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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晶体结构与性质专题强化训练 

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 

一、单选题 

1．金属晶体的堆积密度大，原子配位数高，能充分利用空间的原因是(  ) 

A ．金属原子的价电子数少 

B．金属晶体中有自由电子 

C．金属原子的原子半径大 

D．金属键没有饱和性和方向性 

2．下列属于分子晶体性质的是 

A．组成晶体的微粒是离子 

B．能溶于 CS
2
，熔点为 112.8℃，沸点为 444.6℃ 

C．熔点为 1 400℃，可作半导体材料，难溶于水 

D．熔点高，硬度大 

3．下列有关比较中，大小顺序排列错误的是 

A．热稳定性：PH
3
>H

2
S>HBr>NH

3
 

B．物质的熔点：石英>食盐>冰>汞 

C．结合质子的能力：CO
3
2->CH

3
COO ->SO

4
2- 

D ．分散系中分散质粒子的直径：Fe(OH)
3
悬浊液>Fe(OH)

3
胶体>FeCI

3
溶液 

4．下列关于物质结构的说法错误的是 

A．甲醛(HCHO )和光气(
2

COCl )分子中的键角 H C H Cl C Cl       

B．基态氮原子有三种能量不同的电子 

C．熔点：
2 2 2

MgO NaCl H O CO H     

D ． 2
2 3

S O 的空间构型为四面体形 

5．有四种晶体，其粒子排列方式如下所示，其中化学式不属 AB 型的是(   ) 

A ．  B．  

C．  D．  

6．下列有关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表述正确的是 

℃发生化学反应时失去电子越多的金属原子，还原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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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族元素是同周期中非金属性最强的元素 

℃第二周期℃A 族元素的原子核电荷数和中子数一定为 6 

℃原子序数为 12 的元素位于元素周期表的第三周期℃A 族 

℃BF
3
所有原子都满足最外层为 8电子结构 

℃F
2
、Cl

2
、Br

2
、I

2
的熔点、沸点逐渐升高 

A．℃℃℃ B．℃℃℃ C．℃℃℃ D．℃℃℃ 

7．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A．SiO
2
是直线形分子 B．Na

2
O

2
含有非极性键 

C．MgCl
2
只含有离子键 D．H

2
O 分子呈 V 形 

8．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A．在 NaCl 晶体中，距 Na +最近的 Cl－形成正八面体 

B．在金刚石晶体中，最小碳原子环由 6个碳原子构成 

C．在石墨晶体中，每个环上平均占有 3个碳原子 

D．银晶体晶胞如图，银原子的配位数为 12 

 

9．氯化硼的熔点为-107℃，沸点为 12.5℃，在其分子中键与键之间的夹角为 120°，它

能水解，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A．氯化棚液态时能导电而固态时不导电 B．氯化硼中心原子采用 sp杂化 

C．氯化硼分子呈平面三角形，属非极性分子 D．其分子立体构型类似 NH
3
 

二、多选题 

10．电子表、电子计算器、电脑显示器都运用了液晶材料显示图像和文字。有关其显

示原理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施加电压时，液晶分子垂直于电场方向排列 

B．移去电场后，液晶分子恢复到原来状态 

C．施加电压时，液晶分子沿电场方向排列 

D．移去电场后，液晶分子垂直于原电场方向排列 

11．在下列有关晶体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A．分子晶体中，一定存在极性共价键 B．原子晶体中，只存在共价键 

C．金属晶体的熔沸点均很高 D．稀有气体的原子能形成分子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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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硼酸(
3 3

H BO )是具有层状结构的晶体，硼酸层内的分子通过氢键相连(如图所示)，

硼酸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并能随水蒸气挥发。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3 3
H BO 的层次状结构  

 

