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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期参考答案
一尧单项选择题
员.A
提示院青花瓷为陶瓷，属于硅酸盐材料，A选项正确。
硅酸钠是一种水溶性硅酸盐，B选项错误。
青料采用钴土矿提炼而成，属于无机非金属材

料，C选项错误。
青花瓷为高温烧制而成，耐高温，则高温下不会

分解，D选项错误。
圆.粤
提示院悦韵 可用于高炉炼铁：云藻曾韵赠垣赠悦韵越高温 曾云藻垣

赠悦韵圆，反应中 悦韵 做还原剂，体现还原性，粤 选项符合
题意。

杂蚤常用作半导体材料，月选项不符合题意。
粤造圆韵猿用作耐火材料是由于其具有很高的熔点，而

非两性，悦选项不符合题意。
悦造韵圆具有强氧化性，可用于自来水消毒，与其易

溶于水无关，阅选项不符合题意。
猿.D
提示院氯水中含 H+，能使紫色石蕊溶液变红色；含

有的 HClO具有漂白性，因此能使变红的石蕊溶液褪色，
A选项正确。

H+能与饱和 NaHCO3 溶液反应生成 CO2 无色气
体，B选项正确。

氯水中的 Cl2与 H2O反应生成的 HClO不稳定，见
光易分解生成 HCl和O2，同时促进 Cl2与 H2O的反应正
向进行，因此氯水久置后黄绿色会消失，产生的气泡

是从溶液中逸出的 O2，C选项正确。
SO2具有还原性，能与 Cl2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生成

Cl-，使氯水的黄绿色消失，这其中利用了 SO2 的还原
性，而非漂白性，D选项错误。

4.A
提示院由图可知，淤为 HCl，于为 Cl2，盂为 ClO2，榆

为 HClO，虞为 NaCl，愚为 NaClO。
Cl2 没有漂白性，Cl2 与水反应生成的 HClO 有漂

白性，A选项错误。
5.B
提示院HClO是弱酸，不能拆，Cl2通入水中制氯水的

离子方程式为 Cl2+H2O=H++Cl-+HClO，A选项错误。
过量铁粉与稀硝酸反应，生成的为 Fe2+：3Fe+2NO3-+

8H+=3Fe2++2NO尹+4H2O，C选项错误。
NaHCO3与少量 Ba（OH）2溶液反应时，离子方程式

为：2HCO3-+Ba2++2OH-=BaCO3引+CO32-+2H2O，D选项
错误。

远.B
提示院石英砂的主要成分是 SiO2，与 C 在高温下

反应可制备粗硅：SiO2+2C越高温 Si+2CO尹，A选项正确。
硅晶体中每个硅原子与其周围四个硅原子形成

四个共价键，但是每个共价键是由两个硅原子共用的，

所以 1mol Si含有 2mol共价键，即 Si—Si 键的数目约
为 2伊6.02伊1023，B选项错误。

HCl 易与水形成浓盐酸，在高温下 H2与 O2 混合
易发生爆炸，因此原料气应充分除去水和氧气，C选项
正确。

根据流程可写出生成 SiHCl3 的化学方程式：Si+
3HCl越300益 SiHCl3+H2，该反应为气体分子数减少的反
应，即为熵减反应，D选项正确。

苑.C
提示院HClO是弱酸，见光易分解：2HClO越光照 2HCl+

O2尹，强光照射下，HClO分解生成了酸性更强的 HCl，
HCl为强电解质，能完全电离产生 H+和 Cl-，使溶液 pH减
小，c（Cl-）增大，A、B选项均错误。

HClO分解生成了氧气使氧气的体积分数增大，C
选项正确。

该体系中存在两个电离平衡：HClO H++ClO-，
H2O H++OH-，还存在一个化学平衡：Cl2+H2O HCl+
HClO，D选项错误。

愿.B
提示院MnO2与浓盐酸反应制取 Cl2的原理：4HCl（浓）+

MnO2越吟 MnCl2+Cl2尹+2H2O，反应中 MnO2转化为 Mn2+，
A选项错误。

浓盐酸具有挥发性，a 中加入饱和食盐水可除去
Cl2中的 HCl，b中加入浓硫酸可对 Cl2进行干燥，B 选
项正确。

NaOH 溶液吸收 Cl2时，发生反应 Cl2+2NaOH=
NaCl+NaClO+H2O，其中 Cl2既是氧化剂，也是还原剂，
C选项错误。

气体状态未知，无法计算 Cl2的体积，D选项错误。
二尧不定项选择题
怨.C
提示院Cl2通入 KBr溶液，发生反应：Cl2+2Br-=Br2+

2Cl-，溶液变成橙色，说明氧化性：Cl2跃Br2；Cl2 通过 KI
溶液，发生反应：Cl2+2I-=I2+2Cl-，碘单质遇淀粉变蓝
色，说明氧化性：Cl2跃I2，但无法证明：Br2跃I2，C选项正确。

10.C
提示院SiO2与H2SO4不反应，流程中 SiO2转化为 SiF4，

说明 Si更容易与 F结合，不能说明 SiO2可溶于 H2SO4，
C选项错误。

员员.AD
提示：n（NaOH）=10.00mol/L伊0.03L=0.3mol，氯气和

NaOH 反应有淤 2NaOH +Cl2=NaCl +NaClO +H2O、于
6NaOH+3Cl2=5NaCl+NaClO3+3H2O，0.3mol NaOH 消
耗 0.15mol Cl2，当只发生淤时转移电子的物质的量为
0.15mol；当只发生于时，转移电子的物质的量为 0.25mol，
所以如果反应中转移的电子为 nmol，则 0.15约n约0.25，
A选项正确。

令 n（NaCl）=1mol，n（NaClO）=3mol，生成 NaCl 获得
的电子为 1mol伊1=1mol，生成 NaClO失去的电子为 3mol伊
1=3mol，得失电子不相等，B选项错误。

该反应中氧化产物有 NaClO、NaClO3，C选项错误。
当溶液中 n（NaClO）颐n（NaClO3）=5颐1时，则氯原子

失去的电子数为 10，结合得失电子守恒可得，Cl-的计量
数为 10，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8Cl2+16OH-=10Cl -+
5ClO-+ClO3-+8H2O，D选项正确。

