的能量变化图分析可知反应物能量高于生成

物，反应为放热反应，气体氨气变化为液体氨气放热，合
成 1mol NH3（l）放出的能量等于生成化学键放出总能量
减去断裂反应物化学键吸收的总能量=（b+c-a）kJ。
（2）图中的 a等于断裂 0.5mol氮气和 1.5mol氢气所

吸收的热量，即 946伊0.5+436伊1.5=1127kJ。1mol N2（g）完
全反应则消耗 3mol氢气生成 2mol NH3（g）产生的能量
变化为 946+436伊3-391伊6=-92kJ。

三尧计算题10.CO的燃烧热为（2b-3a）kJ/mol
提示院设CO的燃烧热为 xkJ/mol，因H2的燃烧热是

akJ/mol，所以由H2、CO按3颐1比例组成的混合物2mol，完
全燃烧并恢复到常温时，放出的热量为bkJ，可得2伊 34 伊
a+2伊 14 伊x=b，解得，x=2b-3a。

素养提升
一尧选择题1.C
提示院1mol氢气燃烧生成为液态水时放出的热量

为燃烧热，由反应淤不能确定氢气的燃烧热，A选项错
误。放出的能量越多，说明生成物越稳定，由反应淤于
知，水的热稳定性大于硫化氢，B选项错误。反应淤为放热
反应，说明 2mol H2（g）和 1mol O2（g）具有的总能量比2mol H2O（g）具有的能量高，，C 选项正确。反应于中若
生成固态硫，比气态硫的能量低，吸收热量减少，则 驻匀
将减小，D选项错误。

二尧填空题
2.（1）CO、烃类（或碳氢化合物袁合理即可冤 酸雨、光

化学污染（合理即可）
（2）吸热 低
（3）+91.5kJ/mol
提示院（1）机动车尾气中有未完全燃烧的烃类物质，

及不完全燃烧生成的CO。尾气中的氮氧化物可以造成酸
雨、酸雾。
（2）断裂1mol O2和1mol N2中化学键吸收的总能量

为（498+945）kJ越1443kJ，生成2mol NO
放出的总能量为2伊630kJ越1260kJ，显
然该反应为吸热反应，则1mol O2与1mol
N2的总量低于2mol NO的总能量。
（3）驻H= 员圆 伊945kJ/mol+ 员圆 伊

498kJ/mol原630kJ/mol=+91.5kJ/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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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课堂测评
异2.1 化学反应速率
第1课时 化学反应速率

1援D
提示院反应速率快的现象不一定明显，如 NaOH与

HCl的反应，反应速率慢的现象可能明显，如铁生锈，A
选项错误。对于固体和液体的浓度变化视为 0，所以并
不能用任何一种反应物或者生成物的浓度变化表示，B
选项错误。若某化学反应的反应速率为 0.5mol/（L·s）就
是指在单位时间内对应反应物和或生成物的浓度变化都

为 0.5mol/L，C选项错误。化学反应有的快，有的慢，则使
用化学反应速率来定量表示化学反应进行的快慢，D选
项正确。

2.B
提示院开始时 c（H2O2）=0.1皂燥造/蕴，圆园泽后测得 匀圆韵圆的

浓度为 园.园愿皂燥造/蕴，故 圆园泽内 增（匀圆韵圆）越 驻c驻t =
0.1皂燥造/L-0.08皂燥造/L20s 越园.园园员皂燥造/（蕴·泽），而反应速率之比
等于化学计量数之比，故有：增（匀圆韵圆）

增（匀陨） 越 12 ，故 增（匀陨）越
圆增（匀圆韵圆）越园.园园圆皂燥造/（蕴·泽）。

猿援悦
提示院A选项应为 v（W）=v（Z），B选项应为 3v（X）=

2v（Z），D选项应为 2v（W）=3v（X）。
第2课时 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

1援B
提示院增大固体物质的用量，反应速率不变；增大稀

H2SO4的用量，只要稀 H2SO4的浓度不变，反应速率不
变；增大稀 H2SO4的浓度可加快反应速率。

2.B
提示院将稀 H2SO4 改为 98%的浓 H2SO4 与 Zn 反应

生成二氧化硫气体，不生成氢气，A选项错误。Fe和稀
硫酸反应制取 H2时，加入少量的硫酸铜溶液，置换出铜，
构成原电池，加快化学反应速率，B选项正确。在 NaOH
和 H2SO4两者的溶液反应时，无气体参与的反应，压强
改变对反应速率无影响，C选项错误。水为纯液体，增大
水的用量，浓度不变，反应速率不变，D选项错误。

3.A
提示院由温度可知，丁的反应速率最小；由物质的量

可知，丙的反应速率小于甲和乙；由催化剂可知，乙的反

应速率大于甲，则反应速率由大到小排列顺序为乙、甲、

丙、丁。

4.（1）升高温度，可以加快化学反应速率
（2）反应物的浓度会影响化学反应速率
（3）等质量的锌粒和锌粉分别与相同的稀硫酸反

应，后者先反应完

提示院（1）同种食品在夏天比冬天更容易变质，夏天
温度高，这说明了升高温度，可以加快化学反应速率。

（2）反应物之间的接触面积会影响化学反应速率，如
反应物之间的接触面积会影响化学反应速率（合理即可）。

（3）等质量的锌粒和锌粉分别与相同的稀硫酸反应，
后者先反应完（合理即可）。

第3课时 活化能

1援A
提示院不是所用的化学反应都是分几步完成的，比

如钠和水的反应，A选项错误。化学反应不同，反应历程
就不相同，化学反应相同，反应历程也可以不相同，B选
项正确。不同的催化剂会影响反应的反应历程，C选项
正确。由多个基元反应构成的化学发反应中，慢的基元

