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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题

号

涉分 知识内容（考点） 关联考点 核心素养

2019 28 16分 二氧化硫 亚硫酸盐的性质

硫酸根的检验

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书

写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2017 10 6分 二氧化硫性质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2016 28 16分 亚硫酸盐、硫酸盐的性质探究 实验方案设计与评价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2015 26

（1）

2分 二氧化硫性质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2014 27

（2）

（3）

4分 二氧化硫性质 中和滴定的应用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第一部分：2010-2019年北京对此部分考查回顾



年份 题号 涉分 知识内容（考点） 关联考点 核心素养

2013 28

（3）

（5）

8分 二氧化硫性质 实验方案设计与评价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2012 25 13分 含硫化合物性质 盐类水解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2011 27 15分 二氧化硫的制备与性质

探究

实验方案设计与评价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2010 9 6分 硫酸性质 化学实验基本操作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第一部分：2010-2019年北京对此部分考查回顾



2010-2019年北京高考

以S元素为主题的概念原理元素化合物融合
统计分析

卷均分 占比 考点 命题特点 核心素养

8.6 8.6% 二氧化硫的性质与

制备

浓硫酸性质

与二氧化硫相关环

境污染与防治

硫元素具有多种价态，也是氧化还

原反应的重要素材，命题空间广阔，

且与生产、生活及社会联系紧密，

高考题中常以环境问题为背景，综

合考查化学基本概念与化学反应原

理。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第二部分、基于高考的学习目标:

一、基础知识

1.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考查SO2的性质与用途。

2.浓硫酸的性质以及硫酸根的检验。

3.含硫化合物及其相应工业对环境质量影响。

4.结合化工流程图或者化学实验考查硫及其化合物的性质以及相互转化。



二、解题能力要求

1.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书写。

2.元素周期律。

3. 反应热、盖斯定律。

4.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

5.原电池、电解池基本原理。

6. 实验方案设计与评价。



第三部分：典型例题分析——熟练解题思路与技能



2. 调方向，定系数。
只叠加，不叠减。

【18年北京27】（12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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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反应Ⅰ：2H2SO4(l) == 2SO2(g)+2H2O(g)+O2(g)      ΔH1=+551 kJ·mol－1

反应Ⅲ：S(s)+O2(g) == 2SO2(g)                               ΔH3=－297 kJ·mol－1

反应Ⅱ的热化学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

知识 ：反应热、盖斯定律

方法：1.读信息，写目标反应

3. 规范表达式：状态，符号，单位，正负号。

ΔH  =- ΔH1 - ΔH3

3SO2(g)+2H2O (g)== 2H2SO4 (l)+S(s)

3SO2(g)+2H2O (g)== 2H2SO4 (l)+S(s)  

ΔH3=−254 kJ·mol−1
增加设问：画出能量与反应进程图像。

结合键能的计算。



（2）对反应Ⅱ，在某一投料比时，两种压强下，H2SO4在平衡体系中物质的量分数随温
度的变化关系如图所示。p2_______p 1（填“＞”或“＜”），得出该结论的理由是
________________。

方法： 1. 找出坐标。

知识 ：勒夏特列原理

2. 分析反应特点反应。

3. 控制单一变量。

4. 规范表达：
平衡，条件改变，平衡移动，移动结果

3SO2(g)+2H2O (g)== 2H2SO4 (l)+S(s)  

ΔH3=−254 kJ·mol−1

反应Ⅱ是气体物质的量减小的反应，温度一定时，增大压强使反应正向移动，H2SO4 的
物质的量增大，体系总物质的量减小，H2SO4的物质的量分数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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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2

ii．I2+2H2O+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2 I－

增加设问：
1.催化剂与活化能关系与图像。
2.催化剂最佳温度、最佳浓度。
3.催化剂中毒、催化剂失活。

知识 ：催化剂 催化机理

方法：1. 参与反应，重新生成。
分步反应与总反应。

2. 规范表达：
微粒、三守恒、配平。

总反应： 3SO2+2H2O == 4H++SO4
2 － +S ↓

催化机理：i．SO2+4I－+4H+ ==  S↓+2I2+2H2

ii．I2+2H2O+        == +    +2 I－

SO2                              SO4
2— 4H+



方法：控制变量,系统分析，证据意识，实验证据，原理证据
规范表达，问什么答什么，问几个答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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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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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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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B是A的对比实验，则a=__________。
②比较A、B、C，可得出的结论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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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

知识 ：实验探究影响化学反应速率

实验目的



实验目的：探究i、ii反应速率与SO2歧化反应速率的关系

实验原理：
总反应：Ⅱ 3SO2+2H2O == 4H++SO4

2 － +S ↓
催化机理：i．SO2+4I－+4H+ ==  S↓+2I2+2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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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方法：对比实验、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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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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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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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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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目的：探究i、ii反应速率与SO2歧化反应速率的关系

实验原理：
总反应： Ⅲ 3SO2+2H2O == 4H++SO4

2 － +S ↓
催化机理：i．SO2+4I－+4H+ ==  S↓+2I2+2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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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方法：对比实验、控制变量

①B是A的对比实验
则a=__________。
②比较A、B、C，
可得出的结论是
______________。

①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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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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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结论 I−是SO2歧化反应

的催化剂

H+可以加快歧化

反应速率

H+单独存在时

不具有催化作

用

实验目的：探究i、ii反应速率与SO2歧化反应速率的关系

实验原理：
总反应： Ⅲ 3SO2+2H2O == 4H++SO4

2 － +S ↓
催化机理：i．SO2+4I－+4H+ ==  S↓+2I2+2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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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方法：对比实验、控制变量

