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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期参考答案

2尧3版综合测评
一尧单项选择题
员.阅
提示：升高温度，反应速率加快，则正、逆反应速率

均增大，粤选项错误。
化学平衡常数只与温度有关，温度不变，平衡常数

不变，月选项错误。
催化剂只能改变反应速率，不能使平衡移动，平衡

产率不变，悦选项错误。
该反应驻杂约园，驻匀约园，低温时满足驻匀-栽驻杂约园，则该反

应在低温下可以自发进行，阅选项正确。
2.B
提示院由图可知，进程玉中反应物能量高于生成物，

为放热反应，A选项错误。
在进程域中，X参与第一步反应，在最后一步反应

又生成，为反应的催化剂，B选项正确。
由图可知，M·X比 N·X的能量高，能量越低越稳定，

则 N·X比 M·X稳定，C选项错误。
反应热与始态和终态有关，与过程无关，则反应热：

玉越域，D选项错误。
猿.悦
提示：根据反应放热园.园圆缘葬噪允，推知反应中转化的

灶（杂韵圆）越园.园缘皂燥造，则增（杂韵圆）越 园.园510蕴伊2min 越园.园园圆缘皂燥造/（蕴·皂蚤灶），
粤选项错误。

平衡后再充入园.员皂燥造 杂韵猿，平衡逆向移动，但移动的
结果不会消除杂韵猿含量增大的趋势，则重新达平衡后杂韵猿
的质量分数增大，月选项错误。

开始投入园.员皂燥造 杂韵圆，根据杂守恒，推知糟（杂韵圆）垣糟（杂韵猿）越
园.园员皂燥造/蕴，悦选项正确。

恒温恒压下，在员园蕴的密闭容器中加入园.员皂燥造 杂韵圆和
园.园缘皂燥造 韵圆所到达的平衡，相当于在原平衡（恒温恒容条
件下）基础上增大压强，平衡向正反应方向移动，反应

物的转化率较原平衡大，则反应放热量大于园.园圆缘葬噪允，阅
选项错误。

源.阅
提示：责匀计测得杂韵圆和悦韵圆饱和溶液的责匀，前者小于

后者，只能说明匀圆杂韵猿溶液中糟（匀垣）大，但两种饱和溶液中
溶质的浓度不同，无法由责匀大小判断匀圆杂韵猿和匀圆悦韵猿的酸
性强弱，阅选项错误。

缘.阅
提示：放电时为原电池，通入韵圆的孕贼/悦电极是正极：

韵圆垣源藻-垣圆匀圆韵=源韵匀原，在灶电极为负极：在灶垣远匀圆韵原圆藻-=
［在灶（匀圆韵）远］圆垣。为保持溶液呈电中性，域室中的悦造-通过阴
离子交换膜进入玉室，晕葬垣通过阳离子交换膜进入芋室。

充电时为电解池，此时，通入韵圆的孕贼/悦电极是阳极：
源韵匀原原源藻-=韵圆尹垣圆匀圆韵，在灶电极为阴极：［在灶（匀圆韵）远］圆垣垣圆藻-

=在灶垣远匀圆韵。为保持溶液呈电中性，玉室中的Cl-通过阴
离子交换膜进入域室，芋室中的Na+通过阳离子交换膜进
入域室。

由上述分析可知，月、悦选项均正确。
放电时，在灶转化为［在灶（匀圆韵）远］圆垣，溶液中［在灶（匀圆韵）远］圆垣

浓度增大，使其电离平衡正向移动，导致玉室溶液中
［在灶（匀圆韵）缘（韵匀）］垣浓度增大，粤选项正确。

充电时，根据源韵匀原耀源藻-耀韵圆可知，每生成园.圆皂燥造 韵圆，转
移园.愿皂燥造 藻原，同时园.愿皂燥造 晕葬垣通过阳离子交换膜进入域室，
则芋室溶液中理论上质量减少园.圆伊猿圆早垣园.愿伊圆猿早越圆源.愿早，阅
选项错误。

6.阅
提示院平衡后，根据 悦韵圆的平衡转化率为 猿园豫，得

出两个反应共消耗 园.猿皂燥造 悦韵圆，又因为 杂原悦匀猿韵匀越愿园豫，
可知 园.猿皂燥造 悦韵圆中有 愿园豫发生反应淤转化为 悦匀猿韵匀，
还有 圆园豫发生反应于转化为 悦韵，根据三段式可得，反
应淤中，匀圆的转化量为 园.苑圆皂燥造，反应于中 匀圆的转化量

