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年级 化学第 11 课时《真实问题解决 5——以 Fe 元素为主题的概念原理元

素化合物融合》拓展提升任务答案

1．

【解析】A 项，常温下铁在浓硫酸中钝化，钝化是化学变化，错误；B 项，铁与碘化合

生成 FeI2，错误；D项，四氧化三铁是纯净物，错误。

【答案】C

2．

【解析】A中 CO3

2-和 Fe2＋不能大量共存；B 中 Fe2＋和 OH－不能大量共存；C 中 H＋、NO3

-

和 Fe
2＋
因发生氧化还原反应而不能大量共存。

【答案】D

3.

【答案】B

4.【解析】当铁、铜均不剩余时溶液中可能有 Fe
3＋
存在，A项错误；当铁过量时，铜不

与 Fe
3＋
反应，无 Cu

2＋
生成，此时溶液中不存在 Cu

2＋
和 Fe

3＋
，B项错误；铜有剩余则溶液中一

定无 Fe3＋，可能有 Cu2＋，C 项错误；铁比铜活泼，不可能铁剩余而铜无剩余，D 项正确。

【答案】D

5.

【解析】B项中的 Cl
－
也能使酸性 KMnO4溶液褪色。

【答案】B

6.

【答案】C

7.

【答案】B

8.

【解析】A 项，葡萄糖在碱性条件下加热能与新制 Cu(OH)2反应生成红色 Cu2O 沉淀，废



液为酸性，不能生成 Cu(OH)2，错误；C 项，若无 Fe3＋，Fe 与 Cu2＋反应则会有铜生成，正确。

【答案】A

9.

【解析】 (2)Na2CO3与 Na2SO3都为强碱弱酸盐,都能与强酸反应;但 Na2CO3中碳元素为最高正

价,无还原性;Na2SO3中硫元素为+4 价,处于中间价态,具有较强还原性。

(3)SO3

2-
被 Fe

3+
氧化的离子方程式为 2Fe

3+
+SO3

2-
+H2O 2Fe

2+
+SO4

2-
+2H

+
,反应中 Na2SO3过量,甲

中的沉淀也可能是 BaSO3,故应检验 Fe
3+
是否被还原为 Fe

2+
。

(5)通过实验可以看到,FeCl3溶液与碱性物质之间的反应的多样性与碱性物质的 pH 及离子

的性质有关。

【答案】 (1)3Mg(OH)2+2Fe
3+

2Fe(OH)3(胶体)+3Mg
2+

(2)CO2 都为强碱弱酸盐,都能与强酸反应 Na2CO3无还原性;Na2SO3具有较强的还原性

(3)Ⅰ.2Fe
3+
+S +H2O 2Fe

2+
+S +2H

+

Ⅱ.取③中的红棕色溶液少许,滴加铁氰化钾溶液,出现蓝色沉淀

(4)Ⅰ.排除加水稀释对溶液颜色变化的影响

Ⅱ.无色溶液中存在平衡:Fe
3+
+3F

-
FeF3,加入 NaOH 后,Fe

3+
更易与 OH

-
结合生成难溶的

Fe(OH)3

(5)碱性物质的 pH、离子的性质

10.

【解析】 (1)实验 1 中氢氧化钠与硫酸亚铁反应生成氢氧化亚铁白色沉淀,离子方程式为

Fe
2+
+2OH

-
Fe(OH)2↓。

(2)①证实灰绿色物质中不含有 Fe(OH)3,可将沉淀溶解,检验其中是否含有铁离子。

②用等浓度、等体积的氯化亚铁与等浓度、等体积的氢氧化钠溶液反应与实验 1对比即可证

实假设是否成立。

③由实验可知:在氢氧化钠溶液浓度一定的条件下,硫酸亚铁溶液的浓度越小,产生白色沉淀

的现象越明显;实验2中沉淀下沉后,大部分灰绿色沉淀变为白色,实验3中沉淀下沉后,底部

都为白色沉淀,说明灰绿色是由 Fe(OH)2表面吸附 Fe
2+
引起的;要证实假设成立,需要向实验

2(或实验 3)的白色沉淀中继续加入过量的硫酸亚铁溶液,白色沉淀变成灰绿色。

(3)Fe
2+
在加热时易发生水解,生成 Fe(OH)2,因此颜色变白,同时沉淀的量增加,导致出现絮状

白色沉淀。



【答案】 (1)Fe2++2OH- Fe(OH)2↓

(2)①取一定量的灰绿色沉淀,加入盐酸溶解,再加入 KSCN 溶液,若溶液不变红色,则证明灰

绿色物质中不含有 Fe(OH)3

②2 mL 0.1 mol/L FeCl2溶液 3 滴 0.1 mol/L NaOH 溶液

③在氢氧化钠溶液浓度一定的条件下,硫酸亚铁溶液的浓度越小,产生白色沉淀的现象越明

显

实验 2中沉淀下沉后,大部分灰绿色沉淀变为白色(或实验 3 中沉淀下沉后,底部都为白色沉

淀)

向实验 2(或实验 3)的白色沉淀中继续加入过量的硫酸亚铁溶液,白色沉淀变成灰绿色

(3)Fe2+在加热时易发生水解,生成 Fe(OH)2,因此颜色变白,同时沉淀的量增加,导致出现絮状

白色沉淀

(4)隔绝氧气、硫酸亚铁少量(或氢氧化钠过量)、硫酸亚铁浓度小(或氢氧化钠浓度大)、将

氢氧化钠溶液逐滴加入硫酸亚铁溶液中、微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