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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测试

一尧选择题
1.粤2.A
3.A
提示院测得溶液 pH为 8，说明溶液

呈碱性，碱性溶液稀释后，碱性减弱，
pH偏小，所以该氨基酸溶液的实际 pH
应大于 8。

4.悦
提示院由表中匀圆悦韵猿和匀圆杂的电离常

数可知，匀圆悦韵猿的运葬员大于匀圆杂的运葬员，则碳
酸的酸性强于氢硫酸，粤选项正确。多
元弱酸分步电离，第一步产生的匀垣抑制
第二步和第三步的电离，故多元弱酸
的酸性强弱主要由第一步电离决定，月
选项正确，悦选项错误。电离平衡常数
与物质的性质和温度有关，室温下，通
常不考虑温度的影响，阅选项正确。

5.A
提示院两种溶液均呈碱性，c（H+）=1伊10-11mol/L，则由水电离出的 c（OH-）=

1伊10-11mol/L，A选项正确。氢氧化钡为
强电解质，而一水合氨是弱电解质，稀
释溶液会促进一水合氨电离，故分别加
水稀释 100倍后，二者溶液的 pH不同，
B选项错误。在氨水中存在电荷守恒：
c（OH-）=c（NH4+）+c（H+），在氢氧化钡溶
液中存在电荷守恒：c（OH-）=2c（Ba2+）+
c（H+），因两种溶液 pH相同，故 c（OH-）、
c（H+）分别相同，则有 2c（Ba2+）=c（NH4+），
C选项错误。pH均为 11的氨水和氢氧
化钡溶液，前者溶质的物质的量浓度大，
故用等浓度的盐酸分别中和体积相等
的两种溶液，氨水消耗盐酸的体积多，
D选项错误。

6.A
提示院曲线 a、b上的点均满足 Kw=

c（H+）·c（OH-），既适合纯水，也适合酸、
碱、盐稀溶液，A选项错误。水的离子积
常数只与温度有关，温度越高，离子积
常数越大，同一曲线温度相同，根据图
知，温度高低的顺序是 B跃C跃A=D=E，则
离子积常数大小顺序是 B跃C跃A=D=E，
B选项正确。曲线 a对应的 Kw越10-6伊10-6越
10-12，0.01mol/L NaOH溶液中 c（OH-）越
0.01mol/L，c（H+）越 10-12

0.01 mol/L越10-10mol/L，
溶液的pH=10，C选项正确。AB线上任意点，
c（H+）越c（OH-），溶液一定显中性，但不一
定是纯水，如 NaCl溶液中 c（H+）越c（OH-），
D选项正确。

7.阅
提示院向 匀云溶液中加入 晕葬韵匀，随

着 晕葬韵匀的加入，溶液 责匀升高，溶液中
的 糟（匀云）减小，糟（云原）增大，葬~遭~凿曲线代

表 糟（匀云）随 责匀的变化，粤选项正确。遭
点时 糟（匀云）越糟（云原），糟（匀垣）越员伊员园原猿.远皂燥造/蕴，
则 匀云电离平衡常数 运葬越 糟（匀垣）·糟（云原）

糟（匀云）
越员伊员园原猿.远，月选项正确。从 遭 点到 糟 点发
生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匀云垣韵匀 原越
匀圆韵垣云原，悦选项正确。葬点 糟（匀云）越员.远伊
员园原猿皂燥造/蕴，糟（云原）抑缘.园伊员园原源皂燥造/蕴，糟（匀垣）越
员伊员园原猿皂燥造/蕴，则 葬点溶液中粒子浓度大
小关系是：糟（匀云）跃糟（匀垣）跃糟（云原）跃糟（韵匀原），
阅选项错误。

二尧填空题
8.（员）苑 酸是多元强酸
（圆）员猿
（猿）砸原垣匀圆韵 匀砸垣韵匀原
（源）盂虞
提示院（员）酸碱混合的一个重要规律

是：责匀之和为 员源的酸、碱溶液等体积
混合，谁弱显谁性，无弱显中性。本题
中“粤为强酸，月为强碱”，故 粤、月的混
合溶液呈中性，责匀越苑。若 粤为一元酸，月
为一元碱，由于溶液呈中性，根据电荷
守恒可知，酸根阴离子浓度等于碱的阳
离子浓度。若酸是 灶（灶屹员）元强酸而碱
为一元强碱，则其电荷守恒关系式中，
碱的阳离子浓度等于酸的阴离子浓度的
灶倍，此时碱的阳离子浓度大于酸的阴
离子浓度。
（圆）设酸、碱溶液的体积分别是

