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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上海市自２００９年开始实行新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已取代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起沿
袭多年的会考制度。学业水平测试是对高中阶段学习的一种总结，目的在于检验高中阶段有
关学科的学业目标是否实现。各科目考试内容，以市教委颁布的“上海市普通中小学各学科课
程标准”中的高中标准为依据，并限定在普通高中基础型课程内容范围之内，体现了学科教学
的基本要求。学业水平测试是深化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且重要性还在日益显
现，值得作为招生单位的高校和作为应试者的高中学子们重视。

为了呼应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的正确改革方向，帮助学生牢固掌握基础知识和
基本技能，更好地掌握学科学习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我们组织了一批来自南洋模范中学、第三
女子中学、复旦中学等实验性示范性学校的一线优秀高级／骨干教师，有针对性地精心编写了
这套“交大之星———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丛书”（分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地理、生命
科学、信息技术七个分册）。

本丛书化学分册的每一章均由考点解读、真题解析和仿真练习三部分构成。编者不满足
于简单地将课本的知识点罗列出来，而是按照考纲要求将考点进行了必要的、提纲挈领的统
整，使知识点有机的组合，形成考点图解。在筛选真题的时候，以上海市的学业水平考真题、各
区模拟题为主，同时加入了少量经典高考题。我们充分考虑到化学学科的特点，对最近几年的
考题进行剖析，以期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仿真练习部分，旨在使读者通过有针对性的练习，
加深对课本知识点的理解。最后安排了五套模拟测试，以使读者在应试前有机会全面检验自
己的实战能力，做好最后的查漏补缺。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编者将多年以来的一线教学经验贯穿其中，以期使学生提高复习效
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水平有限，加上时间紧迫，本书定有不少不足之处，在此恳请读
者不吝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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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物质的微观世界

第一节　原子结构

考点图解

原子 —

→ →古代学者对物质构成的认知
原子结构的
若干模型

—

→ 德谟克利特的古典原子论

→ 道尔顿的近代原子论

→ 汤姆逊的葡萄干面包模型

→ 卢瑟福的行星模型

→
原子
结构

—

→ 原子核 —
→ 质子 —

→ 中子 —
—
→ 同位素 →

元素的平均相对
原子质量

→ 质量数

→ 核外电子 →
核外电子
排布规律 →

核外电子排布
的表示方法

—
→ 电子式 ←

→
结构示
意图 ←

— 离子

真题解析
【例１】（上海市学业水平考）放射性同位素１３１

５３Ｉ，其左上角数字“１３１”表示

Ａ．质量数 Ｂ．中子数

Ｃ．质子数 Ｄ．电子数
【思维解析】原子核外有５３个电子，核内有５３个质子，质量数为１３１。质量数标示在左

上角。

答案　Ａ
【例２】（上海高考）氯元素在自然界有３５　Ｃｌ和３７　Ｃｌ两种同位素，在计算式３４．９６９×７５．７７％＋

３６．９６６×２４．２３％ ＝３５．４５３中

Ａ．７５．７７％表示３５　Ｃｌ的质量分数 Ｂ．２４．２３％表示３５　Ｃｌ的丰度

Ｃ．３５．４５３表示氯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 Ｄ．３６．９６６表示３７　Ｃｌ的质量数
【思维解析】本题考察同位素相对原子质量的计算方法和元素丰度及质量数的理解。３４．９６９

和７５．７７％分别表示３５　Ｃｌ的质量数和丰度；３６．９６６和２４．２３％分别表示３７　Ｃｌ和质量数和丰度。

答案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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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３】（全国高考）Ｘ和Ｙ属短周期元素，Ｘ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是次外层电子数的一半，Ｙ
位于Ｘ的前一周期，且最外层上只有一个电子，则Ｘ和Ｙ形成的化合物的化学式可表示为

Ａ．ＸＹ　 Ｂ．ＸＹ２ Ｃ．ＸＹ３ Ｄ．Ｘ２Ｙ３
【思维解析】根据题意，因“Ｘ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是次外层电子数的一半”，故Ｘ可能为Ｌｉ或