反应决定了整个反应的速率快慢，D选项正确。
2.B
提示院“反应物分子间的碰撞机会增多”并不一定能

够加快反应速率，只有“有效碰撞几率增大”才能使反应

速率加快，因此 A选项错误、B选项正确。升高温度时，
正、逆反应速率都加快，这个规律对吸热反应和放热反

应都适用。C选项错在驻H 应小于 0。

3援C
提示院从图象上看，反应物的能量低于生成物，所以

该反应是吸热反应，A选项错误。催化剂对反应的焓变
无影响，B选项错误。从图象上看，有催化剂时反应的活
化能降低，C选项正确。逆反应的活化能小于正反应的
活化能，D选项错误。

3版素养测评
素养达标

员.月
提示院在圆蕴的容器内，若粤在前圆园泽由猿皂燥造降为员.愿皂燥造，

则前圆园泽的平均反应速率增（粤）越
猿皂燥造-1.8皂燥造圆L圆0s 越园.园猿皂燥造/（蕴·泽），

不同物质表示的速率之比等于其化学计量数之比，则增（月）越
3圆 增（粤）越 3圆 伊园.园猿皂燥造/（蕴·泽）越园.园源缘皂燥造/（蕴·泽），增（悦）越 1圆 增（粤）越
1圆 伊园.园猿皂燥造/（蕴·泽）越园.园员缘皂燥造/（蕴·泽），月选项正确。

圆.阅
提示院因猿园益跃员园益，则选项悦和阅中的反应速率大于

选项粤和月，又因为阅中反应物的浓度大于悦中反应物的
浓度，则阅中反应速率最快，即在实验中就最先出现浑
浊。

猿.月
提示院根据化学反应速率之比等于对应物质的化学

计量数之比，可得增（月）越园.缘增（粤）越园.缘伊园.员圆皂燥造/（蕴·泽）越
园.园远皂燥造/（蕴·泽），则驻糟（月）越园.园远皂燥造/（蕴·泽）伊员园泽越园.远皂燥造/蕴，
驻灶（月）越园.远皂燥造/蕴伊圆蕴越员.圆皂燥造，故员园泽时容器中月的物质的
量为源皂燥造原员.圆皂燥造越圆.愿皂燥造。

源.悦
提示院该反应中各物质的物质的量变化之比等于化

学方程式中化学计量数之比，驻灶（粤）颐驻灶（月）颐驻灶（悦）颐驻灶（阅）越
（员.圆原园）皂燥造颐（员.园原园.源）皂燥造颐（员.园原园.圆）皂燥造颐（园.源原园）皂燥造越远颐猿颐
源颐圆，又因为各物质的浓度最终不变，应为可逆反应，所
以化学方程式为猿月（早）垣源悦（早） 远粤（早）垣圆阅（早），粤选项
错误。任意时刻，用各物质表示的反应速率之比都等于

化学计量数之比，月、阅选项错误。
缘.悦
提示院能发生反应的碰撞为有效碰撞，粤选项错误。

浓度增大，活化分子百分数不变，单位体积内分子总数

增大，增加了单位体积内活化分子的数目，有效碰撞机

会增大，反应速率加快，月选项错误。升高温度，增大活
化分子百分数，增大单位体积内的活化分子数目，有效

碰撞机会增大，反应中速率加快，悦选项正确。恒温恒容
下，通入不反应的气体，增大压强，反应气体物质的浓度

不变，单位体积内活化分子数目不变，气体的反应速率

不变，阅选项错误。
远援阅
提示院反应速率主要取决于慢的一步，所以反应速

率主要取决于于的快慢，粤选项错误。晕韵月则圆是中间产
物，而不是催化剂，月选项错误。反应的活化能越大，反
应速率越慢，慢反应于的活化能大于快反应的活化能，
悦选项错误。正反应放热，断裂化学键吸收的能量小于
形成化学键放出的能量，则正反应的活化能比逆反应的

活化能小 葬噪允/皂燥造，阅选项正确。
苑.月
提示院注意 粤为固体，浓度为一常数。在 圆皂蚤灶内，

由于用 月、悦 表示的速率等于二者化学计量数之比，所
以用 月、悦表示的速率是同增大或同减小。化学反应速
率表示平均反应速率，不是瞬时反应速率，C选项错误。

二尧填空题
愿.（员）园.远
（圆）园.园缘皂燥造/（蕴·泽）
（猿）愿.愿 园.园愿皂燥造/蕴
提示院（员）根据化学方程式中的计量数关系：增（月）

增（粤）
越 31 ，增（月）越猿增（粤）越猿伊园.圆皂燥造/（蕴·皂蚤灶）越园.远皂燥造/（蕴·皂蚤灶）。
（圆）猿泽 内消耗的 晕圆 的物质的量为 圆皂燥造原员.怨皂燥造越

园.员皂燥造，根据化学方程式 晕圆垣猿匀圆
高温、高压

催化剂 圆晕匀猿，可以计算

出 猿泽内消耗的 匀圆的物质的量为园.猿皂燥造，根据化学反应
速率的计算公式，增（匀圆）越 0.3mol2L伊3s 越园.园缘皂燥造/（蕴·泽）。

怨.（员）产生气泡的快慢
（圆）可以消除阴离子不同对实验的干扰
（猿）分液漏斗 产生 源园皂蕴气体所需的时间
（源）随着反应的进行，反应物的浓度减小，反应速率

减小 园.员员皂燥造/蕴
提示院（员）通过产生气泡的快慢即可比较 云藻猿垣和 悦怎圆垣

对 匀圆韵圆分解的催化效果（保持其他条件相同袁只改变催
化剂）。

（圆）云藻悦造猿和 悦怎杂韵源中阴、阳离子都不相同，无法判断
是阴离子起作用还是阳离子起作用，云藻圆（杂韵源）猿和 悦怎杂韵源
的阴离子相同，可以消除阴离子不同对实验的干扰。

（猿）通过计算分别用 云藻猿垣、悦怎圆垣催化时生成 韵圆的速
率，来定量比较 云藻猿垣和 悦怎圆垣对 匀圆韵圆分解的催化效果，因
此需要测量的数据是产生 源园皂蕴气体所需要的时间。
（源）由于随着反应的进行，反应物浓度逐渐减小，反

