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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根据上海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化学学科要求而编写，紧密配合《高中化学学科教
学基本要求》及《化学学科教学基本要求补充说明》两书内容。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
分为课程内容复习，共有６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知识梳理、典型例题和习题与自我测试卷
三个方面。第二部分为６套模拟试卷。第三部分是所有练习和模拟试卷的参考答案，以便
读者练习后检验。本书可供上海市高中学生参加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复习时参考。



编写说明

　　上海市的课程教学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在“多元诉求、减负增效、速效

优质”的呼唤下，高中教学正逐步从“专业对话”转变为“有效教学”，“关注学生的全

面发展，关注学生的学习方式，关注学生的智能类型和生活经验，关注学生的处境

和感受”则成为强调和评价教学有效性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教学评估作为检验改

革是否取得成效的关键环节之一，已然成为社会的焦点，于是，学业水平考试应运

而生。

本书即为了方便高二学生参加化学学科学业水平考试复习训练而编写。本书

围绕化学课程标准，力图体现化学学习的知识、能力、态度、情感和价值观要求，强

调“精练、精析、精确”，在试题编写过程中，充分注意到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

法等方面的整合；紧扣近年命题的题型，以考试内容为主线，对一些重点、难点以及

解题方法作了较为全面的指导并配有一定的练习，试图基本覆盖本学科考试说明

涵盖的所有知识点和能力要求。

本丛书编写组成员均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外国

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复兴高级中学、杨浦高级中学等名校从事多年化学教学一

线工作的骨干教师和专家。本书编者具有丰富的化学教学经验，这保证了试题编

制的质量和指导性，尤其对同学节约时间、少走弯路、提高复习效率有直接帮助。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不少热心专家的指导和关心，在此表示谢意。

限于编者水平和时间，书中难免有不足或瑕疵，还请诸位读者不吝赐教。

本书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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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物质的微观世界及化学基本概念

第一节　原 子 结 构

【知识梳理】

１．原子核
（１）原子的组成及各微粒间的关系
Ａ
ＺＸ的含义：代表一个质量数为Ａ，质子数为Ｚ，中子数为（Ａ－Ｚ）的原子。
质量数（Ａ）＝ 质子数（Ｚ）＋中子数（Ｎ）。
质子数＝核电荷数＝核外电子数＝原子序数。

原子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从空间体积看原子核只占原子体积的几千亿分之一。原子
核的体积虽小，但原子的质量几乎全集中在原子核上。质子和中子的相对质量都近似为１，电子
的质量很小，仅约为质子质量的１／１　８３６。

（２）人类对原子结构认识的发展

→ →古代朴素的原子观 英国科学家道尔顿的近代原子学说 英国科学家汤姆生的葡萄干面包

→ →原子模型 英国科学家卢瑟福的行星原子模型 玻尔假设。
（３）同位素
具有相同质子数而中子数不同的同一元素的各种原子互称同位素。例如：Ｈ，Ｄ，Ｔ。
（４）元素的平均相对原子质量

① 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
一个原子的质量

１个１２Ｃ原子质量的１１２

。

② 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按各种天然同位素在该元素中原子个数百分数计算求得的平均相
对原子质量。

Ａｒ＝Ａ１·ｘ１＋Ａ２·ｘ２＋…＋Ａｎ·ｘｎ

其中：Ａ１，…，Ａｎ 是各种同位素的相对原子质量；ｘ１，…，ｘｎ 是指各种同位素的天然原子
百分比。若Ａ１，…，Ａｎ 是各种同位素的质量数，则计算的是近似相对原子质量，而它是最
常用的。

２．原子核外电子排布规律
（１）电子运动的特征：高速，空间小，无确定轨迹。
描述方式：电子云。
（２）分层排布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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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Ｋ　Ｌ　Ｍ　Ｎ　Ｏ　Ｐ　Ｑ…
层序：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
…