Ｓｉ，又“Ｙ位于Ｘ的前一周期，且最外层上只有一个电子”，故若Ｘ为Ｌｉ，则Ｙ为 Ｈ；若Ｘ为Ｓｉ，则Ｙ
为Ｌｉ。

答案　Ａ
【例４】（普通高校春季招生考）某元素一种同位素的原子的质子数为ｍ，中子数为ｎ，则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

Ａ．不能由此确定该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

Ｂ．这种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为（ｍ＋ｎ）

Ｃ．若碳原子质量为ｗｇ，此原子的质量为（ｍ＋ｎ）ｗｇ
Ｄ．核内中子的总质量小于质子的总质量
【思维解析】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是各同位素相对原子质量的平均值，所以 Ａ正确，Ｂ不正

确。由相对原子质量的概念，若设该核素一个原子的质量为ｘ，用该核素的质量数代替核素的相对

原子质量时，方有 ｘ
ｗ
１２

＝ｍ＋ｎ，即ｘ＝
（ｍ＋ｎ）ｗ
１２

，所以Ｃ不正确。在原子核内，一个中子的质量

比一个质子的质量略大，但核内的质子数和中子数无法确定，因此Ｄ不正确。分清相对原子质量、

质量数的有关概念，切不可用核素的相对原子质量代替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

答案　Ａ

仿真练习

一、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１．不同元素的原子（包括离子）

Ａ．质子数一定不等 Ｂ．中子数一定不等

Ｃ．质量数一定不等 Ｄ．核外电子数一定不等

２．下列关于电子运动的描述中，不正确的是

Ａ．核外电子绕核作高速的圆周运动 Ｂ．核外电子运动没有确定的轨迹

Ｃ．电子的质量小，运动的空间也很小 Ｄ．核外电子的运动速度接近光速

３．下列微粒中，中子数和质子数相等的是

①１８　Ｏ；②１２　Ｃ；③２６　Ｍｇ；④４０　Ｋ；⑤４０　Ｃａ。

Ａ．①② Ｂ．②⑤ Ｃ．只有④ Ｄ．③④
４．下列各组微粒具有相同质子数和电子数的是

Ａ．ＯＨ－和ＮＨ＋
４ Ｂ．Ｈ２Ｏ和ＮＨ－

２ Ｃ．Ｆ－和ＯＨ－ Ｄ．Ｏ２－和ＮＨ＋
４

５．氢元素有三种同位素，则它们形成的双原子分子有

Ａ．３种 Ｂ．４种 Ｃ．５种 Ｄ．６种

６．电子云示意图上的小黑点表示

Ａ．每个小黑点表示一个电子 Ｂ．电子出现的固定位置

Ｃ．电子距核的远近 Ｄ．小黑点的疏密表示电子出现机会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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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下列有关原子结构的说法，正确的是

Ａ．稀有气体元素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都是８
Ｂ．非金属元素的最外层电子数都大于３
Ｃ．金属元素的最外层电子数都小于４
Ｄ．氢原子的电子云是球形对称的

８．某元素Ｂ的核电荷数为Ｚ。已知Ｂｎ－与Ａｍ＋的核外具有相同的电子层结构，则Ａ元素的原
子序数用Ｚ、ｎ、ｍ来表示，应为

Ａ．Ｚ＋ｎ－ｍ　 Ｂ．Ｚ－ｎ＋ｍ　 Ｃ．Ｚ－ｎ－ｍ　 Ｄ．Ｚ＋ｍ＋ｎ
９．下列微粒：①质子；②中子；③电子，在所有原子中均含有的微粒是

Ａ．①②③ Ｂ．仅① Ｃ．①和③ Ｄ．①和②
１０．几种微粒具有相同的核电荷数，则可说明

Ａ．可能属于同一种元素 Ｂ．一定是同一种元素

Ｃ．彼此之间一定是同位素 Ｄ．核外电子个数一定相等

１１．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Ａ．在多电子的原子里，能量高的电子通常在离核近的区域内活动