为 园.园远皂燥造，则氢气的转化率越 0.72mol+0.06mol3mol =26%，阅选
项错误。

二尧不定项选择题
苑.粤悦
提示：实验淤中，增（陨圆）越 0.002mol/L40s 越缘伊员园-缘皂燥造/（蕴·泽），

粤选项错误。
实验淤盂中只有糟（陨圆）不同，其他数据相同，实验盂中

增（陨圆）越 0.002mol/L20s 越缘伊员园-缘皂燥造/（蕴·泽），与实验淤反应速率相
等，悦选项错误。

愿.粤悦
提示：反应玉、域均为放热反应，升高温度促使平衡

逆向移动，悦匀猿韵匀的平衡产率减小，且温度越高，平衡常数
越小，由图可知，反应温度：栽员约栽圆约栽猿约栽源，粤选项错误，月选
项正确。

根据盖斯定律，反应芋越反应玉垣反应域，则驻匀猿越驻匀员垣
驻匀圆，平衡常数运猿越运员伊运圆越3伊员越3，悦选项错误，D选项正确。

9.阅
提示院匀圆月是二元弱酸，有两次滴定突变，匀粤为一

元弱酸，只有一次滴定突变，则 载曲线代表 匀圆月，再曲线
代表 匀粤。

比较图中 糟、凿点数值可知，匀粤消耗的 灾（晕葬韵匀）小
于 匀圆月消耗的 灾（晕葬韵匀）的 圆倍，则 糟员跃糟圆，粤选项错误。

匀圆月、匀粤恰好完全中和时，产物均为强碱弱酸盐，
水溶液均呈碱性，可用酚酞作为指示剂，但不可用甲基

橙作为指示剂，月选项错误。
完全中和 匀圆月达到终点时消耗 灾（晕葬韵匀）越员园.远园皂蕴，

若 葬点 灾（晕葬韵匀）越苑.怨缘皂蕴，即总量的 34 ，则溶液中的溶质
为 晕葬匀月和 晕葬圆月，且二者物质的量浓度之比为 员颐员，葬点时
满足电荷守恒：糟（匀垣）垣糟（晕葬垣）越圆糟（月圆原）垣糟（韵匀原）垣糟（匀月原）
……淤。根据物料守恒有 圆糟（晕葬垣）越猿糟（月圆原）垣猿糟（匀月 原）垣
猿糟（匀圆月）……于。由于-淤可得：c（OH-）+c（Na+）=c（H+）+
c（B2-）+2c（HB-）+3c（H2B）,a点时溶液呈酸性，则 c（H+）跃
c（OH-），进一步推知，葬 点时 糟（晕葬垣）跃圆糟（匀月原）垣糟（月圆 原）垣
猿糟（匀圆月），悦选项错误。

匀粤溶液中存在物料守恒关系：糟（匀粤）垣糟（粤原）越糟员，质子
守恒关系：糟（粤原）垣糟（韵匀原）越糟（匀垣），进一步推得：糟（匀粤）垣
圆糟（粤原）垣糟（韵匀原）越糟（匀垣）垣糟员，阅选项正确。

三尧填空题

员园.（员）于盂 圆悦造-垣圆匀圆韵越通电 匀圆尹垣悦造圆尹垣圆韵匀-

（圆）悦灶匀圆灶韵灶-源灶藻-垣灶匀圆韵=灶悦韵圆尹垣源灶匀垣

（猿）月匀源-垣愿韵匀--愿藻-=月韵圆-垣远匀圆韵 红

韵圆垣圆匀圆韵垣源藻-=源韵匀- 月
（源）粤造猿垣发生水解：粤造猿垣垣猿匀圆韵 粤造（韵匀）猿垣猿匀垣，生成的

粤造（韵匀）猿胶体能吸附镉的难溶物使其沉降下来被除去
提示：（猿）根据物质中各元素化合价变化可知，图8燃

料电池的负极上月匀源-发生氧化反应：月匀源-垣愿韵匀--愿藻-=
月韵圆-垣远匀圆韵，则月为正极，粤为负极。

若用硫酸钠和酚酞的混合溶液浸湿滤纸，用导线将

葬、遭直接相连，可构成原电池，此时，锌板为负极：在灶原圆藻原=
在灶圆垣，铅笔芯为正极，则悦位置发生的电极反应为韵圆垣圆匀圆韵垣
源藻-=源韵匀-，生成的韵匀-能使酚酞变红色。

若用运陨淀粉溶液浸湿滤纸，铅笔芯悦点处出现蓝色，
说明此处发生了氧化反应，则应与燃料电池的正极（月
极）相连。

11.（1）SO2+OH-=HSO3-

（2）NO2-和 NO3- 2颐1
（3）Ce3+原e-=Ce4+

（4）HSO3-的电离程度大于其水解程度
HSO3-在溶液中存在电离平衡：HSO3- SO32-+H+，

加入CaCl2溶液后，发生：Ca2++SO32-=CaSO3引，使 HSO3-的
电离平衡右移，c（H+）增大，pH减小
（5）蒸发浓缩 冷却结晶

提示院（1）从流程图中可以看出，进入装置玉中的物
质为 NaOH、NO和 SO2，NO进入装置域中，由装置玉进入

装置芋的反应产物是 HSO3-，可知通入的 SO2是过量的，
离子方程式为 OH-+SO2=HSO3-。
（2）装置域中 NO 和 Ce4+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结合

流程可知，反应中，NO 失去电子被氧化，生成 NO2-、
NO3-，Ce4+得到电子被还原，生成 Ce3+，则反应中 NO为还
原剂，Ce4+为氧化剂，还原产物为 Ce3+，氧化产物为 NO2-、
NO3-。若反应生成 NO2-、NO3-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1颐1，则
该反应为：2NO+4Ce4++3H2O=NO2-+NO3-+4Ce3++6H+，其
中氧化剂和还原剂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4颐2=2颐1。
（3）在装置芋中，电解槽的阳极发生氧化反应，在装

置域中反应生成的 Ce3+失电子被氧化为 Ce4+。
（4）HSO3-在溶液中既存在电离（导致溶液显酸性），

又存在水解（导致溶液显碱性），但因为 HSO3-的电离程
度大于其水解程度，导致溶液显酸性。Ca2+能结合 HSO3-

电离产生的 SO32-形成沉淀，促使 HSO3-的电离平衡正向
移动，导致溶液中 H+浓度增大，溶液 pH减小。

员圆.（员）淤愿猿 于耘韵（早）越粤早 粤粤（早） 驻匀越-员园圆噪允/皂燥造
（圆）淤员园（噪孕葬）12 于悦阅耘 盂 34 k

（猿）葬中粤早电极质量减小，遭中粤早电极质量增大，且变
化量相等

提示：（圆）淤源远猿运时，该反应的平衡常数只与韵2有关，

运责越pc（O2）
12 =100 12（噪孕葬）12 越员园（噪孕葬）12。

于该反应是气体体积增大的反应，平衡状态域到状
态芋的平衡正向移动，固体质量减小。

状态玉和芋的固体质量相等，则状态玉到域的过程
中固体质量增大，即反应逆向进行，推知从玉到域的过
程中驻杂约园，粤选项错误。

平衡常数运责越pc（O2）
12，运责只与温度有关，温度不变则

运责不变，p c不变，月选项错误。
由表中数据可知，平衡常数运责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则

正反应为吸热反应，推知平衡常数：运（域）跃运（郁），悦选项
正确。

状态玉和芋的固体质量相等，则灶（韵圆）相等，当灾（芋）越
圆灾（玉）时，压强责（玉）越圆责（芋），即浓度熵匝（玉）越 n渊O2冤

V玉蓘 蓡 12 =
n渊O2冤12 V芋蓘 蓡 12 = 2n渊O2冤

V芋蓘 蓡 12 = 2姨 K，阅选项正确。
由上述分析可知，状态玉到域、芋到郁反应均逆向

进行，则增逆（玉）跃增逆（域），增逆（芋）跃增逆（郁），状态域到芋时
运责和责c（韵圆）均不变，则增逆（域）越增逆（芋），降低温度时反应速
率减小，则逆反应的速率：增（玉）跃增（域）越增（芋）跃增（郁），耘
选项正确。

