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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规律与趋势

０１ 考频赋分

本专题内容为高考中频命题点，分值为

７～８分。

０２ 题型难度

考题较易，试题题型主要为选择题。

０３ 核心素养

学科核心素养以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为主。

０４ 考查内容

试题主要考查钠、镁、铝单质的性质及应

用，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性质及鉴别，铝
三角的应用，有关的化学计算。

０５ 命题趋势

钠、镁、铝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在生产、生
活中的应用，结合阿伏加德罗常数、化工

流程有望成为高考命题点。

０６ 备考建议

２０２０ 年高考备考重点关注钠、镁、铝及其

化合物结合化学与 ＳＴＳＥ、阿伏加德罗常

数的应用、物质推断、化学实验、化工流

程、化学计算进行考查。



专题五　 钠、镁、铝及其化合物 １９　　　

对应学生用书起始页码 Ｐ３６

考点一 钠及其化合物 中频考点

　 　 １．钠及其化合物间的转化关系

（１） 知识主线： Ｎａ→Ｎａ２Ｏ→Ｎａ２Ｏ２ → ＮａＯＨ→ Ｎａ２ＣＯ３ →
ＮａＨＣＯ３

（２）网络构建

①２Ｎａ＋２Ｈ２Ｏ  ２Ｎａ＋＋２ＯＨ－＋Ｈ２↑

②２Ｎａ＋Ｏ２
△

 Ｎａ２Ｏ２

③２Ｎａ２Ｏ２＋２Ｈ２Ｏ  ４Ｎａ＋＋４ＯＨ－＋Ｏ２↑
④２Ｎａ２Ｏ２＋２ＣＯ２  ２Ｎａ２ＣＯ３＋Ｏ２

⑤２ＮａＨＣＯ３
△

 Ｎａ２ＣＯ３＋ＣＯ２↑＋Ｈ２Ｏ
⑥２ＯＨ－＋ＣＯ２  ＣＯ２－

３ ＋Ｈ２Ｏ
⑦ＣＯ２＋ＯＨ－ ＨＣＯ－

３

⑧２ＮａＣｌ＋２Ｈ２Ｏ
电解
 ２ＮａＯＨ＋Ｈ２↑＋Ｃｌ２↑

２．金属钠与可溶性盐溶液反应的思维模板

盐溶液
加入 Ｎａ 生成 ＮａＯＨ → 与溶质是否反应→

Ｈ２Ｏ 减少 → 对溶质质量分数的影响→

生成 Ｈ２ → 对装置的要求→

放热→
对实验环境的影响或对溶质的

溶解度的影响
→

３．过氧化钠的性质

（１） Ｎａ２Ｏ２ 为淡黄色固体，电子式为 Ｎａ＋［·
·Ｏ
··

··
·
·Ｏ
··

··
·
·］ ２－Ｎａ＋，

阳离子（Ｎａ＋）与阴离子（Ｏ２－
２ ）的数目之比为 ２ ∶ １；

（２） Ｎａ２Ｏ２ 与 Ｈ２Ｏ、ＣＯ２ 的反应都是自身氧化还原反应，
Ｈ２Ｏ、ＣＯ２ 既不是氧化剂，也不是还原剂；

２Ｈ２Ｏ＋２Ｎａ２Ｏ２  ４ＮａＯＨ＋Ｏ２↑
２ＣＯ２＋２Ｎａ２Ｏ２  ２Ｎａ２ＣＯ３＋Ｏ２

（３）在研究 Ｎａ２Ｏ２ 与其他溶液的反应时，要注意 Ｎａ２Ｏ２ 的强

氧化性和其溶液的强碱性；
（４）Ｎａ２Ｏ２ 的弱还原性：Ｎａ２Ｏ２ 遇 ＫＭｎＯ４ 等强氧化剂时，表

现出还原性，氧化产物为 Ｏ２。
４．碳酸钠与碳酸氢钠的鉴别方法
（１）利用热稳定性不同

固体加热
无明显变化的是 Ｎａ２ＣＯ３→

放出无色无味的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
气体的是 ＮａＨＣＯ３

（２）利用和酸反应生成气体的速率不同（相同条件下）

（３）利用阴离子的不同

溶液
ＢａＣｌ２ 溶液 产生白色沉淀的是 Ｎａ２ＣＯ３→

不产生白色沉淀的是 ＮａＨＣＯ３→
（４）利用溶液的酸碱性不同

溶液 测相同浓度