应速率减慢，最终生成氧气的体积是 远园皂蕴，即 园.园园圆苑皂燥造。
根据 圆匀圆韵圆耀韵圆，糟（匀圆韵圆）越园.园园缘源皂燥造衣园.园缘蕴抑园.员员皂燥造/蕴。

员园.（员）浓度 于 淤 （圆）园.园园缘圆
（猿）运酝灶韵源溶液完全褪色所需时间（或产生相同体

积气体所需时间）

（源）反应放热
提示院（员）对比淤于实验中 粤溶液、月溶液的数据可

知，除 糟（匀圆悦圆韵源）不同外，其余各量均相同，显然该实验
是探究浓度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实验于中 粤溶液
的 糟（匀圆悦圆韵源）比实验淤中大，则实验于的化学反应速率
快，所得 悦韵圆的体积大。

（圆）收集到 悦韵圆的物质的量为 灶（悦韵圆）越 4.48伊10-3L22.4L/mol 越
圆伊员园原源皂燥造，则有

2MnO4-+5H2C2O4+6H+越2Mn2++10CO2尹+8H2O
2 10

灶（MnO4-） 2伊员园原4皂燥造
列式：210 越 灶（MnO4-）2伊员园原4皂燥造 ，解得 灶（酝灶韵4-）越源伊员园原缘皂燥造。

在 圆皂蚤灶末，灶（酝灶韵4-）越猿园伊员园原猿蕴伊园.园员皂燥造/蕴原源伊员园原缘皂燥造越圆.远伊
员园原源皂燥造，从而可得 糟（酝灶韵4-）越 2.6伊员园原4皂燥造0.05L 越园.园园缘圆皂燥造/蕴。
（猿）可以通过测定 运酝灶韵源溶液完全褪色所需时间

或产生相同体积气体所需时间来比较化学反应速率。

（源）贼员耀贼圆时间内反应速率变快，其可能原因主要有：
淤产物 酝灶圆垣（或 酝灶杂韵源）是反应的催化剂；于反应放热，
使混合溶液的温度升高。

素养提升

一尧选择题
员.A
提示院当反应进行到4min时，二氧化硫的平均反应速率

为：v= 驻c驻t = 2mol-0.4mol2L伊4min =0.2mol/（L·min），按照此反应速
率，2min时消耗的二氧化硫的物质的量为：n（SO2）=2min伊
2L伊0.2mol/（L·min）=0.8mol，由于浓度越大，反应速率越
快，所以2min时消耗的二氧化硫的物质的量大于0.8mol，
反应进行到2min时，密闭容器中SO2的物质的量小于
1.2mol。

圆.月
提示院根据题意 增（晕圆）越园.员皂燥造/（蕴·泽），则 增（晕匀猿）越

园.圆皂燥造/（蕴·泽），粤选项错误。使用合适催化剂能加快合成
氨的反应速率，月选项正确。降低温度，反应速率减慢，悦
选项错误。晕圆、匀圆合成氨的反应为可逆反应，延长反应
时间不能改变平衡状态，晕圆、匀圆的浓度不可能降为 园，阅
选项错误。

二尧填空题
猿.（员）不变 （圆）增大 （猿）不变
提示院（员）云藻是固体，不影响反应速率，则增加 云藻的

量，正反应速率不变。

（圆）将容器容积缩小一半，相当于增大压强，增大单
位体积内活化分子个数，则正反应速率增大。

（猿）保持容器容积不变，充入氮气，水和氢气浓度都
不变，则正逆反应速率都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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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2期参考答案

2版课堂测评
异1.2 反应热的计算
第1课时 盖斯定律

员援D
提示院依据热化学方程式，结合盖斯定律计算，利用

12（淤伊3-于）得到Fe3O4（s）被CO（g）还原成Fe（s）和CO2（g）
的热化学方程式，注意热化学方程式系数加倍时，焓变

也同等加倍。

2援D
提示院将题给第二个热化学方程式乘2后与第一个

热化学方程式相加得：TiO2（s）+2Cl2（g）+2C（s，石墨）越
TiCl4（l）+2CO（g） 驻H=+140.5kJ/mol+（-110.5kJ/mol）伊2=
-80.5kJ/mol。

3.B
提示院将题中的反应依次编号（1）、（2）、（3），那么生

成液态水时的反应热=（1）+（3）+2伊（2），生成气态水的
反应热=（1）+（3）原2伊（2），可求得B选项正确。

第2课时 反应热的计算

员援B
提示院C4H10完全燃烧生成的CO2被KOH溶液吸收生

成K2CO3，根据关系：CO2耀2KOH，可得生成的n渊CO2冤越
5mol/L伊0.1L2 越0.25mol遥 则题中热化学方程式的驻H 越
4伊（-161.9）0.25 kJ/mol=原2590.4kJ/mol遥

圆援A
提示院由碳的燃烧热可知，C渊s冤+O2（g）越CO2渊g冤

驻H1=akJ/mol袁将驻H1尧驻H2尧驻H3所对应的热化学方程式依
次编号为淤、于、盂，根据盖斯定律，目标方程式可由淤
伊3+于-盂获得，所以驻H=3驻H1 +驻H2 -驻H3袁即x=3a+b原c遥

猿援B
提示院已知淤S（s）+O2（g）越SO2（g）驻H1，
于2S（s）+3O2（g）越2SO3（g） 驻H2，
盂2SO2（g）+O2（g）越2SO3（g）驻H3约0，
由盖斯定律可知，盂=于-淤伊2，驻H3=驻H2-驻H1伊2约