电子离核渐远，能量逐渐升高
（３）排布规律

① 每层最多容纳２ｎ２ 个电子（ｎ表示第几层）。

② 最外电子层不能超过８个，次外层不能超过１８个，倒数第三层不能超过３２个。

③ 遵循能量最低原理：电子首先排满能量低的电子层，然后再排能量高的电子层。即先排
满Ｋ层，再排Ｌ层，再排 Ｍ层等。

以上三条规律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必须同时满足。

３．核外电子排布的表示方法
（１）１～１８号元素原子（简单离子）结构示意图。
（２）电子式的含义及书写。
（３）简单离子、氢氧根离子和铵根离子的电子式。

【典型例题】

例１．１３６Ｃ　ＮＭＲ（核磁共振）可以用于碳化合物的结构分析，１３６Ｃ表示的碳原子（　　）。

Ａ．核外有１３个电子，其中６个能参与成键

Ｂ．核内有６个质子，核外有７个电子

Ｃ．质量数为１３，原子序数为６，核内有７个质子

Ｄ．质量数为１３，原子序数为６，核内有７个中子
解析：１３６Ｃ是１２６Ｃ的一种同位素，同位素之间的化学性质几乎完全相似。１３６Ｃ的含义是表示质

子数是６，质量数为１３的一个碳原子，其中子数为７，核外有６个电子，其中最外层的４个电子为
价电子，这４个电子都可参与成键。综上所述，只有Ｄ项正确。答案：Ｄ。

例２．在第ｎ电子层中，当它作为原子的最外电子层时，容纳电子数最多与（ｎ－１）层相同；当
它作为原子的次外层时，其电子数比（ｎ＋１）层最多时还多１０个，则此电子层是（　　）。

Ａ．Ｋ层 Ｂ．Ｌ层 Ｃ．Ｍ层 Ｄ．Ｎ层
解析：ｎ作为最外层时，最多只能容纳８个电子，所以（ｎ－１）层电子数应为８个，即Ｌ层；ｎ为次外

层时，则第（ｎ＋１）层为最外层，故次外层容纳的电子数为８＋１０＝１８，进一步证明ｎ层为Ｍ层。答案：Ｃ。
例３．金属钛对人体体液无毒且有惰性，能与肌肉和骨骼生长在一起，有“生物金属”之称。

下列有关４８２２Ｔｉ和５０２２Ｔｉ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４８２２Ｔｉ和５０２２Ｔｉ的质量数相同，互称为同位素
Ｂ．４８２２Ｔｉ和５０２２Ｔｉ的质子数相同，互称为同位素
Ｃ．４８２２Ｔｉ和５０２２Ｔｉ的质子数相同，是同一种核素
Ｄ．４８２２Ｔｉ和５０２２Ｔｉ核外电子数相同，中子数不同，不能互称为同位素
解析：同位素的质子数和电子数相等，核外电子排布相同，中子数和质量数不相等。４８２２Ｔｉ和

５０
２２Ｔｉ的质子数均为２２，中子数分别为２６和２８。答案：Ｂ。

【习题 1—1】

１．据科学家预测，月球的土壤中吸附着数百万吨的３　Ｈｅ，每百吨３　Ｈｅ核聚变所释放出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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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目前人类一年消耗的能量。在地球上，氦元素主要以４　Ｈｅ的形式存在。下列说法中正确

的是（　　）。

Ａ．４　Ｈｅ原子核内含有４个质子

Ｂ．３　Ｈｅ和４　Ｈｅ互为同位素

Ｃ．３　Ｈｅ原子核内含有３个中子

Ｄ．４　Ｈｅ的最外层电子数为２，故４　Ｈｅ具有较强的金属性

２．下列各项表达中不正确的是（　　）。

Ａ．Ｈ２Ｏ的分子模型示意图： Ｂ．氢氧化钠的电子式：Ｎａ＋［Ｏ


Ｈ］－

Ｃ．氯化铵的电子式：［ＨＮ
Ｈ


Ｈ
Ｈ］＋［Ｃｌ］－ Ｄ．Ｆ—的结构示意图：

３．原子核内有６个质子和６个中子的碳原子的质量是１．９９３×１０－２６　ｋｇ，某种原子的质量是

９．２８８×１０－２６　ｋｇ，则该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是（　　）。

Ａ．９．２８８／１．９９３ Ｂ．１．９９３×１２／９．２８８
Ｃ．１２×９．２８８／１．９９３ Ｄ．９．２８８×１２／１．９９３
４．Ｒｎ＋离子有ｍ个电子，它的质量数为Ａ，则原子核内的中子数为（　　）。