溶液 ｐＨ

ｐＨ 大的为 Ｎａ２ＣＯ３→

ｐＨ 小的为 ＮａＨＣＯ３→
（２０１９ 湖南长沙调研，１２）如图装置中，容器甲内充入

０．１ ｍｏｌ ＮＯ 气体。 干燥管内装有一定量 Ｎａ２Ｏ２，从 Ａ 处缓慢通入

ＣＯ２ 气体。 恒温下，容器甲中活塞缓慢由 Ｄ 处向左移动，当移至

Ｃ 处时容器体积缩至最小，为原体积 ９ ／ １０，干燥管中物质的质量

增加了 ２．２４ ｇ。 随着 ＣＯ２ 的继续通入，活塞又逐渐向右移动。 下

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活塞从 Ｄ 处移动到 Ｃ 处的过程中，通入的 ＣＯ２ 气体为

２．２４ Ｌ（标准状况）
Ｂ．ＮＯ２ 转化为 Ｎ２Ｏ４的转化率为 ２０％
Ｃ．容器甲中 ＮＯ 已反应完

Ｄ．活塞移至 Ｃ 处后，继续通入 ａ ｍｏｌ ＣＯ２，此时活塞恰好回

至 Ｄ 处，则 ａ 小于 ０．０１
考查以 Ｎａ２Ｏ２ 与 ＣＯ２、ＮＯ 与 Ｏ２ 的反应及 ＮＯ２ 与

Ｎ２Ｏ４ 的相互转化为载体的化学计算、平衡移动等。
解析　 Ａ 项，设通入标准状况下 ＣＯ２ 气体的体积为 ｘ，产

生氧气的体积为 ｙ，则：
２Ｎａ２Ｏ２＋２ＣＯ２ ２Ｎａ２ＣＯ３＋Ｏ２ 　 　 　 Δｍ

２×２２．４ Ｌ ２２．４ Ｌ ５６ ｇ
ｘ ｙ ２．２４ ｇ

所以 ５６ ｇ ∶ ２．２４ ｇ＝（２×２２．４ Ｌ） ∶ ｘ，解得 ｘ＝ １．７９２ Ｌ；５６ ｇ ∶
２．２４ ｇ＝ ２２．４ Ｌ ∶ ｙ，解得 ｙ＝ ０．８９６ Ｌ，即通入标准状况下二氧化碳

的体积为 １．７９２ Ｌ，故 Ａ 错误。 Ｂ 项，由 Ａ 计算可知，生成氧气的

物质的量为
０．８９６ Ｌ

２２．４ Ｌ ／ ｍｏｌ
＝ ０．０４ ｍｏｌ，

２ＮＯ　 　 ＋　 　 Ｏ２ 　 　 ２ＮＯ２

２ １ ２
０．０８ ｍｏｌ ０．０４ ｍｏｌ ０．０８ ｍｏｌ
０．１ ｍｏｌ＞０．０８ ｍｏｌ，所以 ＮＯ 过量，生成 ＮＯ２ 的物质的量为

０．０８ ｍｏｌ，
２ＮＯ２  Ｎ２Ｏ４ 　 　 　 Δｎ
２ １

０．０２ ｍｏｌ ０．１ ｍｏｌ× １－
９
１０( ) ＝ ０．０１ ｍｏｌ

ＮＯ２ 转化为 Ｎ２Ｏ４的转化率为
０．０２ ｍｏｌ
０．０８ ｍｏｌ

×１００％ ＝ ２５％，故 Ｂ 错

误。 Ｃ 项，根据 Ｂ 的计算可知，ＮＯ 还剩余 ０．１ ｍｏｌ－ ０．０８ ｍｏｌ ＝
０．０２ ｍｏｌ，故 Ｃ 错误。 Ｄ 项，活塞移至 Ｃ 处后，体积不会再减小，
则干燥管中 Ｎａ２Ｏ２ 已反应完，活塞由 Ｃ 向 Ｄ 移动，体积增大，
２ＮＯ２  Ｎ２Ｏ４平衡左移，使气体物质的量增多，活塞移至 Ｄ
时，气体物质的量共增加 ０． ０１ ｍｏｌ， 因此所需 ＣＯ２ 必小于

０．０１ ｍｏｌ，故 Ｄ 正确。
答案　 Ｄ

１．（２０１８ 河北唐山三模，７）《本草纲目》中收载“烧酒”篇：“自元

















































































２０　　　 ５年高考 ３年模拟 Ｂ版（教师用书）

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其清如水，味极

浓烈，盖酒露也。”《本草经集注》中记载有关鉴别消石（ＫＮＯ３）
和朴消（Ｎａ２ＳＯ４）之法：“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消石也”。
文字中两处涉及“法”，分别是 （　 　 ）
Ａ．蒸馏　 焰色反应 Ｂ．萃取　 升华

