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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课堂测评
异2.2 分子的空间结构

第 1课时 分子结构的测定 多样的分子空间结构

价层电子对互斥模型

1.C
提示院质谱法通常是研究和确定有机物相对分子质

量的有效方法，C选项错误。
2.D
提示院分子的稳定性与键角没有关系，D选项错误。
3.C
提示院CH4为正四面体形，NH3为三角锥形，HCHO为

平面三角形，CO2为直线形，本题应选C选项。
4.C
提示院NH4+、CS2、HCN中心原子上的价层电子都用

于形成共价键，没有孤电子对，其分子的空间结构分别

为正四面体形、直线形、直线形。PCl3中心原子P上有一
个孤电子对未用于形成共价键，其分子的空间结构为

三角锥形。本题应选C选项。
5.（1）2 （2）0 （3）0 （4）1
提示院（1）H2S中S原子的孤电子对数：12 伊（6-2伊1）=2。
（2）PCl5中P原子的孤电子对数：12 伊（5-5伊1）=0。
（3）BF3中B原子的孤电子对数：12 伊（3-3伊1）=0。
（4）NH3中N原子的孤电子对数：12 伊（5-3伊1）=1。

第2课时 杂化轨道理论简介

1.A
提示院参与杂化的原子轨道，其能量不能相差太大，

如1s轨道与2s、2p轨道能量相差太大，不能形成杂化轨
道，即只有能量相近的原子轨道才能参与杂化，A选项
错误，B选项正确。杂化轨道的电子云一头大一头小，成
键时利用大的一头可使电子云重叠程度更大，形成更

牢固的化学键，C选项正确。杂化轨道用于形成滓键或用
于容纳未参与成键的孤电子对，D选项正确。

2.A
提示院sp、sp2、sp3杂化轨道的夹角分别为180毅、120毅、

109毅28忆。
3.C
提示院NF3、CH3-、H3O+中心原子均有1对孤电子对，

形成3个滓键，采用sp3杂化，孤电子对占据1个杂化轨道，
结合价层电子对互斥模型可知，均为三角锥形。BF3中心
原子B没有孤电子对，形成3个滓键，采用sp2杂化，为平面
三角形。本题应选C选项。

4.（1）sp S=C=S 直线

（2）sp2 H—C—H
O

平面三角

（3）sp3 Cl—C—Cl
Cl

Cl
正四面体

（4）sp3 H H
S

V
提示院（1）CS2中心原子C形成2个滓键，无孤电子对，

价层电子对数为2，采取sp杂化，分子空间结构为直线形。
（2）HCHO分子中的C形成3个滓键，无孤电子对，价层电
子对数为3，采取sp2杂化，分子空间结构为平面三角形。
（3）CCl4中心原子C形成4个滓键，无孤电子对，价层电
子对数为4，采取sp3杂化，分子空间结构为正四面体形。
（4）H2S中心原子S形成2个滓键，有2个孤电子对，价层电
子对数为4，采取sp3杂化，分子空间结构为V形。

3版素养测评
素养达标

一尧选择题
1.D
提示院A选项为sp3杂化，B选项为sp2杂化，C选项为pz

电子云轮廓图，D选项为sp杂化。
2.B
提示院根据该有机物的质荷比最大值为该有机物的

相对分子质量可知，该有机物的相对分子质量为16，符
合条件的为B选项。

3.D
提示院匀圆杂的中心原子杂形成圆个滓 键，中心原子上的

孤电子对数越 12（葬原曾遭）越 12 伊（远原圆伊员）越圆，所以硫化氢
分子的灾杂耘孕砸模型是四面体，略去孤电子对后，实际
上其空间结构是灾形；悦匀源的中心原子C形成源个滓 键，
中心原子上的孤电子对数越 12（葬原曾遭）越 12（4原源伊员）越园，所
以悦匀源分子的灾杂耘孕砸模型是正四面体结构，中心原子上
没有孤对电子，所以其空间结构就是正四面体形。

4.C
提示院PCl3分子的中心原子P形成3个滓键，有1对孤

电子对，采取sp3杂化，分子空间结构为三角锥形，A选项
错误。能量相近的s轨道和p轨道才能形成杂化轨道，B选
项错误。凡中心原子采取sp3杂化的分子，其VSEPR模型
都是四面体形，分子的空间结构还与是否含有孤电子对

有关，C选项正确。AB3型分子空间结构与中心原子是否
含有孤电子对有关，如BF3中B原子没有孤电子对，为平
面三角形，NH3中N原子有1对孤电子对，为三角锥形，D
选项错误。

5.C
提示院BeCl2、CO2和C2H2的中心原子上价层电子对数

均为2，采用sp杂化；BF3、SO2与C2H4的中心原子上价层电
子对数均为3，采用sp2杂化，CCl4和NH3的中心原子上价
层电子对数均为4，采用sp3杂化。本题应选C选项。

