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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3·湖北选考)学习小组探究了铜的氧化过程及铜的氧化物的组

成。回答下列问题：

铜与过量H2O2反应的探究如下：

实验②中Cu溶解的离子方程式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产

生的气体为 ________。比较实验①和②，从氧化还原角度说明H＋的作

用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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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Cu＋H2O2＋2H＋===Cu2＋＋2H2O　O2　既不是氧化剂，

也不是还原剂

【解析】　根据实验现象，铜片溶解，溶液变蓝，可知在酸性条件

下铜和过氧化氢发生反应，生成硫酸铜，离子方程式为Cu＋H2O2＋2H＋

===Cu2＋＋2H2O；硫酸铜可以催化过氧化氢分解生成氧气，则产生的气

体为O2；在铜和过氧化氢的反应过程中，氢元素的化合价没有发生变化，

故从氧化还原角度说明H＋的作用是：既不是氧化剂，也不是还原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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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3·北京选考)资料显示，I2可以将Cu氧化为Cu2＋。某小组同学

设计实验探究Cu被I2氧化的产物及铜元素的价态。

已知：I2易溶于KI溶液，发生反应I2＋I－I(红棕色)；I2和I氧化

性几乎相同。

将等体积的KI溶液加入到m mol铜粉和n mol I2(n>m)的固体混合物

中，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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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记录如下：

  c(KI) 实验现象

实验Ⅰ 0.01 mol·L－1
极少量I2溶解，溶液为淡红色；充分反应后，

红色的铜粉转化为白色沉淀，溶液仍为淡红色

实验Ⅱ 0.1 mol·L－1
部分I2溶解，溶液为红棕色；充分反应后，红

色的铜粉转化为白色沉淀，溶液仍为红棕色

实验Ⅲ 4 mol·L－1
I2完全溶解，溶液为深红棕色；充分反应后，

红色的铜粉完全溶解，溶液为深红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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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始阶段，Cu被氧化的反应速率：实验Ⅰ ________(填“>”“<”或
“＝”)实验Ⅱ。

(2)实验Ⅲ所得溶液中，被氧化的铜元素的可能存在形式有

[Cu(H2O)4]
2＋(蓝色)或[CuI2]

－(无色)，进行以下实验探究：

步骤a.取实验Ⅲ的深红棕色溶液，加入CCl4，多次萃取、分液。

步骤b.取分液后的无色水溶液，滴入浓氨水。溶液颜色变浅蓝色，

并逐渐变深。
ⅰ.步骤a的目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ⅱ.查阅资料，2Cu2＋＋4I－===2CuI↓＋I2，[Cu(NH3)2]
＋(无色)容易

被空气氧化。用离子方程式解释步骤b的溶液中发生的变化：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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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实验Ⅲ，推测实验Ⅰ和Ⅱ中的白色沉淀可能是CuI，实验Ⅰ

中铜被氧化的化学方程式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别取实验Ⅰ和Ⅱ充分反应后的固体，洗涤后得到白色沉淀，加入浓KI

溶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实验现象)，观察到少量红色的铜。

分析铜未完全反应的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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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述实验结果，I2仅将Cu氧化为＋1价。

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进行电化学实验，证实

了I2能将Cu氧化为Cu2＋。装置如右图所示，a、

b分别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5)运用氧化还原反应规律，分析在上述实验中Cu被I2氧化的产物中

价态不同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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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NH3)4]
2＋，方程式为[CuI2]

－＋2NH3·H2O===[Cu(NH3)2]
＋＋2H2O＋

2I－、4[Cu(NH3)2]
＋＋O2＋8NH3·H2O===4[Cu(NH3)4]

2＋＋4OH－＋6H2O

。(3)结合实验Ⅲ，推测实验Ⅰ和Ⅱ中的白色沉淀可能是CuI，实验Ⅰ中

铜被氧化的化学方程式是2Cu＋I2===2CuI或2Cu＋KI3===2CuI＋KI；

2Cu＋I2===2CuI反应为可逆反应，加入浓KI溶液，I2浓度减小，CuI转

化为Cu和I2，故产生白色沉淀溶解，出现红色固体的过程或I浓度小未能

氧化全部的铜，或生成的CuI覆盖在Cu表面。(4)要验证I2能将Cu氧化为

Cu2＋，需设计原电池负极材料为Cu，b为含n mol I2的4 mol·L－1的KI溶

液。(5)含n mol I2的4 mol•L－1的KI溶液，铜与碘反应的体系在原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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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中，I2将Cu氧化为Cu2＋；而在实验Ⅰ、实验Ⅱ和实验Ⅲ中Cu以Cu＋

形式存在，这是由于在实验Ⅰ、实验Ⅱ、实验Ⅲ中Cu＋可以进一步与I－

结合生成CuI沉淀或[CuI2]
－，Cu＋浓度减小使得Cu2＋氧化性增强，发生

反应2Cu2＋＋4I－===2CuI↓＋I2和2Cu2＋＋6I－===2[CuI2]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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