0，则2驻H1跃驻H2。
4.299
提示院设1mol HI渊g冤分子中化学键断裂时需吸收的

能量为x袁由驻H=反应物的总键能-生成物的总键能，得驻H=
+11kJ/mol=2伊x-436kJ/mol-151kJ/mol袁解得院x=299kJ/mol。

3版素养测评
素养达标

一尧选择题
1.D
提示院根据盖斯定律，将反应淤原于原盂伊 12 垣榆可得

目标反应方程式，其反应热 驻H越驻H1原驻H2原驻H3伊 12 垣
驻H4越原237.46kJ/mol。

2.C
提示院由盖斯定律得C（s）+O2（g）越CO2（g）

驻H=-393.5kJ/mol。3mol碳燃烧生成碳的氧化物为3mol，
即CO为1mol，损失的热量为1mol CO完全燃烧放出的热
量283kJ。

3.粤
提示院已知：淤C（s）+2H2（g）越CH4（g）驻H1
于C（s）+O2（g）越CO2（g）驻H2

盂C（s）+ 12 O2（g）越CO（g）驻H3

根据盖斯定律，2伊盂-淤-于，可得 CH4（g）+CO2（g）
越2CO（g）+2H2（g），所以 驻H=2驻H3-驻H1-驻H2。

4.B
提示院淤CuSO4·5H2O（s）溶于水时，溶液温度降低，

反应为 CuSO4·5H2O（s）越Cu2+（aq）+SO42-（aq）+5H2O（l）
驻H1跃0；

于硫酸铜溶于水，溶液温度升高，该反应为放热反
应，则：CuSO4（s）越Cu2+（aq）+SO42-（aq）驻H2约0；

盂CuSO4·5H2O（s）越CuSO4（s）+5H2O（l）驻H3；
结合盖斯定律可知淤-于得到盂，驻H3=驻H1-驻H2，由

于 驻H2约0，驻H1跃0，则 驻H3跃0。
驻H3跃0，而 驻H2约0，则 驻H3跃驻H2，A选项错误。驻H3=

驻H1-驻H2跃0，驻H2约0，驻H1跃0，则 驻H1约驻H3，B 选项正确。
驻H3=驻H1-驻H2，则 驻H2=驻H1-驻H3，C 选项错误。驻H1=
驻H3+驻H2，驻H2约0，驻H1跃0，则 驻H1+驻H2约驻H3，D选项错误。

5.C
提示院由通过太阳能实现总反应 H2O垣CO2 H2垣

CO垣O2可知，CeO2 没有被消耗，CeO2 为催化剂，A 选项
正确。该过程中在太阳能作用下将 H2O、CO2转变为 H2、
CO，所以把太阳能转变成化学能，B选项正确。由图中
转化关系及根据盖斯定律可知，原驻H1越驻H2垣驻H3，C 选项
错误。气态水转化为液态水，放出能量，故 H圆（早）垣 12 韵圆（早）
越匀圆韵（造）放热更多，焓变更小，阅选项正确。

6.B
提示院由转化关系可知，反应玉为过氧化氢和锰离

子反应得到二氧化锰和氢离子。

2H2O2（aq）越2H2O（l）+O2（g） 驻H1 淤
MnO2（s）+H2O2（aq）+2H+越Mn2+（aq）+O2（g）+2H2O（l） 驻H2 于

依据盖斯定律淤-于得到H2O2（aq）+Mn2 +（aq）越
MnO2（s）+2H+（aq） 驻H=驻H1-驻H2。

7.C
提示院设燃烧后共生成的 CO2的物质的量为 x，混

合气体中 CH4、CO的物质的量分别为 a、b。石灰水过量
时只生成碳酸钙，根据 CaCO3~CO2得 x=0.5mol，则：

a+b=0.5mol
890.3kJ/mol伊a+283kJ/mol伊b=262.96kJ嗓
解得 a抑0.2mol，b抑0.3mol，a颐b=2颐3。
二尧填空题
8.（1）CH4（g）+2NO2（g）越CO2（g）+2H2O（g）+N2（g）

驻H=-867kJ/mol
（2）n跃2m
（3）2N2H4（g）+2NO2（g）越3N2（g）+4H2O（g）

驻H=-1136kJ/mol
提示院（1）由淤CH4（g）+4NO2（g）越4NO（g）+CO2（g）

+2H2O（g） 驻H=-574 kJ/mol
于CH4（g）+4NO（g）越2N2（g）+CO2（g）+2H2O（g）

驻H=-1160kJ/mol，
结合盖斯定律可知，得到 悦匀源（早）垣圆晕韵圆（早）越悦韵圆（早）

垣圆匀圆韵（早）垣晕圆（早），驻匀越［（原缘苑源噪允/皂燥造）垣（原员员远园噪允/皂燥造）］伊 员圆 越
原愿远苑噪允/皂燥造，即热化学方程式为 悦匀源（早）垣圆晕韵圆（早）越悦韵圆（早）
垣圆匀圆韵（早）垣晕圆（早） 驻匀越原愿远苑噪允/皂燥造。
（圆）根据盖斯定律可知：反应盂越于-淤伊2，
即（-nkJ/mol）-（-mkJ/mol）伊2约0，得：n跃2m。

（3）由 n= m
M = 4g32g/mol = 员8 mol，员8 mol肼（N2H4）与二

氧化氮反应生成氮气与液态水放出 71kJ的热量，则2mol
气体肼完全燃烧生成液态水放出的热量=71kJ伊2伊8=
1136kJ，所以该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是：2N2H4（g）+2NO2（g）
越3N2（g）+4H2O（l） 驻H=-1136kJ/mol。

怨.（员）悦匀猿韵匀（造）垣 32 韵圆（早）越悦韵圆（早）垣圆匀圆韵（造）
驻H越原苑圆远.源噪允/皂燥造
（圆）跃
（猿）曾+4a+5b-6d-2644
提示院（员）缘早 液态 悦匀猿韵匀 在氧气中充分燃烧生成

