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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年级化学第二组校第 7 课时 

《真实问题解决 7——弱电解质及盐类水解、沉淀溶解平衡》学习任务单 

北京市和平街一中   李翠娟 

 

一、【学习目标】 

    《水溶液中离子平衡》是原理部分重要内容，涉及到的弱电解质电离、盐类水解、沉淀

溶解平衡也是常见考点，生活和工农业生产中有重要应用。 

    学习目标如下： 

 1. 能用化学用语正确表示水溶液中离子反应与平衡，能通过实验证明水溶液中存在的离子

平衡，能举例说明离子反应与平衡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2. 能从电离、离子反应、化学平衡的角度分析溶液的性质，如酸碱性、导电性等。 

3. 能综合运用离子反应、化学平衡原理，分析和解决生产、生活中有关电解质溶液的实际

问题。 

二、【学法指导】 

1.了解考向---近 10年考点回顾 

年份 题号 考点（知识点） 

2019 7/11/12 NaCl电离、CH3COOH电离微观解释及化学用语/草酸弱电解质/电离、

水解综合应用 

2018 8/9/11 弱电解质的电离/沉淀转化/盐类水解影响因素 

2016 28 盐溶液酸碱性 

2015 11/27（2） NaClO水解溶液酸碱性判断/碳酸氢根离子的电离、沉淀生成 

2014 9 氨水的电离 

2013 8/10/27（3） Na2CO3溶液呈碱性原因 /沉淀转化/沉淀生成与溶液 PH的关系 

2012 7/25（3） 沉淀转化/ NaHSO3酸根离子的电离与水解的关系，溶液离子浓度比

较、守恒关系应用 

2011 9 沉淀生成、明矾水解应用 

2010 10 CH3COOH电离方程式、Na2CO3溶液水解呈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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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考试题命题规律及设问特点 

  （1）紧扣教材内容：比如 2019年第 7 题 NaCl 及醋酸电离考点来自课本插图；沉淀转化

来自教材实验。 

（2）氨水、醋酸电离及铝离子、碳酸根、碳酸氢根离子的水解是最常见的高考考点，但

可能会相互结合对两个平衡进行深度考查。（19年第 12题） 

（3）近十年对此部分考查以选择题为主，只有 2015年在二卷中综合考查了电离、水解及

守恒关系应用，2016年 28实验探究涉及盐的水解，并没有直接体现在问题中。今后考查有

可能综合性增强更多考查原理本质应用。 

三、【学习任务】 

（一）知识梳理 

弱电解质的电离 （概念、电离方程式、强弱电解质比较等） 

1、分别试验等体积、等浓度的盐酸、醋酸溶液与等量镁条的反应，并测定两种酸溶液的

pH。填写下表： 

 1 mol·L
－1 HCl 1 mol·L

－1 CH3COOH 

实验 

操作 

与镁 

反应 

现象   

结论 Mg与盐酸反应       ，表明盐酸中 c(H
＋

)较            

实验 

操作 

溶液

的 pH 

数值                          (填“相同”或“不相同”) 

结论 
相同物质的量浓度的盐酸和醋酸中 c(H

＋
)        (填“相同”或

“不相同”) 

实验总结论  

 

2、强弱电解质对比 

 强电解质 弱电解质 

概念   

化合物类型   

电离程度   

在溶液中存在形式   

电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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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电离方程式的书写：   

CH3COOH                    

 NH3·H2O                   

 H2O 

多元弱酸分步电离，多元弱碱一步电离(中学阶段) 

H2CO3                         

H3PO4                     

H2S 

4、画出用水稀释冰醋酸时离子浓度随加水量的变化曲线。 

 

盐类水解（概念、实质、规律、应用） 

1、分析CH3COONa、NH4Cl水溶液呈酸碱性的原因，用化学用语表示 

 

 

2、盐类水解的规律 

 

3、影响盐类水解的因素 

（1）盐类本身的性质：这是影响盐类水解的主要因素。组成盐的酸或碱越弱，其水解程

度            ，溶液的碱性或酸性                。 

（2）温度：盐的水解是____   _反应。因此升高温度其水解程度_       ____. 

（3）浓度：盐的浓度越小，其水解程度越___          ___. 

