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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题号 知识内容（考点）

2019 7

10

26

7.以含氯化合物性质为载体的化学用语考查

10.以氯及其化合物为载体，考查氧化还原相关概念

26.以溴及其化合物性质为载体的定量分析

2018 8

9

27

28

8.用电子式表示氯化钠离子键的形成

9.氯化银与硫化银的转化

27.涉及碘离子性质的实验探究

28.涉及氯气、次氯酸根、氯离子性质的实验探究

2017 7

26

7.第七主族的同主族元素性质递变

26.涉及氯及其化合物性质的TiCl4制备

2016 12

28

12.涉及电解氯化钠溶液的选择探究

28.涉及碘离子性质的实验探究

2015 7

11

26

28

7.元素周期律，氯溴非金属性的比较

11.次氯酸钠溶液的性质

26.碘单质、碘化氢的性质

28.涉及碘离子还原性的实验探究

第一部分：2010-2019年北京对此部分考查回顾



年份 题号 知识内容（考点）

2014 9

28

9.电解氯化铜溶液

28.在不同电压（x）下电解pH=1的0.1 mol/L FeCl2溶液

2013 8

9

10

28

8.氨气与氯化氢气体的化合

9.电解氯化铜溶液

10.卤化银的转化

28涉及漂粉精的实验探究：制备漂粉精、次氯酸钙溶液的性质、氯气的性质

2012 8

9

8题：用氯化亚铁溶液吸收氯气装置选择

9题：涉及氯的元素周期律

2011 26 氯碱工业

2010 27 实验探究为验证卤素单质氧化性的相对强弱



2010-2019年北京高考

对以卤素为主题的概念原理元化融合考查
统计分析

元素 氯 碘 溴 Ts

涉及题数 20 7 2 1

热点微粒
Cl2、ClO-

、Cl-

I2、I-

、IO-

Br2、
BrO3

-

表1.元素考查频次



表2.题型中的卤素

考点 电解 周期律 水溶液 氧还 化学用语

频次 5 4 4 3 3

表3.考点中的卤素

题型 选择题 概念原理元化综合题 实验探究综合题

涉及题数 14 5 6

占比 20% 12.5% 15%



第二部分、基于高考的学习目标:

一、基础知识

1.熟记卤素单质及其水溶液的颜色，在水中及四氯化碳中的溶解性；

2.多角度（实验、化学用语、键变、能变、限度等）理解氯、溴碘及

其化合物的性质；熟知一些应用；

3.准确解释卤素的性质递变；

4.有机化学中卤素单质的性质表现，如，加成反应，取代反应。



二、知识关联

1. 氧化还原反应中的卤素，Cl2、HClO及其它含氯氧化剂的氧化性，I-的

还原性；拟卤素(SCN)2、卤素互化物（ICl）;

2. 水溶液中卤素，包括次氯酸的酸性，次氯酸盐的水解；卤化银沉淀的相

互转化，与硫化银的转化；

3. 电化学中的卤素，包括电解饱和食盐水、电解氯化铜水溶液。



三、解题能力要求

1. 含卤素物质电解制备分析；

2. 关于I2滴定的计算；

3. 实验探究，多种含氯微粒混合体系的分析。



第三部分：难点知识突破示例

次氯酸（HClO）

结构: H-O-Cl

性质:

弱酸性：HClO＜H2CO3

不稳定性:

强氧化性：

2HClO        2HCl + O2↑
光

应用:杀菌、消毒、漂白。

次氯酸钠（NaClO）

ClO- + H2O               HClO + OH-



知识拓展：

1.不同卤素原子能组成卤素互化物，如IBr；

思考： IBr与水可能的反应？

IBr +  H2O               HIO + HBr



2.  氰(CN)2、硫氰(SCN)2、氧氰(OCN)2的化学性质与卤素单

质相似，在化学上称为拟卤素。CN-、SCN-、OCN-的性质与卤

素离子相似。 (SCN)2的氧化性与Br2相近; HSCN为强酸；HCN

为弱酸。下反应可行，2Cu2+ +4SCN- = 2CuSCN↓ + (SCN)2 。

思考：向FeCl3溶液中加入Cu粉，观察到溶液的颜色变为浅蓝

色。将KSCN溶液滴入所得的蓝色溶液中，观察到溶液变红色

，则溶液变红的可能原因是 或 。



3.氯化氰（CNCl，分子中各原子均满足最外层8电子稳定结构）

，无色液体。其蒸气有很大刺激性。有剧毒。溶于水、乙醇和

乙醚等。性质活泼。与氢氧化钠作用生成氰酸钠(NaOCN)，与

硫化钠作用生成硫氰酸钠。

思考：

1. CNCl的结构式？原子电性？ Cl – C ≡ N

2. 写出CNCl水解的化学方程式

CNCl + H2O              HOCN + HCl



第四部分：典型例题分析——熟练解题思路与技能



例1、



ClO4
-

3ClO
-
(aq) =ClO3

-
(aq)+2Cl

-
(aq) ΔH=  - 117 kJ·mol

-1

ΔH=E（生成物）– E（反应物）= （63×1 - 60×3 ） kJ·mol
-1

=  - 117 kJ·mol
-1

3ClO
-

=ClO3
-

+2Cl
-



B

0.1

例2、含氯消毒剂目前仍广泛应用。



0.01



2 mol    5.2×104 mg

x         a×105 mg



例3. KIO3是一种重要的无机化合物，可作为食盐中的补碘
剂。回答下列问题：
（1）KIO3的化学名称是_______。
（2）利用“KClO3氧化法”制备KIO3工艺流程如下图所
示：

“酸化反应”所得产物有KH(IO3)2、Cl2和KCl。“逐Cl2”采用

的方法是________。“滤液”中的溶质主要是_______。“调

pH”中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碘酸钾

加热 KCl

KH(IO3)2+KOH=2KIO3+H2O

或HIO3+KOH = KIO3+H2O



（3）KIO3也可采用“电解法”制备，装置如图所示。
①写出电解时阴极的电极反应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电解过程中通过阳离子交换膜的离子主要为_________，其迁移方
向是_____________。
③总反应方程式______________

2H2O+2e－=2OH－+H2↑

K+

a  到 b

我们还可以追问：
1.阳离子交换膜是干什么的？
2.碘酸钾是怎样产生的？
3.为什么要通冷却水？
4.是I2直接在阳极放电吗？

5.随着反应的进行，电阻变化？
6.产物中可能有什么杂质？
7.本生产要注意什么实际问题？
8.根据生产，提出一种利用氢气的方法。

2KOH + I2 +4H2O = 2KIO3 + 5H2↑



第五部分：小结

1.  扎实的基础知识，以旧带新；

2.  注意知识的关联与拓展；

3.  充分吸收信息，加强证据意识；

4.  熟练技巧；

5. 注意不能就题论题，适当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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