Ｃ．蒸馏　 丁达尔效应 Ｄ．升华　 焰色反应

１． 答案　 Ａ　 “蒸令气上”表明该方法是利用各组分沸点不同

实现物质的分离，此 “法” 是指蒸馏；钾元素的焰色反应为

紫色。
２．（２０１９ 江西铅山三校联考，６）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①Ｎａ２Ｏ 与 Ｎａ２Ｏ２ 都能和水反应生成碱，它们都是碱性氧化物

②Ｎａ２ＣＯ３ 溶液和 ＮａＨＣＯ３ 溶液都能跟 ＣａＣｌ２ 溶液反应得到白

色沉淀

③钠在常温下不容易被氧化

④Ｎａ２Ｏ２ 可作供氧剂，而 Ｎａ２Ｏ 不行

⑤石蕊试液中加入 Ｎａ２Ｏ２ 粉末，先变蓝后褪色，并有气泡生成

⑥钠与浓 ＮＨ４Ｃｌ 溶液反应，放出的气体中含 Ｈ２ 和 ＮＨ３

Ａ．都正确 Ｂ．②③④⑤ Ｃ．④⑤⑥ Ｄ．②⑤⑥
２． 答案　 Ｃ　 ①Ｎａ２Ｏ２ 和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钠和氧气，不是碱

性氧化物，故错误；②Ｎａ２ＣＯ３ 溶液和 ＣａＣｌ２ 溶液反应得到碳酸

钙沉淀，ＮａＨＣＯ３ 溶液与 ＣａＣｌ２ 溶液不反应，故错误；③钠的性

质活泼，在常温下易被氧化生成氧化钠，故错误；④Ｎａ２Ｏ２ 能与

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钠和氧气，Ｎａ２Ｏ２ 能与水反应生成氢氧

化钠和氧气，而 Ｎａ２Ｏ 与二氧化碳、水反应不会产生氧气，因此

Ｎａ２Ｏ２ 可作供氧剂，而 Ｎａ２Ｏ 不行，故正确；⑤Ｎａ２Ｏ２ 粉末与水

反应生成氢氧化钠和氧气，过氧化钠具有强氧化性和漂白性，
所以石蕊试液中加入 Ｎａ２Ｏ２ 粉末，先变蓝后褪色，并有气泡生

成，故正确；⑥钠和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钠和氢气，生成的氢氧

化钠和氯化铵能反应生成氯化钠、氨气和水，故正确。
３．（２０１９ 山西太原联考，１０）某同学为测定 Ｎａ２ＣＯ３ 固体（含少量

ＮａＣｌ）的纯度，设计如下装置（含试剂）进行实验。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
Ａ．必须在②③间添加吸收 ＨＣｌ 的装置