三尧非选择题
员圆.（1）SiO2垣2NaOH越Na2SiO3垣H2O
（2）淤于
（3）SiCl4垣3H2O越4HCl垣H2SiO3
（4）Si3N4
（5）3SiCl4垣2N2垣6H2越高温 Si3N4垣12HCl
提示院（1）石英砂不能与碱性物质共同存放的原因

是 SiO2与碱性物质可以发生反应，SiO2与 NaOH反应
的化学方程式为 SiO2垣2NaOH越Na2SiO3垣H2O。
（2）淤是石英砂与焦炭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生成硅

单质和 CO；于是硅单质与 Cl2反应生成氯化硅，也是
氧化还原反应；盂为物理过程；榆是 SiCl4与 NH3反应
生成 Si（NH2）4和 HCl，不是氧化还原反应；虞是 Si（NH2）4
高温分解生成 Si3N4和 NH3，不是氧化还原反应；属于
氧化还原反应的是淤于。
（3）SiCl4水解产生白雾，即水解生成 H2SiO3和 HCl，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SiCl4垣3H2O越4HCl垣H2SiO3。
（4）由于 3mo造 杂蚤（晕匀圆）源加热分解生成 员皂燥造 杂蚤曾晕赠和

愿皂燥造 粤，由元素守恒推断粤为 晕匀猿，由 杂蚤原子守恒得x=
3，N原子守恒得 3mol伊4=1mol伊y垣8mol伊1，则 y=4，氮化
硅的化学式为 Si3N4。
（5）结合题给信息，SiCl4与 N2、H2反应可得到 Si3N4

和HCl，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3SiCl4垣2N2垣6H2越高温 Si3N4垣
12HCl。

员猿.（员）圆底烧瓶 饱和食盐水

（圆）水浴加热 悦造圆垣圆韵匀-越悦造韵-垣悦造-垣匀圆韵
避免生成 晕葬悦造韵猿

（猿）吸收尾气（悦造圆） 粤悦
（源）过滤，少量（冷）水洗涤
（缘）紫 小于

提示院（员）根据盛放 酝灶韵圆 粉末的仪器结构可知
该仪器为圆底烧瓶；葬中盛放饱和食盐水除去氯气中
混有的 匀悦造气体。
（圆）根据装置图可知盛有 运韵匀 溶液的试管放在

盛有水的大烧杯中加热，该加热方式为水浴加热；糟中氯
气在 晕葬韵匀 溶液中发生歧化反应生成氯化钠和次氯
酸钠，结合元素守恒可得离子方程式为 悦造圆垣圆韵匀-越
悦造韵-垣悦造-垣匀圆韵；根据氯气与 运韵匀溶液的反应可知，加热
条件下氯气可以和强碱溶液反应生成氯酸盐，所以冰

水浴的目的是避免生成 晕葬悦造韵猿。
（猿）氯气有毒，可用 凿装置吸收尾气（悦造圆）。晕葬圆杂可

以将氯气还原成氯离子，可以吸收氯气，粤选项正确。
氯气在 晕葬悦造溶液中溶解度很小，无法吸收氯气，

月选项错误。
氯气可以与 悦葬（韵匀）圆反应生成氯化钙和次氯酸钙，

悦选项正确。
氯气与硫酸不反应，且硫酸溶液中存在大量氢离

子会降低氯气的溶解度，阅选项错误。
（源）遭中试管为 运悦造韵猿和 运悦造的混合溶液，运悦造韵猿的

溶解度受温度变化影响更大，所以将试管 遭中混合溶
液经过冷却结晶、过滤、少量（冷）水洗涤、干燥，可得

到 运悦造韵猿晶体。
（缘）员号试管溶液颜色不变，圆号试管溶液变为棕

色，说明 员号试管中 运悦造韵猿没有将 I-氧化，圆 号试管中
Na悦造韵将 I-氧化成碘单质，即该条件下 运悦造韵猿的氧化能
力小于 晕葬悦造韵；碘单质更易溶于 悦悦造源，所以加入 悦悦造源振
荡，静置后 悦悦造源层显紫色。

员源.（员）恒压分液漏斗 吸收多余的氯气，防止污

染空气

（圆）酸性、还原性
（猿）三颈烧瓶内液面上方有黄绿色气体产生 使

反应生成的 晕葬韵匀再次生成次氯酸钠，提高原料的利
用率

（源）在装置 粤、月之间加装盛有饱和食盐水的洗气瓶
（缘）冰水洗涤
（远）远猿.源豫
提示院实验室利用高浓度的 晕葬悦造韵溶液和氰尿酸

（悦猿匀猿晕猿韵猿）溶液在 员园益条件下反应制备二氯异氰尿酸
钠，装置 粤 为制备 悦造圆的装置；装置 月 中，先向 晕葬韵匀
溶液中通入 悦造圆制备 晕葬悦造韵，再向反应后的溶液中加
入 悦猿匀猿晕猿韵猿溶液制备二氯异氰尿酸钠；装置 悦用来吸
收多余的氯气，防止污染环境。

（猿）当装置 月的三颈烧瓶液面上方有黄绿色气体
现象时，说明 悦造圆已经和 晕葬韵匀溶液反应完全，再加入
氰尿酸溶液，并在整个过程中不断通入一定量的氯

气，氯气会使反应生成的 晕葬韵匀再次生成次氯酸钠，提
高原料的利用率。

（源）浓 匀悦造 具有挥发性，挥发出的 匀悦造 气体会进
入装置 月 中和 晕葬韵匀 反应，降低 晕葬韵匀 的利用率，为
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改进的方法是在装置 粤、月之间
加装盛有饱和食盐水的洗气瓶。

（缘）二氯异氰尿酸钠难溶于冷水，故反应结束后，
装置 月 中的浊液经过滤、冰水洗涤、干燥可得粗产品
二氯异氰尿酸钠。

（远）灶（晕葬圆杂圆韵猿）越园.员园园园皂燥造/蕴伊园.园圆蕴越园.园园圆皂燥造，
悦猿晕猿韵猿悦造圆原耀圆匀悦造韵耀圆陨圆耀源杂圆韵猿圆原，圆缘园皂蕴样品溶液中，
灶（悦猿晕猿韵猿悦造圆原）越 0.002mol4 伊 250.00mL25.00mL 越
园.园园缘皂燥造，样品的有效氯越
0.005mol伊35.5g/mol伊2伊21.1200g 伊100%=远猿.源豫。

