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高三化学学习资源----第 3 课时

真实问题解决 3——以 N(兼顾 P)元素为主题的概念原理元素化合物融合

（课后巩固性作业）

1． 氮循环是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气与土壤中氮元素转化如右图所示，下列说法不．

正确．．的是

A．将 N2转化为化合物的过程称为固氮

B．无机物与有机物中的氮元素可相互转化

C．硝化细菌将 NH4

+转化为 NO3

－可能需要 O2参与

D．在硝化细菌、反硝化细菌作用下氮元素均发生氧

化反应

2．下列关于 NH4Cl 的化学用语正确的是

A．氯离子的结构示意图：

B．其溶液呈酸性的原因：NH4Cl + H2O ⇌ NH3·H2O +HCl

C．工业上“氮的固定”：NH3 + HCl = NH4Cl

D．比较微粒半径：N＞Cl
-
＞H

3. 下列实验事实不能用平衡移动原理解释的是

4．用所给试剂与图示装置能够制取相应气体的是（夹持仪器略）

A B C D

X 中试剂 浓硝酸 浓硫酸 双氧水 浓氨水

Y 中试剂 Cu C2H5OH MnO2 NaOH

气体 NO2 C2H4 O2 NH3



5．在通风橱中进行下列实验：

步骤

现象 Fe 表面产生大量无色

气泡，液面上方变为

红棕色

Fe 表面产生少量红棕色气泡后，迅速停止 Fe、Cu 接触

后，其表面

均产生红棕

色气泡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Ⅰ中气体由无色变红棕色的化学方程式：2NO+O2═2NO2

B．Ⅱ中的现象说明 Fe 表面形成致密的氧化层，阻止 Fe 进一步反应

C．对此Ⅰ、Ⅱ中现象，说明稀 HNO3的氧化性强于浓 HNO3

D．针对Ⅲ中现象，在 Fe、Cu 之间连接电流计，可判断 Fe 是否被氧化

6．用零价铁（Fe）去除水体中的硝酸盐（ ）已成为环境修复研究的热点。

（1）Fe 还原水体中 的反应原理如右图所示。

① 作负极的物质是 。

② 正极的电极反应式是 。

（2）将足量铁粉投入水体中，经 24 小时测定 的去除率和 pH，结果如下：

初始 pH pH＝2.5 pH＝4.5

的去除率 接近 100 % ＜ 50 %

24 小时 pH 接近中性 接近中性

铁的最终物质形态

pH＝4.5 时， 的去除率低。其原因是 。

（3）实验发现：在初始 pH＝4.5 的水体中投入足量铁粉的同时，补充一定量的 Fe2+可以



明显提高 的去除率。对 Fe
2+
的作用提出两种假设：

Ⅰ． 直接还原 ；

Ⅱ． 破坏 FeO(OH)氧化层。

① 做比实验，结果如右图所示。可得到的结论是 。

② 同位素示踪法证实 能与 FeO(OH)反应生成 Fe3O4。结合该反应的离子方程式，解释加

入 提高 去除率的原因： 。

（4）其他条件与（2）相同，经 1小时测定 的去除率和 pH，结果如下：

初始 pH pH＝2.5 pH＝4.5

的去除率 约 10 % 约 3 %

1 小时 pH 接近中性 接近中性

与（2）中数据对比，解释（2）中初始 pH 不同时， 去除率和铁的最终物质形态不同的

原因： 。

7． 磷精矿湿法制备磷酸的一种工艺流程如下：

已知：磷精矿主要成分为 Ca5(PO4)3(OH)，还含有 Ca5(PO4)3F 和有机碳等。

溶解度：Ca5(PO4)3(OH)<CaSO4·0.5H2O

（1）上述流程中能加快反应速率的措施有__________。

（2）磷精矿粉酸浸时发生反应：

2Ca5(PO4)3(OH)+3H2O+10H2SO4 10CaSO4·0.5H2O+6H3PO4

①该反应体现出酸性关系：H3PO4__________H2SO4（填“>”或“<”）。

②结合元素周期律解释①中结论：P和 S电子层数相同，__________。

（3）酸浸时，磷精矿中 Ca5(PO4)3F 所含氟转化为 HF，并进一步转化为 SiF4除去。写出生成

HF 的化学方程式：__________。

（4）H2O2将粗磷酸中的有机碳氧化为 CO2脱除，同时自身也会发生分解。相同投料比、相同

反应时间，不同温度下的有机碳脱除率如图所示。80℃后脱除率变化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



（5）脱硫时，CaCO3稍过量，充分反应后仍有 SO4

2−残留，原因是__________；加入 BaCO3可

进一步提高硫的脱除率，其离子方程式是____________________。

（6）取 a g 所得精制磷酸，加适量水稀释，以百里香酚酞作指示剂，用 b mol·L−1NaOH 溶

液滴定至终点时生成 Na2HPO4，消耗 NaOH 溶液 c mL，精制磷酸中 H3PO4的质量分数是________。

（已知：H3PO4摩尔质量为 98 g·mol−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