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篇　广西专题突破方案

专题(七)　课外知识拓展

专题重点突破

专题综合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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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实验的关键是明确实验目的,根据实验目的对实验可能出现的情况

提出猜想,通过设计实验步骤加以验证,最终得出实验结论。

1.常用实验装置

(1)反应装置

类型一 科学探究与化学实验

图Z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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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集装置

图Z7-2

(3)除杂装置

图Z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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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量气装置

图Z7-4



专
题
重
点
突
破

返回目录

(5)分离装置

图Z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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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装置气密性的检查

图Z7-6

(1)微热法:将导管口的下端浸入水中,微热试管(用手捂、 热毛巾捂、酒精

灯微热等方法),水中导管口有气泡冒出;停止微热后,导管内出现水柱,说明

装置的气密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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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水法:用弹簧夹夹住乳胶管,再从长颈漏斗注入少量水,在长颈漏斗内形

成一段水柱,一段时间后,水柱不下降,说明装置的气密性良好。

(3)推拉法:向左推注射器活塞,若观察到长颈漏斗下端导管内有液柱上升,说

明装置气密性良好。

图Z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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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操作的注意事项

(1)实验开始时,先检查装置气密性,然后按先下后上、先左后右的顺序组

装仪器,按先固后液的顺序添加试剂。

(2)有加热操作时,先加入试剂再进行加热;有气体生成的实验,为防止倒吸,

在结束时一般先完成其他操作,最后停止加热;若需要防止产物在高温下被

氧化,则应先停止加热,继续通保护气至产物冷却。

(3)在净化气体时,一般先除去有毒、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后除去无毒、

无气味的气体,最后除去水蒸气。

(4)实验结束,按从右到左、自上而下,先主体、后部件的顺序拆卸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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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验方案的设计与评价

(1)基本要求:科学、可行、安全、简约、单一、对比。

(2)设计原则:方法简便,现象明显,操作简单。

(3)评价角度:实验方案、实验方法、装置设计。

(4)评价原则:原理正确、操作可行、装置简单、经济合理、安全环保。



专
题
重
点
突
破

返回目录

　　通过分类,可以将纷繁复杂的物质分成不同的类别。物质的组成是物质

分类的常用依据,结合物质的性质可以对物质进一步分类。

1.单质

单质是由同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依据组成元素不同,将单质分为金属单

质(如Fe、Cu)、非金属单质(如O2、C)和稀有气体(如He、Ne)。

类型二 物质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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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氧化物

氧化物是由两种元素组成且其中一种是氧元素的化合物。

依据组成元素不同,将氧化物分为金属氧化物(如CaO、Fe2O3)和非金属氧

化物(如CO2、H2O)。

依据化学性质不同,将氧化物分为酸性氧化物(能与碱反应生成盐和水的

氧化物,如CO2、SO3)、碱性氧化物(能与酸反应生成盐和水的氧化物,如

CaO)、两性氧化物(既能与酸反应生成盐和水,又能与碱反应生成盐和水

的氧化物,如Al2O3)和不成盐氧化物(既不能与酸也不能与碱反应的氧化物

,如CO、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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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酸

酸在水中电离时生成的阳离子都是氢离子(H+)。

依据组成中是否含氧元素,将酸分为含氧酸(如H2SO4、HNO3)、无氧酸(如

HCl、H2S)。

依据电离出H+的数目,将酸分为一元酸(如HCl、HNO3、CH3COOH)、二

元酸(如H2SO4)和多元酸(如H3PO4)。

依据电离出H+的难易程度,将酸分为强酸(如HCl、H2SO4、HNO3)、中强

酸(如H3PO4)和弱酸(如CH3C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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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碱

碱在水中电离时生成的阴离子都是氢氧根离子(OH-)。

不同的碱在水中的溶解性不同,依据溶解性的强弱,将碱分为可溶性碱(如

NaOH、KOH)、微溶性碱[如Ca(OH)2]和难溶性碱[如Mg(OH)2、Fe(OH)3

]。

依据电离出OH-的数目,将碱分为一元碱(如NaOH、KOH)、二元碱[如

Ca(OH)2、Mg(OH)2]和多元碱[如Fe(OH)3]。

依据电离出OH-的难易程度,将碱分为强碱[如NaOH、KOH、Ca(OH)2]、

中强碱[如Mg(OH)2]和弱碱(如NH3·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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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盐
盐是指一类由金属离子(或铵根离子)和酸根离子组成的化合物,是酸碱中

和反应的产物。

依据组成里所含阴、阳离子的特点,可将盐分类并称为某盐。例如,组成里

含有碳酸根离子的盐称为碳酸盐,含有钠离子的盐称为钠盐,含有铵根离子

的盐称为铵盐等。

依据酸碱中和程度,将盐分为正盐、酸式盐和碱式盐。酸与碱完全中和生

成的盐是正盐(如NaCl、Na2CO3),酸部分被中和生成的盐称为酸式盐(如

NaHCO3),碱部分被中和生成的盐称为碱式盐[如Cu2(OH)2CO3]。

6.混合物
混合物可分为均匀混合物(如空气、溶液)和非均匀混合物(如泥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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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和原子结构,可以分析、解释和预测元

素的性质。

1.核外电子排布规律

原子核外第n层最多能容纳的电子数为2n2,最外层电子数最多只有8个(第1

层只有2个),次外层电子数最多只有18个,倒数第3层电子数最多只有32个。

类型三 原子结构与元素周期表



专
题
重
点
突
破

返回目录

2.原子结构与元素的性质

金属元素的原子最外层电子一般少于4个,在化学反应中容易失去电子,具

有金属性。非金属元素的原子最外层电子一般多于4个,在化学反应中容

易得到电子,具有非金属性。

元素的金属性和非金属性随着原子序数的递增而呈周期性的变化:



专
题
重
点
突
破

返回目录

(1)在同一主族中,各元素的最外层电子数虽然相同,但从上到下,电子层数依

次增多,失电子能力逐渐增强,得电子能力逐渐减弱。

(2)在同一周期中,各元素的原子核外电子层数虽然相同,但从左到右,核电荷

数依次增多,失电子能力逐渐减弱,得电子能力逐渐增强。

元素性质的周期性变化是元素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周期性变化的必然结果。



专
题
重
点
突
破

返回目录

3.原子趋于稳定的途径

(1)得失电子

以金属钠与氯气的反应为例,钠原子的最外层有1个电子,氯原子的最外层

有7个电子,当钠与氯气反应时,钠原子最外层的1个电子转移到氯原子的最

外层上,这样两者都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

(2)构成分子

以HCl的形成过程为例,氢原子和氯原子均为非金属原子,两者均存在得到

电子使最外层电子层达到稳定结构的趋势。在形成氯化氢分子的过程中

,1个氢原子和1个氯原子通过“共用”最外层电子的方式取得“双赢”,各自达

到相对稳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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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构成分子所需的原子数目,可以将分子分为单原子分子(如He、Ne)、双

原子分子(如O2、HCl)和多原子分子(如H2O、CO2、CH4)等。稀有气体元素

原子本身具有稳定结构,每一个稀有气体元素原子即为分子,因此也常常将

其称为“单原子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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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的变化过程伴随着能量变化,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化学反应可以实现

物质转化,化学反应中的各物质间存在定量关系。

1.四大基本反应类型

依据反应物和生成物的类别和数量,将化学反应分为化合反应、分解反应、

置换反应、复分解反应。

类型四 对化学反应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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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151031140010005

https://d.book118.com/90715103114001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