Ｂ．核外电子总是先排在能量低的电子层上，例如只有排满了 Ｍ层后才排Ｎ层

Ｃ．两种微粒，若核外电子排布完全相同，则其化学性质一定相同

Ｄ．微粒的最外层只能是８个电子才稳定

１２．下列具有相同电子层数的一组原子是

Ａ．Ｈ、Ｈｅ、Ｌｉ　 Ｂ．Ｌｉ、Ｎａ、Ｋ　 Ｃ．Ｎａ、Ｓｉ、Ａｒ　 Ｄ．Ｏ、Ｓ、Ｃｌ
１３．在原子中对于第ｎ电子层，若它作为原子的最外层，则容纳的电子数最多与（ｎ－１）层的相

同；当它作为次外层，则其容纳的电子数比（ｎ＋１）层上电子数最多能多１０个，则第ｎ层为

Ａ．Ｌ层 Ｂ．Ｍ层 Ｃ．Ｎ层 Ｄ．任意层

１４．从某微粒的结构示意图反映出

Ａ．质子数和中子数 Ｂ．中子数和电子数

Ｃ．核电荷数和核外电子层排布的电子数 Ｄ．质量数和核外电子层排布的电子数

１５．某微粒的核外电子的数目分别为：Ｋ层２个，Ｌ层８个，Ｍ层８个，该微粒一定是

Ａ．氢原子 Ｂ．钾离子 Ｃ．氯离子 Ｄ．无法确定

１６．Ｒ元素的原子，其次外层的电子数为最外层电子数的２倍，则Ｒ是

Ａ．Ｃ　 Ｂ．Ｂｅ　 Ｃ．Ｓｉ　 Ｄ．Ｓ
１７．某元素Ｒ原子的核外电子数等于核内中子数，该元素的单质２．８ｇ与氧气充分反应，可得

到６ｇ化合物ＲＯ２，则该元素的原子

Ａ．具有四层电子 Ｂ．具有二层电子

Ｃ．最外层电子数为５ Ｄ．最外层电子数为４
１８．Ｘ、Ｙ两种元素的原子的质子数之和为２０，两元素形成的化合物在水溶液中能电离出电子

层结构相同的阴阳离子，则Ｘ、Ｙ形成的化合物是

Ａ．ＭｇＦ２ Ｂ．ＮａＦ　 Ｃ．ＬｉＣｌ　 Ｄ．Ｎａ２Ｏ
１９．元素Ｘ的原子，其Ｍ层与Ｋ层电子数相同；元素Ｙ的原子，其Ｌ层上有５个电子。Ｘ和Ｙ

所形成的稳定化合物的式量为

Ａ．１００ Ｂ．９０ Ｃ．８８ Ｄ．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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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Ｘ、Ｙ、Ｚ三种元素的原子，其核外电子排布分别为：Ｘ最外层有一个电子，Ｙ有三个电子
层，最外层电子数比次外层的少１，Ｚ的最外层电子数是次外层的３倍。由这三种元素组成的化合
物的化学式可能是

Ａ．ＸＹＺ２ Ｂ．ＸＹＺ３ Ｃ．Ｘ２ＹＺ２ Ｄ．Ｘ３ＹＺ３
２１．某元素构成的双原子单质分子有三种，其式量分别为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２。在天然单质中，此三