6.D
提示院NH2-中N原子采用sp3杂化，且孤电子对数为

2，离子的空间结构为V形，A选项错误。SO2中S原子的价
层电子对数为3，杂化轨道数为3，采取sp2杂化，孤电子
对数为1，分子的空间结构为V形，B选项错误。CO32-价层
电子对数为3，不含孤电子对，杂化轨道数为3，采取sp2

杂化，分子的空间结构为平面三角形，C选项错误。C2H2
中C原子采用sp杂化，且C原子的价层电子均参与成键，
所以分子的空间结构为直线形，D选项正确。

二尧不定项选择题
7援A
提示院这5个滓键包括4个C—H 滓键、1个C—C 滓键；1

个仔键是未杂化的2p轨道形成的。
8.CD
提示院根据孤电子对数的计算方法可知，CS2中心

原子C无孤电子对，价层电子对数为2+0=2，则CS2为直线
形分子，A选项错误。SnBr2中心原子Sn有1对孤电子对，
价层电子对数为2+1=3，VSEPR模型为平面三角形，由于
孤电子对有较大的斥力，含孤电子对的分子的实测键角

都小于VSEPR模型的预测值，则SnBr2键角小于120毅，B
选项错误。BF3中心原子B无孤电子对，价层电子对数为
0+3=3，VSEPR模型和分子空间结构均为平面三角形，C
选项正确。NH4+中心原子N无孤电子对，价层电子对数
为4+0=4，VSEPR模型和离子空间结构均为正四面体形，
键角等于109毅28忆，D选项正确。

三尧填空题
9.

粒子
滓键电
子对数

孤电子

对数

价层电

子对数

VSEPR模
型名称

粒子的

空间结构
PH3 3 1 4 四面体形 三角锥形
H3O+ 3 1 4 四面体形 三角锥形
OF2 2 2 4 四面体形 V形

提示院分析的关键是熟练掌握价层电子对数的计算
方法，难点是中心原子上的孤电子对数的计算方法

［ 12（葬原曾遭）］。此外，还可以借助分子的电子式分析孤电

子对数。

员园.（员）三角锥形 泽责猿 平面三角形 不同 BF3分
子中B原子的3个价层电子都与F原子形成共价键，而
NF3分子中N原子的3个价层电子与F原子形成共价键，
还有一对未成键的孤电子对，占据了N原子周围的空间，
参与了相互排斥

（2）三角锥形 sp2

（3）N跃C跃H sp2、sp3 9NA
提示院（1）NF3中N原子形成3个滓键，孤电子对数为

12（5-3伊1）=1，价层电子对数为4，杂化轨道数=价层电
子对数，则NF3中N为sp3杂化，其分子的空间结构为三角
锥形。AB3型分子中，中心原子无孤电子对时分子结构为
平面三角形，有1对孤电子对时呈三角锥形。NF3中N有1
对孤电子对，BF3中B没有孤电子对，孤电子对占据了中
心原子周围的空间，参与了相互排斥，故二者分子结构不

同。（2）AsH3中As原子的价层电子对数为3+ 12（5-3伊1）=
4，有1对孤电子对，则AsH3为三角锥形。（CH3）3Ga分子的
空间结构为平面三角形，说明Ga原子没有孤电子对，则
形成的杂化轨道数为3，推知Ga采用的是sp2杂化。
（3）5-氨基四唑中氮原子有两种成键方式，形成双

键时采用sp2杂化（形成2个滓键且有1对孤电子对），形成
单键时采用sp3杂化（形成3个滓键且有1对孤电子对）。

11.（1）正四面体形 sp3
2s 2p

（2）平面三角形 sp3 （3）sp3 （4）7 C约O约N
提示院（1）SO42-中S形成4个滓键，孤电子对数为 12（6+

2-2伊4）=0，价层电子对数为4，则SO42-为正四面体形，杂
化轨道数=价层电子对数=4，则S为sp3杂化。
（2）SO3的中心原子S的价层电子对数为3，没有孤电

子对，则分子空间结构为平面三角形。图2中S形成4个共
价单键，可知其杂化轨道类型为sp3杂化。
（4）甲分子中苯环上的6个碳原子、羰基上的碳原子

均为sp2杂化，共有7个碳原子采用sp2杂化。乙分子中采用
sp3杂化的原子有苯环侧链上的C、N和O，第一电离能满
足：C约O约N。

素养提升

一尧选择题
1.C
提示院当分子中的中心原子上含有孤电子对时，其分

子的VSEPR模型和分子空间结构不相同，根据孤电子对
数的计算方法［ 12（葬原曾遭）］可分别求出BeCl2、SiCl4、NH3、

HCHO中心原子上的孤电子对数为0、0、1、0，故本题应选
C选项。

2.阅
提示院碳原子的圆泽轨道与圆责轨道形成源个等性的杂化

轨道，因此碳原子的源个电子分占在源个泽责猿杂化轨道上，
且自旋方向相同。

二尧填空题
3.（1）悦匀3+ CH3-

（2）BF3 NF3 CF4
提示院（1）粤月猿型分子中心原子上无孤电子对时呈平

面三角形，有1对孤电子对时呈三角锥形，
所以分别是悦匀3+、CH3-。
（2）第二周期非金属元素构成的中性

分子有：月云猿、悦韵、悦韵圆、悦云源、晕韵、晕韵圆、晕云猿、韵云圆
等。其中呈三角锥形的是晕云猿，呈平面三角
形的是月云猿，呈四面体形的是悦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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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课堂测评
异猿.员 物质的聚集状态与晶体的常识