第 12期参考答案
一尧单项选择题
1.A
提示院驻H约0、驻S约0，低温时满足 驻H-T驻S约0，则合

成氨反应在较低温度下可自发进行，A选项错误。
N2和 H2在高温高压下反应生成 NH3，反应活化

能很大，需要提供能量来启动反应，B选项正确。
合成氨反应是可逆反应，恒温恒容密闭容器中

充入 1mol N2和 3mol H2，充分反应后生成的 NH3小于
2mol，则放出的热量小于 92.4kJ，C选项正确。

升高温度，反应物分子的能量增加，活化分子百

分数增大，有效碰撞次数增多，化学反应速率加快，D
选项正确。

2.A
提示院生成的 K为气体，气体逸出体系，使生成物

的浓度减小，平衡正向移动，能用勒夏特列原理解释，

A选项正确。
3.D
提示院反应起始时 X、Y的充入量之比为 2颐1，反应

中 X、Y的消耗量之比为 2颐1，则容器中 X、Y的物质的
量之比始终为 2颐1，推知 Y的体积分数始终保持不变，
D选项错误。

4.B
提示院恒容条件下，再充入一定量 N2O5 相当于加

压，平衡逆向移动，再次达到平衡时 N2O5的转化率降
低，B选项错误。

5.D
提示院降低温度，反应速率减小，A选项正确。
HCl 气体中加入一定量 H2，反应 X 平衡逆向移

动，可减缓铁管的腐蚀，B选项正确。
令题给两个热化学方程式编号分别为淤、于，根据

盖斯定律，反应淤-于可得 Fe（s）+2HCl（g） FeCl2（s）
+H2（g）驻H越驻H1-驻H2，C选项正确。

反应 X的平衡常数 K越0.33，若气体混合物中 c（HCl）
越c（H2）越0.5mol/L，浓度商 Qc越 c（H2）

c2（HCl）越 0.50.52 越2跃0.33，
平衡逆向移动，铁管腐蚀程度减小，D选项错误。

6.D
提示院反应淤的 驻H1约0，驻S1约0，低温时满足 驻H-

T驻S约0，此时反应能自发进行，A选项错误。
书写平衡常数时，固体和纯液体不计入内，则反

应于的 K越c（H2O），B选项错误。
反应于中 NH2COONH4、CO（NH2）2均为固体，只有

H2O为气体，在恒容密闭容器中发生反应于，气体的摩
尔质量即为水蒸气的摩尔质量，是个定值，一直不变，

C选项错误。
根据盖斯定律，反应榆=反应淤+反应于-反应盂，则

驻匀源越驻匀员垣驻匀圆原驻匀猿越［（原员缘怨.缘）垣（垣员员远.缘）原（垣源源.园）］噪允/皂燥造 越
-87kJ/mol，D选项正确。

7.B
提示院一定条件下，增大 n（H2O），能提高 CH4（g）

的转化率，据此可知，x越小，CH4（g）的转化率越大，x1约
x2，A选项正确。

b 点和 c 点温度相同，CH4（g）的起始物质的量均
为 1mol，b 点加入的 H2O（g）多于 c 点，反应物浓度大
的速率大，则 vb 正跃vc 正，B选项错误。

x 一定时，升高温度，CH4（g）的转化率增大，说明
正反应为吸热反应，升高温度平衡正向移动，平衡常

数 K 增大，则 Ka约Kb；温度相同时，K 相同：Kb=K c，综上
有：Ka约Kb=K c，C选项正确。

该反应为气体分子数增大的反应，恒容条件下，

压强不变时，说明反应达到了平衡状态，D选项正确。
二尧不定项选择题
8.CD
提示院各物质浓度不变时反应达到平衡状态，a、

b点透光率不变，则二氧化氮浓度不变，反应达到平衡
状态，d点透光率减小，未达到化学平衡状态，A选项错误。

根据图知，b点后气体透光率降低，若将注射器的
活塞向外拉，则体积增大，浓度变化占主要因素，气体

颜色变浅，透光率增大，不符合变化情况，B选项错误。
在 c 点时降低温度，平衡向放热反应方向移动，

即正向移动，c（NO2）减小，透光率增大，C选项正确。
d 点后透光率减小，说明 c（NO2）增大，则平衡逆

向移动，此时 v 正约v 逆，D选项正确。
9.CD
提示院该反应气体体积不变，恒温恒容时，容器内

压强始终不变，无法判断是否达到平衡，A选项错误。
若起始投料比 n（N）

n（M）=1 时，N 的平衡转化率为
0.8mol/L伊2L2mol 伊100%越80%，若起始投料比 n（N）

n（M）跃1，相
当于 M的起始加入量不变，增大 N的加入量，平衡正
向移动，会提高 M的转化率，但 N的转化率变小，B选
项错误。

40min时再投入 1.0mol M（g）和 1.0mol N（g），相当
于对原平衡加压，但平衡不移动，N的平衡转化率不
变，C选项正确。

根据表格数据可知，达平衡时，M 和 N 均消耗了
0.8mol/L，剩余 0.2mol/L，生成的 P和 Q均为 0.8mol/L，
平衡常数 K越 c（P）c（Q）