Ａ．ｍ＋ｎ　 Ｂ．Ａ－ｍ＋ｎ　 Ｃ．Ａ－ｍ－ｎ　 Ｄ．Ａ＋ｍ－ｎ
５．已知氯元素有３５Ｃｌ和３７Ｃｌ两种核素，氢元素有Ｈ，Ｄ和Ｔ三种核素，则它们所形成的氯化

氢分子共有（　　）。

Ａ．３种 Ｂ．６种 Ｃ．９种 Ｄ．１２种

６．已知ａＡｍ＋与ｂＢｎ－具有相同的核外电子排布，则下列关系中正确的是（　　）。

Ａ．ａ＝ｂ＋ｍ＋ｎ　 Ｂ．ａ＝ｂ－ｍ＋ｎ　 Ｃ．ａ＝ｂ＋ｍ－ｎ　 Ｄ．ａ＝ｂ－ｍ－ｎ
７．某金属氧化物的化学式为 Ｍ２Ｏ３，电子总数为５０，已知氧原子核内有８个中子，Ｍ２Ｏ３ 的

相对分子质量为１０２，则 Ｍ原子核内中子数为（　　）。

Ａ．１０ Ｂ．１２ Ｃ．１４ Ｄ．２１
８．填写下表中的空格：

微粒符号 质子数 中子数 电子数 质量数

（１）４０１９Ｋ

（２）　　 １８　 ２０

（３）　　 １６　 １８　 ３２

　　９．（１）１ｍｏｌ　ＮＨ３ 中所含质子数与　　　　ｍｏｌ　Ｈ２Ｏ，　　　　ｍｏｌ　ＨＦ中所含质子数

相等。
（２）和Ｎｅ原子具有相同电子数和质子数的多核微粒有　　　　　。

１０．（１）α射线由α粒子组成，α粒子是一种没有核外电子的粒子，它带有２个单位的正电
荷，它的质量数等于４，由此可推断α粒子含有　　　　个质子，　　　　个中子。

（２）已知钍２３２９０Ｔｈ的原子可发生下列放射性变化：２３２９０ →Ｔｈ　 Ｒ＋α，则Ｒ原子中所含质子数为

　　　　，中子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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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化　学　键

【知识梳理】

１．化学键
（１）化学键的定义：相邻的原子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叫作化学键。
（２）离子键、共价键及金属键的代表物质。
（３）离子键和共价键的比较

类型 离　子　键
共　价　键

极性键 非极性键

作用方式 阴阳离子间的静电作用 原子间共用电子对的静电作用

存在于微粒 阴阳离子之间
不 同 的 非 金 属 元 素
之间

同种非金属元素之间

一般规律
活泼的金属元素（ＩＡ，ＩＩＡ）与活泼的非金属
元素（ＶＩＡ，ＶＩＩＡ）之间形成

非金属元素之间形成

典型物质 ＮａＣｌ，Ｎａ２Ｏ　 ＨＣｌ　 Ｈ２

　　２．用电子式表示离子键、共价键形成的物质。如：

（１）２Ｎａ·＋·Ｓ



→· Ｎａ＋［Ｓ


］２－Ｎａ＋。

（２）２Ｈ·＋·Ｏ



→· ＨＯ


Ｈ。

【典型例题】

例１．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Ａ．两种非金属原子间不可能形成离子键 Ｂ．非金属原子间不可能形成离子化合物