第 员课时 物质的聚集状态 晶体与非晶体

员援月
提示院晶体的各向异性反映了晶体内部有序排列的

性质，测定固体的熔点，可以间接地确定某一固体是否

是晶体，表现晶体的自范性的自发过程需要一定的条件。

区别晶体与非晶体的最科学的方法是利用 载射线衍射
实验，本题应选 月选项。

圆援粤
提示院有些非晶体也有规则的外形，如玻璃，月选项

错误。晶体具有各向异性，表现在物理性质在不同方向

上的硬度、导热性、导电性不相同，悦 选项错误。晶体不
一定是无色透明的，如石墨是黑色的、不透明；无色透明

的也不一定是晶体，如玻璃属于非晶体，阅选项错误。
猿援阅
提示院等离子体是由电子、阳离子和电中性粒子组

成的整体上呈电中性的物质聚集体，阅选项错误。
源.粤
提示院由图可知，葬具有固定的熔点，遭不具有固定的

熔点，因此葬是晶体，遭是非晶体。
缘.D
提示院晶体具有的各向异性对晶体的强度、导热性、

导电性、光学性质都有影响。

第 圆课时 晶胞 晶体结构的测定
员.A
提示院不同晶体的构成微粒不同，微粒的半径不同，

所以晶胞的大小不同，晶胞的形状可能相同，B选项错
误。处于晶胞内部的粒子完全属于该晶胞，处于顶点、面

心和棱边上的微粒与其他晶胞所共用，C选项错误。已
知晶胞的组成便能推知晶体的组成，D选项错误。

圆援阅
提示院根据均摊法，由图可知，阴离子位于此晶胞的

中心，共有 员个，阳离子位于 愿个顶点，共有 愿伊 18 越员个，
所以阴、阳离子个数比是 员颐员。

猿援悦
提示院该晶胞为立方晶胞，员个晶胞中，含有的 粤原子

个数为 愿伊 18 越员；含有的 月原子个数为 源伊 12 越圆，含有的
悦原子个数为 员，则 粤、月、悦的原子个数比为 员颐圆颐员。

源援（员）载射线衍射仪 分立的斑点或者明锐的衍射

峰 （圆）八 2姨2 a （猿）员圆 （源）园.源员源 （缘）Na2Cl2

或（NaCl）2
提示院（圆）晶体中，以 Cl-为中心，在它的上、下、前、

后、左、右有 远个 Na+，Cl-位于 Na+所围成的正八面体的

体心。如图 a ，该正八面体的边长越图中对角线长
的一半= 2姨2 a。

（猿）晶体中，以 Na+为中心的三个垂直的面上各有 源个
Na+，在每个 Na+的周围与它最近且等距离的 Na+共有 员圆个。

（源）根据图 a 可知，晶体中阴、阳离子的半径

之和为边长的一半，即 a2 nm，氯离子的半径为对角线的 14 ，
即 为 2姨4 anm， 由 图 可 知 ， 钠 离 子 的 半 径 为

a2 - 2姨4 a蓸 蔀 nm，所以 Na +半径与 Cl -半径的比为

a2 - 2姨4 a

2姨4 a
=0.414。

（缘）5.85g（0.1mol）NaCl晶体转变为氯化钠气体，标准
状况下体积为 员.员圆蕴，即 园.园缘皂燥造，则变成氯化钠气体后，
摩尔质量 酝越 5.85g0.05mol 越员员苑早/皂燥造，所以氯化钠气体的分
子式为 晕葬圆悦造圆或（晕葬悦造）圆。

3版素养测评
素养达标

一尧选择题
员援C
提示院是否为晶体不能仅以固体的外形判断，只有

内部质点高度有序地排列的固体才是晶体。如玻璃表面

看似很光滑、规则，但玻璃不是晶体。由于晶体内部粒子

的有序排列，使晶体的外表有自范性。晶体有固定的熔

点，这是与非晶体的区别之一，但两者的熔点高低无法

比较。

圆.D
提示院晶体的制取有三条途径：淤熔融态物质凝固；

于气态物质的凝华；盂溶质从溶液中析出。A选项属于
盂类，B选项属于于类，C选项属于淤类；而玻璃是玻璃
态物质，不属于晶体。

猿援悦
提示院晶体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温度、压强、

结晶速率等，速率太快可能导致晶体质量下降，粤选项
错误。晶体都有固定的熔、沸点，月 选项错误。载 射线衍
射实验是区分晶体与非晶体的最科学的方法，悦选项正
确。晶体的形成与晶体的自范性、各向异性都有密切关