盂设起始时恒容容器中加入粤早圆韵的质量为m早，当固
体质量减少源豫时，逆反应速率最大，即达到平衡状态，此
时生成灶（韵圆）越 源豫m32 皂燥造；若转化率为员源.缘豫时，生成灶（韵圆）

越 12 伊 14.5豫m232 ，恒温恒容条件下压强之比等于其物质的

量之比，即 p
pc

越
12 伊 14.5豫m232源豫m32

越 14 ，则增（韵圆）越噪（员- p
pc
）越

噪（员- 14）越 34 k。

（猿）由图可知，支管葬的粤早电极为阳极，支管遭的粤早电
极为阴极，阳极粤早失电子生成粤早垣进入溶液中，阴极溶液
中粤早垣得电子生成粤早单质，粤早垣能与陨-结合生成粤早陨沉淀，而
实验测得支管葬中粤早陨质量不变，则阳极生
成的粤早垣移向阴极，导致阳极质量减小，

粤早垣在阴极得电子生成粤早，导致阴极质量
增大，两电极质量的变化量相等，由此可

知实验中导电离子是粤早垣而不是陨-。

第 16期参考答案

2尧3版综合测评
一尧单项选择题

1.B
提示：甲醇与甲烷结构类似，C为sp3杂化，O形成2个滓

键，且含有2个孤电子对，为sp3杂化，B选项错误。
2.C
提示：由R

MY可用于测定文物年代可知，Y为C，由核反
应方程式可知，X为N。

N的2p能级为半满状态，较稳定，其第一电离能大于
C，C选项错误。

3.B
提示：碘为非极性分子，而水为极性分子，根据“相

似相溶”规律，推知碘不易溶于水，而氯化钠为离子晶

体，易溶于水，因果关系正确，A选项正确。
当两个异性电荷离子彼此吸引形成离子键后，由

于离子的电场无方向性，各自仍具有吸引异性电荷离

子的能力，只要空间条件允许，每种离子均可结合更多

的异性电荷离子，因此离子键无饱和性，B选项错误。
CuSO4溶液中滴加过量氨水，先出现蓝色沉淀，后沉

淀溶解，变为深蓝色溶液，由于氨水呈碱性，Cu2+先与溶

液中的OH-结合生成Cu（OH）2蓝色沉淀，但由于氨水是

过量的，过量的NH3可与Cu2+结合生成稳定的配位键，因

此，沉淀溶解变成深蓝色溶液，C选项正确。
金属键理论认为，在金属晶体中，金属原子脱落下

来的价电子形成遍布整块晶体的“电子气”被所有原子

所共用，当通电时，电子定向移动，所以金属都有良好的

导电性，D选项正确。
4.C
提示：NF3为分子晶体，可由电解熔融NH4HF2制得，

说明NH4HF2为离子晶体，A选项错误。
电解熔融NH4HF2制备NF3时，NH4HF2发生氧化反应

生成NF3，为阳极产物，B选项错误。
NF3中N有1个孤电子对，NH4+中N不存在孤电子对，

因孤电子对对成键电子对的斥力更大，导致键角减小，

则键角：F—N—F键约H—N—H键，D选项错误。
5.D
提示：电负性：F跃H，C—F键的极性大于C—H键，使

得羧基上的羟基极性增强，氢原子更容易被电离出来，

酸性增强，C选项正确。
氢化物的热稳定性与氢键无关，与键能有关，因键

长：H—O键约H—S键，键能：H—O键跃H—S键，则热稳定
性：H2O跃H2S，分解温度：H2O跃H2S，D选项错误。

6.B
提示：形成配位键时，中心原子Fe2+提供空轨道，A选

项正确。

电负性：C约O，O对孤电子对的吸引力大，则C更容易
提供孤电子对，作为配位原子与Fe2+形成配位键，B选项
错误。

CO比O2更易与血红蛋白配位，推知反应于比反应淤
正向进行的程度大，则相同温度下，K2跃K1，C选项正确。

氧气浓度增大，平衡淤正向移动导致c（Hb）减小，平
衡于逆向移动，D选项正确。

二尧不定项选择题

7.AC
提示：SiO2属于共价晶体，A选项错误。
Fe为26号元素，价层电子排布式为3d64s2，属于d区元

素，C选项错误。
8.A
提示：Q、R、T、X、Y和Z为原子序数依次增大的主族

元素，阳离子结构中Q只形成1个共价键，可知Q处于第
玉A族或第喻A族，而阴离子中Z也形成1个共价键，则Z处
于第喻A族，Q、R、X和Z的质子数均为奇数且其和为22，
因Q的原子序数最小，推知Q为H，而Z只能为F元素，则R、
T、X、Y均处于第二周期，基态T原子和Y原子的最外层均
有两个单电子，T、Y的价层电子排布式依次为2s22p2、

2s22p4，则T为C、Y为O。X的原子序数介于C、O之间，则X为
N。R的原子序数为22-1-7-9越5，可知R为B，阴离子结构
中R形成的4个共价键中有1个是配位键。

综上得，Q为H、R为B、T为C、X为N、Y为O、Z为F。
碳元素的氢化物为烃类物质，有气态、液态、固态三

种聚集状态，液态、固态烃的沸点比NH3高，固态烃的沸

点比NH3、N2H4高，A选项错误。
9.CD
提示：Li+提供空轨道、O提供孤电子对，二者形成配

位键，A选项错误。
冠醚Y空腔较大，Li+半径较小，导致该离子不易与

氧原子的孤电子对形成配位键，得不到稳定结构，B选
项错误。

冠醚Z可溶于烯烃，加入冠醚Z因能与K+形成配位键，

促进KMnO4的溶解，增大反应物的接触面积，提高了氧化

效果，C选项正确。
X中O含有2个孤电子对，W中的O含有1个孤电子对，

孤电子对数越多，键角越小，则X中C—O—C键的键角小
于W，D选项正确。

三尧填空题

10.（员）三角锥形 泽责猿 平面三角形 不相似 BF3

分子中B的3个价层电子都与F形成共价键，而NF3分子

中除N的3个价层电子与F形成共价键，还有一个未成
键的孤电子对，占据了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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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F3中N形成3个滓键，孤电子对数为 12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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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求得，BF3中B无孤电子对，形成3个滓键，价层
电子对数为3，其分子空间结构为平面三角形。因NF3中N
有孤电子对，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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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二者分子的空