员蕴、员园蕴，根据题意可得：员园原葬皂燥造/蕴伊员蕴越
员园遭原员源皂燥造/蕴伊员园蕴，整理得：葬垣遭越员猿。
（猿）由于 葬垣遭越员4，二者等体积混合

后，溶液呈酸性，可推出 匀砸是弱酸，反
应中 HR过量，反应后 砸原能发生水解。
但是 酝韵匀是强碱还是弱碱无法确定。
（源）溶液呈酸性，故 糟（匀垣）跃糟（韵匀原），

排除于、榆。根据 糟（匀垣）跃糟（韵匀原）和 糟（酝垣）
垣糟（匀垣）越糟（砸原）垣糟（韵匀原）可得糟（砸原）跃糟（酝垣）。
由于溶液中的主要离子为 R-和 M+，故
糟（砸原）跃糟（酝垣）跃糟（匀垣）跃糟（韵匀原），即盂正确。
若酝韵匀是强碱，此时溶液中不再有酝韵匀
分子，此时淤错误。

9.（1）淀粉溶液
（2）偏大
（3）蓝 无 园援园员mol/L
提示：（1）氯气氧化碘离子生成碘

单质，碘单质能使淀粉溶液变蓝色，故
应选用淀粉溶液作指示剂。
（2）盛装标准液的滴定管未用标

准液润洗，导致标准液浓度偏低，所用
标准液体积偏大，使测得的 Cl2的浓度
偏大。
（3）滴入 KI 溶液与 Cl2反应生成

的碘单质能使淀粉溶液变蓝色，用
Na2S2O3溶液滴定 I2变为 I-，故滴定终点
时溶液会由蓝色变为无色。计算 Cl2的
物质的量浓度时应依据关系 I2 ~

2Na2S2O3~Cl2，列式 c（Cl2）= 12 伊
0.02L伊0.01mol/L0.01L =0.01mol/L。

10.（1）H2X HX-+H+ 4.4
（2）HX-+H2O H2X+OH- 酸
（3）淤HX-+OH-=X2-+H2O于c（Na+）跃c（X2-）跃c（HX-）

素养提升
1.C
提示：由水电离产生的 c（H+）=1伊10原14

mol/L，说明溶液显强酸性或强碱性，则Fe2+、Mg2+、NH4+均不能大量共存，A、B选
项均错误。Ba2+与SO42-不能大量共存，D
选项错误。

2.D
提示院常温下，浓度均为0.10mol/L

的MOH和ROH溶液，pH（MOH）=13，pH（ROH）约13，说明MOH为强电解质，ROH为弱电解质，MOH的碱性比ROH
强，A选项正确。弱电解质在水溶液中加
水稀释，浓度减小，其电离程度增大，b
点溶液体积大于a点，则ROH电离程度：b跃a，B选项正确。若两种溶液无限稀释，最
终溶液中c（OH-）接近于纯水中c（OH-），
所以它们的c（OH-）相等，C选项正确。碱
性MOH跃ROH，当 lg V