c（M）c（N）= 0.8伊0.80.2伊0.2 =16，D选项正确。
10.C
提示院图 3，A1寅A2 的过程中，c（NO2）瞬间增大，

A2寅A3 的过程减小，但最终大于初识状态，可推知改
变的外界条件可能是增大压强，体积瞬间减小，c（NO2）

瞬间增大，后平衡向气体体积减小的方向（正向）移动，

使 c（NO2）减小，但最终大于初始状态，A选项正确。
图 4，恒压条件下，升高温度，N2O4的质量分数减

小，说明升高温度平衡逆向移动，则正反应为放热反

应，驻H约0，B选项正确。
图 4，T2跃T1，则 D寅B比 C寅A的温度高，前者反应

速率快，达到平衡所需时间短，则 x>y，C选项错误。
低压和高温均有利于平衡逆向移动，若要测定

NO2的相对分子质量，应尽量选择低压、高温条件，D
选项正确。

11.D
提示院进程玉反应物的总能量大于产物总能量，为

放热反应，A选项错误。
反应域和反应玉的始态和终态相同，催化剂不影

响产率，则平衡时 P的产率：域越玉，B选项错误。
反应的活化能越低，反应越快，反应芋的活化能

高于反应域的活化能，则生成 P的速率：芋约域，C选项
错误。

反应前反应物为 S+Z，反应后生成物为 P·Z，而不
是 P+Z，则 Z不是该反应的催化剂，D选项正确。

三尧非选择题

12.（1）淤1颐2 于压强 盂 341
（2）淤CO 于反应 i 是放热反应，反应 ii 是吸热

反应，温度升高使反应 i中 CO2平衡转化率减小的程
度小于反应 ii使 CO2平衡转化率增大的程度

提示院（1）淤当投入的 H2不变时，增大 CO2的投料
量，可提高 H2 的转化率，则 a、b、c 曲线对应的 c（H2）颐
c（CO2）的投料浓度比分别为 1颐2、1颐3、1颐5。

于根据盖斯定律，i越2伊ii+iii，则 驻H1越2驻H2+驻H3越
2 伊（+40.5kJ/mol）+（-205kJ/mol）越-124kJ/mol。升高温
度，反应 i 逆向移动，H2 的转化率下降；增大压强，反
应 i正向移动，H2的转化率升高，据此可知条件 X 为
压强。

（2）淤升高温度，反应 i和 iii均逆向移动，CH3OCH3
的含量减小，CO的含量增多；升高温度，反应 ii 的平

衡正向移动，CO 的含量增多，推知曲线玉、域分别表
示CH3OCH3、CO的物质的量分数随温度的变化曲线。

于升高温度，反应 i平衡逆向移动，CO2转化率降
低，反应 ii 平衡正向移动，CO2转化率升高。在 T3耀T5益
范围内，温度升高，整体上 CO2转化率升高，说明反应
i逆向移动的程度小于反应 ii正向移动的程度，导致
CO2的转化率随温度升高而升高。

13.（1）淤1.2伊1014 于碳氯化反应为气体分子数
增加、驻H约0的熵增过程，熵判据与焓判据均是自发过
程，而直接氯化的体系气体分子数不变且是吸热过程

盂向左 变小

（2）淤7.2伊105 于为了提高反应速率，在相同时
间内得到更多的 TiCl4产品，提高效益
（3）将两固体粉碎后混合，同时鼓入 Cl2，使固体粉

末“沸腾”

提示院（1）淤K p= Kp 2

Kp 1

= 1.2伊1012Pa1.0伊10-2 =1.2伊1014Pa。
盂增大压强，平衡向气体体积减小的方向移动，

则碳氯化反应平衡向左移动。该反应是放热反应，升

高温度，平衡向吸热方向移动，则碳氯化反应平衡向

左移动，平衡转化率减小。

（2）淤从图中可知，员源园园益时体系中气体平衡组成
比例：悦韵圆是 园.园缘，悦韵是 园.远，反应 悦（泽）垣悦韵圆（早） 圆悦韵（早）
的平衡常数 运 责（员源园园益）越（0.6P总）2

0.05P总 =（0.6伊1.0伊105）2
0.05伊1.0伊105 孕葬越

苑.圆伊员园缘孕葬。
14.（1）淤固体溶解，产生红棕色气体 于酸性条

件下，NO3 -有氧化性 盂石墨电极或 Pt 电极 酸

性 FeSO4 溶液或酸性 Fe2（SO4）3 溶液或酸性 FeSO4 与
Fe2（SO4）3 溶液 AgNO3溶液 组装好装置后，闭合 K，
当灵敏电流计指针不动时，向左池加入较浓 Fe2（SO4）3溶
液，指针偏转，向右池加入较浓AgNO3溶液，指针反向偏转
（2）淤做指示剂

于 0.0100- c1v1
v

c1v1
v 伊 0.0100+ c1v1

v蓸 蔀
（3）淤偏低 于Ag完全反应，无法确定反应是否

达到平衡状态

提示院根据分析可知，实验玉是用来检验待检验
反应正向进行的可能性，实验域是用来检验待检验反
应逆向进行的可能性。

（1）采用电化学装置验证可逆反应是通过电解质
溶液中离子浓度的变化使反应分别正向、逆向进行，

通过灵敏电流计指针方向的变化来进行验证。

（2）于0 .0100mol /L Ag2SO4 溶液和 0 .0400mol /L
FeSO4溶液等体积混合后，c（Ag+）=0.0100mol/L，c（Fe2+）
=0.0200mol/L。当出现稳定的浅红色时，反应达到平衡，
此时实验玉上层清液中：c（Ag+）越 c1v1

v mol/L，则在 Ag++Fe2+

Fe3++Ag引中，消耗 c（Ag+）=0.0100mol/L- c1v1
v mol/L=

（0.01- c1v1
v ）mol/L，生成 c（Fe3+）=0.0100mol/L- c1v1

v mol/L=
（0.01- c1v1

v ）mol/L，则反应剩余 c（Fe2+）=0.0200mol/L-
（0.0100mol/L- c1v1

v mol/L）=（0.01+ c1v1
v ）mol/L，将相关数据

代入平衡常数 K= c（Fe3+）
c（Fe2+）·（Ag+），得 K =

0.0100- c1v1
v

c1v1
v 伊（0.0100+ c1v1

v ）
。

（3）淤若使用浊液，会使得 c（Ag+）偏大而导致所
测平衡常数 K 偏小。

于测定并计算平衡常数 K 需要在反应达到平衡
状态时进行测定，但少量 Ag全部溶解，无法确定反应
是否达到平衡状态，因此不用实验域中清液测定 K。



第 10期参考答案
一尧单项选择题
员.B
提示 院由于得：H2（g）+ 12 O2（g）越H2O（l）驻H =

-285.8kJ/mol，则 H2的燃烧热 驻H越原285.8kJ/mol，A 选
项正确。

气态水的能量高于液态水，生成气态水放热少，
放热反应中，放热量越少，焓变越大，则 2H2（g）+O2（g）
越2H2O（g） 驻H跃原571.6kJ/mol，B选项错误。