间结构不同。

（2）AsH3中As的价层电子对数为3+ 12 伊（5-3伊1）=4，
有1个孤电子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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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孤电子对），形
成单键时采用sp3杂化（形成3个滓键且有1个孤电子对）。

员员.（员）淤员泽圆圆泽圆圆责远猿泽圆猿责远猿凿远源泽圆或［粤则］猿凿远源泽圆
于1颐2 1.12伊1032

NA伊a3

盂H、Li、Na位于同一主族，价层电子数相同，电子层
数逐渐增多，原子核对价层电子的吸引作用逐渐减弱，失

电子能力增强，第一电离能逐渐减小

（2）淤NH3与H2O分子间能形成氢键
于NH3

盂平面三角形
（3）淤sp3

于B
盂跃
提示：（3）淤NH3的中心原子N的价层电子对数为4，

且含有1个孤电子对，杂化轨道类型为sp3杂化。

于在NH3BH3结构中，N原子存在孤电子对，B原子为
缺电子原子，在配位键的形成中B提供空轨道，N提供孤
电子对。

盂NH3BH3（氨硼烷）与CH3CH3互为等电子体，NH3BH3

分子中N的电负性较大，分子间会形成氢键，则熔点：
NH3BH3跃CH3CH3。

员2.（员）正四面体 泽责圆、泽责猿

（圆）共价 三种物质都是共价晶体，晕、孕、粤泽 的原
子半径依次增大，则 郧葬—晕、郧葬—孕、郧葬—粤泽的键长依次
增大，键能依次减小，导致 郧葬晕、郧葬孕、郧葬粤泽的熔点依次
降低

（猿）淤 2姨2 伊 4M
籽NA

3姨 伊员园苑

于正方形
盂（园，12 ，12） 缘颐圆苑颐猿圆

提示：（猿）淤图 8-甲中，郧葬的原子个数越愿伊 18 垣远伊
12 越源，粤泽的原子个数是 源，晶胞体积越 4M

籽NA
cm3，晶胞棱

长越 4M
籽NA

3姨 糟皂，晶胞中距离最近的两个 郧葬原子间距离

为晶胞面对角线长度的一半，即 2姨2 伊 4M
籽NA

3姨 cm=
2姨2 伊 4M

籽NA
3姨 伊员园苑灶皂。

于晶胞沿 扎 轴在平面上的投影图中，粤泽 原子构成
的几何形状为正方形。

盂图 8 -乙中，葬、遭 的分数坐标分别为（园，园，园）
和（员，员，园），糟点 酝灶在 曾、赠、扎 轴上的坐标参数分别为 园、
12 、12 ，糟点 酝灶的分数坐标为（园，12 ，12 ）。掺杂 酝灶之

后，晶胞中 酝灶原子个数越员伊 18 垣员伊 12 越 58 ，郧葬原子个

数越缘伊 12 垣苑伊 18 越 278 ，粤泽原子个数是 源，酝灶、郧葬、粤泽原子

个数之比越 58 颐 278 颐源越缘颐圆苑颐猿圆。 扫码获取报纸
相关内容课件



高二选择性必修 2答案页第 4期化学
人教

第 3页第 2页

第 14期参考答案

2尧3版综合测评
一尧单项选择题
1.悦
提示院反应淤和反应于的生成物的总能量均低于反应

物的总能量，二者都属于放热反应，粤选项错误。
催化剂可以降低反应活化能，但反应热不变，月选项

错误。

根据图示可写出热化学方程式：匀圆（早）垣圆陨悦造（早）=
圆匀悦造（早）垣陨圆（早） 驻匀越-圆员愿噪允/皂燥造，还可以表示为匀圆（早）垣圆陨悦造（早）
=圆匀悦造（早）垣陨圆（早）垣圆员愿噪允，悦选项正确。

陨圆（早）寅陨圆（泽）的过程放热，则生成物为圆匀悦造（早）垣陨圆（泽）
时，反应放出的热量增大，但因放热反应驻匀约园，则驻匀将减
小，阅选项错误。

2.月
提示院由图表可知，匀圆杂韵猿和匀圆悦韵猿均不能完全电离，均

属于弱电解质，粤选项错误。
运葬员（匀圆杂韵猿）跃运葬员（匀圆悦韵猿），则匀圆杂韵猿可以制出匀圆悦韵猿，反应

的离子方程式为匀圆杂韵猿垣匀悦韵猿-越匀杂韵猿-垣悦韵圆尹垣匀圆韵，月选项
正确。

悦韵猿圆-在水溶液中水解使晕葬圆悦韵猿溶液呈碱性，其水解分
两步，以第一步为主，正确的水解方程式应为悦韵猿圆-垣匀圆韵
匀悦韵猿-垣韵匀-，悦选项错误。

匀杂韵猿-的水解常数运澡越 运w
运a1

越 10-14
1.3伊10-2 越苑.苑伊员园-员猿约远.猿伊员园-愿，

晕葬匀杂韵猿溶液显酸性；匀悦韵猿-的水解常数运澡越 运w
运a1

越 10-14
4.5伊10-7 越

圆.圆伊员园-愿跃源.苑伊员园-员员，晕葬匀悦韵猿溶液显碱性，则前者的责匀小于
后者，阅选项错误。

3.D
提示：由图可知，第1步反应的活化能比第2步大，慢反

应为决速步，则该反应的速率由第1步反应决定，A选项正确。
过渡态1的能量比过渡态2高，能量越低越稳定，则过

渡态结构的稳定性：过渡态1约过渡态2，B选项正确。
由图可知，CH4（g）+Cl2（g）=CH3Cl（g）+HCl（g）

驻H越-105.4kJ/mol，C选项正确。
由图可知，反应1逆反应的活化能为（16.7-7.5）kJ/mol越

9.2kJ/mol，D选项错误。
4.B
提示：根据电离常数可知，酸性：HNO2跃CH3COOH，pH

相同时，c（CH3COOH）跃c（HNO2），加水稀释相同倍数时，酸
性较强的酸pH变化大，则图中曲线玉表示CH3COOH，曲线
域表示HNO2，A选项错误。

其他条件相同时，酸的浓度越小，其电离程度越大，则

酸的电离程度：c 约d。两种溶液中分别存在电荷守恒：
c（NO2-）+c（OH-）=c（H+），c（CH3COO-）+c（OH-）=c（H+），a点
溶液中两种酸的pH相同，则溶液中c（H+）、c（OH-）对应相
等，由此推知，c（NO2-）越c（CH3COO-），B选项正确。