Ｃ．离子化合物中可能有共价键 Ｄ．共价化合物中可能有离子键
解析：两种非金属原子间不能得失电子，不能形成离子键，Ａ对；非金属原子，当组成原子团

时，可以形成离子化合物，如 ＮＨ４Ｃｌ，Ｂ错；离子化合物中可以有共价键，如 ＮａＯＨ 中的 Ｏ—Ｈ
键，Ｃ对；有离子键就是离子化合物，Ｄ错。答案：Ａ，Ｃ。

例２．以下叙述中错误的是（　　）。

Ａ．钠原子与氯气反应生成食盐后，其结构的稳定性增强

Ｂ．在氧化钠中，除氧离子和钠离子的静电吸引作用外，还存在电子与电子、原子核与原子核
之间的排斥作用

Ｃ．任何离子键在形成过程中必定有电子的得与失

Ｄ．钠与氧气反应生成氧化钠后，体系的能量降低
解析：钠原子最外层只有１个电子，当它失去１个电子后可以形成８个电子的稳定结构，使

体系的能量降低，所以Ａ，Ｄ项均正确；在离子化合物中除阴阳离子电荷之间的静电引力外，还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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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电子与电子、原子核与原子核之间的排斥作用，所以Ｂ项正确；一般说来，形成离子键有电子
的得失，但也有例外，如铵盐的形成。答案：Ｃ。

【习题 1—2】

１．《科技日报》曾报道：一定频率范围的无线电波可以减弱水分子中所含元素原子之间的结
合力，释放出氢原子，点火后氢原子就能持续燃烧。上述中“结合力”的实质是（　　）。

Ａ．非极性键 Ｂ．极性键 Ｃ．离子键 Ｄ．氢键

２．下列过程中化学键被破坏的是（　　）。

① 碘升华　② 溴蒸气被木炭吸附　③ 酒精溶于水　④ ＨＣｌ气体溶于水　⑤ ＭｇＣｌ２ 溶解
于水　⑥ ＮａＣｌ熔化

Ａ．全部 Ｂ．②③④⑤⑥
Ｃ．④⑤⑥ Ｄ．⑤⑥
３．在共价化合物中，元素化合价有正负的根本原因是（　　）。

Ａ．有电子得失

Ｂ．共用电子对有偏移

Ｃ．既有电子对偏移又有电子得失

Ｄ．非金属元素的原子吸引电子的能力存在差别

４．根据化学反应的实质是旧键断裂、新键形成这一事实，下列变化中不属于化学变化的是
（　　）。

Ａ．白磷在２６０℃时转化为红磷 Ｂ．ＮａＣｌ在高温下熔化

Ｃ．石墨在高温、高压下转化为金刚石 Ｄ．五氧化二磷吸水

５．下列变化中，不需要破坏化学键的是（　　）。

Ａ．氯化氢溶于水 Ｂ．加热氯酸钾使其分解

Ｃ．碘升华 Ｄ．氯化钠溶于水

６．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Ａ．只有活泼金属与活泼非金属之间才能形成离子键

Ｂ．具有共价键的化合物是共价化合物

Ｃ．具有离子键的化合物是离子化合物

Ｄ．化学键是分子中多个原子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

７．现有①ＢａＣｌ２，　② 金刚石，　③ ＮＨ４Ｃｌ，　④ Ｎａ２ＳＯ４，　⑤ 干冰，　⑥ 碘片六种物质，
按要求回答（用序号回答）：

（１）熔化时不需要破坏化学键的是　　　　，熔化时需要破坏共价键的是　　　　，熔点最
高的是　　　　，熔点最低的是　　　　。

（２）属于离子化合物的是　　　　，只有离子键的物质是　　　　，晶体以分子间作用力结
合的是　　　　。

（３）①的电子式是　　　　　　　　　　　　，⑤的电子式是　　　　　　　　　　　　。

８．根据要求回答下列问题（用序号回答）：

①ＣａＢｒ２　② Ｈ２Ｏ　③ ＮＨ４Ｃｌ　④ Ｈ２Ｏ２　⑤ Ｎａ２Ｏ２　⑥ Ｃａ（ＯＨ）２　⑦ ＨＣｌＯ　⑧Ｉ２　
⑨ Ｈｅ　⑩ Ａｌ

（１）只含有离子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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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击Ａ级———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２）含有共价键的离子化合物是　　　　。
（３）含有共价键的共价化合物是　　　　。
（４）常温时为固体，当其熔化时，不破坏化学键的是　　　　。
（５）熔融状态时和固态时，都能导电的有　　　　。