Ｂ．④的作用是防止空气中的气体影响实验的精确度

Ｃ．通入空气的作用是保证②中产生的气体完全转移到③中

Ｄ．称取样品和③中产生的沉淀的质量即可求算 Ｎａ２ＣＯ３ 固体

的纯度

１． 答案 　 Ａ 　 Ａ 项，氢氧化钡足量，挥发出的 ＨＣｌ 不会影响

ＢａＣＯ３沉淀的生成和测定，无需单独添加吸收 ＨＣｌ 的装置，故
Ａ 项错误；Ｂ 项，碱石灰可与二氧化碳反应，吸收水分，可防止

空气中的气体影响实验的精确度，故 Ｂ 项正确；Ｃ 项，根据③中

沉淀的质量计算碳酸钠的纯度，故需要通入空气，保证②中产

生的二氧化碳完全转移到③中，被充分吸收，减小实验误差，
故 Ｃ 项正确；Ｄ 项，③中产生的沉淀为碳酸钡，根据碳酸钡的

质量可计算生成二氧化碳的质量，从而计算出样品中碳酸钠

的质量，进而可求算碳酸钠固体的纯度，故 Ｄ 项正确。

考点二 镁、铝及其化合物 中频考点

　 　 １．镁及其重要化合物的转化关系

ＭｇＭｇ３Ｎ２

Ｎ２

点燃 ①
←

点燃 ③ ＣＯ２ 　 　
↓
Ｃ

Ｏ２

点燃 ②
→ＭｇＯ

ＨＣｌ
④
→ＭｇＣｌ２

↓

　 通电 　 ⑦

ＮＨ３·Ｈ２Ｏ

⑤
→Ｍｇ（ＯＨ） ２

↑
　 △　 ⑥

①３Ｍｇ＋Ｎ２
点燃
 Ｍｇ３Ｎ２

②２Ｍｇ＋Ｏ２
点燃
 ２ＭｇＯ

③２Ｍｇ＋ＣＯ２
点燃
 ２ＭｇＯ＋Ｃ

④ＭｇＯ＋２ＨＣｌ  ＭｇＣｌ２＋Ｈ２Ｏ
⑤ＭｇＣｌ２＋２ＮＨ３·Ｈ２Ｏ  Ｍｇ（ＯＨ） ２↓＋２ＮＨ４Ｃｌ

⑥Ｍｇ（ＯＨ） ２
△

 ＭｇＯ＋Ｈ２Ｏ

⑦ＭｇＣｌ２（熔融）
电解
 Ｍｇ＋Ｃｌ２↑

２．铝及其重要化合物

（１）Ａｌ、Ａｌ２Ｏ３、Ａｌ （ ＯＨ） ３ 与 Ｈ＋、ＯＨ－ 都反应，其量的关系

如图：

（２）Ａｌ（ＯＨ） ３ 的制备

制备 Ａｌ（ＯＨ） ３ 时，一般不用强酸或强碱溶液，因为强酸、强
碱能溶解生成的Ａｌ（ＯＨ） ３，一般使用氨水或 ＣＯ２。

（２０１８ 皖江名校联盟联考，１３）铝是一种重要的金属，
下图是工业生产中利用铝土矿（成分为氧化铝、氧化铁）制取铝

的流程。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

Ａ．操作Ⅰ、Ⅱ、Ⅲ都要用到的玻璃仪器有烧杯、玻璃棒、漏
斗、铁架台

Ｂ．向铝土矿中加入 ＮａＯＨ 溶液的反应方程式为 Ａｌ２Ｏ３ ＋
２ＮａＯＨ  ２ＮａＡｌＯ２＋Ｈ２Ｏ

Ｃ．ＮａＯＨ 在生产过程中可以循环使用

Ｄ．将等质量的铝与足量的盐酸或氢氧化钠溶液反应，产生

氢气的物质的量一定相同

主要考查工业生产中利用铝土矿制取铝工艺流

程中的反应原理、实验仪器和基本操作。
解析　 Ａ 项，操作Ⅰ、Ⅱ、Ⅲ都是过滤，需要的玻璃仪器是

烧杯、普通漏斗、玻璃棒，铁架台不是玻璃仪器，错误；Ｂ 项，向铝

土矿中加入 ＮａＯＨ 溶液，反应方程式为 Ａｌ２Ｏ３ ＋ ２ＮａＯＨ 
２ＮａＡｌＯ２＋Ｈ２Ｏ，正确；Ｃ 项，观察流程知溶液 Ｅ 为 ＮａＯＨ 溶液，可
以循环使用，正确；Ｄ 项，由于是等质量的铝，根据得失电子守

恒，与足量的盐酸或氢氧化钠溶液反应，产生氢气的物质的量一




















































































专题五　 钠、镁、铝及其化合物 ２１　　　

定相同，正确。
答案　 Ａ

１．（２０１８ 皖南八校一联，８）如图所示，把试管放入盛有 ２５ ℃的饱

和石灰水的烧杯中，开始时，向试管中放入几小块镁片，再用

滴管滴 ５ ｍＬ 稀盐酸于试管中。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Ａ．反应过程中烧杯内石灰水会出现浑浊

Ｂ．试管中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Ｍｇ＋２Ｈ＋ Ｍｇ２＋＋Ｈ２↑
Ｃ．由实验推知，ＭｇＣｌ２ 和 Ｈ２ 的总能量小于 Ｍｇ 和 ＨＣｌ 的总能量