酸性：HNO2 跃CH3COOH，pH相同时 c（CH3COOH）跃
c（HNO2），两种酸溶液中n（CH3COOH）跃n（HNO2），稀释相同
倍数时仍然存在c（CH3COOH）跃c（HNO2），即b点酸的总物质
的量浓度大于c点酸的总物质的量浓度，C选项错误。

c点和d点的两溶液中n（CH3COOH）相等，分别与NaOH
恰好中和后溶液中n（Na+）相同，D选项错误。

5.悦
提示院图4中，根据“先拐先平，数值大”知，栽员约栽圆，升

高温度，悦的百分含量降低，说明升温平衡逆向移动，则
正反应为放热反应，粤选项错误。

图5中，在同一温度下，增大压强，悦的百分含量增
大，说明增大压强平衡正向移动，则正反应为气体体积

缩小的反应，即皂垣灶跃责，月选项错误。
图6中，曲线上任意一点都表示达到平衡状态，此

时，增正越增逆；曲线上方的点未达到平衡，要达到平衡需要
降低月的平衡转化率，平衡逆向移动，此时增正约增逆；曲线
下方的点未达到平衡状态，要达到平衡状态，需要增大

月的转化率，平衡正向移动，此时增正跃增逆，显然符合条件
的为点猿，悦选项正确。

图7中，平衡时，在 t0时刻，充入一定量的C，平衡逆
向移动，逆反应速率突然增大，正反应速率瞬间不变后

逐渐增大，D选项错误。

6.D
提示：FeCl2溶液中存在Fe2+和Cl-，均有可能在阳极放电

生成Fe3+和Cl2。
做对照实验进一步验证Cl-在阳极是否放电，应保证

Cl-浓度相同，应使用pH越1，0.2mol/L的NaCl溶液，D选项
错误。

二尧不定项选择题
苑援月
提示院由图可知，糟、藻两点分别是硝酸银溶液与两种盐

恰好完全反应的点，结合粤早垣垣载原=粤早载引，圆粤早垣垣再圆原=
粤早圆再引可知，起始时两种盐的物质的量相同，则晕葬圆再刚好完
全反应时消耗的粤早晕韵猿更多，故曲线玉代表责载耀灾［粤早晕韵猿（葬择）］
的关系图，曲线域代表责再耀灾［粤早晕韵猿（葬择）］的关系图，粤选项
错误。

藻点表示AgNO3与Na2Y恰好完全反应形成的饱和Ag2Y
溶液，此时溶液中责再越葬，则该点溶液中糟（再圆原）越员园原葬皂燥造/蕴，
糟（粤早垣）越圆糟（Y圆原）越圆伊员园原葬皂燥造/蕴，则该温度下运泽责（粤早圆再）越糟圆（粤早垣）伊
糟（再圆原）越（圆伊员园原葬）圆伊员园原葬越源伊员园原猿葬，月选项正确。
若糟（粤早晕韵猿）变为园.园缘皂燥造/蕴，则加入圆园皂蕴硝酸银溶液

时，晕葬载溶液完全反应得到粤早载饱和溶液，由温度不变，溶
度积不变可知，溶液中粤早垣的浓度不变，则晕葬载溶液的反应
终点由糟移至凿点，悦选项错误。
根据分析，曲线域代表晕葬圆再与 粤早晕韵猿的反应滴定曲线，

凿点责再大于藻点，则凿点的再圆原浓度小于藻点，粤早垣浓度与藻点相
同，温度不变，溶度积不变，则凿点时，匝糟约运泽责（粤早圆再），此时
粤早圆再为不饱和溶液，阅选项错误。

8.AD
提示院该电池作为原电池放电时，负极上Na3Ti2（PO4）3中

Ti元素化合价升高失去电子，转化成NaTi2（PO4）3：
Na3Ti2（PO4）3-2e-越NaTi2（PO4）3+2Na+；正极上Cl2得到电子
变成Cl-：Cl2+2e-越2Cl-。放电时阴离子向负极移动，即Cl-

透过多孔活性炭电极向NaCl中迁移；充电时阳极反应为
2Cl--2e-越Cl2尹，A选项正确，B选项错误。
放电时，根据Cl2~2e-可知，每转移1mol电子，理论上CCl4

释放0.5mol Cl2用于在正极得电子转化为Cl-，C选项错误。
充电时，阳极上Cl-被消耗，Na+参与阴极反应，则NaCl

溶液浓度减小，D选项正确。
9.D
提示：Fe3++3SCN- Fe（SCN）3（血红色），增大反应物

的浓度，平衡正向移动，溶液颜色加深，实验中通过观察溶

液颜色的变化判断浓度变化对平衡移动的影响。

若印中加入KSCN溶液的体积改为2mL，氯化铁溶液过
量，因Fe3+在溶液中显棕黄色，会影响实验中溶液颜色的变
化，A选项正确。

英、樱为对比实验，可以避免因体积变化引起各离子
浓度变化，导致干扰实验中对颜色的观察。若观察到现象a
比现象b中红色更深，说明c（SCN-）增大，平衡正向移动，可
证明增加反应物浓度，平衡正向移动，B、C选项均正确。
若将英中加入试剂更换为3滴1mol/L KCl溶液，与滴加