A．硼酸晶体为分子晶体 

B．氧原子的杂化方式为 sp2 

C．同一层上的硼原子能形成大π键 

D．升高温度硼酸溶解度增大，是因为硼酸间的氢键断裂，重新与水形成氢键 

13．高温下，超氧化钾晶体呈立方体结构，晶体中氧的化合价部分为 0价，部分为－2

价。如图为超氧化钾晶体的一个晶胞(晶体中最小的重复单元)，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超氧化钾的化学式为
2

KO ，每个晶胞含有 4 个K 和 8个
2

O  

B．晶体中每个K 周围有 8个
2

O ，每个
2

O 周围有 8个K  

C．晶体中与每个K 距离最近的K 有 12 个 

D．该晶体结构可用 X 射线衍射实验进行检测 

14．干冰和冰是两种常见的分子晶体，关于两种晶体的比较中正确的是 

A．晶体的密度：干冰>冰 

B．晶体的熔点：干冰>冰 

C．晶体中的空间利用率：干冰>冰 

D．晶体中分子间相互作用力类型相同 

三、填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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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离子晶体如食盐，很脆，经不起锤击；原子晶体如石英，同样很脆，也经不起锤

击。然而食盐和石英的摩氏硬度却相差极大，应如何解释？___________ 

16．磷化硼是一 种受到高度关注的耐磨涂料，它可用作金属的表面保护层。磷化硼可

由三溴化硼和三溴化磷在氢气中高温反应合成。 

(1)写出合成磷化硼的化学反应方程式___________。 

(2)分别画出三溴化硼分子和三溴化磷分子的结构___________。 

(3)磷化硼晶体中磷原子作立方最密堆积，硼原子填入四面体空隙中。画出磷化硼的正

当晶胞示意图___________。 

(4)已知磷化硼的晶胞参数 a=478pm ，计算晶体中硼原子和磷原子的核间距

___________。 

(5)画出磷化硼正当晶胞沿着体对角线方向的投影___________ (用实线圆圈表示 P 原子

的投影，用虚线圆圈表示 B 原子的投影) 

17．Al 和 Ga 及 N 和 As 分别是同主族的元素，请回答下列问题： 

（1）砷化镓是一种半导体材料，其化学式为______________。 

（2）写出 As 原子处于基态时的核外电子排布式____________。 

（3）超高导热绝缘耐高温纳米氮化铝在绝缘材料中应用广泛，氮化铝晶体与金刚石类

似，每个铝原子与______个氮原子相连，氮化铝晶体属于_______晶体。 

（4）NH
3
是氮的氢化物，中心原子的杂化方式是__________，存在化学键的类型是

____，NH
3
的沸点比 AsH

3
高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 

18．如图所示，直线交点处的圆圈为 NaCl 晶体中 Na +离子或 Cl-离子所处的位置。这

两种离子在空间三个互相垂直的方向上都是等距离排列的。 

 

（1）晶体中，在每个 Na +离子的周围与它最接近的且距离相等的 Na +离子共有____

个。 

（2）已知食盐晶体的密度为 2.2g/cm3，阿伏加德罗常数为 6.02×1023mol-1。食盐晶体中

两个距离最近的钠离子中心间的距离为________________cm。计算过程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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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国秦俑彩绘和汉代器物上用的颜料被称为中国蓝”、“中国紫”，近年来，人们对

这些颜料的成分进行了研究，发现其成分主要为 BaCuSi
4
O

10
、BaCuSi

2
O

6
 

(1)基态 Cu 原子核外有_______个运动状态不同的电子，其在周期表中的位置

_______。Si、O、Ba 元素电负性由大到小的顺序为_______。 

(2)“中国蓝”的发色中心是以 Cu 2+为中心离子的配合物，其中提供孤电子对的是_______

元素。 

(3)比较 Si、SiC、 CO
2
 三种物质晶体状态时熔点由高到低的顺序为_______，原因为

_______。 

(4)C、N 元素与颜料中的氧元素同周期。 

℃写出 CO 的一种常见等电子体分子的电子式_______；NO -
2
的 VSEPR 模型为

_______，酸性：HNO
2
_______HNO

3
(填“强于”或“弱于”)。 

℃C、N 元素能形成一种类石墨的聚合物半导体 g-C
3
N

4
其单层平面结构如图 1，晶胞结

构如图 2。 

  

i.g-C
3
N

4
中氮原子的杂化类型是_______。 

ii.已知该晶胞的体积为 Vcm 3，中间层原子均在晶胞内部。设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为