种单质的物质的量之比为１∶１∶１，由此推断以下结论中，正确的是

Ａ．此元素有三种同位素

Ｂ．其中一种同位素质量数为８０

Ｃ．其中质量数为７９的同位素原子占原子总数的１３
Ｄ．此元素的单质的平均式量为１６０

２２．原子序数为４７的银元素有两种同位素，它们的原子百分比近似相等。已知银元素的近似
相对原子质量为１０８，则每种同位素原子里的中子数分别为

Ａ．１１０和１０６ Ｂ．５７和６３ Ｃ．５３和７３ Ｄ．６０和６２
２３．阴离子Ｘｎ－含中子Ｎ 个，Ｘ的质量数为Ａ，则ｍｇ　Ｘ元素的气态氢化物中含质子的物质的

量是

Ａ．ＡＭ
（ｎ－Ｎ）ｍｏｌ　 Ｂ． ｍ

Ａ＋Ｎ
（ｎ＋Ｎ）ｍｏｌ

Ｃ． ｍＡ＋ｎ
（Ａ－Ｎ＋ｎ）ｍｏｌ　 Ｄ． Ａ

ｍ＋Ｎ
（ｍ＋ｎ）ｍｏｌ

二、简答题

第２４题

２４．α粒子散射实验，是原子核式结构假说提出的实验基
础。请观察该实验装置的俯视图（如图所示），并回答下列问题：

（１）α粒子的主要构成微粒是　　　　　，该微粒的结构示
意图是　　　　　　　　。

（２）该实验的结论中，有一些关键性的数量词：“绝大多数”、
“个别”、“极少数”，请将上述三个数量词填写在右图中的恰当位
置，以反映到达这里的α粒子的数量特点。

（３）该实验的现象说明了　　　　。

①葡萄干面包原子模型的理论是有错误的；②原子中绝大
部分是空的；③原子存在着很小的带正电荷的核。

ａ．①②③ ｂ．②③ ｃ．①③ ｄ．①②
（４）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证明原子的可分性和具有更复杂的结构的重要科学发现和现象是

　　　　　　　　　、　　　　　　　　　。

２５．Ａ、Ｂ、Ｃ、Ｄ四种元素，Ａ单质在Ｂ单质中燃烧发出苍白色火焰，Ｃ单质跟Ａ、Ｄ形成的化
合物的水溶液反应生成Ａ单质，Ｃ原子与Ｂ原子的电子层相同，且最外层电子数之差为奇数，Ｄ原
子最外层电子数为Ｋ层电子数的３倍，其单质为淡黄色固体。

（１）四种元素符号为Ａ　　　　，Ｂ　　　　，Ｃ　　　　，Ｄ　　　　。
（２）离子的电子层结构相同的两种元素是　　　　，离子的结构示意图分别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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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Ａ、Ｂ、Ｃ、Ｄ原子形成的最高价氧化物的分子式分别为　　　　、　　　　、　　　　、

　　　　。

２６．Ａ、Ｂ两元素组成４核４２个电子的负二价阴离子，已知Ａ元素原子核内质子数比Ｂ元素
原子核内质子数多８个，由此可确定，该阴离子的化学式是　　　　　　　。

２７．有Ａ、Ｂ、Ｃ、Ｄ、Ｅ五种微粒：

①Ａ微粒核内有１４个中子，核外 Ｍ电子层上有２个电子；②Ｂ微粒得到２个电子后，其电子
层结构与Ｎｅ相同；③Ｃ微粒带有一个单位的正电荷，核电荷数为１１；④Ｄ微粒核外有１８个电子，

当失去１个电子时呈电中性；⑤Ｅ微粒不带电，其质量数为１。

试回答下列问题：
（１）依次写出 Ａ、Ｂ、Ｃ、Ｄ、Ｅ各微粒的符号　　　　、　　　　、　　　　、　　　　、

　　　　；
（２）Ｂ、Ｃ、Ｄ三种元素共同组合时所形成的物质有多种，请写出它们的化学式　　　　　　　

　　　　　。

２８．有Ａ、Ｂ、Ｃ三种２价金属，它们的相对原子质量之比为３∶５∶７，如果把７ｍｏｌ　Ａ、５ｍｏｌ　Ｂ、

３ｍｏｌ　Ｃ混合，取出均匀混合物５．３６ｇ，加入２ｍｏｌ／Ｌ　ＨＣｌ　１５０ｍＬ恰好完全反应。试求：
（１）Ａ、Ｂ、Ｃ三种金属的相对原子质量。
（２）若Ａ、Ｂ原子中质子数和中子数相等，Ｃ原子中质子数比中子数少４个，则Ａ、Ｂ、Ｃ各是

什么元素？

第二节　化 学 键

考点图解

原子趋向稳定
的途径 → 化学键 —

→ 离子键 —

→ 离子键的形成

→ 存在离子键的代表物质

→ 离子化合物

→ 用电子式表示离子键形成的物质

→ 共价键 —

→ 共价键的形成

→ 存在共价键的代表物质

→ 共价化合物

→ 用电子式和结构式表示共价键形成的物质

→ 金属键 → 存在金属键的代表物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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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键及其分类：