９．写出下列物质的电子式

Ｈ２Ｏ：　　　　　ＣａＣｌ２：　　　　Ｎａ２Ｏ２：　　　　ＯＨ－：　　　　ＣＨ－
３ ：　　　　。

用电子式表示Ｎａ２Ｓ的形成过程：　　　　　　　　。

１０．在下列① ＮＨ３，　② ＮＨ４Ｃｌ，　③ 金刚石，　④ ＫＢｒ，　⑤ 甲烷，　⑥ＣＯ２，　⑦ Ａｒ七
种物质中，请用编号填空：

只含有离子键的是　　　　，只含有共价键且为直线型分子的是　　　　，空间构型为正四
面体结构的分子是　　　　，熔点最高的是　　　　，不存在化学键的物质是　　　　。

自我测试卷（一）

一、选择题（每小题有１个选项符合题意）

１．据报道，上海某医院正在研究用放射性同位素碘１２５５３Ｉ治疗肿瘤。该同位素原子核内的中
子数是（　　）。

Ａ．７２ Ｂ．１９ Ｃ．５３ Ｄ．１２５
２．以下化学用语中正确的是（　　）。

Ａ．乙烯的最简式Ｃ２Ｈ４ Ｂ．乙醇的结构简式Ｃ２Ｈ６Ｏ

Ｃ．四氯化碳的电子式ＣｌＣ
Ｃｌ


Ｃｌ
Ｃｌ　 Ｄ．臭氧的分子式Ｏ３

３．下列物质名称所指为纯净物的是（　　）。

Ａ．汽油 Ｂ．天然气 Ｃ．煤 Ｄ．苯

４．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４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将“嫦娥一号”卫星
成功送入太空。人类探月的重要目的是勘察、获取地球上蕴藏量很少而在月球上却极为丰富的
核聚变燃料３２Ｈｅ以解决地球能源危机。以下关于３２Ｈｅ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Ａ．含有３个质子，没有中子 Ｂ．和 Ｈｅ－４性质完全相同

Ｃ．比 Ｈｅ－４性质活泼 Ｄ．是 Ｈｅ－４的同位素

５．在物质结构研究的历史上，首先提出原子内有电子的学说的是（　　）。

Ａ．道尔顿 Ｂ．卢瑟福 Ｃ．汤姆生 Ｄ．玻尔

６．下列关于晶体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任何晶体中，若含有阳离子就一定有阴离子

Ｂ．原子晶体中只含有共价键

Ｃ．原子晶体的熔点一定比金属晶体的高

Ｄ．离子晶体中只含有离子键，不含有共价键

７．下列晶体的熔点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

① 金刚石　　　　② 氯化钠　　　　③ 干冰　　　　④ 汞

Ａ．④②③① Ｂ．③①②④
Ｃ．④②①③ Ｄ．③④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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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下列几组顺序排列不正确
獉獉獉

