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阳区线上课堂·高三年级化学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桑寿德



主要内容

一、回顾2010-2019年北京高考题中有关碘元素的知识考查

二、近几年北京以碘元素为主线的探究实验题统计

三、试题考查的主要知识点三、试题考查的主要知识点

四、本部分设计意图及学习目标

五、典型例题分析

六、课堂小结



年份 题号 知识内容（考点）

2019 26 基于碘量法的定量分析

2018 27 考查碘离子作催化剂的机理分析

一、回顾2010-2019年北京高考题中有关碘元素的知识考查

2017 11 涉及I3
-

2016 28 信息中出现碘离子与铜离子的反应

2015 26

28

考查碘单质、碘化氢的性质

关于碘离子还原性的实验探究



年份 题号 知识内容（考点）

2014 无

2013 10 卤化银的转化

2012 8 四氯化碳萃取碘水装置2012 8

10

四氯化碳萃取碘水装置

碘化钾被硝酸氧化

2011 26 氢气与单质碘反应，碘化氢的热稳定性

2010 27 验证卤素单质氧化性的相对强弱



2017届朝阳一模28题 2017届东城一模28题

2018届朝阳一模28题 2018届海淀一模28题

2019届朝阳二模28题 2019届朝阳一模28题

二、近几年各区以碘元素为主线的探究实验统计

2019届海淀二模28题 2019届怀柔零模28题

2020届朝阳期中19题



1. 碘单质的颜色；碘在水中、有机溶剂（如汽油、四氯化碳、酒精）中

的颜色；碘易升华、遇淀粉变蓝。

2.I-、 I2、 IO3
-的化学性质（如氧化性、还原性）；I2在水中或碱性条件

下发生“歧化”， I-和IO3
-在酸性条件下“归中”的离子方程式； I-、

I2的检验方法及现象。

3.了解“碘量法”的测定原理及计算。



设计意图

1. 碘元素及其化合物是中学阶段常见的物质。

2.化学理论知识如反应速率和历程、方向和限度以及滴定分析，研究物

四、本部分设计意图及学习目标

质性质的方法，都可以含碘物质作为载体。

3.近几年高考题中开始出现有关含碘物质的探究题目，需要引起关注。



学习目标

1.通过有关碘单质遇淀粉变蓝为基础的探究实验，回顾I-、 I2 、 IO3
-的

性质和有关反应

2. 以碘离子催化SO2歧化为例，学习如何分析反应历程

3. 进一步了解探究题的结构和解题思路，并能规范表达



近年来，研究人员提出利用含硫物质热化学循环实现太阳能的转化与

存储。过程如下：

五、典型例题分析



（3）I－可以作为水溶液中SO2歧化反应的催化剂，可能的催化过程如下。

将ii补充完整。

i．SO2+4I－+4H+ =S↓+2I2+2H2O

ii．I2+2H2O+______ =_____+______+2 I－SO2 SO4
2−         4H+

分析： SO2歧化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3SO2+2H2O  = S↓+2H2SO4

I－



（4）探究i、ii反应速率与SO2歧化反应速率的关系，实验如下：分别将18 

mL SO2饱和溶液加入到2 mL下列试剂中，密闭放置观察现象。（已知：

I2易溶解在KI溶液中）

序号 A B C D

试剂

组成

0.4 mol·L－1 KI a mol·L－1 KI

0.2 mol·L－1 H2SO4

0.2 mol·L－1 

H2SO4

0.2 mol·L－1 KI

0.0002 mol I2

空白实验

H2O

3SO2+2H2O= S↓+2H2SO4

组成 0.2 mol·L－1 H2SO4 H2SO4 0.0002 mol I2

实验

现象

溶液变黄，一段时

间后出现浑浊

溶液变黄，出现浑浊

较A快

无明显现象 溶液由棕褐色很快褪色，变成

黄色，出现浑浊较A快

①B是A的对比实验，则a=_____。

②比较A、B、C，可得出的结论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 I−是SO2歧化反应的催化剂
H+单独存在时不具有催化作用
但H+可以加快歧化反应速率

反应ii比i快；D中由反应ii产生的H+使反应i加快

无明显现

象

③实验表明，SO2的歧化反应速率D＞A，结合i、ii反应速率解释原因：__

i．SO2+4I－+4H+ =S↓+2I2+2H2O     ii．I2+2H2O+SO2 = SO4
2− + 4H++2 I－



28．（14分）资料显示“O2的氧化性随溶液pH的增大逐渐减弱”。

某兴趣小组探究不同条件下KI与O2反应，实验如下。

装置 烧杯中的液体 现象（5分钟后）

①2 mL 1mol/L KI溶液 + 5滴淀粉 无明显变化

②2 mL 1mol/L KI溶液 + 5滴淀粉 溶液变蓝

O2+4H++4e-=2H2O
O2+2H2O+4e-=4OH-

②2 mL 1mol/L KI溶液 + 5滴淀粉

+ 2 mL 0.2 mol/L HCl溶液

溶液变蓝

③2 mL 1mol/L KI溶液 + 5滴淀粉

+ 2 mL 0.2 mol/LKCl溶液

无明显变化

④2mL 1 mol/LKI溶液+ 5滴淀粉

+ 2 mL 0.2 mol/L CH3COOH溶液

溶液变蓝、颜色

较②浅

O2



（1）实验②中生成I2的离子方程式是________。

（2）实验③的目的是________。

（3）实验④比②溶液颜色浅的原因是________。
其它条件相同时，CH3COOH是弱电解质，溶液中c(H+)较盐酸小，O2

的氧化性减弱。

验证 Cl-是否影响KI与O2的反应

4I-+O2+4H+=2I2+2H2O

装置 烧杯中的液体 现象（5分钟后）

O2

装置 烧杯中的液体 现象（5分钟后）

①2 mL 1mol/L KI溶液 + 5滴淀粉 无明显变化

②2 mL 1mol/L KI溶液 + 5滴淀粉

+ 2 mL 0.2 mol/L HCl溶液

溶液变蓝

③2 mL 1mol/L KI溶液 + 5滴淀粉

+ 2 mL 0.2 mol/LKCl溶液

无明显变化

④2mL 1 mol/LKI溶液+ 5滴淀粉

+ 2 mL 0.2 mol/L CH3COOH溶液

溶液变蓝、颜色较②浅



1. 重基础，并适当延伸

2. 重知识关联、系统化

3. 充分吸收信息，加强证据意识；

六、课堂小结

明确实验目的 确认反应原理 分析装置作用 梳理操作环节 解释现象和结论

4. 熟练 规范 技巧 套路

5. 明确解答实验题的思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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