V 0
=2时，由于ROH

是弱电解质，升高温度能促进ROH电离，
c（R+）增大，而c（M+）不变，则 c（M+）

c（R+）减

小，D选项错误。3.（1）Na2CO3 NH4Cl Ba（OH）2Na2SO4
（2）c（OH-）>c（Ba2垣）越c（Cl-）>c（NH4垣）>

c（H垣）
（3）3颐2
解：设Ba（OH）2的体积为V 1L，盐

酸溶液的体积为V 2L，反应后溶液的pH越13，Ba（OH）2过量，溶液中c（OH-）越
V 1·0.30mol/L-V 2·0.20mol/L

V 1+V 2
越0.1mol/L，

解得V 1
V 2

= 32 。
提示院（1）溶液pH>7的有Na2CO3、NaOH、Ba（OH）2、NH3·H2O，所以A、C为

以上四种物质中的两种，而四种物质
中只有Na2CO3促进H2O的电离，其余三
种都抑制水的电离，可见A为Na2CO3，B
应该为促进水电离的强酸弱碱盐，即
NH4Cl或（NH4）2SO4，根据于的现象可推
知B为NH4Cl、C为Ba（OH）2、D为Na2SO4。
（2）设NH4Cl、Ba（OH）2均为1mol，反应后
生成1mol NH3·H2O、1mol Cl-、1mol Ba2垣、
1mol OH-及少量的H垣，但NH3·H2O发生部
分电离产生OH-导致溶液中OH-大于
1mol，NH4垣小于1mol，故离子浓度关系为
c（OH-）>c（Ba2垣）越c（Cl-）>c（NH4垣）>c（H垣）。

第 16期
同步测试

一尧选择题
1.A
提示院B选项应为 2-甲基-3-乙基

己烷，C选项应为 2，3-二氯丁烷，D选
项应为 4-氯苯酚。

2.D
提示院在常见的有机化合物中，甲

烷、四氯化碳是正四面体结构，乙烯和
苯是平面形结构，乙炔是直线形结构，
据此可知，四氯化碳以及含有甲基的
有机物分子中的所有原子不可能处于
同一平面，A、B、C选项均错误。乙烯分
子具有平面结构，乙炔分子具有直线形
结构，CH2=CH—C以CH中，分子中所有
原子均处于同一平面上，D选项正确。

3.D
提示院乙烷中碳原子与另外 4个相

连的原子形成四面体结构，所以乙烷分
子内所有原子不在同一平面上，A选项
错误。C4H8Cl2的同分异构体可以采取
“定一移一”法确定，由下图可知C4H8Cl2
共有 9种同分异构体，B选项错误。乙
烯与溴单质发生加成反应使溴水褪色，
苯与溴水不反应，苯能使溴水褪色，是
发生了萃取，C选项错误。酯化反应和
水解反应均属于取代反应，所以由乙酸
和乙醇制乙酸乙酯的酯化反应和油脂
水解都是取代反应，D选项正确。

C—C—C—C
Cl

1 2 3 4 C—C—C—C
Cl

1 2 C—C—C
Cl

1
2 3

C
图1 图2 图3

4.D
提示院金丝桃苷分子中含有碳碳

双键、碳氧双键和苯环，可与氢气发生
加成反应，A选项正确。由图可知，金丝
桃苷的分子式为 C21H20O12，1个金丝桃
苷分子含 21个碳原子，B选项正确。金
丝桃苷分子中含有羟基，能与羧酸发生
酯化反应，能与金属钠反应产生氢气，C
选项正确，D选项错误。

5.A
提示院b、d、p中b的所有原子可能处

于同一平面，p的所有原子一定处于同
一平面，A选项正确。

二氯代物取决于一氯代物中氢原
子的种类，显然b分子的二氯代物不止
三种，B选项错误。

b、p分子中均含碳碳双键，可与酸
性高锰酸钾溶液反应，C选项错误。

苯乙烯（b）的分子式为C8H8，符合
该分子式的有机物结构有多种，不是只

有d和p两种，如桶烯的结构简式为 ，

D选项错误。
6.C
提示院根据图示可知，该有机物的

最大质荷比为 46，则 A的相对分子质
量为 46，B、D选项均错误。根据图示核
磁共振氢谱可知，A分子的核磁共振氢
谱有 3个吸收峰，则其分子中有 3种等效
氢，HCOOH 分子中含有 2 种等效氢，
CH3CH2OH分子中含有 3种等效氢，则
正确答案为 C选项。

7.D
提示院丙含有酯基，可在碱性条件

下水解，A选项错误。溴代烃在碱性条
件下水解，水解后需要加入硝酸酸化，否
则生成氢氧化银沉淀会影响实验结论，B
选项错误。乙、丙都含有碳碳双键，都可
与酸性高锰酸钾溶液反应，不能用酸性
高锰酸钾溶液检验，C选项错误。PbCl2
为反应的催化剂，可降低反应的活化
能，加快反应速率，从而提高单位时间
丙的产量，D选项正确。