3滴水的稀释效果相同，则现象c与现象b颜色深浅相同，D
选项错误。

三尧填空题
10.（员）垣员远缘
（圆）高温
（猿）淤 m+n

t
m（3m+4n）3

（1-m-n）·（3-m-2n） 于d a 压强一定，

升高温度，反应员向正反应方向移动，反应猿向逆反应方向移
动，均会使CO含量增多
（源）悦韵原圆藻原垣悦韵猿圆原越圆悦韵圆 源晕粤
提示院（1）反应2=反应1+反应3，根据盖斯定律，可知，

驻H2越驻H1+驻H3越+206kJ/mol+（-41kJ/mol）=+165kJ/mol。
（2）反应1是正反应放热的熵增反应，该反应在高温条

件下可自发进行。

（猿）淤根据碳原子守恒可知，消耗悦匀源的物质的量
灶（悦匀源）越（皂垣灶）皂燥造，剩余悦匀源的物质的量灶（悦匀源）越（员原皂原灶）皂燥造，
根据氧原子守恒可知剩余匀圆韵的物质的量灶（匀圆韵）越（猿原皂原
圆灶）皂燥造，根据氢原子守恒可知生成匀圆的物质的量灶（匀圆）越
（猿皂垣源灶）皂燥造，则平衡时糟（悦匀源）越（员原皂原灶）皂燥造/蕴，糟（匀圆韵）越（猿原皂原
圆灶）皂燥造/蕴，糟（匀圆）越（猿皂垣源灶）皂燥造/蕴，糟（悦韵）越皂皂燥造/蕴，贼皂蚤灶内悦匀源

的消耗速率增（悦匀源）越 m+n
t 皂燥造/（蕴·皂蚤灶），反应员的平衡常数运糟越

糟（悦韵）·糟3（H2）
糟（悦H4）·糟（H2O）越

m（3m+4n）3
（1-m-n）·（3-m-2n）。

于根据曲线走势，推知葬和遭为悦匀源的百分含量随温度
的变化曲线，糟和凿为悦韵的百分含量随温度的变化曲线。

温度一定，增大压强，反应员逆向移动，悦韵含量减小，
悦匀源含量增大；反应猿平衡不移动，推知葬表示缘酝孕葬时悦匀源的
百分含量随温度的变化曲线，凿表示缘酝孕葬时悦韵的百分含量
随温度的变化曲线。

压强一定，升高温度，反应员（正反应吸热）正向移动，
悦韵含量增大，悦匀源含量减小；反应猿（正反应放热）逆向移动，
悦韵含量增大。推知载点（c曲线上表示CO含量的点）平衡组
分悦韵的含量高于再点。
（4）CO在负极失去电子，结合CO32-转化为CO2，则工作

时负极上的电极反应式为CO-2e -+CO32-= 2CO2。当有
2mol CO32-发生定向移动时，根据电极反应式可知，电路中
转移电子的物质的量为4mol，即转移电子数目为4mol伊
NAmol-1=4NA。

11.（1）容量瓶
（2）用盐酸标准溶液润洗酸式滴定管
（3）H++OH-=H2O、H++CO32-=HCO3-

（4）黄
（5）78.8
（6）ac
提示：（3）第一终点溶质为NaCl和NaHCO3，则滴定至第

一终点的过程中，HCl与NaOH、Na2CO3依次发生反应。
（4）第二终点为HCl与NaHCO3完全反应生成NaCl、

H2O、CO2，因NaHCO3溶液呈碱性，根据甲基橙的变色范围，
可知，滴定至第二终点的现象是溶液由黄色变为橙色。
（5）根据表格数据可知，三次测定中，NaHCO3生成CO2

消耗HCl的体积（V 2-V 1）均为2mL。V 1的平均值为21.70mL，V 1
中，包含NaOH消耗的盐酸，以及Na2CO3转化成NaHCO3消耗
的HCl，结合Na2CO3~NaHCO3~HCl，可知，NaOH消耗HCl的
体积是V 1-（V 2-V 1）=21.70mL-2mL越19.70mL，则NaOH的物质的
量是0.1mol/L伊0.0197L越0.00197mol，NaOH的质量是0.00197 mol伊
40g/mol越0.0788g，样品中NaOH的质量分数棕（NaOH）越 0.0788g

0.5g伊 20100
越78.8%。本题也可以根据NaHCO3生成CO2消耗HCl的体积为
（V 2-V 1），由关系Na2CO3~NaHCO3~HCl，求得20.00mL样品
（即0.1g样品）中m（Na2CO3）=0.1伊2伊10-3伊106g=0.0212g，则0.1g
样品中，m（NaOH）=0.1g-0.0212g=0.0788g，样品中NaOH 的质
量分数棕（NaOH）= 0.0788g0.1g 伊100%=78.8%。
（6）达到第一终点前，锥形瓶中有气泡产生，说明产生

了CO2，达到第一终点消耗的盐酸偏多，即V 1偏大，则NaOH
消耗HCl的体积V 1-（V 2-V 1）=2V 1-V 2偏高，导致测得的NaOH
质量分数偏高，a选项正确。

记录酸式滴定管读数V 1时，俯视标准液液面，则V 1偏小，
2V 1-V 2偏低，测得的NaOH质量分数偏低，b选项错误。
第一终点后继续滴定时，锥形瓶中有少许液体溅出，则

第二次滴定消耗的盐酸偏少，即V 2偏小，2V 1-V 2偏高，则测
得的NaOH质量分数偏高，c选项正确。

12.（1）Zn-2e-+2OH-=Zn（OH）2
（2）阴极 NiS-2e-=Ni2++S
（3）淤VO2++2H++e-=VO2++H2O d寅导线寅a 于阴

离子 HNO3 2H2O-4e-=O2尹+4H+ 盂13.44
提示：（1）根据电池总反应可知，Zn失电子生成Zn（OH）2：

Zn-2e-+2OH-=Zn（OH）2。
（2）根据图13装置图可知，NiS在左侧电极失电子，S2-

转化为S：NiS-2e-=Ni2++S，则NiS为阳极，纯镍作阴极，
NiSO4溶液作电解液。
（3）图14中，根据B装置中，X区生成H2，Y区生成O2，可

知，c极为阴极，d极为阳极，由此可知，a极为正极，b极为负极。
电极反应式分别为：

a极：VO2++2H++e-=VO2++H2O；
b极：V2+-e-=V3+；
c极：2H++2e-=H2尹；
d极：2H2O-4e-=O2尹+4H+。
淤电路中阳极失去电子，正极得电子，则电子由阳极（d