化学键类型 离 子 键 共 价 键 金 属 键

概念
阴、阳离子间通过静电作用
所形成的化学键

原子间通过共用电子对所
形成的化学键

金属阳离子与自由电子通过
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化学键

成键微粒 阴阳离子 原子 金属阳离子和自由电子

成键性质 静电作用 共用电子对 电性作用

形成条件
活泼金属与活泼的非金属
元素

非金属与非金属元素 金属内部

实例 ＮａＣｌ、ＭｇＯ　 ＨＣｌ、Ｈ２ＳＯ４ Ｆｅ、Ｍｇ

真题解析
【例１】（上海市学业水平考）对于ＣａＣｌ２ 中的化学键判断正确的是

Ａ．只有共价键 Ｂ．既有金属键又有共价键

Ｃ．只有离子键 Ｄ．既有离子键又有共价键
【思维解析】

首先判断这是离子化合物，由离子键构成，不要误认为两个氯原子之间有化学键，否则就得出
错误答案。

答案　Ｃ
【例２】（全国高考）ＮＡ 为阿佛加德罗常数，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Ａ．１８ｇ　Ｈ２Ｏ中含有的质子数为１０　ＮＡ

Ｂ．１２ｇ金刚石中含有的共价键数为４　ＮＡ

Ｃ．４６ｇ　ＮＯ２ 和Ｎ２Ｏ４ 混合气体中含有原子总数为３　ＮＡ

Ｄ．１ｍｏｌ　Ｎａ与足量Ｏ２ 反应，生成Ｎａ２Ｏ和Ｎａ２Ｏ２ 的混合物，钠失去ＮＡ 个电子
【思维解析】一个水分子中有１０个质子，１８ｇ　Ｈ２Ｏ是１ｍｏｌ，所以Ａ正确。金刚石中一个碳原

子形成４条共价键，而每条共价键被两个碳原子拥有，因此一个碳原子对每条共价键的“拥有权”为

０．５，因此一个碳原子有两条共价键，１２ｇ金刚石为１ｍｏｌ，因此含有共价键为２ｍｏｌ，所以Ｂ错误。

ＮＯ２ 和Ｎ２Ｏ４ 的最简式相同，因此只要质量相同，其所含原子个数也相同，Ｃ正确。钠与氧气反应

时，无论生成物是Ｎａ２Ｏ还是Ｎａ２Ｏ２，Ｎａ均为＋１价，因此１ｍｏｌ　Ｎａ参加反应时失去的电子数为

１　ＮＡ，Ｄ正确。

答案　Ｂ
【例３】（江苏省高考）下列有关化学用语表示正确的是

Ａ．Ｎ２ 的电子式：ＮＮ

Ｂ．Ｓ２－的结构示意图：

Ｃ．质子数为５３，中子数为７８的碘原子：１３１５３Ｉ

Ｄ．邻羟基苯甲酸的结构简式：ＯＨＣＯＯＨ
【思维解析】Ｎ原子最外层为５个电子，Ｎ２ 的电子式为··ＮＮ··，Ａ错误。Ｓ２－的最外层为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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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电子，结构示意图为： ，Ｂ错误。根据质量数＝中子数＋质子数，碘原子的质量数为５３＋

７８＝１３１，Ｃ正确。 帨帨
師師
師師邻羟基苯甲酸的结构简式为


ＯＨ

ＣＯＯＨ ，Ｄ错误。

答案　Ｃ

仿真练习

一、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１．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Ａ．正负电荷间的相互作用就是化学键