二尧填空题
8.（1）CH3CH=C（CH3）CH2CH3
（2）2，2，3-三甲基戊烷
（3）C4H7Cl
（4）CH3CHBrCH3+NaOH 吟

醇

CH2=CHCH3尹+NaBr+H2O
怨援（1）A分子中N（C）颐N（H）=5颐12
（2）C5H12O4
（3）羟基
（4）C（CH2OH）4
提示院（1）样品燃烧生成0.125mol

CO2和0.15mol H2O，则N（C）颐N（H）=0.125颐
0.3=5颐12。
（2）设A的实验式为C5H12Ox，则有：

C5H12Ox耀5CO2，可得3.4g A的物质的量为 15 伊
2.8L22.4L/mol =0.025mol，则Mr（C5H12Ox）=
3.4g0.025mol =136，进一步得x=4，即A的实

验式为C5H12O4。
（4）由题给A的相对分子质量知A

的分子式为C5H12O4，其核磁共振氢谱
中有两个峰，面积比为2颐1，则这两种氢
的原子个数分别为8、4。红外光谱中有
O—H键和C—H键，则可以确定含有4
个—OH，且分子结构高度对称，应为

HO—CH2—

CH2OH

CH2OH

CH2OH

CH2OH
C—CH2OH。

10.（1）碳碳双键（或 C C ） ac
（2）CH2 CH—CH2—CH2—COOH
（3）C6H12O6 Br2/CCl4（或其他合

理答案）

（4）
+CH3CH2Cl AlCl3 CH2CH3垣HCl
（5） OHHO

素养提升

1.A
提示院淤盂的结构中均含不饱和

键，均能发生加成反应，A选项正确。结
构相似，在分子组成上相差一个或

若干个CH2原子团的化合物互为同系
物，而于榆的分子式相同，均为 C10H16，
不是同系物，两者互为同分异构体，B选
项错误。只含 C、H两种元素的化合物为
烃，其中淤于榆均由 C、H 两种元素
组成，为烃；而盂只含碳元素，不是烃，C
选项错误。烃中氢原子有几种，其一氯

代物就有几种，淤中氢原子有 3种，故
其一氯代物有 3种；榆中氢原子有 2种，
故其一氯代物有 2种，D选项错误。

2.B
提示院根据结构简式可写出其分

子式为C14H14O4，A选项正确。分子中含
有碳碳双键，且与—OH直接相连的碳
原子上有氢原子，能使酸性重铬酸钾

溶液变色，B选项错误。分子中含有酯
基，能水解，C选项正确。与—OH相连的
碳原子的邻位碳原子上有氢原子，可

发生消去反应，生成双键，D选项正确。
3.（员）AB
（圆）悦苑匀员园

（猿） CH3（合理即可）
（源）粤阅
（缘）源
提示院（猿）若降冰片烯的同分异构

体中含有一个六元单环，则环外必定

还有一个碳原子，其可能的结构简式

是 CH3、 。

（源）降冰片烯分子中含有碳碳双
键，能发生氧化反应和加成反应；所有的

烃都不溶于水，所以降冰片烯不能溶于

水，降冰片烯分子中含有 7个碳原子，在
常温常压下一定不是气态。

（缘）含碳碳双键官能团的分子为 远
原子共面，题目要求为碳原子，故最少

有 源个碳原子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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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测试
一尧选择题
1.D 2.B 3.B 4.C 5.D
6.A
提示院若a=b，pH（NaX）跃pH（NaY），

说明X-水解程度大于Y-，酸根离子水解
程度越大说明相应酸的酸性越弱，所以
相同浓度时，酸性HX约HY，A选项错误。

若a=b，并测得c（X-）=c（Y-）+c（HY），
则在NaX溶液中，c（X-）=c（Na+），说明
HX为强酸，HY为弱酸，所以相同浓度
时，酸性HX跃HY，B选项正确。

若a跃b，测得c（X-）=c（Y-），说明X-
水解程度大于Y-，其盐溶液中酸HX的浓
度大，所以这两种盐溶液中c（HX）跃c（HY），
酸根离子水解程度越大说明其相应酸
的酸性越弱，相同浓度时，酸性HX约
HY，C选项正确。