Ｄ．若把镁片换成铜片，则烧杯内石灰水会变浑浊，且小试管中

的溶液还将变为蓝色

１． 答案　 Ｄ　 Ａ 项，金属镁和盐酸反应放出大量的热，温度升

高，氢氧化钙的溶解度降低，所以饱和石灰水变浑浊，故 Ａ 正

确；Ｂ 项，金属镁和盐酸反应的实质是 Ｍｇ ＋ ２Ｈ＋  Ｍｇ２＋ ＋
Ｈ２↑，故 Ｂ 正确；Ｃ 项，金属镁和盐酸反应放出大量的热，反应

物的能量高于生成物的能量，故 Ｃ 正确；Ｄ 项，铜片与盐酸不

反应，则烧杯内石灰水无明显变化，故 Ｄ 错误。
２．（２０１８ 晋豫省际大联考，１３）将等物质的量的 Ｎａ２Ｏ２ 和 Ａｌ 同时

放入足量的水中，充分反应后收集到混合气体 ４．４８ Ｌ（标准状

况下），再向反应后的溶液中缓慢滴入 １ ｍｏｌ ／ Ｌ 盐酸至沉淀恰

好溶解。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Ａ．标准状况下，混合气体中氢气与氧气的体积比为 ３ ∶ １
Ｂ．加入的固体过氧化钠为 ７．８ ｇ
Ｃ．当滴加 ２００ ｍＬ 盐酸时，沉淀的质量达到最大值

Ｄ．最终消耗的盐酸为 ４００ ｍＬ
２． 答案　 Ｄ　 将等物质的量的 Ｎａ２Ｏ２ 和 Ａｌ 同时放入足量的水

中，发生反应： ２Ｎａ２Ｏ２ ＋ ２Ａｌ ＋ ４Ｈ２Ｏ  ２ＮａＡｌＯ２ ＋ ２ＮａＯＨ ＋
Ｏ２↑＋３Ｈ２↑。 根据方程式可知，Ａ 项正确；混合气体中氢气与

氧气的体积比为 ３ ∶ １，所以氢气为 ０．１５ ｍｏｌ，氧气为 ０．０５ ｍｏｌ，
则过氧化钠为 ０．１ ｍｏｌ，质量为 ７．８ ｇ，Ｂ 项正确；沉淀的质量达

到最大值时氢氧化铝恰好完全沉淀，溶液中只有一种溶质

ＮａＣｌ，其中 Ｎａ 元素完全来自加入的 ０．１ ｍｏｌ 过氧化钠，所以

ＮａＣｌ 是０．２ ｍｏｌ，则 ＨＣｌ 为 ０．２ ｍｏｌ，即滴加 ２００ ｍＬ 盐酸时，沉淀

的质量达到最大值，Ｃ 项正确；最终沉淀恰好完全溶解时，溶液

中只有 ＮａＣｌ 和 ＡｌＣｌ３，因为初始加入的过氧化钠和单质铝的物

质的量都是 ０． １ ｍｏｌ，所以 ＮａＣｌ 和 ＡｌＣｌ３ 的物质的量分别为

０．２ ｍｏｌ、０．１ ｍｏｌ，则加入的 ＨＣｌ 为 ０．５ ｍｏｌ，需要的盐酸体积为

５００ ｍＬ，Ｄ 项错误。
３．（２０１８“江淮十校”一联，１８）轻质氧化镁是新型功能复合材料

的重要添加剂，可由菱镁矿（含 ＭｇＣＯ３、ＣａＣＯ３、Ｆｅ２Ｏ３、Ａｌ２Ｏ３、
ＳｉＯ２）为原料制备，其制备流程如下：

（１）酸溶时，为了提高酸溶速率可采取的措施有　 　 　 　 　 　
　 　 　 　 ；提高矿物的浸取率可采取的措施有　 　 　 　 　
　 　 　 　 　 。 （各答一条即可）

（２）浓硫酸与 Ａｌ２Ｏ３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滤渣Ⅰ的主要成分为　 　 　 　 和　 　 　 　 （填
化学式）。

（３）用氨水调节溶液 ｐＨ＝ ８～ ９ 的目的是　 　 　 　 　 　 　 　 　
　 　 　 　 　 ，若氨水加的量较多使 ｐＨ＞９，则最终氧化镁的

产量会　 　 　 　 （填“增大”“不变”或“减小”）。
（４）沉镁时发生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
（５）流程中“焙烧”操作若在实验室中进行，样品应放在　 　 　

中加热，当　 　 　 　 　 　 　 　 　 　 　 　 　 　 时，说明固体

样品已分解完全。
３． 答案　 （１）将菱镁矿粉碎或适当提高酸溶时的温度（合理答

案均可）　 适当延长酸溶时间或溶解过程中不断搅拌或多次

浸取（合理答案均可）
（２）Ａｌ２Ｏ３＋３Ｈ２ＳＯ４ Ａｌ２（ＳＯ４） ３＋３Ｈ２Ｏ　 ＣａＳＯ４ 　 ＳｉＯ２

（３）使滤液中的 Ａｌ３＋与 Ｆｅ３＋完全沉淀　 减小

（４）ＣＯ２＋２ＮＨ３·Ｈ２Ｏ＋Ｍｇ２＋ ＭｇＣＯ３↓＋２ＮＨ＋
４ ＋Ｈ２Ｏ

（５）坩埚　 前后两次称量固体的质量不变（或质量差小于 ０．１ ｇ）
解析 　 （ ２）浓硫酸与 Ａｌ２Ｏ３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Ａｌ２Ｏ３ ＋