N
A
，则 g-C

3
N

4
的密度为_______。 

iii.根据图 2，在图 1 中用平行四边形画出个最小重复单元_____。 

20．现有℃Na
2
S、℃金刚石、℃NH

4
Cl、℃Na

2
SO

4
、℃干冰、℃碘片六种物质，按下列要

求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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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填序号)。 

(2)属于离子化合物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只有离子键的物质是

____________，以分子间作用力结合的物质是____________________(均填序号)，℃的

电子式____________________。 

(3)用电子式表示℃的形成过程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用电子式表示℃的形成过

程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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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某金属(A)在 TK 以下晶体的基本结构单元如图 1所示，T K 以上转变为图 2所示

结构的基本结构单元，在两种晶体中最邻近的 A 原子间距离相同 

 

(1)在 T K 以下的纯 A 晶体中，与 A 原子等距离且最近的 A 原子数为_______个；在 T 

K 以上的纯 A 晶体中，与 A 原子等距离且最近的 A 原子数为_______； 

(2)纯 A 晶体在晶型转变前后，二者基本结构单元的边长之比为(TK 以上与 TK 以下之

比)_______。 

(3)图 1 的的堆积方式为_______， 经测定其结构和性质参数如表所示 

金属 相对原子质量 分区 密度/g·㎝-3 原子化热/kJ·mol-1 

Na  22.99 s区 0.960 108.4 

A  60.20 d 区 7.407 7735 

 

则 A 原子的原子半径为_______pm ，试解释该晶体原子化热很高的原因_______。(已

知 3 =1.732，7.407≈
200

27
，1pm=10 -12m) 

22．蛋白质是构成生物体内的基本物质，蛋白质的组成元素主要有氢、碳、氮、氧、

硫，同时还有微量元素铁、锌等。回答下列问题： 

(1)碳、氮、氧三元素的第一电离能由小到大的顺序为________________(用元素符号表

示)； 

(2)N
3
－的立体构型是___________形：与 N

3
－互为等电子体的一种分子是

___________(填分子式)。 

(3)将足量的氨水逐滴地加入到 ZnSO
4
溶液中，先生成沉淀，然后沉淀溶解生成配合物

[Cu(NH
3
)
4
SO

4
，配位化合物中的阳离子结构式为___________；SO

4
2－中的硫原子杂化

方式为___________；用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解释 SO
4
2－的键角大于 SO

3
2－的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碲化锌晶体有两种结构，其中一种晶胞结构如下图，晶胞中与 Zn 原子距离最近的

Te 原子围成____体图形；与 Te 原子距离最近的 Te 原子有___个；若 Zn 与距离最近的

Te 原子间距为 apm，则晶体密度为____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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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相对原子质量：Zn-65、Te-128) 

 

23．早期发现的一种天然二十面体准晶颗粒由 Al、Cu、Fe 三种金属元素组成。回答下

列问题： 

（1）准晶是一种无平移周期序，但有严格准周期位置序的独特晶体，可通过________

方法区别晶体、准晶体和非晶体。 

（2）基态 Fe 原子有_______个未成对电子，Fe3+的电子排布式为_________。可用硫

氰化钾检验 Fe3+，形成的配合物的颜色为____________。 

（3）新制的 Cu(OH)
2
可将乙醛（CH

3
CHO ）氧化成乙酸，而自身还原成 Cu

2
O。乙醛

中碳原子的杂化轨道为___________，1mol 乙醛分子中含有的键的数目为

___________。乙酸的沸点明显高于乙醛，其主要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u
2
O 为半导体材料，在其立方晶胞内部有 4个氧原子，其余氧原子位于面心和定点，