①B是A的对比实验
则a=__________。
②比较A、B、C，
可得出的结论是
______________。

①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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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

碘元素总物质的量相等

实验证据

原理分析

增加设问：
参考20届朝阳区期中

反应ii比i快；

D中由反应ii产

生的H+使反应i加快



例题2【19年朝阳二模27】将H2S转化为可再利用的资源是能源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1）H2S的转化

Ⅰ 克劳斯法

Ⅱ 铁盐氧化法

Ⅲ 光分解法

2O

2H S S

3+e

2H S SF

2 2H S H +S
光、某溶液

①反应Ⅰ的化学方程式是________。

②反应Ⅱ：____+ 1 H2S == ____Fe2+ + ____S↓ + ____（将反应补充完整）。

2 2 22H S+O =2H O+2S

2Fe3+ 2             1              2H+

知识 ：氧化还原

方法. 1.找准氧化剂、还原剂。
2.看清环境。
3.三守恒。
4.规范表达。



③反应Ⅲ体现了H2S的稳定性弱于H2O。
结合原子结构解释二者稳定性差异的原因：_______。

位置： O与S位于同主族，
结构：原子半径S>O，
性质：得电子能力S<O，非金属性S<O，

氢化物稳定性H2S<H2O 

知识 ：元素周期律

方法. 1.熟记模板
2.规范表达



（2）反应Ⅲ硫的产率低，反应Ⅱ的原子利用率低。我国科研人员设想将两
个反应耦合，实现由H2S高效产生S和H2，电子转移过程如图。
过程甲、乙中，氧化剂分别

Ⅱ： 2Fe3 +  H2S == 2Fe2+ + S↓ 2H+         原子利用率低
Ⅲ： 硫的产率低

2 2H S H +S
光、某溶液

知识 ：氧化还原

方法. 1.理清题目信息。
整体：反应物、生成物、中间物质
局部：箭头方向找出反应物、生成物。

2.氧化还原。 增加设问：总反应，分步反应。



（3）按照设计，科研人员研究如下。
①首先研究过程乙是否可行，装置如图。经检验，n极区产生了Fe3+，p极产生了H2。n极区产生
Fe3+的可能原因：

ⅰ．Fe2+ - e- = Fe3+

ⅱ．2H2O -4e -= O2  + 4H+，_______（写离子方程式）。
经确认，ⅰ是产生Fe3+的原因。过程乙可行。

2+ + 3+

2 24Fe +O +4H =4Fe +2H O

知识 ：氧化还原 原电池

方法. 1.理清题目信息。
2.找出氧化剂、还原剂。
3.看清环境。
4.三守恒配平
5.规范表达

2Fe2++2H+=H2 ↑ +2Fe3+

增加设问：质子交换膜作用。

负
极

正
极

2H+ +2e =H2 ↑



②光照产生Fe3+后，向n极区注入H2S溶液，有S生成，持续产生电流，p极产生
H2。研究S产生的原因，设计如下实验方案：______。
经确认，S是由Fe3+氧化H2S所得，H2S不能直接放电。过程甲可行。

FeSO4溶换成H2S溶液

知识 ：简单实验方案设计

方法. 实验目的——实验设计——实验结论



（4）综上，反应Ⅱ、Ⅲ能耦合，同时能高效产生H2和S，其工作原理如图。

2 2H S H +S
光、某溶液

知识 ：氧化还原 原电池 循环利用

方法. 1.理清题目信息。
2.看清环境。
3.电极反应 离子反应。
4.规范表达

增加设问： Fe3+/Fe2 +循环作用。

电极反应离子反应

离子反应 原电池



（4）综上，反应Ⅱ、Ⅲ能耦合，同时能高效产生H2和S，其工作原理如图。

2 2H S H +S
光、某溶液

知识 ：氧化还原 原电池 循环利用

方法. 1.理清题目信息。
2.看清环境。
3.电极反应 氧还反应。
4.规范表达

增加设问： Fe3+/Fe2+ 循环作用。

电极反应离子反应

Fe2+ - e- = Fe3+2Fe3 +  H2S == 2Fe2+ + S↓ +2H+

Fe2+ 在电极上放电

Fe2+ /Fe3+ 在溶液中循环利用

Fe3+ 在电溶液中氧化

微粒，场所，反应。
如何产生？如何消耗？
达到循环作用



（4）综上，反应Ⅱ、Ⅲ能耦合，同时能高效产生H2和S，其工作原理如图。

2 2H S H +S
光、某溶液

知识 ：氧化还原 原电池 循环利用

方法. 1.理清题目信息。
2.看清环境。
3.电极反应 氧还反应。
4.规范表达

电极反应离子反应

3I-- 2e- = I3
-I3

- +  H2S ==3 I- + S↓ +2H+

I3
-在电极上放电

I- / I3
-在溶液中循环利用

I-在电溶液中氧化

I3
-

I-

微粒，场所，反应。
如何产生？如何消耗？
达到循环作用



循环利用

实验原理：
总反应： Ⅲ 3SO2+2H2O == 4H++SO4

2 － +S ↓
催化机理：i．SO2+4I－+4H+ ==  S↓+2I2+2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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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粒，场所，反应。
如何产生？如何消耗？
达到循环作用。优点！



第四部分：小结

1.  扎实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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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表达；

5. 注意不能就题论题，适当延伸。

氧化还原 原电池 电解池
速率与平衡
元素周期律 化学键



谢谢您的观看
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 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