两溶液等体积混合后，根据物料守

恒有c（X-）+c（HX）=c（Na+）= a2 mol/L，
c（Y-）+c（HY）=c（Na+）= b2 mol/L，若测得
c（X-）+c（Y-）+c（HX）+c（HY）=0.1mol/L，则
a+b2 =0.1mol/L，可推出a+b=0.2mol/L，D选
项正确。

7.B
提示院CdS的沉淀溶解平衡为：CdS（s）

Cd2+（aq）+S2-（aq），根据图象可知，难
溶物的溶解度既可以用溶质质量表示，
也可以用溶解出的离子浓度表示，p 点
时 c（Cd2+）=c（S2-）=amol/L，q点时 c（Cd2+）
=c（S2-）=bmol/L，则 a和 b 分别为 T1、T2
温度下 CdS在水中的溶解度，A选项正
确。m、n、p 三点对应的温度均为 T1，故
Ksp（m）=Ksp（n）=Ksp（p）。T1、T2温度下，当
c（S2-）均为 b 时，T2对应的 c（Cd2+）大于
T1，则 Ksp（q）跃Ksp（m）=Ksp（n）=Ksp（p），B选
项错误。向 m点的溶液中加入少量 Na2S
固体，c（S2-）增大，Ksp=c（Cd2+）·c（S2-）不
变，则 c（Cd2+）减小，溶液组成由 m点沿
mpn线向 p 点方向移动，C选项正确。若
CdS溶解吸热，降低温度，溶解平衡逆向
进行，c（Cd2+）、c（S2-）均减小，故 q 点的
饱和溶液的组成由 q点沿 qp线向 p点
方向移动，D选项正确。

二尧填空题
8.（1）CH3COO-+H2O CH3COOH+

OH-、H2O H++OH-
c（Na+）跃c（CH3COO-）跃c（OH-）跃c（H+）
（2）C
（3）BC
（4）约 c（Na+）+c（H+）=c（CH3COO-）

+c（OH-）
（5）m跃n
提示院（1）CH3COONa 溶液中存在

CH3COO-的水解平衡和 H2O的电离平
衡。CH3COO-发生水解使溶液呈碱性，

则 c（Na+）跃c（CH3COO-）跃c（OH-）跃c（H+）。
（2）加水稀释或升高温度，都会促

进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和盐类的水解平
衡，使平衡均正向移动，则CH3COOH的电
离程度、CH3COONa的水解程度均增大，
A、B选项均错误。CH3COOH和CH3COONa
的混合溶液中，CH3COONa 会抑制
CH3COOH的电离，C选项正确。
（3）根据电荷守恒有：c（Na+）+c（H+）

=c（CH3COO-）+c（OH-）。根据物料守恒有：
2c（Na+）=c（CH3COOH）+c（CH3COO-）=
0.1mol/L。根据电荷守恒和物料守恒推导，
可得：c（CH3COOH）+2c（H+）=c（CH3COO-）+
2c（OH-）。综上可知，A 选项错误，B、C
选项均正确。
（4）常温下，pH=3 的 CH3COOH溶

液的物质的量浓度大于 pH =11 的
NaOH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二者等体
积混合后，CH3COOH有剩余，所得溶液
呈酸性，则有 c（H+）跃c（OH-），溶液存在
电荷守恒：c（Na+）+c（H+）=c（CH3COO-）+
c（OH-），推知 c（Na+）约c（CH3COO-）。
（5）常温下，等物质的量浓度的醋

酸溶液和 NaOH溶液等体积混合后，所
得 CH3COONa溶液显碱性，欲使二者等
体积反应后溶液呈中性，则 CH3COOH
应过量，推知 m跃n。

9.（1）A-+H+ HA
HA+OH- H2O+A-
（2）淤> 因为c（Na+）+c（H+）=c（CN-）

+c（OH-），溶液呈碱性，则c（H+）<c（OH-），
所以c（Na+）>c（CN-）渊答案合理即可冤

于c（CH3COO -）>c（Na +）>c（H +）>
c（OH-）

提示院（2）由题中的数据可知，两者
反应后，溶液是物质的量浓度之比为1颐1
的HA和NaA的混合溶液。淤由电荷守恒
不难推出结果；于溶液呈酸性，则c（H+）>
c（OH-），同样由电荷守恒可得c（CH3COO-）>
c（Na+）。