则该晶胞中有________个铜原子。 

（4）Al单质为面心立方晶体，晶胞中铝原子的配位数为__。 

四、实验题 

24．硫酰氯(SO
2
Cl

2
)常用作药剂的合成、染料的制造，熔点为－54.1℃，沸点为

69.1℃。100℃以上分解生成 SO
2
和 Cl

2
，在空气中遇水蒸气剧烈反应，并产生大量白

雾。实验室合成 SO
2
Cl

2
的原理为：SO

2
(g)＋Cl

2
(g)=SO

2
Cl

2
(l)ΔH <0，实验装置如图所示

(夹持仪器已省略)，请回答问题： 

 

(1)试剂 K 是___(填名称)；A 装置的作用是__。 

(2)实验完毕后，从装置 C 的反应瓶中的混合物中分离出 SO
2
Cl

2
的操作是__。 

(3)C中冰水浴的作用是__。 

(4)为了测定 SO
2
Cl

2
产品纯度(杂质不参与反应)，称取 agSO

2
Cl

2
产品于锥形瓶中，加入

足量蒸馏水，充分反应。用 cmol·L-1AgNO
3
溶液滴定反应后的溶液至终点(K

2
CrO

4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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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指示剂，滴定过程中 SO 2
4
不参与反应)，消耗 AgNO

3
溶液的体积为 VmL 。 

℃如滴定前仰视滴定后俯视读数，则测得的结果__(填“偏高”“偏低”或“无影响”)； 

℃SO
2
Cl

2
溶于水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__； 

℃该 SO
2
Cl

2
产品的纯度为__。 

(5)Cl
2
能与 Co 反应生成 CoCl

2
，是制备离子晶体 CoO 的重要中间产物。CoO 的晶胞结

构如图所示。设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为 N
A
，则 CoO 晶体的密度为__g·cm-3。 

 

25．某化学兴趣小组做了淀粉水解及产物检验的实验，步骤如下： 

步骤 1：取 1mL 淀粉溶液，加入 2mL10% 稀硫酸，加热煮沸。 

步骤 2：向步骤 1所得溶液中加入 10% NaOH 溶液调节 pH 至碱性。 

步骤 3：在另一支试管中加入 2mL10% NaOH 溶液滴入 5滴 5%
4

CuSO 溶液，振荡，制

得新制的  
2

Cu OH 。 

步骤 4：向步骤 2所得溶液中加入少量新制备的  
2

Cu OH ，加热 3~5min，观察到生成

砖红色沉淀。 

回答下列问题 

(1)要想证明淀粉溶液没有水解完全，只需在步骤 1所得溶液中加入_______，观察到

_______的现象时，即可证明。 

(2)步骤 4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_______。 

(3)新制的  
2

Cu OH 里含有  2

4

Cu OH     (四羟基合铜离子)，该离子的配体是

_______， 2+Cu 的配位数是_______。 

(4)步骤 4所得的砖红色沉淀的晶胞如图所示，其中 e是_______(填离子符号)，假设该

晶胞的边长为 cma ，该晶体的密度为_______ 3g cm  (用含 a的代数式表示，
A

N 为阿

伏加德罗常数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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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计算题 

26．(1)图(a)是 MgCu
2
的拉维斯结构，Mg 以金刚石方式堆积，八面体空隙和半数的四

面体空隙中，填入以四面体方式排列的 Cu。图(b)是沿立方格子对角面取得的截图。可

见，Cu 原子之间最短距离 x=___pm ，Mg 原子之间最短距离 y=___pm 。 

 

(2)LiFePO
4
的晶胞结构示意图如(a)所示。其中 O 围绕 Fe 和 P 分别形成正八面体和正

四面体，它们通过共顶点、共棱形成空间链结构。每个晶胞中含有 LiFePO
4
的单元数

有____个。 

 