极）经过导线流向正极（a极）。
于装置B为电解池，电解含NH4NO3的废水制备硝酸和

氨水，c电极消耗H+，d极生成H+，则废水中的NH4+通过隔膜1
进入X区，与水电离产生的OH-结合得到氨水，NO3-通过隔
膜2进入Y区，与生成的H+结合为HNO3。由此可知，隔膜1为
阳离子交换膜，隔膜2为阴离子交换膜。p口流出液为氨
水，q口流出液的主要溶质为HNO3。

盂装置A中有0.8mol H+通过质子交换膜时，电路中有
0.8mol电子转移，根据2H2~4e-~O2，可知，装置B中，生成的
n（O2）越0.2mol，n（H2）越0.4mol，标准状况下总体积为（0.2+
0.4）mol伊22.4L/mol越13.44L。

第 15期参考答案

2尧3版综合测评
一尧单项选择题
1.B
提示：NH3的分子空间结构为三角锥形，结构不对

称，为极性分子，A选项错误。
NH4Cl的电子式为 ···· ［Cl］-H］N

H

H
［H +···· ，C选项错误。

基态N原子的轨道表示式为
1s 2s 2p

，D选项
错误。

2.B
提示：基态云藻原子的简化电子排布式为［粤则］猿凿远源泽圆，

A选项错误。
BH4-中心原子的价层电子对数越4+ 12 伊（3+1-1伊4）越

4，无孤电子对，空间结构为正四面体形，B选项正确。
基态N原子核外电子占据的最高能级为p能级，其

电子云轮廓为哑铃形，C选项错误。
BrF5分子的价层电子对数越5+ 12 伊（7-1伊5）越6，存在

1个孤电子对，属于极性分子，D选项错误。
3.B
提示：同周期主族元素从左到右原子半径逐渐减小，

则原子半径：H约F约O约C约S，A选项错误。
H2O分子间存在氢键，其沸点最高；H2S的分子极性

大于CH4，分子间作用力：CH4约H2S，则熔沸点：CH4约H2S约
H2O，B选项正确。

元素非金属性：F跃O跃S，则简单氢化物的稳定性：H2S约
H2O约HF，C选项错误。

F不存在最高价含氧酸，D选项错误。
4.C
提示：C60和石墨烯是由碳元素组成的结构不同的

碳单质，互为同素异形体，A选项正确。
1个晶胞中，C60的个数=8伊 18 +1越2，K的个数=12伊 12

越6，推知化学式为K3C60，B选项正确。
距离顶点的C60最近的C60位于体心，顶点的C60为8个

晶胞所有，在C60周围距离最近且相等的C60的数目为8，C
选项错误。

晶体的密度= 2伊12伊60+6伊39
NA伊（a伊10-10）3 g/cm3= 1674

NA伊a3伊10-30 g/cm3，

D选项正确。
5.D
提示：X、Z的基态原子2p能级上各有两个未成对电

子，则X、Z的电子排布式分别为1s22s22p2、1s22s22p4，则X、
Z分别为C、O，根据原子序数关系推知Y为N，则Q为P。W
原子N能层上只有一个电子，其余能层全充满，其电子
排布式为1s22s22p63s23p63d104s1，则W为Cu。

电负性：O跃N跃C，A选项正确。
原子半径：P跃N跃O，B选项正确。
C和O形成的CO2为含极性键的非极性分子，C选项

正确。

W为Cu，Z为O，根据晶胞的结构及小球大小，结合
均摊法可知，晶胞中含有的黑球（Cu）有4个，含有的白
球（O）有2个，形成的化合物为Cu2O，D选项错误。

6.B
提示：由图可知，淤为O，于为N，盂为Al，榆为F，虞为

Cl，愚为S。
单质的还原性：Be约Mg约Ca，A选项正确。
第一电离能：F跃N跃O，B选项错误。
非金属：Cl跃S，则简单氢化物的稳定性：HCl跃H2S，C

选项正确。

黑球（AlF63-）的个数=8伊 18 +6伊 12 越4，白球（Na+）的个

数=12伊 14 +9越12，则晶体密度越 4伊（27+19伊6+3伊23）
（a伊10-8）3伊6.02伊1023 g/cm3=

4伊210
（a伊10-8）3伊6.02伊1023 g/cm3，D选项正确。

二尧不定项选择题
7.BC
提示：由原子序数和常见化合价可以判断A、B、C、D、

E分别为O、Na、Al、P、S。
31P和33P属于P的两种不同的核素，A选项错误。
A（O）和B（Na）形成的Na2O2中含有—O—O—共价

键，D选项错误。
8.AC
提示：根据两种晶体的结构，在灶位于源个杂形成的四

面体的内部，杂位于源个在灶形成的四面体的内部，则纤锌
矿型晶体结构中杂圆原的配位数为源，闪锌矿型晶体结构中
杂圆原的配位数也为源，粤选项正确。

根据粤原子的坐标可知，底面左上角杂原子为原点，
晶胞棱长为单位员，月原子位于面对角线上，坐标为（0.5，
员，0.5）；由D原子的坐标参数可知悦原子位于体对线上，
且与后平面的垂直距离为0.25，则坐标为（0.75，0.25，
0.75），月选项错误。

纤锌矿型晶胞中硫原子在顶点、面心和内部，硫原

子的个数越员圆伊 16 垣圆伊 12 垣猿越远，在灶位于棱上和内部，在灶
的原子个数越远伊 13 垣源越远，则该晶胞的质量为 97伊6

NA
g。该

晶胞底面为正六边形，则体积为 3 3姨2 a2c伊10-21cm3。该

晶体的密度籽= 6伊97伊1021

3 3姨2 a2cNA
g/cm3，悦选项正确。

基态在灶的价层电子排布式为猿凿员园源泽圆，失去圆个电子，
得到在灶圆垣，则在灶圆垣的价层电子排布式为猿凿员园，阅选项错误。

9.CD
提示院M在地壳中的含量居第四位，则 M为 Fe。XY

和 XY2为两种无刺激性气味的气体，结合原子序数可
知，分别为 CO和 CO2，则 X为 C，Y为 O。W、X、Y、Z、M
位于前四周期且原子序数依次增大，则 W为 H，Z的原
子序数越26-1-6越19，推知 Z为 K。进一步可知该化合物
的化学式为 运猿［云藻（悦圆韵源）猿］·猿匀圆韵。远园园益所得固体为
Z2XY3（K2CO3）和氧化物 Q。根据 运猿［云藻（悦圆韵源）猿］·猿匀圆韵耀
32 运圆悦韵猿耀云藻韵曾，结合 远园园益时，剩余固体质量为 圆苑怨早，
有：32 伊（猿怨伊圆垣员圆垣猿伊员远）垣（缘远垣员远曾）越圆苑怨，解得 曾越员，则
云藻韵曾为 云藻韵，即 匝为 云藻韵，悦选项错误。