系，阅选项错误。
源援粤
提示院（葬）中原子个数越员圆伊 16 垣圆伊 12 垣猿越远，（遭）中原

子个数越愿伊 18 垣远伊 12 越源，（糟）中原子个数越员垣愿伊 18 越圆，所
以其原子个数比是 远颐源颐圆越猿颐圆颐员，本题应选 粤选项。

缘援粤
提示院根据晶胞图，运位于晶胞的顶点，韵位于晶胞

的面心，陨位于晶胞的体心，如果 运陨韵猿晶胞结构另一种表

示形式中 陨位于顶角，个数为 8伊 18 越员，因 运的个数为 员，
应位于体心，则 韵位于棱心，个数为 12伊 14 越猿，粤选项正确。

远援粤
提示院在 悦泽悦造晶胞中，含有 员个 悦泽垣和 员个 悦造原，即 员

个晶胞中只含有 员个“悦泽悦造”。由公式 籽越 m
V 可得，籽越 m

V 越
酝则

晕粤·葬猿 ，从而得出 酝则越晕粤·葬猿·籽，本题应选 粤选项。
二尧不定项选择题
苑.C
提示院由图可知，中心A原子与周围4个A原子相连形成

4个A—A键，而每两个A原子共用一个键，故A原子与A—A
键的个数比为1颐2，又因为B原子与A—A键个数相等，所以
A、B原子个数比是1颐2，即其化学式是AB2。

愿援月阅
提示院云、杂蚤位于元素周期表的 责区，悦葬位于元素周

期表的 泽区，粤选项错误。硅属于亲氧元素，原子半径：
杂蚤跃韵，则键长：杂蚤—韵约杂蚤—杂蚤，键能：杂蚤—韵跃杂蚤—杂蚤，综上可
知，硅元素在自然界中主要以二氧化硅和硅酸盐存在，

月 选项正确。月 处位于底面面心，坐标为（ 12 ，12 ，0），悦
选项错误。根据该选项所描述的情况，可知金属离子与

氟原子结合能力越弱，则脱硅能力越强，同主族金属元

素原子半径越大，与氟原子的结合能力越弱，则脱硅能

力：月葬云圆跃悦葬云圆跃酝早云圆，阅选项正确。
三尧填空题
怨.（员）是 该物质的内部粒子呈周期性有序排列

（圆）载射线衍射 粤 载射线衍射图谱中，粤产生了
明锐的衍射峰，月没有

提示院（员）晶体具有自范性，其中的粒子在微观空间
里呈现周期性的有序排列，据此可知该物质是晶体。

（圆）区分晶体和非晶体最可靠的科学方法是对固体
进行 载射线衍射实验，当单一波长的 载射线通过晶体
时，载射线和晶体中的电子相互作用，会在记录仪上产
生分立的斑点或明锐的衍射峰。据此可知 粤为晶体。

员园.（员）冷却碘蒸气
（圆）烧杯中充满紫色的蒸气，在表面皿上出现紫黑

色的晶体

（猿）晶体
（源）凝华 熔融态物质的凝固 结晶

提示院获得晶体有猿个途径：熔融态物质凝固；气态
物质冷却不经液态直接凝固（凝华）；溶质从溶液中析出。

员员.（员）H O O H：：： 第二周期第喻粤族
（圆）晕葬垣
（猿）圆粤造垣圆晕葬韵匀垣圆匀圆韵越圆晕葬粤造韵圆垣猿匀圆尹
（源）晕葬猿粤造云远
提示院根据题中信息得出粤为氢元素，月为氧元素，悦为

氟元素，阅为钠元素，耘为铝元素。（源）一个晶胞中含有晕葬垣的
个数为员圆伊 14 垣怨越员圆，含有粤造云远猿原的个数为8伊 18 垣远伊 1圆 越源，化
学式为晕葬猿粤造云远。

四尧计算题

员圆援（员）员颐猿 （圆）389伊1030
a3NA

g/cm3（计算过程略）

提示：（员）该晶胞中，粤怎 原子位于顶角，悦怎 原子位
于面上，粤怎原子个数为 8伊 18 =1，悦怎原子个数为 6伊 12 =3，
所以该合金中 粤怎原子与 悦怎原子个数之比为 员颐猿。
（圆）晶胞体积 灾 越（葬伊员园原员园）猿cm3，该合金 员 个晶胞中

含有 员个 粤怎悦怎猿，则晶胞的质量 皂越 197+64伊3
NA

g= 389
NA

g，

则该合金的密度 籽越 皂
V 越

389
NA

a3伊10-30 g/cm3越 389伊1030
a3NA

g/cm3。

素养提升

一尧选择题
员援阅
提示院晶体与非晶体的本质区别是内部粒子是否为

周期性有序排列，有规则的多面体外形是内部结构的体

现。但外形不能判定是否是晶体，如粉末状物质可能是

晶体。

二尧填空题
圆援（1）4 8 XY2
（2）12
（3）109毅28忆
（4） 2姨 · M2籽NA

3姨 该晶胞的质量m= 12·M
NA

g，体积

V=
12 伊 M

NA
g

籽g/cm3 = M2籽NA
cm3，则晶胞的边长为 M2籽NA

3姨 cm，两个
最近的X之间的距离为 2姨 · M2籽NA

3姨 cm
提示院（1）每个顶点为8个晶胞所共用，在晶胞中有1

个Y，故每个X同时吸引着8个Y，由图得知每个Y的周围
有4个X，在晶胞中，Y的个数为1，X的个数为4伊 18 = 12 ，
所以N（X）颐N（Y）= 12 颐1=1 颐2，化学式为XY2。