３Ｈ２ＳＯ４ Ａｌ２（ＳＯ４） ３＋３Ｈ２Ｏ；滤渣Ⅰ的主要成分为不溶于浓

硫酸的 ＳｉＯ２ 和生成的微溶物 ＣａＳＯ４。
（３）用氨水调节溶液 ｐＨ ＝ ８ ～ ９ 的目的是使滤液中的 Ａｌ３＋ 与
Ｆｅ３＋完全沉淀；若氨水加的量较多使 ｐＨ＞９，滤渣Ⅱ中含有氢氧

化镁沉淀，则最终氧化镁的产量会减小。
（４）沉镁时发生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ＣＯ２ ＋２ＮＨ３·Ｈ２Ｏ＋Ｍｇ２＋

 ＭｇＣＯ３↓＋２ＮＨ＋
４ ＋Ｈ２Ｏ。

（５）流程中“焙烧”操作若在实验室中进行，样品应放在坩埚中

加热，当前后两次称量固体的质量不变或质量差小于 ０．１ ｇ 时，
说明固体样品已分解完全。





























































对应学生用书起始页码 Ｐ３９

方法　 有关氢氧化铝沉淀量的计算

　 　 １．Ａｌ３＋与 ＯＨ－混合

依据 Ａｌ３＋＋３ＯＨ－ Ａｌ（ＯＨ） ３↓，
Ａｌ（ＯＨ） ３＋ＯＨ－ ＡｌＯ－

２ ＋２Ｈ２Ｏ，
设 Ａｌ３＋、ＯＨ－的物质的量分别为 ａ ｍｏｌ、ｂ ｍｏｌ，沉淀的质量为

ｍ ｇ，则：

①ｂ≤３ａ 时，ｍ＝ ７８×
ｂ
３
；

②３ａ＜ｂ＜４ａ 时，ｍ＝ ７８（４ａ－ｂ）；

③ｂ≥４ａ 时，ｍ＝ ０。
注意 　 ①中，铝元素的存在形式是 Ａｌ （ ＯＨ） ３ 和 Ａｌ３＋，

ｎ（沉淀）＝
ｂ
３

ｍｏｌ，ｎ（Ａｌ３＋）＝ （ａ－
ｂ
３
）ｍｏｌ。

②中，铝元素的存在形式是 Ａｌ（ＯＨ） ３ 和 ＡｌＯ－
２，ｎ（沉淀） ＝

（４ａ－ｂ）ｍｏｌ，ｎ（ＡｌＯ－
２）＝ ［ａ－（４ａ－ｂ）］ｍｏｌ ＝（ｂ－３ａ）ｍｏｌ。

２．ＡｌＯ－
２ 与 Ｈ＋混合

依据 ＡｌＯ－
２ ＋Ｈ

＋＋Ｈ２Ｏ  Ａｌ（Ｏ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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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ＯＨ） ３＋３Ｈ
＋ Ａｌ３＋＋３Ｈ２Ｏ，

设 ＡｌＯ－
２、Ｈ

＋ 的物质的量分别为 ａ ｍｏｌ、ｂ ｍｏｌ，沉淀质量为

ｍ ｇ，则：
①ｂ≤ａ 时，ｍ＝ ７８ｂ；

②ａ＜ｂ＜４ａ 时，ｍ＝ ７８×（ａ－
ｂ－ａ
３

）＝ ７８×
４ａ－ｂ
３

；

③ｂ≥４ａ 时，ｍ＝ ０。
注意　 ①中，ｎ（沉淀）＝ ｂ ｍｏｌ，ｎ（ＡｌＯ－

２）＝ （ａ－ｂ）ｍｏｌ。

②中， ｎ （沉淀） ＝ ４ａ－ｂ
３

ｍｏｌ， ｎ （ Ａｌ３＋ ） ＝ ａ－
４ａ－ｂ
３( ) ｍｏｌ ＝

ｂ－ａ
３

ｍｏｌ。

（２０１８ 皖江名校联盟联考，１５）向物质的量浓度均为

１ ｍｏｌ ／ Ｌ的 ＨＣｌ、ＡｌＣｌ３、ＭｇＣｌ２、ＮＨ４Ｃｌ 混合溶液中逐滴加入 １ ｍｏｌ ／ Ｌ
的 ＮａＯＨ 溶液，得到如图所示图像。 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