的是（　　）。

Ａ．沸点高低：ＨＩ＞ ＨＢｒ＞ ＨＣｌ＞ ＨＦ
Ｂ．热稳定性大小：ＨＦ＞ Ｈ２Ｏ＞ＮＨ３ ＞ＰＨ３
Ｃ．熔点高低：金刚石 ＞ 食盐 ＞ 金属钠 ＞ 冰

Ｄ．微粒半径大小：Ｓ２－ ＞Ｃｌ－＞Ｆ－＞Ｎａ＋＞Ａｌ　３＋

９．有下列离子晶体的空间结构示意图。图中●和化学式中 Ｍ 分别代表阳离子，图中○和
化学式中Ｎ分别代表阴离子，则化学式为 ＭＮ２ 的晶体结构为（　　）。

１０．通过复习总结，你认为下列说法中对化学知识概括合理的是（　　）。

Ａ．物质中只要有阴离子存在就一定存在阳离子，有阳离子存在也一定有阴离子

Ｂ．一种元素可能有多种氧化物，但同种化合价只对应一种氧化物

Ｃ．原子晶体、离子晶体、金属晶体、分子晶体中都一定存在化学键

Ｄ．原子晶体的熔点不一定比金属晶体的高，分子晶体的熔点不一定比金属晶体的低

１１．下列图像是从ＮａＣｌ或ＣｓＣｌ晶体结构图中分割出来的部分结构图，试判断属于ＮａＣｌ晶
体结构的图像是（　　）。

　　　　 （１）　　　　　　　（２）　　　　　　　 （３）　　　　　　　（４）

Ａ．图（１）和图（３） Ｂ．图（２）和图（３） Ｃ．只有图（１） Ｄ．图（１）和图（４）

１２．下列各组物质中，化学键类型相同，晶体类型也相同的是（　　）。

Ａ．ＣＨ４和 Ｈ２Ｏ　 Ｂ．ＫＣｌ和 ＨＣｌ　 Ｃ．Ｃｌ２和ＫＣｌ　 Ｄ．ＳｉＯ２ 和ＣＯ２
１３．下列晶体熔化时不需破坏化学键的是（　　）。

Ａ．晶体硅 Ｂ．食盐 Ｃ．干冰 Ｄ．金属钾

１４．下列晶体中，其中任何一个原子都被相邻四个原子包围，以共价键形成正四面体，并向
空间伸展成网状结构的是（　　）。

Ａ．四氯化碳 Ｂ．石墨 Ｃ．金刚石 Ｄ．水晶

１５．有某微粒Ａ
ＺＲｎ＋，下列关于该微粒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Ａ．所含质子数 ＝Ａ－ｎ Ｂ．所含中子数 ＝Ａ－Ｚ
Ｃ．所含电子数 ＝Ｚ＋ｎ Ｄ．所含质子数 ＝Ａ＋Ｚ
１６．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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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凡单原子形成的离子，一定具有稀有气体元素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

Ｃ．两微粒，如果核外电子排布相同，则一定属于同种元素

Ｄ．不存在两种质子数和电子数均相同的阳离子和阴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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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下列分子中，含有非极性键的化合物是（　　）。

Ａ．ＨＤ　 Ｂ．ＣＯ２ Ｃ．Ｈ２Ｏ　 Ｄ．Ｃ２Ｈ５ＯＨ
１８．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Ａ．两种元素构成的共价化合物分子中的化学键都是极性键

Ｂ．两种不同的非金属元素原子间形成的化学键都是极性键

Ｃ．含有非极性键的化合物分子一定不是极性分子

Ｄ．只要是离子化合物，其熔点就比共价化合物的熔点高

１９．共价键、离子键、金属键、分子间作用力都是微粒间的作用力，含有以上两种作用力的晶
体是（　　）。

Ａ．二氧化硅 Ｂ．钠 Ｃ．氯化钠 Ｄ．氢氧化钠

２０．设某元素原子核内的质子数为ｍ，中子数为ｎ，则下列论断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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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碳原子的质量为ｗｇ，此原子的质量为 （ｍ＋ｎ）ｗｇ
Ｄ．核内中子的总质量小于质子总质量

２１．下列每组物质发生状态变化所克服微粒间的相互作用属于同种类型的是（　　）。

Ａ．食盐和蔗糖熔化 Ｂ．钠和硫熔化

Ｃ．碘和干冰升华 Ｄ．二氧化硅和氯化钠熔化

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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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下列物质的熔点、沸点高低顺序正确的是（　　）。