悦韵圆气体和液态水时放出 员员猿.缘噪允热量，故 猿圆早即 1皂燥造液
态 悦匀猿韵匀在氧气中充分燃烧生成 悦韵圆气体和液态水时

放出 325 伊员员猿.缘噪允越苑圆远.源噪允热量，则表示甲醇燃烧热的热
化学方程式为 悦匀猿韵匀（造）垣 32 韵圆（早）越悦韵圆（早）垣圆匀圆韵（造）

驻H越原苑圆远.源噪允/皂燥造。（猿）根据题意可知蒸发员皂燥造 匀圆韵（造）
需要吸收的能量为 源源噪允，因此 远皂燥造 匀圆韵（早）变成液态水
需要放出的能量为 远伊源源噪允。根据 驻H越反应物的总键能原
生成物的总键能可知，在反应 源晕匀猿（早）垣缘韵圆（早）越源晕韵（早）
垣远匀圆韵（造）中，驻H越原曾噪允越源葬噪允垣缘遭噪允原源扎噪允原远凿噪允原远伊源源噪允，解
得 扎越 曾+4a+5b-6d-2644 。

10.（1）淤放热 驻匀约园（或反应物的总能量大于生
成物的总能量）

于晕匀源垣（葬择）垣圆韵圆（早）越圆匀垣（葬择）垣匀圆韵（造）垣晕韵猿原（葬择）
驻匀越原猿源远噪允/皂燥造
（圆）约
（猿）猿远怨
提示院（员）淤图象分析可知，第一步反应反应物能量

高于生成物，依据能量守恒定律可知反应为放热反应，

驻H约园。
于员皂燥造 晕匀源垣（葬择）全部氧化成 晕韵猿原（葬择）可由两步反应

加和得到，热化学方程式为 晕匀源垣（葬择）垣圆韵圆（早）越圆匀垣（葬择）垣
匀圆韵（造）垣晕韵猿原（葬择） 驻H越原猿源远噪允/皂燥造。
（圆）由淤孕源（白磷，泽）垣缘韵圆（早）越圆孕圆韵缘（泽） 驻H员；
于源孕（红磷，泽）垣缘韵圆（早）越圆孕圆韵缘（泽） 驻H圆；
结合盖斯定律可知，于原淤得到
源孕（红磷，泽）越孕源（白磷袁泽）
因红磷比白磷稳定，则红磷能量低，红磷转化为白

磷为吸热反应，驻H跃园，即 驻H圆原驻H员跃园，可知 驻H员约驻H圆。
（猿）蒸发 员皂燥造 月则圆（造）需要吸收的能量为 猿园k允，结合

反应及表格中数据可知，源猿远垣（圆园园垣猿园）原圆葬越原苑圆，解得
葬越猿远怨。

素养提升

员.粤
提示院乙烷的标准燃烧热为-员缘远园噪允/皂燥造，则淤悦圆匀远（早）

垣 72 韵圆（早）越圆悦韵圆（早）垣猿匀圆韵（造） 驻H越原员缘远园噪允/皂燥造，
于匀圆韵（造）越匀圆韵（早）驻H=垣源源噪允/皂燥造，根据盖斯定律淤垣于
伊猿得 悦圆匀远（早）垣 72 韵圆（早）越圆悦韵圆（早）垣猿匀圆韵（早）
驻H越（原员缘远园垣源源伊猿）噪允/皂燥造越原员源圆愿噪允/皂燥造，设 匀—韵的键能
为 曾噪允/皂燥造，则原员源圆愿噪允/皂燥造越（猿猿员垣源员猿伊远垣源怨愿伊 72）噪允/皂燥造原
（圆伊圆伊苑怨怨垣猿伊圆曾）噪允/皂燥造，解得 曾越源远源噪允/皂燥造。

圆.悦
提示：碳酸盐分解为吸热反应，且镁离子半径小，离

子键强，则 驻H员（酝早悦韵猿）跃驻H员（悦葬悦韵猿）跃园，粤 选项正确。
图中 驻H圆均为 悦、韵之间化学键的断裂，断裂化学键吸收
能量，则 驻H圆（酝早悦韵猿）越驻H圆（悦葬悦韵猿）跃园，月 选项正确。由
盖斯定律可知 悦葬悦韵猿（泽）越悦葬圆垣（早）垣悦韵猿圆原（早）减去 酝早悦韵猿（泽）
越酝早圆垣（早）垣悦韵猿圆原（早）得到 悦葬悦韵猿（泽）垣酝早圆垣（早）越酝早悦韵猿（泽）
垣悦葬圆垣（早），悦葬韵（泽）越悦葬圆垣（早）垣韵圆原（早）减去 酝早韵（泽）越酝早圆垣（早）
垣韵圆 原（早）得到 悦葬韵（泽）垣酝早圆 垣（早）越酝早韵（泽）垣悦葬圆 垣（早），则
驻H员（悦葬悦韵猿）原驻H员（酝早悦韵猿）屹驻H猿（悦葬韵）原驻H猿（酝早韵），悦
选项错误。分解反应为吸热反应，结合盖斯定律可知，

驻匀员垣驻H圆原驻H猿越驻H跃园，即，驻H员垣驻H圆跃驻H猿，阅选项正确。
3.（员）原（圆园曾原赠）噪允/皂燥造
（圆）孕（泽）垣 猿源 韵圆（早）越 员圆 孕圆韵猿（泽）驻匀越原（圆园曾原赠）噪允/皂燥造
提示院磷的化合价有垣猿价和垣缘价两种，它的氧化产

物是孕圆韵猿和孕圆韵缘。根据题意，猿.员早的单质磷在猿.圆早氧气中
燃烧放出曾噪允热量，反应物的物质的量之比为员颐员，据此可以
写出对应的热化学方程式为：孕（泽）垣韵圆（早）越 员源 孕圆韵猿（泽）
垣 员源 孕圆韵缘（泽） 驻匀越原员园曾噪允/皂燥造淤，再根据磷的燃烧热为
赠噪允/皂燥造，则可以写出表示孕的燃烧热的热化学方程式为：孕（泽）
垣 缘源 韵圆（早）越 员圆 孕圆韵缘（泽）驻匀越原赠噪允/皂燥造于；根据盖斯定律，
淤伊圆原于可得热化学方程式：孕（泽）垣 猿源 韵圆（早）越 员圆 孕圆韵猿（泽）
驻匀越原（圆园曾原赠）噪允/皂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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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尧3版章节测试
一尧选择题
员.月
提示院淤圆悦怎（泽）垣韵圆（早）越圆悦怎韵（泽） 驻匀越原猿员源噪允/皂燥造