（2）由图可知与X之间距离最近的X有3个，向空间
延伸后，共用1个X的有8个立方体，同时两两之间重复
一次，所以X周围距离最近的X有：3伊82 =12个。
（3）X与Y之间的连线构成了正四面体，类似甲烷（CH4）

的结构，所求的蚁XYX等于甲烷中的键角，即109毅28忆。
扫码获取报纸
相关内容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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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课堂测评
异2.3分子结构与物质的性质
第 1课时 共价键的极性

1.C
提示院CH4和 CCl4中的 C—H键和 C—Cl键均为极

性键，二者分子结构高度对称，均属于非极性分子，A选
项错误。H2O中的 H—O键为极性键，属于极性分子，H2O2
中的 O—O键为非极性键，B 选项错误。PCl3和 NF3中
的 P—Cl键和 N—F键均为极性键，二者均为三角锥形，
均属于极性分子，C选项正确。BeCl2和 OF2中的 Be—Cl
键和 O—F键均为极性键，BeCl2为直线形，分子结构高
度对称，属于非极性分子，OF2为 V形，属于极性分子，D
选项错误。

2.A
提示院该分子还存在 C=C非极性键，A选项错误。

该分子结构对称，但正负电荷中心不重合，属于极性分

子，B选项正确。该分子中 O最外层的 6个电子只形成2
个共价键，还存在 2对孤电子对，C选项正确。分子含有
1个 C=O键、4个 C—O键、2个 C—H键，1个 C=C键，
则分子中 滓键与 仔键的个数比=（1+4+2+1）颐（1+1）=4颐1，
D选项正确。

3.C
提示院A选项中的说法不一定正确，如H2O2中O—O

键是非极性键。两种元素间可能形成离子键，也可能形

成极性共价键，B选项错误。含有极性键的化合物不一
定是极性分子，如CH4、CO2等虽含极性键，却是非极性
分子，C选项正确。在非极性分子中不一定含有非极性
键，D选项错误。

4.C
提示院离子化合物中可能含有共价键，如NaOH，故

A选项错误。含有共价键的化合物中如果同时含有离子
键，则是离子化合物，B选项错误。只含极性键的分子不
一定是极性分子，如CO2，D选项错误。

5.（1）愚 （2）榆 （3）淤 （4）于 （5）余
提示院本题注意 HCHO中碳原子形成 2个 C—H 滓

键，1个 C=O双键，杂化轨道数为 2+1=3，则碳原子采取
sp2杂化。C原子无孤电子对，则 HCHO为平面三角形，
结构虽然对称，但正负电荷中心不重合，属于极性分子。

第 2课时 分子间的作用力 分子的手性

1.A
提示院A选项，各物质中只存在分子间作用力，结构

与组成相似，随相对分子质量的减小，分子间作用力逐

渐减小，沸点依次降低，A选项正确。B、D选项中两组物
质的沸点逐渐升高。C选项中的H2O存在分子间氢键，导
致其沸点反常，正确顺序为H2O>H2Te>H2Se>H2S，B、C、D
选项均错误。

2.D
提示院D选项中与羟基直接相连的碳原子为手性碳

原子。

3.B
提示院CS2 属于非极性分子，水为极性分子，则 CS2

在水中的溶解度很小，A选项错误。SO2和 NH3都是极性
分子，且二者均能与水发生反应，使溶解度增大，NH3与
H2O分子之间可以形成氢键，也大大增强了 NH3在水中
的溶解能力，B选项正确，D选项错误。CS2常温下是液
体，SO2和 NH3在常温下是气体，显然 CS2在三种物质中
熔、沸点最高，C选项错误。

4.月
提示院从氢键的成键原理来讲，粤、月选项都成立，

但从空间结构来讲，由于氨分子是三角锥形，易于提

供孤电子对，所以，以月选项方式结合空间阻碍最小，
结构最稳定；从事实来讲，依据晕匀猿·匀圆韵 晕匀源垣垣韵匀原，
可知答案为月选项。

5.（1）易溶 易溶 不易溶 不易溶

（2）不易溶 不易溶 易溶 易溶 非极性溶质（或

极性小的溶质）易溶于非极性溶剂，难溶于极性溶剂，强

极性溶质易溶于极性溶剂，难溶于非极性溶剂

提示院蔗糖、磷酸、水是极性分子，而碘、苯、四氯化
碳是非极性分子，根据“相似相溶”规律分析解答。

3版素养测评
素养达标

一尧选择题
1.B
提示院同周期主族元素从左到右，元素电负性逐渐

增大，则电负性 O跃C，A选项正确。CO2分子中 C、O原子
之间存在极性键，CO2分子为直线形分子，正负电荷中心
重合，为非极性分子，B选项错误。CO2的结构式为 O=C=O，
该分子中含有 2个 滓 键、2个 仔键，则 CO2分子中 滓 键
和 仔键的数目之比为 1颐1，C 选项正确。CO2、CS2结构相
似，且二者都不能形成分子间氢键，相对分子质量：