（4）溶液的酸碱性：控制溶液的酸碱性，可以促进或抑制盐的水解。如 Na2CO3 溶液中加碱

可以____         水解。加酸可以___         __水解。 

4、盐类水解的应用 

沉淀溶解平衡（概念、特征、应用） 

1、沉淀溶解平衡和化学平衡、电离平衡一样，符合平衡的基本特征、满足平衡的变化基本

规律 

2、沉淀溶解平衡的应用------沉淀的生成、溶解和转化 

     （1） 沉淀的生成和溶解这两个方向相反的过程相互转化的条件是离子浓度，控制离子浓

度，可以使反应向我们需要的方向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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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般而言，Ksp       的难溶电解质能转化为 Ksp        的难溶电解质，如

AgCl――→

I－

AgI――→

S2－

Ag2S，CaSO4转化为 CaCO3，ZnS转化为 CuS等。 

（二）典例分析 

1、弱电解质的电离  

例 1（2019 北京）7．下列示意图与化学用语表述内容不相符．．．的是（水合离子用相应离子符

号表示） 

A B C D 

    

NaCl溶于水 电解 CuCl2溶液 3CH COOH在水中电离 2H 与 2Cl 反应能量变化 

NaCl = Na Cl   
2

2CuCl = Cu 2Cl 

 

3CH COOH  

3CH COO + H 
 

2 2H (g) + Cl (g) = 2HCl(g)

1183 kJ molH = Δ -  

答案：B 

本题考查点主要是宏微结合，涉及电解质的有三个选项：A是强电解质氯化钠溶于水的行为

微观解释，C 是弱电解质代表醋酸溶于水的微观解释。B 是氯化铜在水溶液中通电情况下的

微观解释。并且都与化学用语对应，分别出现在必修 1、选修 4课本。是新课标的要求。 

例 2 

 

 

 

 

这是选修 4 P40的实验，如何通过实验证明醋酸为弱电解质？ 

思路一：“静态” 的部分电离产生的结果          思路二：“动态” 的平衡移动 

在此思路指导下，同学们就可以设计出除表中两种以外的更多的实验方案，也就对弱电解质

的电离有了更深的认识。（比如稀释同浓度的盐酸、醋酸，借助 pH计测定 pH的变化、导电

性实验、与 Na2CO3或 NaHCO3固体的反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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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盐的水解 

例 1【2015年北京高考】11．某消毒液的主要成分为 NaClO，还含有一定量的 NaOH。下列用

来解释事实的方程式中，不合理．．．的是（已知：饱和 NaClO溶液的 pH约为 11） 

A．该消毒液可用 NaOH溶液吸收 Cl2制备： 2 2Cl 2OH ClO Cl H O    =  

B．该消毒液的 pH约为 12： ClO－+ H2O HClO+ OH－ 

C．该消毒液与洁厕灵（主要成分为 HCl）混用，产生有毒 Cl2：  

+
2 22H Cl ClO Cl + H O   ↑=  

D．该消毒液加白醋生成 HClO，可增强漂白作用： 

3 3CH COOH ClO HClO + CH COO  =  

   答案：B此题重点考查盐的水解基础知识，包括水解规律、水解实质、水解方程式的书 

        写等。 

例 2（2018北京）11．测定 0.1 mol·L
-1
 Na2SO3溶液先升温再降温过程中的 pH，数据如下。 

时刻 ① ② ③ ④ 

温度/℃ 25 30 40 25 

pH 9.66 9.52 9.37 9.25 

实验过程中，取①④时刻的溶液，加入盐酸酸化的 BaCl2溶液做对比实验，④产生白色

沉淀多。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Na2SO3溶液中存在水解平衡：SO 2
3
﹣+ H2O     HSO 3

﹣+ OH﹣ 

B．④的 pH与①不同，是由于 SO 2
3
﹣浓度减小造成的 

C．①→③的过程中，温度和浓度对水解平衡移动方向的影响一致 

D．①与④的 Kw值相等 

   答案：C 此题的考查多了一些综合性，。A 仍是水解的基础， C 考查水解平衡的影响因

素及平衡移动的结果。B、D涉及水的离子积、溶液 PH及氧化还原反应的发生。 

例 3【2012 年北京高考 25 节选】直接排放含 SO2的烟气会形成酸雨，危害环境。利用钠碱

循环法可脱除烟气中的 SO2， 

（2）在钠碱循环法中，Na2SO3溶液作为吸收液，可由 NaOH 溶液吸收 SO2制得，该反应的离

子方程式是                          

（3）吸收液吸收 SO2的过程中，pH随 n(SO3²﹣):n(HSO3﹣)变化关系如下表: 

n(SO3
2-):n(HSO3

-) 91：9 1：1 1：91 

pH ８.２ 7.2 6.2 

 



6 

 

①上表判断 NaHSO3溶液显      性，用化学平衡原理解释:             