电池充电时，LiFePO
4
脱出部分 Li+，形成 Li

1-x
FePO

4
，结构示意图如(b)所示，则



试卷第 10 页，共 12 页 

x=___ ，n(Fe2+)：n(Fe3+)=____。 

(3)一种立方钙钛矿结构的金属卤化物光电材料的组成为 Pb2+、I-和有机碱离子

3 3
CH NH ，其晶胞如图(b)所示。其中 Pb2+与图(a)中____的空间位置相同；若晶胞参数

为 anm，则晶体密度为____g•cm-3 (列出计算式)。 

 

27．晶体具有规则的几何外形，晶体中最基本的重复单位称晶胞。氯化钠晶体结构如

图所示，已知 Ni
x
O 晶体晶胞结构为氯化钠型，由于晶体缺陷，x值小于 1，测知 Ni

x
O

晶体的密度为 7．4g/cm3，晶胞边长为 4．0×10－10m （N
A
用 6．0x1023计算）。试回答

（要求计算过程）： 

 

（1）Ni
x
O 晶体中的 x值_________（精确到 0．01）。 

（2）晶体中的 Ni 分别为 Ni2+、Ni3+，此晶体化学式____________（用含 Ni2+、Ni3+表

示）。 

六、结构与性质 

28．锌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明朝《天工开物》中有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炼锌技术的

记载。回答下列问题： 

(1)基态 Zn 原子的价电子排布式为____________，在周期表中位置为

________________。 

(2)硫酸锌溶于氨水形成[Zn(NH
3
)
4
]SO

4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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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Zn(NH
3
)
4
]SO

4
的元素中，除 H 外其余元素的第一电离能由大到小排序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Zn(NH
3
)
4
]SO

4
溶液中滴加 NaOH 溶液，未出现浑浊，其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知[Zn(NH
3
)
4
]2＋的空间构型与 SO

4
2-相同，则在[Zn(NH

3
)
4
]2＋中 Zn 2＋的杂化类型为

________。 

℃以下作用力在[Zn(NH
3
)
4
]SO

4
晶体中存在的有________。 

A．离子键        B．极性共价键 C．非极性共价键 

D．配位键 E．范德华力  F．金属键 

(3)ZnS晶胞结构如图(已知 a为硫离子，b为锌离子)所示，ZnS 晶体的熔点约为 1 

700 ℃。 

℃已知晶体密度为ρ g·cm－3，N
A
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则 1个 ZnS 晶胞的体积为

________cm 3。 

℃ZnO 与 ZnS 结构相似，熔点为 1 975 ℃，其熔点较高的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I.下列元素或化合物的性质变化顺序正确的是_______________ 

A ．第一电离能：Cl＞S＞P＞Si                           B．共价键的极性：HF ＞HCI＞HBr＞HI 

C．晶格能：NaF＞NaCl＞NaBr＞NaI       D．热稳定性：MgCO
3
＞CaCO

3
＞SrCO

3
＞

BaCO
3
 

II.黄铜矿是主要的炼铜原料，CuFeS
2
是其中铜的主要存在形式。回答下列问题： 

（1）CuFeS
2
中存在的化学键类型是________________。下列基态原子或离子的价层

电子排布图正确的_____________。 

 

（2）在较低温度下 CuFeS
2
与浓硫酸作用时，有少量臭鸡蛋气味的气体 X 产生。 

℃X 分子的立体构型是______，中心原子杂化类型为__________，属于_______（填

“极性”或“非极性”）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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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的沸点比水低的主要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 

（3）CuFeS
2
与氧气反应生成 SO

2
，SO

2
中心原子的价层电子对数为_____，共价键的

类型有_________。 

（4）四方晶系 CuFeS
2
晶胞结构如图所示。 

 