CO2约CS2，分子间作用力：CO2约CS2，则 CO2 的熔点比 CS2
的低，D选项正确。

2.B
提示院CS2结构与CO2相似，分子结构高度对称，正负电

荷中心重合，属于非极性分子，A选项正确。CS2结构与CO2
相似，CO2的结构式为O=C=O，则CS2的结构式为S=C=S，
分子中只含有C=S极性键，B选项错误，C选项正确。CS2、

CO2的沸点与范德华力有关，相对分子质量越大，范德华
力越大，沸点越高，则CS2的沸点高于CO2，D选项正确。

3.B
提示院A选项中CH4、CCl4均是含有极性键的非极性

分子，而SO2是含极性键的极性分子。B选项中均是含有
极性键的非极性分子。C选项中都是不含极性键的非极
性分子。D选项中NH3、H2O均是含有极性键的极性分
子，而C韵2是含有极性键的非极性分子。

4.C
提示院NH3比PH3稳定，主要是因为NH3中N要H键比

PH3中P要H键的键能大，而与氢键没有关系。
5.C
提示院A选项中，只有一个手性碳原子。B选项中，有两

个手性碳原子。D选项中无手性碳原子。
6.D
提示院NH3是极性分子，分子为三角锥形；CCl4是非

极性分子，分子为正四面体形；H2O是极性分子，分子为
V形；CO2是非极性分子，分子为直线形。据此可知，本题应
选 D选项。

二尧不定项选择题
7.D
提示院HCl 溶于水共价键发生断裂，干冰升华需克

服分子间作用力，A选项错误。氯化钠熔化需克服离子
键，冰融化需克服氢键和范德华力，B选项错误。氯化铵
分解需克服离子键，水的分解需克服共价键，C 选项错
误。纯碱和烧碱熔化需克服的都是离子键，D选项正确。

8.AC
提示院A选项，该分子中间 C原子连接 4个不同原子

或原子团，为手性分子，A选项错误。碘是非极性分子，
CCl4是非极性溶剂，碘易溶于 CCl4，可用“相似相溶”规律
解释，B选项正确。CH4、NH3、H2O的中心原子都是 sp3杂
化杂化，但 CH4为非极性分子，NH3、H2O为极性分子，C
选项错误。F的电负性大于 Cl，F3C—的极性大于 Cl3C—
的极性，则三氟乙酸（F3CCOOH）中—COOH比三氯乙酸
（Cl3CCOOH）中的—COOH 更容易电离出氢离子，故三
氟乙酸（F3CCOOH）的酸性大于三氯乙酸（Cl3CCOOH）的
酸性，D选项正确。

三尧填空题
9.（1）H2 （2）CO2 （3）CH4

（4）NH3 （5）H2O （6）HF
提示院解答此类问题要注意，判断键的极性主要看

是否为不同种元素原子之间形成的共价键；判断分子的

极性时，既要看键的极性，还要看分子的空间结构。分析

分子极性大小时，依据是形成共价键的元素电负性差值

越大，二者形成的共价键的极性越大。据此可知，题给几

种物质中，以极性键相结合，且分子极性最大的是 HF。
10.（1）从左到右物质的氧化性逐渐减弱 Cl2+2Br-

=2Cl-+Br2（合理即可）
（2）随着相对分子质量的增大，沸点逐渐升高
（3）HF H2O 分子之间形成氢键

提示院（1）卤族元素单质随原子序数的递增，性质存
在递变性，如氧化性逐渐减弱，与氢气化合的难易程度

由易到难等，利用卤素单质间的置换反应能证明氧化性

的递变规律：Cl2+2Br-=2Cl-+Br2。
（2）由表中数据可发现规律：结构和组成相似的物

质，其沸点随相对分子质量的增大而升高。

（3）分子间形成氢键时，会使物质的熔、沸点升高，
HF、H2O分子之间均存在较强的氢键，而其他氢化物分
子间只存在较弱的范德华力，所以 HF、H2O的沸点较同
系列其他物质反常。

11.（1）CS2
（2）邻硝基氯苯跃间硝基氯苯跃对硝基氯苯
（3）三角锥形 平面三角形

提示院（1）由偶极矩公式可知，偶极距为零时，即为
非极性分子，CS2是直线形非极性分子，无极性，故偶极矩
为零。（2）由于—Cl和—NO2均带负电荷，可以判断对位、
间位和邻位的正、负电荷中心的距离依次为邻位跃间
位跃对位，故偶极矩：邻位跃间位跃对位。（3）由偶极矩数
据可知PF3是极性分子，不可能为平面结构，故为三角
锥形；BCl3为非极性分子，故其结构为平面三角形。