Ｂ．相邻的两个或多个原子间的相互作用叫化学键

Ｃ．相邻的两个或多个原子间强烈的相互作用叫做化学键

Ｄ．阴阳离子间的相互吸引是离子键

２．下列性质中，可以证明某化合物中一定含有离子键的是

Ａ．熔融状态能导电 Ｂ．具有较高的熔点

Ｃ．可溶于水 Ｄ．溶于水能导电

３．下列物质中，属于共价化合物的是

Ａ．Ｎａ２Ｓ　 Ｂ．ＮＨ４ＮＯ３ Ｃ．Ｈ２ＳＯ４ Ｄ．ＣＳ２
４．下列电子式中，正确的是

Ａ．··Ｎ·
·
·
·
·
·Ｎ·

· Ｂ．Ｈ·
·Ｎ
Ｈ
··

··

Ｈ

·
·Ｈ　 Ｃ．Ｈ＋［··Ｏ

··

··

·
·］２－Ｈ＋ Ｄ．Ｎａ＋［··Ｃｌ

··

··

·
·］－

５．下列化合物中，既含有极性键又含有非极性键的是

Ａ．Ｎａ２Ｏ２ Ｂ．ＮＨ４Ｃｌ　 Ｃ．ＣＨ４ Ｄ．Ｈ２Ｏ２
６．下列物质中含有共价键的离子化合物是

Ａ．Ｂａ（ＯＨ）２ Ｂ．Ｈ２Ｏ２ Ｃ．Ｈ２ＳＯ４ Ｄ．ＭｇＣｌ２
７．下列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Ａ．不同的原子之间只能构成共价化合物 Ｂ．单质中不一定存在非极性键

Ｃ．非金属元素也可以组成离子化合物 Ｄ．非极性键也可能存在于离子化合物中

８．两个不同原子，通过一对共用电子而形成双原子分子，该两个原子的电子层结构为

Ａ． Ｂ．

Ｃ． Ｄ．

９．已知下列各组元素中，Ａ、Ｂ两种元素的原子序数，其中可组成ＡＢ２ 型离子化合物的是

Ａ．６和８ Ｂ．１２和１７ Ｃ．１１和８ Ｄ．１３和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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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下列能说明氯化氢是共价化合物事实的是

Ａ．氯化氢不易分解 Ｂ．液态氯化氢不导电

Ｃ．氯化氢溶于水发生电离 Ｄ．氯化氢水溶液显酸性

１１．某元素最高正价与负价绝对值之差为４，该元素的离子跟与其核外电子排布相同的离子形
成的化合物是

Ａ．Ｋ２Ｓ　 Ｂ．ＭｇＳ　 Ｃ．ＭｇＯ　 Ｄ．ＮａＦ
１２．下列变化过程中，共价键被破坏的是

Ａ．烧碱固体溶于水 Ｂ．氯化氢气体溶于水

Ｃ．二氧化碳变成干冰 Ｄ．碘溶于酒精

１３．已知氢化锂（ＬｉＨ）属于离子化合物。ＬｉＨ跟水反应可以放出氢气。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Ａ．ＬｉＨ跟水反应时的水溶液显中性

Ｂ．ＬｉＨ中氢离子可以被还原成氢气

Ｃ．ＬｉＨ在化学反应中是一种强氧化剂

Ｄ．ＬｉＨ中氢离子比锂离子的离子半径大

１４．下列分子中所有原子都满足最外层８电子结构的是

Ａ．光气（ＣＯＣｌ２） Ｂ．六氟化硫 Ｃ．二氟化氙 Ｄ．三氟化硼

１５．一定能形成离子键的是

Ａ．金属元素的单质与非金属元素的单质化合

Ｂ．只限于ⅦＡ和ⅠＡ的元素之间

Ｃ．活泼的金属元素与活泼的非金属元素相互化合

Ｄ．任意两种元素化合均可形成离子键

二、简答题

１６．现有 Ａ、Ｂ、Ｃ、Ｄ四种元素，前三种元素的离子结构都和氖原子具有相同的核外电子排

布。Ａ没有正价态的化合物；Ｂ的氢化物分子式为 Ｈ２Ｂ，０．２ｍｏｌ的Ｃ原子能从酸中置换产生

２．２４ＬＨ２（标准状况）。Ｄ的原子核中没有中子。
（１）根据以上条件，推断Ａ、Ｂ、Ｃ、Ｄ的元素名称：

Ａ　　　　　　，Ｂ　　　　　　，Ｃ　　　　　　，Ｄ　　　　　　。
（２）用电子式表示Ｃ与Ａ，Ｃ与Ｂ，Ｂ与Ｄ相互结合成化合物的过程，指出其化合物的类型及

化学键类型。

Ｃ与Ａ：　　　　　　　　　　　　　　　　，化合物类型：　　　　，化学键类型：　　　　。

Ｃ与Ｂ：　　　　　　　　　　　　　　　　，化合物类型：　　　　，化学键类型：　　　　。

Ｂ与Ｄ：　　　　　　　　　　　　　　　　，化合物类型：　　　　，化学键类型：　　　　。
（３）写出Ｃ与Ｂ所形成的化合物跟Ｄ与Ｂ所形成的化合物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１７．Ａ、Ｂ、Ｃ三种主族元素在周期表中的位置相邻，它们的原子序数依次增大。Ａ、Ｂ原子的
电子层相同，Ｂ、Ｃ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相同。已知三种元素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之和为１７，质子
数之和为３１。写出：