℃Cu＋的配位数为__________，S2－的配位数为____________。 

℃已知：a＝b＝0.524 nm，c＝1.032 nm，N
A
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CuFeS

2
晶体的密

度是________g•cm-3(列出计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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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D  

【解析】 

【详解】 

由于金属键没有方向性、饱和性，金属离子可以从各个方向吸引自由电子，使它们尽可能

地相互接近，从而占有最小的空间。故答案选 D。 

2．B 

【解析】 

【详解】 

A. 分子晶体的组成微粒是分子，故 A 错误； 

B. 分子晶体的熔沸点低，极性分子易溶于极性溶剂，非极性分子易溶于非极性溶剂，故 B

正确； 

C. 分子晶体的熔沸点低，晶体在固态和熔融状态时均不导电，故 C 错误； 

D. 分子晶体的熔沸点低，硬度小，故 D 错误。 

故选 B。 

【点睛】 

分子晶体分子间靠范德华力结合，一般熔、沸点较低，硬度小，在固态和熔融状态时均不

导电。 

3．A  

【解析】 

【详解】 

A.元素的非金属性越强，其相应的最简单的氢化物的稳定性就越强。由于元素的非金属性

N>Br>S>P ，所以氢化物的稳定性：NH
3
>HBr>H

2
S>PH

3
，A 错误； 

B.石英属于原子晶体，原子之间通过极强的共价键结合，熔化需消耗很高能量，俄日食盐

的 Na +与 Cl-之间通过离子键结合，熔化断裂离子键，离子键比共价键作用力弱，所以食盐

的熔点比石英低，冰是固体，是水分子通过分子间作用力结合，分子间作用力比较弱，因

此熔沸点较低，汞在室温下为液体，熔沸点更低，因此物质的熔点：石英>食盐>冰>汞，B

正确； 

C.酸电离产生 H +的能力越弱，则相应的酸根离子结合 H +的能力就越强。由于酸性

H
2
SO

4
>CH

3
COOH>HCO

3
-，所以结合氢离子即质子的能力：CO32->CH3COO->SO4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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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 

D.分散质微粒直径大于 100nm 的分散系称为浊液，介于 100-1nm 的分散系称为胶体，小于

1nm 的分散系为溶液，所以分散系中分散质粒子的直径：Fe(OH)3 悬浊液>Fe(OH)3 胶

体>FeCI3 溶液，D 正确； 

故合理选项是 A。 

4．A  

【解析】 

【分析】 

【详解】 

A．甲醛和光气的中心原子 C 原子均采用 2sp 杂化，为平面三角形结构，电负性

Cl C H  ，甲醛中 C-H 键的共用电子对偏向 C 原子，光气中 Cl—C 键的共用电子对偏向

Cl原子。甲醛中 C—H 键的共用电子对排斥力大于光气中 C—Cl 键的共用电子对之间的排

斥力，即 H C H Cl C Cl      ，故 A 错误； 

B．基态 N 原子的电子排布式为 2 2 31s 2s 2p ，能量不同的轨道有 1s、2s、2p，同一轨道上的

电子能量相同，所以基态 N 原子含有三种能量的电子，故 B 正确； 

C．MgO 、 NaCl 、
2

H O 、
2

CO 、
2

H 五种物质中，MgO 、 NaCl 为离子晶体，且MgO 中镁

原子和氧原子半径小，形成的离子键段，熔点高，其余三种为分子晶体，其熔点与相对分

子相关，又水为液体，熔点比
2

CO 和
2

H 高，所以五种物质的熔点大小为

2 2 2
MgO NaCl H O CO H    ，故 C 正确； 

D． 2
4

SO 中 S 的价层电子对数为
6 2 2 4

4 4
2

  
  ，VSEPR 模型为四面体， 2

2 3
S O 相当于

是 2
4

SO 中的一个 O 原子被 S 替换，所以两者为等电子体，即 2
2 3

S O 的空间构型为四面体，

故 D 正确； 

故选 A。 

5．C 

【解析】 

【详解】 

A．晶胞中 A 位于顶点，平均含有 A 的个数为 8×⅛=1，B 位于晶胞的体心，B 的个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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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则化学式为 AB ，故 A 不合题意； 