反应淤为放热反应，推知断裂反应物中的化学键
吸收的总能量小于形成生成物中的化学键释放的总
能量，C选项正确。

根据盖斯定律：原淤原于伊2 得 CH4（g）+2O2（g）越
CO2（g）+2H2O（l） 驻H =（+252.9 原571.6 伊2）kJ/mol 越
原890.3kJ/mol，D选项正确。

2.A
提示院由能量转化关系可得：
淤N2（g）+2O2（g）=2NO2（g）

驻H1越2伊（473+497.3-937.1）kJ/mol越+66.4kJ/mol。
于N2H4（g）+O2（g）=N2（g）+2H2O（g）

驻H2越（497.3+1756.2-2797.2）kJ/mol越-543.7kJ/mol
盂N2H4（l） N2H4（g） 驻H3越+9.7kJ/mol
根据盖斯定律，于伊2+盂伊2-淤，可得，2N2H4（l）+

2NO2（g）=3N2（g）+4H2O（g） 驻H 越2驻H2+2驻H3-驻H1越
2伊（-543.7kJ/mol）+2（+9.7kJ/mol）-（+66.4kJ/mol）越
-1134.4kJ/mol，A选项正确。

3.A
提示院从化学键的角度分析，两个反应断键和成

键方式相似，所以焓变很接近，A选项正确。
表示乙烯燃烧热时生成的 H2O应为液态，B 选项

错误。
未指明乙烯和丙烯的用量，无法判断，C选项错误。
放热越多，焓变越小，驻H1约驻H2，D选项错误。
4.C
提示院由图 2可得：淤N2O（g）=O（g）+N2（g）驻H1
于Fe+（s）+O（g）=FeO+（s） 驻H2
由图 3可得：盂Fe+（s）+N2O（g）=FeO+（s）+N2（g）

驻H4约0
根据盖斯定律，盂=淤+于，则 驻H4=驻H1+驻H2，只能

说明 驻H1+驻H2约0，不能说明 驻H1和 驻H2均小于 0，C选
项错误。

5.D
提示院正丁烷（g）越异丁烷（g） 驻H约0，为放热反

应，反应物正丁烷的能量比生成物异丁烷的高，能量
越低，物质越稳定，则稳定性：异丁烷>正丁烷，A选项
错误。

表示燃烧热时，生成的 H2O应为 H2O（l），B选项错
误。

浓硫酸稀释时放热，生成 1mol H2O（l）时，放出的
热量大于 57.3kJ，C选项错误。

C 与 CO2 反应生成 CO的反应为吸热反应，驻H1跃
0；C与 O2反应生成 CO2的反应为放热反应，驻H2约0，则
驻H1跃驻H2，D选项正确。

6.C
提示院1mol氢气燃烧生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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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题意可写出如下热化学方程式：

淤H2（g）+ 12 O2（g）越H2O（g） 驻H1

于S（s）+O2（g）越SO2（g） 驻H2

盂H2S（g）+ 32 O2（g）越SO2（g）+H2O（g） 驻H3

榆H2（g）+S（s）越H2S（g） 驻H4=-20.1kJ/mol
由盖斯定律可知，反应淤+反应于=反应盂+反应

榆，则有 驻H1+驻H2=驻H3+驻H4。驻H3表示的是充分燃烧
1mol H2S（g）的反应焓变；驻H1+驻H2表示的为充分燃烧
1mol H2（g）与 1mol S（g）的混合物的反应焓变，因反应
放热，由此可知，100益条件下，充分燃烧 1mol H2（g）与
1mol S（g）的混合物比充分燃烧 1mol H2S（g）放热量多
20.1kJ，C选项正确。

反应于中若生成固态硫，相当于生成气态硫后继
续转化为固态硫，反应放热量增大，则 驻匀减小，D选项
错误。

7.C
提示院由图可知，Cl是历程域的催化剂，催化剂不

能改变反应的焓变，则历程玉、域的反应热相等，即驻H=
E6-E3=E5-E2，相同条件下，两种历程中，O3的平衡转化
率相等，A选项正确，C选项错误。

Cl2（g）的相对能量为 0，Cl（g）的相对能量为（E2-E3）
kJ/mol，Cl2（g）寅2Cl（g）吸收的能量为（E2-E3）kJ/mol，则
Cl—Cl键能为 2（E2-E3）kJ/mol，B选项正确。

活化能最小的反应速率最快，符合条件的转化为

ClO（g）+O（g）越O2（g）+Cl（g） 驻H=（E5-E4）kJ/mol，D选
项正确。

二尧不定项选择题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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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盖斯定律可知，将于伊猿垣盂伊圆可得反应榆，
则驻匀源越（猿遭垣圆糟）噪允/皂燥造，月选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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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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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热反应驻匀约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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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AB
提示院驻H=反应物断键吸收的总能量-生成物成键

释放的总能量，则图（c）中，2SO3（g）越2SO2（g）+O2（g）
驻H=（a-b）kJ/mol，C选项错误。

由图（d）可得：淤A寅B 驻H=E1-E2；于B寅C 驻H=
E3-E4，根据盖斯定律可得：A寅C 驻H=E3-E4+E1-E2，D
选项错误。

10.AD
提示院由图可知，A的能量高于 B，根据能量越低

越稳定，则 B比 A稳定，A选项正确。
由题意可知，从 15益升高到 25益时，A的比例下降，

B的比例上升，说明 B转化成 A的速率比 A转化成 B
的速率小，B选项错误。

在 15益时 A和 B的比例为 62颐38，说明此温度下，
产物以 A为主，则以 Br-进攻中间产物的 x位置为主，
C选项错误。

由图可知，A的能量高于 B，则反应 A寅B为放热
反应，降低温度，平衡正向移动，平衡常数增大，D选项
正确。

员1.粤悦
提示院员皂燥造 悦匀猿韵匀（早）能量高于 员皂燥造 悦匀猿韵匀（造），

反应物的总能量相同，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若温度不

变，反应淤中生成 员皂燥造 悦匀猿韵匀（造）时放出的热量大于
怨园.缘噪允，粤选项正确。

催化剂可降低 悦韵圆 与 匀圆 合成甲醇的反应活化
能，但不改变反应的焓变，月选项错误。

根据盖斯定律，反应淤原反应于得反应榆：悦韵圆（早）
垣猿匀圆（早） 悦匀猿韵匀（早）垣匀圆韵（早）驻匀越（原怨园.缘垣源员.员）噪允/皂燥造越
原源怨.源噪允/皂燥造，悦选项正确。