（１）Ａ原子的结构示意图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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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Ｂ原子的电子式为　　　　；
（３）Ｃ的元素符号为　　　　；
（４）Ａ单质的电子式为　　　　，结构式为　　　　。

１８．０．４ｇ　Ａ的单质与盐酸充分反应放出０．０２ｇ氢气，Ｂ元素的阴离子结构与氩原子相同，它
的气态氢化物水溶液是强酸。

（１）推断Ａ、Ｂ两种元素的名称及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
（２）用电子式表示Ａ、Ｂ形成化合物的过程。

１９．已知Ａ、Ｂ、Ｃ、Ｄ四种元素，都是位于元素周期表中第一、二周期的元素。Ａ与Ｃ最外层
电子数相同且都是１，Ｂ与Ｃ具有相同的电子层数，它们的最外层电子数相差６。Ｄ元素最外层电
子数是次外层电子数的３倍，试回答：

（１）Ａ、Ｂ、Ｃ、Ｄ的元素名称，元素在周期表中的位置。

（２）Ａ与Ｂ、Ｃ与Ｄ、Ａ与Ｄ所形成的化合物是以何种化学键结合，形成何种化合物类型？并
分别写出它们的电子式。

① Ａ与Ｂ：　　　　键，　　　　化合物；电子式：　　　　。

②Ｃ与Ｄ：　　　　键，　　　　化合物；电子式：　　　　。

③ Ａ与Ｄ：　　　　键，　　　　化合物；电子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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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物质的变化及规律

第一节　能的转化

考点图解

能的转化 —

→
溶解过程中
的能量变化

—

→ 溶解 —
→ 溶解的两个过程

→ 溶解与结晶 → 溶解平衡

→ 能量变化 —
→ 溶解过程中的吸热与放热

→ 溶解过程热效应的解释

→
化学反应中
的热效应

—

→ 分类 —
→ 放热反应

→ 吸热反应

→ 表示方法 → 热化学方程式 —
→ 意义

→ 书写

→
燃料的充
分利用

—
→ 燃料的充分燃烧

→ 热能的充分利用

真题解析
【例１】（福建省高中会考）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Ａ．需要加热才能发生的反应就一定是吸热反应

Ｂ．燃料的燃烧反应都是放热反应

Ｃ．化学反应的能量变化与反应物的总能量、生成物的总能量有关

Ｄ．每个化学反应都伴随着能量的变化
【思维解析】化学反应的热效应取决于反应物和生成物所具有的总能量的相对大小，反应物

具有的总能量高于产物具有的总能量时为放热反应，反之则是吸热反应，因此每个化学反应都伴
随着能量的变化。放热反应和吸热反应与发生反应的条件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反应开始时需加
热的反应可能是吸热反应，也可能是放热反应。所有的燃烧反应一定都是放热反应。

答案　Ａ
【例２】（上海市学业水平考）２ｍｏｌ氢气和１ｍｏｌ氧气化合生成２ｍｏｌ液态水，放出５７１．６ｋＪ热量。

能正确表示这一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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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２Ｈ２＋Ｏ →２ ２Ｈ２Ｏ＋５７１．６ｋＪ
Ｂ．２Ｈ２（ｇ）＋Ｏ２（ｇ →） ２Ｈ２Ｏ（ｇ）＋５７１．６ｋＪ
Ｃ．２Ｈ２（ｇ）＋Ｏ２（ｇ →） ２Ｈ２Ｏ（ｌ）＋５７１．６ｋＪ
Ｄ．２Ｈ２（ｇ）＋Ｏ２（ｇ →） ２Ｈ２Ｏ（ｌ）－５７１．６ｋＪ
【思维解析】本题考查了热化学方程式的书写。热化学方程式是表明反应所放出或吸收的热