Ａ．沉淀的最大物质的量为 ２ ｍｏｌ
Ｂ．ｃ～ ｄ 段会产生标准状况下 ２２．４ Ｌ ＮＨ３

Ｃ．ｄ～ ｅ 段发生的反应为 Ａｌ３＋＋４ＯＨ－ ＡｌＯ－
２ ＋２Ｈ２Ｏ

Ｄ．滴加 ＮａＯＨ 溶液过程中，微粒反应的先后顺序是 Ｈ＋、
Ａｌ３＋、Ｍｇ２＋、ＮＨ＋

４、Ａｌ（ＯＨ） ３

结 合 ＯＨ－ 的 能 力： Ｈ＋ ＞ Ａｌ３＋ ＞ Ｍｇ２＋ ＞ ＮＨ＋
４ ＞

Ａｌ（ＯＨ） ３，即向混合液中逐滴加入 ＮａＯＨ 溶液，依次发生反应：
Ｈ＋＋ＯＨ－Ｈ２Ｏ、Ａｌ３＋ ＋３ＯＨ－Ａｌ（ＯＨ） ３ ↓、Ｍｇ２＋ ＋２ＯＨ－
Ｍｇ（ＯＨ） ２↓、ＮＨ＋

４＋ＯＨ
－ＮＨ３·Ｈ２Ｏ、Ａｌ（ＯＨ） ３＋ＯＨ

－ＡｌＯ－
２ ＋

２Ｈ２Ｏ。
解析　 Ａ 项，因原混合溶液的体积未知，故无法判断沉淀

的最大物质的量，Ａ 项错误；Ｂ 项，ｃ～ ｄ 段为 ＮＨ４Ｃｌ 与 ＮａＯＨ 溶液

反应，产生 ＮＨ３ 的量无法计算，Ｂ 项错误；Ｃ 项，ｄ ～ ｅ 段加入

ＮａＯＨ 溶液发生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Ａｌ（ＯＨ） ３＋ＯＨ－ ＡｌＯ－
２ ＋

２Ｈ２Ｏ，Ｃ 项错误；Ｄ 项，Ｈ＋、Ａｌ３＋、Ｍｇ２＋、ＮＨ＋
４、Ａｌ（ＯＨ） ３ 结合 ＯＨ－

的能力逐渐减弱，故滴加 ＮａＯＨ 溶液过程中，微粒反应的先后顺

序是 Ｈ＋、Ａｌ３＋、Ｍｇ２＋、ＮＨ＋
４、Ａｌ（ＯＨ） ３，Ｄ 项正确。

答案　 Ｄ

１．（２０１８ 河北石家庄联考，１１）常温下，将一定量的钠铝合金置于

水中，合金全部溶解，得到 ２０ ｍＬ １ ｍｏｌ ／ Ｌ 的 ＮａＯＨ 溶液，然后

用 １ ｍｏｌ ／ Ｌ 的盐酸滴定，测得生成沉淀的质量与消耗盐酸的体

积关系如图所示，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原合金质量为 ０．９２ ｇ
Ｂ．图中 Ｖ２ 的值为 ６０
Ｃ．产生氢气的体积为 １ １２０ ｍＬ

Ｄ．图中 ｍ 的值为 １．５６
１． 答案 　 Ｄ 　 钠铝合金置于水中，合金全部溶解，发生反应：
２Ｎａ＋２Ｈ２Ｏ ２ＮａＯＨ＋Ｈ２↑、２Ａｌ＋２Ｈ２Ｏ＋２ＮａＯＨ  ２ＮａＡｌＯ２＋
３Ｈ２↑，得到 １ ｍｏｌ ／ Ｌ 的 ＮａＯＨ 溶液 ２０ ｍＬ，故剩余 ＮａＯＨ 为

０．０２ Ｌ×１ ｍｏｌ ／ Ｌ＝ ０．０２ ｍｏｌ。 用盐酸滴定，依次发生反应：ＮａＯＨ＋
ＨＣｌ  ＮａＣｌ＋Ｈ２Ｏ、ＮａＡｌＯ２ ＋ＨＣｌ＋Ｈ２Ｏ ＮａＣｌ＋Ａｌ（ＯＨ）３↓、