根据盖斯定律，反应榆伊圆原反应盂伊猿得：圆悦韵圆（早）垣
源匀圆韵（早） 圆悦匀猿韵匀（早）垣猿韵圆（早）驻匀越（原源怨.源伊圆垣源愿猿.远伊
猿）噪允/皂燥造越垣员猿缘圆噪允/皂燥造跃园，即该反应吸热，阅选项错误。

三尧非选择题
员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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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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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悦圆匀缘韵匀（造）垣猿韵圆（早）越圆悦韵圆（早）垣猿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员猿远远.愿k允/皂燥造

（远）悦圆匀圆（早）垣 52 韵圆（早）越圆悦韵圆（早）垣匀圆韵（造）
驻匀越原圆遭噪允/皂燥造

提示院书写热化学方程式时，要注意以下细节：淤
表示燃烧热的热化学方程式时，对应的可燃物的化学

计量数应为 员，且燃烧产物应为指定的产物；于物质化
学式后面需要标注物质的聚集状态；盂热化学方程式
中化学式前面的化学计量数必须与 驻匀 对应。

员3.（1）环形玻璃搅拌器 未将小烧杯和大烧杯杯

口保持相平

（2）-56.8kJ/mol
（3）高
（4）abc
提示院（3）反应放出的热量和所用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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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放出的热量高。

（4）装置保温、隔热效果差，测得的放热量偏小，中
和热 驻匀偏大，a选项正确。

温度计测定NaOH 溶液起始温度后直接插入稀
H2SO4测温度，硫酸的起始温度偏高，温度差偏小，测得
的放热量偏小，中和热驻匀偏大，b选项正确。

分多次把 NaOH溶液倒入盛有硫酸的小烧杯中，
热量散失，中和热驻匀偏大，c选项正确。

若将四个实验测量温度均纳入计算平均值，因实

验2温度差偏大，测得的放热量偏大，中和热驻匀偏小，d
选项错误。

员4.（员）淤葬 于月
（圆）水蒸气与煤炭反应吸热，氧气与煤炭反应放

热，交替通入空气和水蒸气有利于维持体系热量平衡，

保持较高温度，有利于加快化学反应速率

（猿）淤怨.园 于员.愿颐员（或 9颐5） 盂月悦 榆酝垣匀圆韵=
酝韵垣匀圆 酝韵垣悦韵=酝垣悦韵圆

提示院（员）淤由 圆伊反应 员原反应 圆可得反应 猿，则 驻匀猿越
圆驻匀员原驻匀圆越［圆伊（原猿怨源）原（原缘远远）］噪允/皂燥造越原圆圆圆噪允/皂燥造。

在反应 1中，反应前后气体体积不变，则 驻S=0，驻H
为定值，升高温度，y=驻H-T驻S不变，对应的为 b线条。

在反应 2 中，反应后气体体积减小，则 驻S约0，驻H
为定值，升高温度，y=驻H-T驻S增大，对应的为 c线条。

在反应 3 中，反应后气体体积增大，则 驻S跃0，驻H
为定值，升高温度，y=驻H-T驻S减小，对应的为 a线条。

于温度升高，三个反应平衡均逆向移动，由于反
应 圆焓变绝对值更大，故温度对其平衡移动影响程度
大，导致整体结果为 悦韵圆 的物质的量减小，悦韵 的物
质的量增大，所以 悦韵与 悦韵圆物质的量比值增大，本题
应选 月选项。
（圆）水蒸气与煤炭的反应吸热，会引起体系温度

下降，从而导致反应速率减慢，不利于反应的进行，通

入空气，可利用煤炭与 韵圆反应放热，从而维持体系温
度平衡，保证反应速率。

（猿）于假设原料气中水蒸气为 曾皂燥造，悦韵为 员皂燥造，由
题意列三段式如下：

悦韵（早） 垣 匀圆韵（早） 悦韵圆（早） 垣 匀圆（早）
起始/皂燥造 员 曾 园 园
转化/皂燥造 园.怨 园.怨 园.怨 园.怨
平衡/皂燥造 园.员 曾原园.怨 园.怨 园.怨

则平衡常数 运越
0.9
V 伊 0.9

V0.员
V 伊 曾-0.9

V
越9，解得 曾越员.愿。

水蒸气与 悦韵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员.愿颐员=9颐5。
盂反应温度过高，会引起催化剂失活，导致反应

速率变慢，粤选项错误。
适当增大压强，可加快反应速率，月选项正确。
选择合适的催化剂有利于加快反应速率，悦 选项

正确。

若为恒容条件，通入氮气对反应速率无影响；若为

恒压条件，通入氮气后，容器体积变大，反应物浓度减

小，反应速率减慢，阅选项错误。
榆水分子首先被催化剂吸附，根据元素守恒推测

第一步产生 匀圆，第二步吸附 悦韵产生 悦韵圆，对应反应历
程依次为：酝垣匀圆韵越酝韵垣匀圆、酝韵垣悦韵越酝垣悦韵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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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单项选择题
员.D
提示院加入 Na2S能将 Cu2+、Hg2+转化为沉淀，实现

除杂，与调控速率无关，D选项错误。
圆.阅
提示：活化分子百分数越活化分子数分子总数

。

降低温度，分子能量降低，活化分子数减少，活化
分子百分数减小，粤选项错误。

增大反应物浓度，单位体积内的活化分子数增加，
但活化分子百分数不变，月选项错误。

恒容条件下，充入稀有气体，活化分子百分数不
变，悦选项错误。

使用催化剂能降低反应的活化能，使一部分普通
分子转变为活化分子，导致活化分子百分数增大，阅选
项正确。

猿.A
提示院反应中 NH3和 CO2的物质的量之比始终是

2颐1，混合气体的平均摩尔质量始终不变，A选项错误。
0~1min内，生成 CO2的物质的量为 0.8mol，则1min

内消耗 0.8mol NH2COONH4（s），其质量为 62.4g，反应
速率为 62.4g/min，B选项正确。

随着反应的进行，反应速率越来越小，前 30s过程
中，CO2的速率大于 0.4mol/（L·min），则 30秒时，CO2的浓
度大于 0.4mol/（L·min）伊0.5min=0.2mol/L，C选项正确。