Ａ．金钢石 ＞ 晶体硅 ＞ 二氧化硅 ＞ 碳化硅 Ｂ．ＣＢｒ４ ＞ＣＣｌ４ ＞ＣＨ４
Ｃ．ＨｇＯ＞ Ｈ２Ｏ＞Ｏ２ ＞Ｎ２ Ｄ．金钢石 ＞ 生铁 ＞ 纯铁 ＞ 钠

２４．目前，科学界拟合成一种“二重构造”的球型分子，即把“足球型”的Ｃ６０溶进“足球型”的

Ｓｉ６０分子中，外面的硅原子与里面的碳原子以共价键结合。下列关于这种分子的说法中不正确的
是（　　）。

Ａ．是一种新型的化合物 Ｂ．晶体属于分子晶体

Ｃ．是两种单质组成的混合物 Ｄ．相对分子质量为２　４００
２５．由Ｎａ，Ｍｇ，Ａｌ，Ｚｎ四种金属单质中的两种组成的混合物共１２ｇ，跟足量盐酸反应，产

生５．６ＬＨ２（标准状况），由此判断混合物中必定含有（　　）。

Ａ．Ｎａ　 Ｂ．Ｍｇ　 Ｃ．Ａｌ　 Ｄ．Ｚｎ
二、填空题

２６．下图分别是ＮａＣｌ，ＣｓＣｌ，干冰，金刚石，石墨的晶体结构中某一种的某一部分：

（１）其中代表金刚石的是（填编号字母，下同）　　　　，其中每个碳原子与　　　　个碳原

００８



化　　学

子最接近且距离相等。金钢石属于　　　　晶体。
（２）其中代表石墨的是　　　　，其中每个正六边形占有的碳原子数平均为　　　　个。
（３）其中代表ＮａＣｌ的是　　　　，每个Ｎａ＋周围与它最接近且距离相等的Ｎａ＋有　　　　个。
（４）代表ＣｓＣｌ的是　　　　，它属于　　　　晶体，每个Ｃｓ＋与　　　　个Ｃｌ－紧邻。
（５）代表干冰的是　　　　，它属于　　　　晶体，每个ＣＯ２ 分子与　　　　个ＣＯ２ 分子

紧邻。
（６）上述五种物质中熔点由高到低的顺序是　　　　；其中在熔融为液态时能导电的电解

质是　　　　，在水溶液中能导电的非电解质是　　　　。

２７．下列７种物质：① Ｐ４（白磷），　② ＳｉＯ２，　③ ＮＨ４Ｃｌ，　④ Ｃａ（ＯＨ）２，　⑤ ＮａＦ，　
⑥ Ｎａ２Ｏ２，　⑦ 石墨，固态下都为晶体，回答下列问题（填写化学式）：

（１）不含金属离子的离子晶体是　　　　，只含离子键的离子晶体是　　　　，既有离子键
又有非极性键的离子晶体是　　　　，既有离子键又有极性键的离子晶体是　　　　。

（２）既含范德华力，又有非极性键的晶体是　　　　，熔化时只需克服范德华力的是　　　　，熔
化时既要克服范德华力，又要破坏化学键的是　　　　，熔化时只破坏共价键的是　　　　。

２８．在金属晶体中　　　　一层层紧密堆积着，金属原子容易变成　　　　，释出的　　　　
成为　　　　。金属　　　　与　　　　之间存在着　　　　，因而使许多　　　　相互结合
在一起形成晶体。

２９．在元素周期表中第三周期元素组成的单质中，属于金属晶体的是　　　　，属于原子晶
体的是　　　　，属于分子晶体的是　　　　；其中熔点最高的是　　　　，熔点最低的是

　　　　；离子半径最小的是　　　　，还原性最强的是　　　　，氧化性最强的是　　　　。
三、计算题

３０．已知氯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为３５．５，由２３　Ｎａ，３５Ｃｌ和３７　Ｃｌ构成的１１．７ｇ　ＮａＣｌ晶体中
含３５Ｃｌ－质量是多少？含２３　Ｎａ３７Ｃｌ的质量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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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物质的变化及其规律

第一节　能量的转化和利用

【知识梳理】

１．化学能与热能
化学反应的实质：化学键的断裂与形成。
断开化学键———吸收能量，形成化学键———放出能量。
化学反应的特征：有新物质生成，同时伴随着能量的变化。
一个确定的化学反应在发生过程中是吸收能量还是放出能量，决定于：反应物的总能量与生