于圆悦怎圆韵（泽）垣韵圆（早）越源悦怎韵（泽） 驻匀越原圆怨园噪允/皂燥造
根据盖斯定律（淤原于）衣圆计算悦怎韵（泽）垣悦怎（泽）越悦怎圆韵（泽）
的驻匀越［原猿员源噪允/皂燥造原（原圆怨园噪允/皂燥造）］衣圆越原员圆噪允/皂燥造。

圆.阅
提示院由图可书写该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为：圆杂韵猿（早）

圆杂韵圆（早）垣韵圆（早） 驻匀越垣（葬原遭）噪允/皂燥造，粤选项错误。由图
可知，员皂燥造 杂韵圆（早）和园.缘皂燥造 韵圆（早）的总能量比员皂燥造 杂韵猿（早）
的能量高，但无法比较员皂燥造 杂韵圆与员皂燥造 杂韵猿的能量大小，
月选项错误。反应是可逆反应，圆皂燥造 杂韵猿不可能完全转
化，吸收的热量小于（葬原遭）噪允，悦选项错误。化学反应的实
质是旧键断裂、新键形成，所以该化学反应过程中的能

量变化既有吸热又有放热，阅选项正确。
猿.月
提示：圆杂韵圆（早）垣韵圆（早） 圆杂韵猿（早）为放热反应，则反

应物总能量高于生成物总能量，粤选项错误。若悦（石墨，
泽）越悦（金刚石，泽） 驻匀跃园，即该反应为吸热反应，反应
物总能量低于生成物总能量，则石墨的能量比金刚石

能量低，所以石墨比金刚石稳定，月选项正确。燃烧热是
指员皂燥造纯物质完全燃烧生成指定产物时放出的热量，题
中的碳并未完全燃烧，悦选项错误。员皂燥造碳完全燃烧时
放出的热量大于不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所以 驻匀员约
驻匀圆，阅选项错误。

源.阅
提示院断裂员皂燥造 晕以晕键吸收怨源圆噪允热量，生成员皂燥造

晕—晕键释放员远苑噪允热量，由图可知晕源分子中含远个晕—晕
键，则圆晕圆（早）越晕源（早） 驻匀越圆伊怨源圆噪允/皂燥造原（员远苑噪允/皂燥造）伊远越
垣愿愿圆噪允/皂燥造，或写成晕圆（早）越园.缘晕源（早） 驻匀越垣源源员噪允/皂燥造。

缘.粤
提示院根据 驻匀=反应物的总键能-生成物的总键能，

反应2匀云（早）越匀圆（早）+云圆（早）驻匀=270噪允/皂燥造，则员皂燥造 匀圆（早）与
员皂燥造 云圆（早）的键能之和比圆皂燥造 匀云（早）的键能低圆苑园噪允/皂燥造，
粤选项错误。生成匀云放热，则匀云分解吸热，则匀云（早）分解
为匀圆（早）与云圆（早）的反应过程的能量变化可用图中能量变
化表示，月选项正确。物质的量与热量成正比，则反应中
有圆园早 匀云（早）生成，则放出热量为 20g20g/mol 伊 270kJ/mol2 =
135kJ，悦选项正确。非金属性云跃悦造，且匀云最稳定，生成匀云
时放热最多，焓变最小，则匀圆（早）垣悦造圆（早）越圆匀悦造（早）
驻匀圆越原匝噪允/皂燥造，匝约圆苑园，阅选项正确。

远.月
提示院悦匀猿韵匀（l）垣 32 韵圆（早）越悦韵圆（早）垣圆匀圆韵（造）

驻匀猿越原苑圆远.苑噪允/皂燥造，悦匀猿韵匀（l）的燃烧热 驻匀为原苑圆远.苑噪允/皂燥造，粤
选项正确。圆匀圆（早）垣韵圆（早）越圆匀圆韵（l）驻匀员越原缘苑员.远噪允/皂燥造，
匀圆韵（早）转化为匀圆韵（造）时放热，则圆匀圆（早）垣韵圆（早）越圆匀圆韵（早）
驻匀员跃原缘苑员.远噪允/皂燥造，月选项错误。悦韵（早）垣 员2 韵圆（早）越悦韵圆（早）
驻匀圆越原圆愿圆.缘噪允/皂燥造，则圆悦韵（早）垣韵圆（早）越圆悦韵圆（早）
驻匀越原缘远缘.园噪允/皂燥造，圆悦韵圆（早）越圆悦韵（早）垣韵圆（早）与圆悦韵（早）垣
韵圆（早）越圆悦韵圆（早）互为可逆反应，所以圆悦韵圆（早）越圆悦韵（早）
垣韵圆（早）驻匀越垣缘远缘.园噪允/皂燥造，悦选项正确。淤圆匀圆（早）垣韵圆（早）越
圆匀圆韵（l）驻匀员越原缘苑员.远噪允/皂燥造，于悦韵（早）垣 员2 韵圆（早）越悦韵圆（早）
驻匀圆越原圆愿圆.缘噪允/皂燥造，盂悦匀猿韵匀（l）垣 32 韵圆（早）越悦韵圆（早）垣圆匀圆韵（l）
驻匀猿越原苑圆远.苑噪允/皂燥造，根据盖斯定律：淤垣于原盂计算悦韵（早）垣
圆匀圆（早）越悦匀猿韵匀（l）的驻匀越原缘苑员.远噪允/皂燥造垣（原圆愿圆.缘噪允/皂燥造）原
（原苑圆远.苑噪允/皂燥造）越原员圆苑.源噪允/皂燥造，即悦韵（早）垣圆匀圆（早）越悦匀猿韵匀（l）