Ａｌ（ＯＨ）３↓＋ ３ＨＣｌ ＡｌＣｌ３ ＋ ３Ｈ２Ｏ，Ｖ１ ＝ ０．０２ ｍｏｌ
１ ｍｏｌ ／ Ｌ

＝ ０． ０２ Ｌ ＝

２０ ｍＬ；生成沉淀消耗的盐酸为 ４０ ｍＬ－２０ ｍＬ ＝ ２０ ｍＬ，ＨＣｌ 的
物质的量为 ０．０２ Ｌ×１ ｍｏｌ ／ Ｌ＝ ０．０２ ｍｏｌ，

ＮａＡｌＯ２ 　 ＋　 ＨＣｌ＋Ｈ２Ｏ ＮａＣｌ＋Ａｌ（ＯＨ） ３↓
０．０２ ｍｏｌ ０．０２ ｍｏｌ ０．０２ ｍｏｌ

Ａ 项，由原子守恒可知，合金的质量为 ０． ０４ ｍｏｌ × ２３ ｇ ／ ｍｏｌ ＋
０．０２ ｍｏｌ×２７ ｇ ／ ｍｏｌ ＝ １．４６ ｇ，故 Ａ 错误；Ｂ 项，由 Ａｌ（ＯＨ） ３ ↓＋
３ＨＣｌ ＡｌＣｌ３＋３Ｈ２Ｏ 可知，溶解沉淀需要 ０．０６ ｍｏｌ ＨＣｌ，需要

盐酸体积为 ６０ ｍＬ，则 Ｖ２ 的值为 １００，故 Ｂ 错误；Ｃ 项，由化学

方程式知，生成氢气的物质的量为 ０． ０２ ｍｏｌ ＋ ０． ０３ ｍｏｌ ＝
０．０５ ｍｏｌ，标准状况下体积为 ０．０５ ｍｏｌ×２２．４ Ｌ ／ ｍｏｌ ＝ １．１２ Ｌ ＝
１ １２０ ｍＬ，选项中没有指明气体所处状况，故 Ｃ 错误；Ｄ 项，由上

述分析可知，生成沉淀为 ０．０２ ｍｏｌ，其质量为 ０．０２ ｍｏｌ×７８ ｇ ／ ｍｏｌ ＝
１．５６ ｇ，故 Ｄ 正确。

２．（２０１８ 福建莆田期中，１５）向含有 Ｎａ２ＣＯ３、ＮａＡｌＯ２ 的混合溶液

中逐滴加入 １５０ ｍＬ １ ｍｏｌ·Ｌ－１的盐酸，测得溶液中某几种离子

的物质的量的变化情况如图所示。 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

Ａ．ｂ 和 ｃ 表示的离子反应均为 ＣＯ２－
３ ＋Ｈ＋ ＨＣＯ－

３

Ｂ．结合 Ｈ＋的能力：ＡｌＯ－
２ ＞ＣＯ２－

３ ＞ＨＣＯ－
３ ＞Ａｌ（ＯＨ） ３

Ｃ．Ｍ 点时 Ａｌ（ＯＨ） ３ 的质量等于 ３．９ ｇ
Ｄ．原混合溶液中，ＣＯ２－

３ 与 ＡｌＯ－
２ 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２ ∶ １

２． 答案　 Ｄ　 混合溶液中滴加稀盐酸依次发生反应：①ＡｌＯ－
２ ＋

Ｈ＋＋Ｈ２Ｏ  Ａｌ（ＯＨ） ３ ↓、②ＣＯ２－
３ ＋Ｈ＋  ＨＣＯ－

３、③ＨＣＯ－
３ ＋

Ｈ＋ Ｈ２Ｏ＋ＣＯ２↑、④Ａｌ（ＯＨ） ３＋３Ｈ
＋ Ａｌ３＋ ＋３Ｈ２Ｏ；ａ 线代

表①，ｂ、ｃ 线代表②，ｄ 线代表③，Ａ、Ｂ 均正确；Ｍ 点时Ａｌ（ＯＨ） ３

未溶解，ｎ［Ａｌ（ＯＨ） ３］为 ０．０５ ｍｏｌ，即 ３．９ ｇ，Ｃ 正确；由图中数据

结合反应①②可知，原混合溶液中 ｎ（ＣＯ２－
３ ） ∶ ｎ（ＡｌＯ－

２）＝ １ ∶ １，
Ｄ 不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