运猿［云藻（悦圆韵源）猿］·猿匀圆韵中 云藻猿垣的价层电子排布式为3d5，
未成对电子数为 5，D选项错误。

三尧填空题

10.（员）酝早 2s 2p

（圆）垣 52 或- 52 ［粤则］猿凿5源泽圆
（猿）韵 正四面体 泽责猿 滓
（源）晕匀猿 晕跃韵跃悦
（缘）泽责猿、泽责圆 易溶于水
提示院（员）根据元素周期表对角线规则，相邻主族元

素之间，左上与右下相邻周期的两种元素化学性质最相

似，则与 蕴蚤化学性质最相似的应是第三周期第域粤族
的 酝早。
（圆）酝灶元素位于第四周期第喻月族，其基态原子核

外电子排布式为［Ar］猿凿缘源泽圆，只有 猿凿能级上有半满的原
子轨道，五个轨道中电子自旋方向相同，所以价层电子

自旋磁量子数代数和应为 缘伊（垣 12）=+ 52 或者 缘伊（- 12）
=- 52 。
（猿）孕韵源猿-中 孕原子有 源个 滓键，孤电子对数为 12 伊

（5+3-圆伊源）越园，其价层电子对数为 源，孕韵源猿-的空间结构为
正四面体形，中心原子 孕的杂化轨道类型为 泽责猿，其与 韵
的 圆责轨道形成 滓键。
（源）晕匀猿分子间可以形成氢键，使得分子的沸点较

高，更易液化。

（缘）抗坏血酸分子中形成单键的碳原子为 泽责猿杂化，
形成双键的碳原子为 泽责圆杂化。员 个抗坏血酸分子中含
有 源个羟基，其可以与水形成分子间氢键，推知抗坏血
酸易溶于水。

11.（员）淤猿凿远 于H2O 中 O 有 2 个孤电子对，SO42-

中 S 无孤电子对，二者的价层电子对数均为 4，因孤
电子对对键合电子对有较大的斥力，使匀—韵—匀 键
角小于 杂韵源圆-中 韵—杂—韵 键角 盂配位键 氢键

（圆）淤远 于 480
NA伊（a伊10-7）3

（3）FeS2燃烧放热为 FeSO4·H2O 分解提供能量，反
应产物是铁精粉和硫酸的原料

提示院（员）淤云藻 的核外电子排布式为［粤则］猿凿远源泽圆，
则 云藻圆垣的价层电子排布式为 猿凿远。

于匀圆韵中的 韵、杂韵源圆-中的 杂均为 泽责猿杂化，价层电子
对数均为 4，匀圆韵 中 韵 含有 圆 个孤电子对，杂韵源圆-中 杂 无
孤电子对，孤电子对与成键电子对之间的斥力比成键

电子对之间的斥力大，使 匀—韵—匀键角小于 杂韵源圆-中
韵—杂—韵键角。
（圆）于根据均摊法可知，员 个晶胞中含有的 云藻圆垣个

数越愿伊 18 垣远伊 12 越源，杂圆圆-的个数为 源，即含有 源个 云藻杂圆，该晶体

的密度 籽越 m
V 越 4伊120

NA伊（a伊10-7）3 早/糟皂猿越 480
NA伊（a伊10-7）3 早/糟皂猿。

12.（1）3d7 （2）哑铃形 （3）C

（源）淤N
H

H
H

于约 晕匀猿中晕有员个孤电子对，［悦燥（晕匀猿）远］圆垣中晕不含
孤电子对，二者价层电子对数均为源，孤电子对和成键电
子对之间的排斥力大于成键电子对之间的排斥力，则键

角：晕匀猿约［悦燥（晕匀猿）远］圆垣

盂 4M
NA伊a3

（缘）淤［悦燥（晕匀猿）远］圆垣 于约
提示：（员）基态悦燥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式为［粤则］猿凿苑源泽圆，

失去源泽轨道上的圆个电子后，形成悦燥圆垣，其价层电子排布
式为猿凿苑。
（4）于晕匀猿中晕价层电子对数为源，含有员个孤电子对，

［悦燥（晕匀猿）远］圆垣中晕和悦燥之间存在配位键，则晕的价层电子
对数是源，没有孤电子对，晕原子和其他源个原子形成四
面体结构，因孤电子对和成键电子对之间的排斥力大于

成键电子对之间的排斥力，导致键角：晕匀猿约［悦燥（晕匀猿）远］圆垣。
（缘）淤在空气中久置后，悦燥悦造圆溶液无明显变化，而

［悦燥（晕匀猿）远］圆垣会被氧化为［悦燥（晕匀猿）远］猿垣，说明［悦燥（晕匀猿）远］圆垣

比悦燥圆垣会更容易被氧化，则［悦燥（晕匀猿）远］圆垣的还原性更强。
于由题给方程得：
悦燥圆垣垣［悦燥（晕匀猿）远］猿垣 ［悦燥（晕匀猿）远］圆垣垣悦燥猿垣 运越运1

运2
由悦燥悦造圆溶液无明显变化可知，悦燥圆垣寅悦燥猿垣不能自发

进行，［悦燥（晕匀猿）远］圆垣还原性强，易被氧化为［悦燥（晕匀猿）远］猿垣，
［悦燥（晕匀猿）远］3 +寅［悦燥（晕匀猿）远］2垣不能自发进行，此时驻H -
T驻S跃0，运约员，则运1

运2
约员，即运1约运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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