驻匀越原员圆苑.源噪允/皂燥造，阅选项正确。
苑.悦
提示院尽管该装置的保温效果好，但或多或少仍然

存在部分热量散失的问题，实验过程不可能没有热量损

失，粤选项错误。若用铜质材料代替玻璃搅拌器，热量损
失大，测定结果偏低，月选项错误。中和反应是放热反
应，则中和反应的逆反应是吸热反应，悦选项正确。在圆缘益
和员园员噪孕葬下，强酸和强碱的稀溶液发生中和反应生成员皂燥造
匀圆韵时，放出缘苑.猿噪允的热量，中和热驻匀越原缘苑.猿噪允/皂燥造，阅选
项错误。

愿.粤
提示院本题的过渡物质有：悦（泽）和匀圆（早）。利用消元

法逐一消去过渡物质，导出“四则运算式”：榆越员圆伊盂垣
缘伊于原圆伊淤袁根据盖斯定律可知袁驻匀源越员圆伊驻匀猿垣缘伊驻匀圆原
圆伊驻匀员遥

怨.阅
提示院员皂燥造化学键分解成气态原子所需要的能量越

大，所形成的化学键越稳定，由表中数据可知，最稳定的

共价键是匀原云键，粤选项正确。氢气变化为氢原子需要吸
收热量，由题给数据知匀圆（早）越圆匀（早）驻匀越垣源猿远噪允/皂燥造，
月选项正确。根据元素周期律可知，氢化物稳定性有
匀悦造跃匀月则跃匀陨，故源猿圆噪允/皂燥造跃耘（匀原月则）跃圆怨愿噪允/皂燥造，悦选项
正确。依据键能计算反应焓变驻匀越反应物键能总和原生
成物键能总和，故驻匀越源猿远噪允/皂燥造垣员缘苑噪允/皂燥造原圆伊缘远愿噪允/皂燥造越
原缘源猿噪允/皂燥造，阅选项错误。

员园.阅
提示院淤悦（泽）垣韵圆（早）越悦韵圆（早）为放热反应，驻匀员越

葬噪允/皂燥造约园，葬约园；于悦韵圆（早）垣悦（泽）越圆悦韵（早）为吸热反应，
驻匀圆越遭噪允/皂燥造跃园，遭跃园，因此遭跃葬，粤选项正确。于悦韵圆（早）垣
悦（泽）越圆悦韵（早） 驻匀圆越遭噪允/皂燥造，盂云藻圆韵猿（泽）垣猿悦韵（早）越
圆云藻（泽）垣猿悦韵圆（早） 驻匀猿越糟噪允/皂燥造；根据盖斯定律可知，将
于伊猿垣盂伊圆可得：圆云藻圆韵猿（泽）垣猿悦（泽）越源云藻（泽）垣猿悦韵圆（早）
驻匀源越凿噪允/皂燥造越（猿遭垣圆糟）噪允/皂燥造，月选项正确。淤悦（泽）垣韵圆（早）
越悦韵圆（早） 驻匀员越葬噪允/皂燥造，于悦韵圆（早）垣悦（泽）越圆悦韵（早）
驻匀圆越遭噪允/皂燥造；根据盖斯定律可知，将［淤垣于］伊 12 可得：
悦（泽）垣 12 韵圆（早）越悦韵（早） 驻匀越 葬+b2 噪允/皂燥造约园，悦选项正
确。因为碳燃烧生成一氧化碳为放热反应，所以员皂燥造碳
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大于员皂燥造一氧化碳完全燃烧放出
的热量，而反应热包括负号和数值，故悦韵（早）垣 12 韵圆（早）
越悦韵圆（早）驻匀跃葬噪允/皂燥造，阅选项错误。

二尧填空题
员员援（员）圆晕圆匀源（早）垣晕圆韵源（早）越猿晕圆（早）垣源匀圆韵（早）

驻匀越原员园怨远.苑k允/皂燥造
（2）原圆愿圆.远噪允/皂燥造
（3）原缘苑.猿噪允/皂燥造
（4）晕圆（早）垣猿匀圆（早） 圆晕匀猿（早）驻匀越原怨圆噪允/皂燥造
提示院（员）淤晕圆（早）垣圆韵圆（早）越晕圆韵源（早）驻匀越员园.苑噪允/皂燥造；

于晕圆匀源（早）垣韵圆（早）越晕圆（早）垣圆匀圆韵（早）驻匀越原缘源猿噪允/皂燥造。
由盖斯定律于伊圆原淤得到圆晕圆匀源（早）垣晕圆韵源（早）越猿晕圆（早）

垣源匀圆韵（早）驻匀越原员园怨远.苑运允/皂燥造。
（2）员皂燥造 悦韵为圆愿早，员源早 悦韵在足量的韵圆中充分燃烧，

放出员源员.猿噪允的热量，则员皂燥造 悦韵完全燃烧放出圆愿圆.远噪允热
量，悦韵的燃烧热为驻匀越原圆愿圆.远噪允/皂燥造。
（3）员.园园蕴 员.园园皂燥造/蕴 匀圆杂韵源溶液与 圆.园园蕴 员.园园皂燥造/蕴

晕葬韵匀溶液完全反应，放出员员源.远噪允的热量，即生成圆皂燥造水
放出员员源.远噪允的热量，反应的反应热为原员员源.远噪允/皂燥造，中和
热为原缘苑.猿噪允/皂燥造。
（4）在反应晕圆垣猿匀圆 圆晕匀猿中，断裂猿皂燥造 匀—匀键，

员皂燥造 晕以晕键共吸收的能量为：猿伊源猿远噪允垣怨源远噪允越圆圆缘源噪允，
生成圆皂燥造 晕匀猿，共形成远皂燥造 晕—匀键，放出的能量为：远伊
猿怨员噪允越圆猿源远噪允，吸收的能量少，放出的能量多，该反应为
放热反应，放出的热量为：圆猿源远噪允原圆圆缘源噪允越怨圆噪允，即晕圆（早）