10.（1）淤将 Fe2+氧化为 Fe3+ 不引
入其他杂质，对环境无污染（其他合理
答案均可） 于悦怎韵 ［或 悦怎（韵匀）圆、悦怎悦韵猿、悦怎圆（韵匀）圆悦韵猿等］ 圆.愿
（圆）淤员伊员园原员园 于圆.缘伊员园原源 盂圆.缘伊

员园 原怨 盂酝晕 月葬杂韵源垣悦韵猿圆 原 月葬悦韵猿垣杂韵源圆原 园.园源 榆源伊员园原缘
提示院（员）淤根据 运泽责［云藻（韵匀）圆］、

运泽责［悦怎（韵匀）圆］、运泽责［云藻（韵匀）猿，结合当离
子溶液浓度不大于 1.0伊10-5mol/L时，认
为沉淀完全，计算可知，Fe3+完全沉淀
时，pH逸2.8；Fe2+完全沉淀时，pH逸8.3；
Cu2+完全沉淀时，pH逸6.7。加入 H2O2将Fe2+氧化为 Fe3+，通过调节溶液 pH可先
得到 Fe（OH）3 沉淀。于调节溶液 pH
时，为了不引入其他杂质，可加入CuO、
Cu（OH）2、CuCO3或 Cu2（OH）2CO3等。为
除去 Fe3+，应控制 pH逸2.8。（2）由题给图
示可知，c（CO32-）=0时，c（Ba2+）=c（SO42-）=

1伊10-5mol/L，则Ksp（BaSO4）=c（Ba2+）·c（SO42-）=
1伊10-10。于由图可知，当 c（CO32-）=2.5伊
10-4mol/L时，开始有 BaCO3沉淀生成。
c（CO32-）=2.5伊10-4mol/L 时，c（Ba2+）=1伊
10-5mol/L，则 Ksp（BaCO3）=c（Ba2+）·c（CO32-）
=2.5伊10-4伊1伊10-5=2.5伊10-9。盂BaSO4饱和
溶液中存在溶解平衡，加入 Na2CO3，Ba2+
与 CO32-生成 BaCO3沉淀，促进 BaSO4的
溶解平衡正向移动，溶液中 c（Ba2+）减
小，c（SO42-）增大，则 MN代表 c（Ba2+）的
变化曲线，MP代表 c（SO42-）的变化曲
线。该沉淀转化的过程可用离子方程式
表示为 BaSO4 +CO32- BaCO3+SO42-，其

平衡常数 运 = c（SO42-）
c（CO32-）= Ksp（BaSO4）

Ksp（BaCO3）
=

1.0伊10-10
2.5伊10-9 =0.04。榆当溶液中 c（CO32-）=

1伊10-3mol/L时，结合 运= c（SO42-）
c（CO32-）=0.04，

得 c（SO42-）=0.04伊1伊10-3mol/L=4伊10-5mol/L，
故溶解的 BaSO4 的物质的量为 4 伊
10-5mol/L伊1L=4伊10-5mol。

素养提升
1.A
2.月
提示：根据图象知责匀越圆援缘的溶液

中院糟渊匀圆悦圆韵源冤垣糟渊悦圆韵源圆原冤约糟渊匀悦圆韵源原冤袁粤
选项错误。根据物料守恒袁糟 渊晕葬 垣冤越
园援员园园皂燥造/蕴的溶液中糟渊晕葬垣冤=糟渊匀圆悦圆韵源冤+
糟渊H悦圆韵源原冤+糟渊悦圆韵源圆原冤袁根据电荷守恒知
糟渊晕葬垣冤+糟渊匀+冤=糟渊匀悦圆韵源原冤+2糟渊悦圆O源圆原冤+
糟渊韵匀原冤袁综上推得糟渊匀垣冤垣糟 渊匀圆悦圆韵源冤越
糟渊韵匀原冤垣糟渊悦圆韵源圆原冤袁月选项正确。根据电
荷守恒有袁c 渊Na +冤+c 渊H +冤=c 渊OH -冤+
c 渊HC2O4 -冤+2c 渊C2O42 -冤袁推知 c 渊Na +冤=
咱糟 渊韵匀 原 冤 原糟 渊匀 垣 冤暂 垣咱糟 渊匀悦圆韵源 原 冤 垣
糟 渊悦圆韵源圆 原冤暂垣糟 渊悦圆韵源圆 原冤遥当 糟 渊匀悦圆韵源 原冤越
糟渊悦圆韵源圆原冤时，由图可知：淤糟渊匀圆悦圆韵源冤越园袁
推知糟渊匀悦圆韵源原冤垣糟渊悦圆韵源圆原冤越园援员皂燥造/蕴曰于责匀约7袁推知糟渊匀垣冤跃糟渊韵匀原冤遥综上可得袁
糟渊晕葬 垣冤约园援员园园皂燥造/蕴垣糟渊匀悦圆韵源原冤袁悦选项
错误。由图象知责匀越苑的溶液为晕葬2悦圆韵源
溶液，悦圆韵源圆原水解使糟渊晕葬垣冤跃圆糟渊悦圆韵源圆原冤袁阅
选项错误。