素养提升

一尧选择题
1.C
提示 院分子中N—Cl键为极性键，12（5-3伊1）=1，推

知氮原子存在1对孤电子对。因为NCl3比PCl3相对分子
质量小，分子间作用力小，故沸点比PCl3的低。D选项中
键能决定键的牢固性，与沸点无关。

2.D
提示院对比HF、HCl、HBr、HI分子中H—X极性键的强

弱，卤素的非金属性越强，键的极性越强，A选项正确。
以极性键结合的双原子分子，一定是极性分子，但以

极性键结合形成的多原子分子，有可能是非极性分子，

如CO2分子中，两个C O键渊极性键冤是对称的，两个键
的极性互相抵消，所以CO2是非极性分子，B选项正确。对
于A2B型（如H2O尧H2S等）和AB2型分子（如CO2尧CS2等），判
断其是否是极性分子的依据是看是否有极性键且电荷

分布是否对称，像CO2、CS2为直线形结构，键角为180毅，
电荷分布对称，为非极性分子，C选项正确。非极性分子
中，各原子间可能有极性键，如CH4中的C—H键，D选项
错误。

二尧填空题

3.（员） N
O

O

H
O

（圆）月
（猿）粤
提示院（员）粤分子中羟基上与氧原子结合的氢原子

与硝基上的氧原子形成氢键。（圆）粤形成分子内氢键，月
形成分子间氢键，分子间氢键可增大物质在水中的溶解

能力，则粤的溶解度小于月的溶解度。（猿）粤形成分子内氢
键，月形成分子间氢键，分子间氢键会使物质沸点升高，
则粤的沸点低于月的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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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尧3版章节测试
一尧选择题

1.D
提示院C的非金属性较弱，不能形成氢键，甲烷不能

与水形成氢键，且氢键属于分子间作用力，不是化学键，

D选项错误。
2.A
提示院固态水中和液态水中含有氢键，“雪花寅水寅

水蒸气”的过程中，主要是氢键被破坏，属于物理变化，

共价键没有被破坏；“水蒸气寅氧气和氢气”为化学变
化，破坏的是极性共价键。本题应选 A选项。

3.C
提示院CH3NH2为氨基取代了CH4中一个氢原子所得

产物，整个分子结构不再高度对称，CH3NH2为极性分子，

A选项错误。I的电负性小，不会与H形成氢键，B选项错
误。CH3NH2分子中氮原子形成3个滓键，孤电子对数为1，
杂化轨道类型为sp3杂化，C选项正确。D选项的正确表示
为20782 Pb。

4.A
提示院水很稳定，是因为水分子内的共价键较强的

缘故，与氢键无关，氢键只影响水的熔、沸点，A选项错误。
5.月
提示院 键能的大小决定着物质的热稳定性，键能越

大，物质越稳定，悦造的原子半径比I小，则匀要悦造键比匀要陨
键的键能大，匀悦造比匀陨稳定；范德华力影响着物质的沸点
高低，分子组成和结构相似的物质，相对分子质量越大，

范德华力越大，沸点越高，则匀陨分子间范德华力大于匀悦造
分子间范德华力，匀陨沸点比匀悦造高。

6.B
提示院CH2=CH—CH3中存在1个仔键和8个滓键，A选

项错误。键能：N—H跃P—H，断裂化学键所需能量：前者
大于后者，则 NH3的稳定性大于 PH3，B选项正确。Na+的

电子排布式为1s22s22p6，C 选项错误。CO2、CCl4均为非极

性分子，根据“相似相溶”规律可知，CO2气体能溶解在

CCl4液体中，D选项错误。
7.B
提示院甲醛的中心原子为sp2杂化，分子的空间结构

为平面三角形，键角均约是120毅，A选项正确。分子的稳定
性与氢键无关，HF的稳定性高于HCl，是因为H—F键的
键能比H—Cl键的键能大，B选项错误。碘和CCl4均为非极

性分子，水是极性分子，根据“相似相溶”规律可知，碘在

CCl4中的溶解度比在水中大，C选项正确。形成分子间氢键
会导致物质的沸点升高，形成分子内氢键会导致物质的沸

点降低，
—OH
—COOH会形成分子内氢键，OH—

—COOH

形成分子间氢键，前者的沸点比后者低，D选项正确。
8.A
提示院无机苯（B3N3H6）与苯结构类似，物质中只存在

分子间作用力，其熔点主要取决于分子间作用力，粤选项
错误。无机苯中既含有 滓键袁又含有 仔键袁月选项正确。无
机苯与苯分子中均含有大 仔键，故分子中 月、晕原子的杂
化方式均为 泽责圆杂化，悦 选项正确。无机苯与苯结构类
似，所以分子中所有原子共平面，阅选项正确。

9.D
提示院A选项，烃基越长，推电子效应越强，羟基的

极性越小，在水中的溶解度越小，则 CH3CH2OH 的溶解
度比 CH3CH2CH2CH2OH大，A选项正确。羧酸分子中存
在电负性很大的强电子基团时，能使羧基中羟基的极