量的化学方程式。它不仅表明了化学反应中的物质变化，也表明了能量变化；书写上必须包含反
应物产物及状态。而热化学方程式的系数仅表示为物质的量。因此，根据已知条件正确的热化学
方程式是２Ｈ２（ｇ）＋Ｏ２（ｇ →） ２Ｈ２Ｏ（ｌ）＋５７１．６ｋＪ。

答案　Ｃ
【例３】（北京市普通高中会考）下列反应中，属于吸热反应的是

Ａ．钠与水反应 Ｂ．氢气在氯气中燃烧

Ｃ．氢氧化钠溶液与盐酸反应 Ｄ．氢氧化钡晶体与氯化铵晶体反应
【思维解析】本题检测了高中常见的吸热反应和放热反应的种类。常见的放热反应有：金属与

酸的反应，可燃物的燃烧，酸碱中和反应及大多数的化合反应。常见的吸热反应有：某些加热分解
的反应，用碳、氢气、一氧化碳还原金属氧化物的反应和氢氧化钡晶体与氯化铵固体的反应。

答案　Ｄ

例４（ａ）

【例４】已知：Ｈ２（ｇ）＋Ｆ２（ｇ →） ２ＨＦ（ｇ）＋２７０ｋＪ，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Ａ．ＨＦ分解生成 Ｈ２ 和Ｆ２ 的反应是放热反应

Ｂ．１ｍｏｌ　Ｈ２ 与１ｍｏｌ　Ｆ２ 反应生成２ｍｏｌ液态 ＨＦ放出的热量
小于２７０ｋＪ

Ｃ．在相同条件下，１ｍｏｌ　Ｈ２ 与１ｍｏｌ　Ｆ２ 的能量总和大于

２ｍｏｌ　ＨＦ气体的能量

例４（ｂ）

Ｄ．该反应中的能量变化可用图（ａ）来表示
【思维解析】由热化学方程式可知 Ｈ２ 和Ｆ２ 反应生成 ＨＦ是放

热反应，则 ＨＦ分解生成 Ｈ２ 和Ｆ２ 为吸热反应，故 Ａ错误。ＨＦ（ｇ）

转变为 ＨＦ（ｌ）要放热，则１ｍｏｌ　Ｈ２ 与１ｍｏｌ　Ｆ２ 反应生成２ｍｏｌ液态

ＨＦ，放出的热量大于２７０ｋＪ，故Ｂ错误。该反应为放热反应，则反
应物的总能量高于生成物的总能量，Ｃ正确。该反应中能量变化的
图示应如图（ｂ）所示。

答案　Ｃ
【例５】（常州市学业水平测试调研）从手册上查得：Ｈ—Ｈ、Ｃｌ—Ｃｌ和 Ｈ—Ｃｌ的键能分别为

４３６ｋＪ／ｍｏｌ、２４３ｋＪ／ｍｏｌ和４３１ｋＪ／ｍｏｌ，请用以上数据计算判断，由 Ｈ２ 与Ｃｌ２ 反应生成２ｍｏｌ　ＨＣｌ
时的热效应是

Ａ．放热１８３ｋＪ／ｍｏｌ　 Ｂ．放热９１．５ｋＪ／ｍｏｌ　 Ｃ．吸热１８３ｋＪ／ｍｏｌ　Ｄ．吸热９１．５ｋＪ／ｍｏｌ
【思维解析】化学键的键能是指气态原子形成（或破坏）１ｍｏｌ共价单键所释放（或吸收）的能

量。当氢气与氯气反应生成２ｍｏｌ氯化氢时，要先破坏１ｍｏｌ的 Ｈ—Ｈ键和１ｍｏｌ的Ｃｌ—Ｃｌ键，此
过程是需要吸收６７９ｋＪ的能量；继而形成２ｍｏｌ的 Ｈ—Ｃｌ键，此过程对外释放８６２ｋＪ的能量。根

据能量守恒，释放的能量大于吸收的能量，该反应最终将对外将放出１８３ｋＪ的能量。

答案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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