3.D
提示：HNO3具有强氧化性，与 Bi反

应生成 Bi（NO3）3、NO 和 H2O。Bi 与稀
HNO3反应放热，为了降低反应的剧烈
程度，可分次加入稀HNO3，A选项正确。

结合题给信息 BiCl3 易水解生成BiOCl推知 Bi（NO3）3易结合 OH-发生水
解生成 BiONO3，使溶液显酸性，加入HCl
增大 c（H+），抑制 Bi（NO3）3水解，且 c（Cl-）
增大有利于转化为BiCl3，B选项正确。BiCl3水解使溶液呈酸性，CH3COONa
水解使溶液呈碱性，NH4NO3水解使溶
液呈酸性，水解工序中加入少量
CH3COONa（s）可促进 Bi3+水解，有利于
生成 BiOCl，但加入少量 NH4NO3（s）会
抑制 Bi3+水解，不利于生成 BiOCl，C选
项正确，D选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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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选择题
1.D
2.B
提示院根据“蒸汽眼罩”的成分可

知，蒸汽眼罩工作时，铁粉和碳粉在氯

化钠溶液中形成原电池，铁作负极：Fe-
2e-越Fe2+，碳作正极：O2+4e-+2H2O越
4OH-，铁发生吸氧腐蚀，食盐作电解质
能形成闭合回路，起导电的作用，A选
项错误，B选项正确。透氧膜的透氧速
率过快，反应速率过快，反应发热过快

会导致水温升高过快，达不到放松眼

部肌肉、消解眼部疲劳的效果，C选项
错误。“蒸汽眼罩”不能充电，不可重复

使用，D选项错误。
3.B
提示院由表可知，随着pH的升高，

碳钢腐蚀速率先减慢后逐渐加快，A选
项错误。当溶液pH约4时，碳钢主要发生
析氢腐蚀，负极反应式为：Fe-2e-=Fe2+，
正极反应式为：2H++2e-=H2尹，B选项
正确。pH=14时，电极反应式中不可能出
现H+，C选项错误。pH为7时，负极反应
为Fe-2e-=Fe2+，生成的Fe2+被空气中的
氧气氧化为Fe2O3，D选项错误。

4.B
提示院由 2H2S（g）+O2（g）越S2（s）+

2H2O（l）可知，该原电池中，H2S 被氧
化，发生氧化反应；O2被还原，发生还
原反应。由此推知，a为负极：2H2S-4e-

越 4H ++S2，b 为正极：O2 +4H ++4e -越
2H2O。原电池工作时，电子从负极（a）
流出，经过负载流向正极（b），A、C选项
均正确。当电极 a的质量增加 64g时，
即生成 1mol S2（s），反应中释放的总能
量为 632kJ，但该过程中，化学能主要
转化为电能，则电池内部释放的热能

远小于 632kJ，B选项错误。标准状况
下，每有 11.2L（即 0.5mol）H2S参与反
应，则有 1mol H+经固体电解质膜进入
正极区，D选项正确。

5.C
提示院根据化合价变化情况可知，

左侧电极上，C2O52-失电子生成 CO2、O2，
为阳极，电极反应式为：2C2O52--4e-越
4CO2尹+O2尹。右侧为阴极，CO32-得电子
生成C、O2-，电极反应式为：CO32-+4e-越
C+3O2-。阳极上 O的化合价发生变化，
C的化合价没有变化，A选项错误。阴
极上 CO32-转化为 C 和 O2-，然后 O2-和
CO2结合成 CO32-，显然二氧化碳的捕
获在阴极区完成，B选项错误。根据该
电池的工作原理可知，C选项正确。由
阴极反应式可知，每通过 4mol e-时生
成 1mol C，D选项错误。