垣猿匀圆（早） 圆晕匀猿（早）驻匀越原怨圆噪允/皂燥造。
员圆.（员）非金属元素氢化物越稳定，驻匀越小
（圆）杂蚤匀源（早）垣圆韵圆（早）越杂蚤韵圆（泽）垣圆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员缘圆园.园噪允/皂燥造
（猿）悦韵（早）垣圆匀圆（早）越悦匀猿韵匀（早）驻匀越原怨员噪允/皂燥造
（源）原愿园噪允/皂燥造
提示：（圆）杂蚤匀源气体在氧气中完全燃烧的化学方程

式为杂蚤匀源垣圆韵圆越点燃 杂蚤韵圆垣圆匀圆韵，由化学方程式可知，员皂燥造
杂蚤匀源完全燃烧转移愿皂燥造电子，故热化学方程式为杂蚤匀源（早）垣
圆韵圆（早）越杂蚤韵圆（泽）垣圆匀圆韵（造）驻匀越原员缘圆园.园噪允/皂燥造。
（猿）驻匀越源员怨噪允/皂燥造原缘员园噪允/皂燥造越原怨员噪允/皂燥造，故该反应

的热化学方程式为悦韵（早）垣圆匀圆（早）越悦匀猿韵匀（早）
驻匀越原怨员噪允/皂燥造。
（源）淤根据盖斯定律，由圆伊玉原域垣芋可得栽蚤韵圆（泽）垣

圆悦造圆（早）垣圆悦（泽）越栽蚤悦造源（泽）垣圆悦韵（早）驻匀越原愿园噪允/皂燥造。
员猿.（员）杂（斜方）
（圆）圆源猿
（猿）悦圆匀圆（早）垣 52 韵圆（早）越圆悦韵圆（早）垣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员圆怨怨噪允/皂燥造
（源）（糟原葬原圆遭）
提示院（员）反应为放热反应，说明单斜硫比斜方硫具

有的能量高，物质的内能越高，稳定性越小，即斜方硫较

稳定。

（圆）设悦造圆的键能为葬，匀圆（早）垣悦造圆（早）越圆匀悦造（早）
驻匀越原员愿猿噪允/皂燥造，所以驻匀越（源猿远噪允/皂燥造垣葬）原圆伊源猿员噪允/皂燥造越
原员愿猿噪允/皂燥造，解得葬越圆源猿噪允/皂燥造。
（猿）远.苑圆蕴气体的物质的量为 6.72L22.4L/mol越园.猿皂燥造，可知

园.猿皂燥造 悦圆匀圆（早）完全燃烧生成悦韵圆（早）和匀圆韵（造）放出猿愿怨.苑噪允
热量，则 员皂燥造 悦圆匀圆（早）完全燃烧放出热量为 员圆怨怨噪允热
量，则悦圆匀圆燃烧热的热化学方程式为悦圆匀圆（早）垣 52 韵圆（早）
越圆悦韵圆（早）垣匀圆韵（造）驻匀越原员圆怨怨噪允/皂燥造。
（源）由淤悦（石墨）垣韵圆（早）越悦韵圆（早）驻匀员越原葬噪允/皂燥造
于匀圆（早）垣 12 韵圆（早）越匀圆韵（造）驻匀圆越原遭噪允/皂燥造
盂悦匀源（早）垣圆韵圆（早）越悦韵圆（早）垣圆匀圆韵（造）驻匀猿越原糟噪允/皂燥造
结合盖斯定律可知淤垣圆伊于原盂得到悦（石墨）垣圆匀圆（早）

越悦匀源（早） 驻匀越（原葬噪允/皂燥造）垣圆伊（原遭噪允/皂燥造）原（原糟噪允/皂燥造）越
（糟原葬原圆遭）噪允/皂燥造。

14.（员）淤苑缘豫
于（圆凿原葬原藻）噪允/皂燥造
（2）淤吸热 于缘怨源 盂阅 榆苑缘员.圆愿
提示院（员）淤本题用极值法讨论，因为M軓越愿园早/皂燥造，所

以当混合气体中只含有杂圆和杂源时，杂圆的体积分数最小，设
杂圆的体积分数为 w，则 64g/皂燥造 伊w +128g/皂燥造 伊（1 -w）=
愿园早/皂燥造，w越 34 ，即苑缘豫。于设硫硫键的键能为曾噪允/皂燥造，
则：原葬噪允/皂燥造越 18 伊愿·曾噪允/皂燥造垣藻噪允/皂燥造原圆凿噪允/皂燥造，曾越（圆凿原葬原
藻）噪允/皂燥造。
（2）淤玉对应的能量低于域，则玉寅域的反应为吸

热反应。于因芋表示远源早 杂（早）与怨远早 韵圆（早）所具有的能
量，则糟表示杂（早）与韵圆（早）反应所放出的热量，由已知硫
燃烧的热化学方程式可知圆皂燥造 杂（早）燃烧放出的热量为
圆怨苑噪允/皂燥造伊圆mol越缘怨源噪允，即糟为缘怨源噪允。盂遭表示反应物断
键需要吸收的能量，遭的大小不影响驻匀是因为驻匀与途
径无关，只与始态和终态有关，故选阅。榆图中凿垣藻原遭表
示远源早 杂（早）与怨远早 韵圆（早）反应，最终生成园.源皂燥造 杂韵圆（早）、
员.远皂燥造 杂韵猿（早）、园.圆皂燥造 韵圆（早）所放出的能量，此过程可认
为糟垣藻，而藻可表示有员.远皂燥造 杂韵猿（早）生成所放出的能量，
即藻越怨愿.猿噪允/皂燥造伊员.远mol越员缘苑.圆愿噪允，则凿垣藻原遭越糟垣藻越缘怨源噪允垣
员缘苑.圆愿噪允越苑缘员.圆愿噪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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