成物的总能量的相对大小。

２．热化学方程式的含义
以反应Ｃ（固）＋Ｏ２（气 →） ＣＯ２＋３９４ｋＪ为例，它表示１ｍｏｌ固体Ｃ与１ｍｏｌ　Ｏ２ 气体完全

化合生成１ｍｏｌ　ＣＯ２ 气体时放出３９４ｋＪ的热量。
注意：热化学方程式中各物质前边的系数只表示物质的量，而不代表几个分子或原子，所以

可以是分数。

３．书写热化学方程式应注意的几点
因为反应热与参加反应的物质的多少有关，那么热量值必然与方程式中的系数有对应关系。

另外，热量值也与各物质的状态有关。因此，书写热化学方程式应注意：
（１）表示反应热的数值需写在方程式等号的右边，放热反应在热量前写“＋”号，吸热反应写

“－”号。
（２）必须在各物质的化学式后边注明各物质的聚集状态。
（３）系数可以是分数。

４．根据热化学方程式计算
一般的化学方程式可表示各物质之间的质量关系、物质的量关系、相同状况下气体体积关

系。对于热化学方程式，除上述各关系外，还可表示上述各量与反应热的关系。

５．怎样比较反应热的大小
（１）同一反应，生成物状态不同时

Ａ（气）＋Ｂ（气 →） Ｃ（气）＋Ｑ１　　　　　　Ａ（气）＋Ｂ（气 →） Ｃ（液）＋Ｑ２
因为Ｃ（气 →） Ｃ（液）＋Ｑｘ，则Ｑｘ＝Ｑ２－Ｑ１，所以可以看出Ｑ２ ＞Ｑ１。
（２）同一反应，反应物状态不同时

Ｓ（气）＋Ｏ２（气 →） ＳＯ２（气）＋Ｑ１　　　　Ｓ（固）＋Ｏ２（气 →） ＳＯ２（气）＋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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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Ｑ１ ＝Ｑｘ＋Ｑ２，则Ｑ１ ＞Ｑ２。

６．利用反应热判断物质的稳定性
物质内部所含的能量越低，则该物质越稳定。根据反应的热效应，可比较物质内能量的

高低。

【典型例题】

例１．对于热化学方程式２Ｈ２（气）＋Ｏ２（气 →） ２Ｈ２Ｏ（气）＋４８３．６ｋＪ，下列说法中正确的
是（　　）。

Ａ．氢气与氧气反应吸收热量４８３．６ｋＪ
Ｂ．氢气燃烧反应的反应热为４８３．６ｋＪ
Ｃ．２个 Ｈ２ 分子燃烧生成水蒸气，放出４８３．６ｋＪ热量

Ｄ．２ｍｏｌ　Ｈ２ 与１ｍｏｌ　Ｏ２ 生成２ｍｏｌ水蒸气，放出４８３．６ｋＪ热量
解析：在热化学方程式中，等号右边“＋”号表示放热，所以Ａ错。Ｂ选项也错，因“反应热”与

“热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热化学方程式中各物质前面的“系数”只表示物质的量，不表示其他
量，故Ｃ错。答案：Ｄ。

例２．在相同温度下，下列两个反应放出的热量分别用Ｑ１ 和Ｑ２ 表示，则Ｑ１ 和Ｑ２ 的关系是
（　　）。

２Ｈ２（气）＋Ｏ２（气 →） ２Ｈ２Ｏ（气）＋Ｑ１
２Ｈ２（气）＋Ｏ２（气 →） ２Ｈ２Ｏ（液）＋Ｑ２

Ａ．Ｑ１＝Ｑ２ Ｂ．Ｑ１＞Ｑ２ Ｃ．Ｑ１＜Ｑ２ Ｄ．２Ｑ２＝Ｑ１
解析：物质的聚集状态不同，放出或吸收的热量不同。水从气态到液态要放热。当物质由气

态转变为液态时（水蒸气转变为液态水），分子间相互吸引力加强，要放出能量。答案：Ｃ。

【习题 2—1】

１．下列各图中，表示化学反应正反应是放热反应的是（　　）。

２．氢气在氯气中燃烧时产生苍白色火焰，反应过程中，破坏１ｍｏｌ氢气中的化学键消耗的能
量为Ｑ１ｋＪ，破坏１ｍｏｌ氯气中的化学键消耗的能量为Ｑ２ｋＪ，形成１ｍｏｌ氯化氢中的化学键释放
的能量为Ｑ３ｋＪ。下列关系式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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