6.A
7.D
提示院A选项，于中铁没有被腐蚀，

而盂中铁被腐蚀，可说明铁连接锌后，
锌保护了铁，A选项正确。

B选项，淤于相比较，可知淤中铁棒
表面被氧化，可能的原因为运猿［云藻（悦晕）远］
将云藻氧化，B选项正确。

C选项，对比淤于，在淤中加入
运猿［云藻（悦晕）远］可在铁表面产生蓝色沉
淀，说明淤中也能产生Fe2+，因此验证
Zn保护Fe时不能用淤的方法，应用于
的方法，C选项正确。

D选项，实验淤中铁可能被运猿［云藻（悦晕）远］
氧化，不能比较云藻和Zn的金属活动性，
将Zn换成铜，也不能比较金属的活动
性，D选项错误。

二尧填空题
8.（员）电化学（或吸氧腐蚀）

云藻原圆藻原越云藻圆垣 圆匀圆韵垣韵圆垣源藻原越源韵匀原

（圆）碱石灰（或无水 悦葬悦造圆） 干燥
韵圆
（猿）与 韵圆、水接触 氧气的浓度

9.（员）淤正 于源韵匀原原源藻原越圆匀圆韵垣
韵圆尹 盂圆援愿蕴 榆员远 虞碱性增强，因
为电解后，水量减少，溶液中晕葬韵匀浓度
增大 酸性增强，因为阳极上韵匀原生成
韵圆，溶液中匀垣浓度增大 酸、碱性没有

变化，因为电解K2SO4溶液相当于电解水，

水的质量减少，K2SO4溶液的酸碱性没
有变化

（圆）若铜全部析出，则阴极接下来
是匀垣放电，电解继续进行

提示院（员）淤由于糟电极质量增加，
因此该电极发生还原反应：悦怎圆垣垣圆藻原越
悦怎，因此糟为电解池的阴极，则酝端是负
极，晕端为正极。

于电解晕葬韵匀溶液时，阳极遭上发生
的电极反应为：源韵匀原原源藻原越圆匀圆韵垣韵圆尹。

盂电解运圆杂韵源溶液相当于电解水。
设消耗的水的质量约为x，则有（员园园早-
x）伊10.47%=10g，解得x越源援缘早，根据圆匀圆韵
越通电 圆匀圆尹垣韵圆尹易求得f电极生成韵圆的

体积是 4.5g18g/mol 伊 12 伊圆圆援源蕴/皂燥造越圆援愿蕴。
榆根据电解水的化学方程式可

知，电解4.5g（0.25mol）水，电路中通过
的电子是园援缘皂燥造。由悦怎圆垣垣圆藻原越悦怎可知，
糟电极生成园援圆缘皂燥造 Cu，即员远早。

虞甲溶液中晕葬韵匀溶液的浓度增
大，碱性增强；乙溶液中生成硫酸，溶

液的酸性增强；丙溶液中只是运圆杂韵源
浓度增大，溶液的酸碱性没有变化。

10.（1）淤3CO2+4Na++4e-越
2Na2CO3+C

于2.3
（2）淤太阳能和电能转化为化学能

于2CO32--4e-越2CO2尹+O2尹
素养提升

1.C
2.B
3.（1）阳 NaOH溶液 氢气

（2）SO32--2e-+H2O越2H++SO42-

提示院（1）从C为硫酸可知，SO42-来
源于SO32-在阳极的放电产物，故b为阴
离子交换膜，则a为阳离子交换膜，在阴
极区H+放电，产生匀2，同时因破坏了水
的电离平衡还产生了OH -，与Na +形
成了NaOH，故A为氢氧化钠，E为氢气。
（2）阳极SO32-放电生成SO42-，反应

的离子方程式为SO32--2e-+H2O越2H++
SO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