根据题给速率可知，反应进行到 2min 时已经达
到平衡，此时再加入 2mol NH3时，平衡逆向移动，D选
项正确。

源.月
提示：园耀贼员时 载 的物质的量增大了 圆皂燥造，再 的物

质的量减小了 源皂燥造，则 载为生成物、再为反应物，再、载
的计量数之比为 圆颐员，贼猿时反应达到平衡，该反应的化
学方程式为：圆再（早） 载（早），粤选项错误。

根据图示可知，贼员 时 载 的物质的量为 源皂燥造，再 的
物质的量为 远皂燥造，在同一容器中，c（Y）

c（X）越 n（Y）
n（X）= 6mol4mol

越员.缘，月选项正确。
反应过程中，X和 Y的物质的量的变化量之比一直

是 1颐2，速率之比也一直是 1颐2，悦选项错误。
随着反应进行，再的浓度在减小，则 再的反应速率：

贼员时刻跃贼圆时刻跃贼猿时刻，阅选项错误。
缘.悦
提示院采用控制变量法进行研究，即只改变一个

外界条件，其他外界条件都相同，据此逐项分析。
浓硫酸中 匀圆杂韵源主要以电解质分子存在，稀硫酸

中则完全电离产生 匀垣及 杂韵源圆原，浓硫酸溶于水时会放出
大量热量使溶液温度升高，因此两个实验对比，不仅
溶液中 糟（匀垣）不同，而且溶液温度也不相同，且浓硫酸
的氧化性比稀硫酸强，变量不唯一，无法探究 匀垣浓度
大小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悦选项错误。

远.B
提示院SN1中的决速步反应为 R3CX越R3C++X-，显

然 SN1 的反应速率只和 c（R3CX）相关，与 c（Nu：-）无
关，B选项错误。

7.C
提示院60益之前，随着温度升高，氧化速率加快，A

选项正确。
60益之后，随着温度升高，氧气的溶解度降低，氧

化速率降低，（NH4）2SO3 受热易分解，反应物减少，氧
化速率降低，B选项正确。

SO32-水解不影响溶液中+4价 S的总浓度，（NH4）2SO3
初始浓度增大到一定程度，氧化速率变化不大，可能
与氧化剂 O2的溶解速率有关，与 SO32-水解程度无关，
C选项错误。

当（NH4）2SO3 的初始浓度增大到一定程度，使
SO32-被氧化的速率大于氧气的溶解速率时，因为氧气
的溶解速率较小，导致 SO32-被氧化的速率变化不大，D
选项正确。

愿.C
提示院由第二组和第四组数据，A浓度相同，B 浓

度不同，速率相等，可知 n=0；再将第一组和第二组数
据代入 v=kcm（A）cn（B）可得： 0.500.25蓸 蔀 m= 3.2伊10-3

1.6伊10-3 ，可知

m=1；将第一组数据代入 v=kc（A）c0（B）=k伊0.25伊0.050=
1.6伊10-3，可得 k=6.4伊10-3，则 v=kc（A）c0（B）=6.4伊c（A）伊
10-3。

根据上述分析有，m=1，n=0，v1=v2，k=6.4伊10-3min-1，
A、B选项均错误。

存在过量的 B 时，反应掉 87.5%的 A 可以看作
经历 3个半衰期，即 100%寅50%寅25%寅12.5%，因此
所需的时间为 3伊 0.86.4伊10-3 min越375min，C选项正确。

速率常数与压强无关，缩小容积（加压）不会使 k
增大，D选项错误。

二尧不定项选择题
怨.粤
提示院根据盖斯定律，由反应淤垣反应于得到总反

应 悦韵圆（早）垣猿匀圆（早）越悦匀猿韵匀（早）垣匀圆韵（早） 驻匀，则 驻匀越
驻匀员垣驻匀圆越垣源员噪允/皂燥造垣（-怨园噪允/皂燥造）越原源怨噪允/皂燥造。总反应
驻匀约园，即反应放热，排除 月、阅选项。

反应淤为慢反应，说明其反应活化能高，粤选项正确。
10.CD
提示院根据图 4可以看出，随着温度的升高，反应

速率先增大，后减小，A选项错误。
图象体现的关系中，无法看出 琢=0.88表示的曲线

为平衡曲线，B选项错误。
由图 4 可知，随着转化率 琢 的增大，最大反应速

率逐渐减小，且最大反应速率出现的温度也越来越低，
由此可以根据不同的转化率选择合适的反应温度，以
减少能源消耗，C、D选项均正确。

员1.粤
提示院结合反应：淤酝垣晕越载垣再、于酝垣晕越载垣在，

假设反应淤中转化了 驻糟（酝）员，反应于中转化了 驻糟（酝）圆，
则反应中 再、在的浓度变化量分别为 驻糟（再）越驻糟（酝）员、
驻糟（在）越驻糟（酝）圆，因 再、在 起始浓度均为 园，则浓度变化
量均为某一时刻二者对应的浓度，显然，体系中始终
有 糟（再）垣糟（在）越驻糟（酝）员垣驻糟（酝）圆越驻糟（酝）。由图可知，
猿园皂蚤灶 时 驻糟（酝）越园.缘皂燥造/蕴-园.猿皂燥造/蕴越园.圆皂燥造/蕴，糟（在）越
园.员圆缘皂燥造/蕴，则 糟（再）越园.圆皂燥造/蕴-园.员圆缘皂燥造/蕴越园.园苑缘皂燥造/蕴。
园耀猿园皂蚤灶时间段内，再的平均反应速率越 驻c驻t 越 0.075mol/L30min
越圆.缘伊员园-猿皂燥造/（蕴·皂蚤灶），粤选项错误。

月 选项，反应淤的速率 增 员越噪 员糟圆（酝），反应于的速率
增圆越噪圆糟圆（酝），噪员、噪圆为速率常数，则同一反应体系中，反
应淤、于的速率之比始终不变，反应淤、于的速率分别
与 再、在的浓度变化量成正比，由此推知，反应过程中，
再、在的浓度变化量之比始终不变，因二者起始量都为
园，进一步推出二者在反应过程中浓度比始终不变，即
糟（再）颐糟（在）越园.园苑缘皂燥造/蕴颐园.员圆缘皂燥造/蕴越猿颐缘，月选项正确。