B．A、B 均位于晶胞的顶点，各有 4×⅛=½，化学式为 AB ，故 B 不合题意； 

C. 晶胞中 A 位于顶点，平均含有 A 的个数为 8×⅛=1，B 位于晶胞的棱上，平均含有 B 的

个数为 12×¼=3，则化学式为 AB
3
，不属于 AB 型，故 C 符合题意； 

D．A 位于晶胞的顶点和面心，共有 8×⅛+6×½=4个，B 位于晶胞的棱和体心，共有

12×¼+1=4个，化学式为 AB ，故 D 不合题意； 

答案选 C。 

6．C 

【解析】 

【分析】 

【详解】 

℃越容易失去电子，还原性越强，失去电子数多不代表失去电子容易，如钠的还原性强于

铝，故℃错误； 

℃同一周期元素非金属随着原子序数的增大而增强，所以℃A族元素是同周期中非金属性最

强的元素，故℃正确； 

℃第二周期℃A 族元素为 C 元素，C 元素有多种同位素，如12
6
C 、14

6
C ，中子数分别为 6、

8，故℃错误； 

℃原子序数为 12 的元素是 Mg 元素，位于元素周期表中第三周期℃A族，故℃正确； 

℃BF
3
中 B 元素的化合价为+3，B 原子核外电子数为 3，所以 B 原子最外层电子数为

3+3=6，不满足 8 电子结构，故℃错误； 

℃由于 F
2
、Cl

2
、Br

2
、I

2
属于分子晶体，相对分子质量逐渐增大，所以分子间作用力增大，

则 F
2
、Cl

2
、Br

2
、I

2
的熔点和沸点逐渐升高，故℃正确；故℃℃℃正确。 

故选 C。 

7．A  

【解析】 

【详解】 

A．SiO
2
晶体是共价晶体，由 Si原子和 O 原子构成，不含有分子，A 错误； 

B．Na
2
O

2
由 Na +和 2

2
O 构成， 2

2
O 内 2个 O 原子间形成非极性键，B 正确； 

C．MgCl
2
由 Mg 2+和 Cl-构成，阴、阳离子间只形成离子键，C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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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
2
O 分子为极性分子，由于成键电子受孤对电子的排斥作用，所以分子呈 V 形，D

正确； 

故选 A。 

8．C 

【解析】 

【详解】 

A. 在 NaCl 晶体 中，距 Na +最近的 Cl-是 6个，即钠离子的配位数是 6，6 个

氯离子形成正八面体结构，故 A 正确； 

B. 在金刚石晶体 中，最小碳原子环由 6个碳原子构成，故 B 正

确； 

C. 在石墨晶体中， 每个碳原子被三个碳环共有，每个碳环含有碳原子数为：6×
1

3
=2，故

C 错误； 

D. 银晶体晶胞如图， 金属晶体银为面心立方最密堆积，采用沿 X、Y、

Z 三轴切割的方法知，每个平面上铜原子的配位数是 4，三个面共有 4×3=12个铜原子，所

以每个铜原子的配位数是 12，故 D 正确。 

答案选 C。 

9．C 

【解析】 

【详解】 

A．氯化硼是共价化合物液态时不能导电，故 A 错误； B．三氯化硼中的硼为 sp2杂化，

无孤对电子，故 B 错误；C．三氯化硼中的硼为 sp2杂化，无孤对电子，分子中键与键之间

的夹角为 120°，是平面三角形结构，正负电荷重心重合，所以是非极性分子，故 C 正确；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3710301310

6010005

https://d.book118.com/037103013106010005
https://d.book118.com/03710301310601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