                                                                          。  

②当吸收液呈中性时，溶液中离子浓度关系正确的是(选填字母):             

a．c（Na
＋
）=2c（SO3

2-
）＋c（HSO3

－
）， 

b．c（Na＋）> c（HSO3
－）> c（SO3

2-）>c（H＋）=c（OH－） 

c．c（Na＋）+c（H＋）= c（SO3
2-）+ c（HSO3

－）+c（OH－） 

答案： 

（2）2OH-+SO2=SO3
2-+H2O 

（3）①酸，HSO3
-存在 HSO3    -H++SO3

2-和 HSO3
-+H2O H2SO3+OH

-，HSO3
-的电离程度大于 

     水解程度． 

     ②a、b 

本题体现真实情境中知识的综合应用，电离、水  解，复杂体系微粒分析及定量判断（两个

守恒），但在北京高考中出现频次较低，在全国卷出现相对较高，各区模拟也没忽视这种题

型，在 2020新高考中是否出现，我们不能忽视。 

3、沉淀溶解平衡 

沉淀的生成、转化和沉淀的溶解在近些年考题中都有体现。 

例 1【2013年北京高考】10．实验：①0.1mol·L-1AgNO3溶液和0.1mol·L-1NaCl溶液等体积

混合得到浊液 a，过滤得到滤液 b和白色沉淀 c；② 向滤液 b中滴加0.1mol·L-1KI溶液，

出现浑浊；③ 向沉淀 c中滴加0.1mol·L-1KI溶液，沉淀变为黄色。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A．浊液 a中存在沉淀溶解平衡：AgCl(s) Ag+(aq)+ Cl-(aq) 

B．滤液 b中不含有 Ag+ 

C．③中颜色变化说明 AgCl 转化为 AgI 

D．实验可以证明 AgI比 AgCl更难溶 

答案：B 本题考查较基础，源自选修 4P64实验 3-4，考查沉淀的生成、转化及转化规律，难

溶电解质在水中的行为分析等。重点关注实验操作分析对应的结论。 

例 2 【2013 年北京高考 27 节选】用含有 A1203、SiO2 和少量 FeO·xFe2O3 的铝灰制备

A12(SO4)3·18H2O。，工艺流程如下(部分操作和条件略): 

Ⅰ．向铝灰中加入过量稀 H2SO4，过滤: 

Ⅱ．向滤液中加入过量 KMnO4溶液，调节溶液的 pH约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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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加热，产生大量棕色沉淀，静置，上层溶液呈紫红色: 

Ⅳ．加入 MnSO4至紫红色消失，过滤; 

Ⅴ．浓缩、结晶、分离，得到产品。 

（3）已知： 

生成氢氧化物沉淀的 pH 

 Al（OH）3 Fe（OH）2 Fe（OH）3 

开始沉淀时 3.4 6.3 1.5 

完全沉淀时 4.7 8.3 2.8 

注：金属离子的起始浓度为 0.1mol·L
-1
 

根据表中数据解释步骤Ⅱ的目的：                                                  

答案解析：向滤液中加入过量KMnO4溶液，目的是氧化亚铁离子为三价铁离子，依据图表

数据分析可知，铁离子开始沉淀和沉淀完全的溶液 pH 为 1.5﹣﹣2.8，铝离子和亚铁离子开

始沉淀的溶液 pH 大于 3，所以调节溶液的 pH约为 3，可以使铁离子全部沉淀，铝离子不沉

淀分离， 

答案为：pH约为 3 时，Fe2+和 Al3+不能形成沉淀，将 Fe2+氧化为 Fe3+，可使铁完全沉淀； 

本题考查真实情境（工业生产中）沉淀生成和转化，近几年全国卷考查较多，北京近几年没

出现，也需多留意。 

四、学习小结： 

   本部分内容的重点是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盐类水解平衡和沉淀溶解平衡这三种平衡状

态的建立、平衡的移动及应用，难点是同学们对这三个平衡认识和理解程度，做到熟练应用

三个平衡解释相关的实验事实或解决陌生情境的水溶液中真实问题。今天课上我们所举例题

都非常具有代表性。突破难点首先基础知识扎实，更要充分体会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相结合，

牢固树立平衡思想。具体建议如下： 

  1、阅读教材《选修 4》第 3 三章内容，梳理电离、水解相关规律并牢记。关注课本相关

实验具体操作及解释。 

  2、浏览相关本文二、1表格所列高考题，了解常见的高考命题方法规律。熟记“用平衡 

   移动原理解释**”题型的答题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