悦 选项，反应能进行到底时，糟（再）垣糟（在）越驻糟（酝）越
园.缘皂燥造/蕴，结合体系中 再 和 在 的浓度之比为 猿 颐缘，则
糟（在）越 53+5 伊园.缘皂燥造/蕴越园.猿员圆缘皂燥造/蕴，反应结束时 酝 转
化为 在的转化率为 0.3125mol/L0.5mol/L 伊员园园豫越远圆.缘豫，悦选项
正确。

阅选项，反应中，增淤颐增于越驻糟（再）颐驻糟（在）越糟（再）颐糟（在）
越猿颐缘，根据反应的活化能越高，反应速率越慢，可知，反
应淤的活化能大于反应于的活化能，阅选项正确。

三尧非选择题
员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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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猿.（1）K= 0.1082
0.7842

（2）k正
K 1.95伊10-3

（3）A、E

提示院（1）根据表中的数据可知，当x渊HI冤=0.784时
达到平衡。列出数据如下：

2HI（g） H2（g） + I2（g）
起始 1 0 0
转化 0.216 0.108 0.108
平衡 0.784 0.108 0.108
则平衡常数的计算式为K= 0.1082

0.7842 遥
（2）达到平衡时v正=v逆袁即k正x2渊HI冤=k逆x渊H2冤x渊I2冤袁且

平衡常数K= x渊H2冤x渊I2冤
x2渊HI冤 遥

根据以上两式袁推导出k逆= k正
K 遥

由表中数据可知袁当反应正向进行时袁在 t=40min
时袁x渊HI冤=0.85袁则v正=0.0027min-1伊0.852=1.95伊10-3min-1遥
（3）升高温度，化学反应速率加快，相应的点在原

有平衡线的上方，可排除C、F点。因为HI的分解反应是
吸热反应，升高温度时，化学平衡向正反应方向移动，
使HI进一步分解，即HI的物质的量分数x（HI）减小，即
x（HI）<0.784，在A、B两点中，可排除B点。升温时袁x渊H2冤
和x（I2）都会增大，即x渊H2冤=x渊I2冤>0.108，在D、E两点中，
可排除D点。综上所述，当升高到某一温度时，反应重新
达到平衡，相应的点分别为A、E。

14.（1）做对照，排除 O2氧化 I-的干扰
（2）S2O82-+2I-越I2+2SO42-

（3）无 Na2S2O3 时，生成少量 I2 后淀粉立即变蓝，
无法确定 S2O82-和 I-反应的浓度变化
（4）淤强于
于实验 2 -2 与 Na2S2O3 完全反应后的溶液中，

n（S2O82-）仍高于实验 2-1中起始 n（S2O82-）（4伊10-5mol），
若猜想 1成立，则溶液应立即变蓝

盂生成的 I2与 Na2S2O3迅速反应，待 Na2S2O3消耗
完，继续生成 I2时，淀粉才变蓝
（5）2.7伊10-5

提示院（NH4）2S2O8具有强氧化性，能氧化 KI生成I2：
S2O82-+2I-越I2+2SO42-，为了研究（NH4）2S2O8 溶液与 KI
溶液的反应速率，设计了实验，实验现象表明，用淀粉
作为指示剂的情况下，实验 2-1中（NH4）2S2O8溶液与KI
溶液的反应很快，溶液立即变色；而实验 2-2 中，加
入（NH4）2S2O8溶液与 KI溶液的同时，还加入了少量的
Na2S2O3溶液，溶液的变色时间明显增长，可以依据实
验 2-2，使用相关数据计算出（NH4）2S2O8的反应速率。
（1）实验 1-2 中（NH4）2S2O8 氧化 KI 生成 I2，淀粉

遇 I2变蓝色。但 I-具有强还原性，易被空气中的 O2氧
化生成 I2，造成实验干扰，将实验 1-1 用作对照实验，
可排除 O2氧化 I-的干扰。
（3）对比实验 2-1 和 2-2 可知，实验 2-1 中没有

加入 Na2S2O3溶液时，溶液立即变蓝色，因为（NH4）2S2O8
氧化 KI生成的 I2会立即使溶液变蓝色，不能测定S2O82-

和 I-反应的浓度变化关系。
（4）于根据信息可推测，S2O82-和 S2O32-发生的氧化

还原反应为 S2O82-+2S2O32-越S4O62-+2SO42-。
实验 2-1中 S2O82-的起始量 n（S2O82-）越0.2mol/L伊0.2伊

10-3L越4伊10-5mol，实验 2-2中 S2O82-的起始量 n（S2O82-）越
0.2mol/L伊2伊10 -3L越4伊10 -4mol，n（S2O32 -）越0.01mol/L伊
0.8伊10-3L越8伊10-6mol。显然在 S2O82-和 S2O32-的反应中，
S2O82-过量，反应后溶液中 n（S2O82-）越4伊10-4mol-8伊10-6mol伊
12 越3.96伊10-4mol跃4伊10-5mol。实验 2-1、2-2 混合溶液
体积相等，推知实验 2-2中 S2O82-和 S2O32-反应后的溶
液中 c（S2O82-）仍大于实验 2-1中 S2O82-的起始浓度，实
验过程中应出现溶液立即变蓝，与“加入 Na2S2O3溶
液后溶液变蓝的时间明显增长”不符合，所以猜想 1
不成立。

盂实验 2-2中加入 Na2S2O3溶液后，溶液变蓝时
间明显增长，可能是因为（NH4）2S2O8先与 KI反应，生
成的 I2 迅速与 Na2S2O3 反应，待 Na2S2O3 反应完全时，
后续（NH4）2S2O8与 I-反应生成的 I2才能使淀粉变蓝。
（5）由关系 S2O82-~I2~2S2O32-可得，30s内，驻n（S2O82-）

=8伊10-6伊 12 mol=4伊10-6mol，则 v（S2O82-）=
4伊10-6mol

（圆+0.8+0.2+2）伊10-3L伊30s =2.7伊10-5mol/（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