性增大，使羧基中的羟基更容易电离出氢离子，使该物

质的酸性增强，因吸引电子能力 Cl约F，且 F的原子数目
大于 Cl，则酸性 CH2ClCOOH约CF3COOH，B选项正确。元
素的非金属性越强，其简单氢化物的稳定性越强，因非

金属性 S跃P，则热稳定性 H2S跃PH3，C 选项正确。根据电
负性的变化规律可知电负性 B约N，H约N，结合 B、H的核
外电子排布式，推知，B比 H难以得电子，则电负性 B约
H，D选项错误。

10.D
提示院NF3 只存在共价键，NH4F 中存在离子键、共

价键，A选项错误。NF3中 N与 F形成 3个共价键，且 N
含有 1对孤电子对，则 N原子采用 sp3杂化，B选项错
误。NF3分子间不能形成氢键，NH3分子间能形成氢键，

能形成分子间氢键的物质熔、沸点较高，则 NF3的沸点

比 NH3低，C选项错误。电负性 F跃H，吸引电子的能力
F跃H，NF3中 N周围电子密度小于 NH3中 N周围电子密
度，则 NF3中的键角比 NH3小，D选项正确。

11.D
提示院NCl3分子中各原子的最外层均达到了 8电子

稳定结构，A选项错误。P4、CH4都是正四面体形分子，但

CH4分子中化学键的夹角为 109毅28忆，P4分子属于内空的

正四面体，其化学键的键角为 60毅，B 选项错误。根据价
层电子对互斥模型，可知 NH3、BF3、NF3的空间结构分别

为三角锥形、平面三角形、三角锥形，C选项错误。CO2、CH4

等分子都是只含有极性键的非极性分子，D选项正确。
二尧填空题

12.（1）于 （2）于虞 （3）淤虞 （4）淤 （5）淤 于虞
（6）盂榆 （7）于盂虞

提示院（2）一般电负性强的元素（如 F尧O尧N等）形成
的氢化物分子之间可形成氢键，过氧化氢和甲酸中也

存在氢键，故选于虞。
（7）H2O2 中的 O、NH4Cl 中的 N 及 HCOOH 中羟基

上的 O均为 sp3杂化。

13.（1）H2O、Ne、CH4、NH3

（2）CH4、CO2

（3）H2O 液态水中存在分子间氢键，能使分子间

作用力增大，沸点升高

（4）CH4 正四面体形

（5）NH3 氢键

提示院（1）含10个电子的分子有CH4、NH3、H2O、Ne等。
（2）具有高度对称结构的分子是非极性分子，如N2、O2、

CH4、CO2，其中由极性键形成的非极性分子只有CH4和

CO2，N2、O2是由非极性键形成的。（3）表中所涉及的氧
化物H2O、CO2、CO都是由分子构成的，沸点的高低比较
主要看范德华力的强弱，但水分子间除了范德华力外，

还有分子间氢键，分子间氢键的存在使水的沸点升高。

（4）碳原子最外层有4个电子，在甲烷分子中形成了4个
共价键，不存在孤电子对，最外层电子都参与成键，分子

空间结构为正四面体形。（5）极易溶于水且水溶液呈碱
性的物质只有氨气。它极易溶于水，是因为氨能与水发

生反应，且氨分子与水分子间能形成氢键，增大了氨气

的溶解度。

14.（1）极性 非极性 难溶

（2）H2O2 KOH（其他合理答案也可）
提示院由题意可分析出A、B、C、D、E五种元素分别为H、

C、S、K、O。
15.（1）淤sp3 sp3d
于2 2
盂甲硫醇不能形成分子间氢键，而水和甲醇均能，

且水比甲醇的氢键多

（2）sp3 高 NH3的分子间形成了氢键 H2O、NH3

的 VSEPR模型为四面体，H2O有 2对孤电子对，NH3有

1对孤电子对，由于孤电子对间的排斥力跃孤电子对和
成键电子对间的排斥力跃成键电子对间的排斥力

提示院（1）淤SiCl4中 Si 形成 4 个 滓 键，且无孤电子
对，为 sp3杂化。中间体 SiCl4（H2O）中 Si分别与 Cl、O形
成了 5个共价键，推知应为 sp3d杂化。

于CO2分子的结构式为 O=C=O，其中含有 2 个 滓
键和 2个 仔键。

盂氧的非金属性强于硫，甲醇和水均含有 O—H键，
可形成分子间氢键，分子间氢键能使物质的熔、沸点升高，

且水分子间氢键数目较多，而甲硫醇分子间不含氢键，

则水的沸点最高，甲硫醇沸点最低。

（2）PH3中 P原子形成 3个 滓 键，有 1对孤电子对，
则 P的杂化类型是 sp3杂化。NH3的分子间形成了氢键，

而 PH3分子间没有氢键，则 NH3的沸点比 PH3高。H2O
中 O形成 2个 滓 键，有 2 对孤电子对；NH3中 N形成 3
个 滓键，有 1对孤电子对，VSEPR模型都为四面体形，由
于孤电子对间的排斥力跃孤电子对和成键电子对间的排
斥力跃成键电子对间的排斥力，所以 H2O 的键角小于
NH3的键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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