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探究 3——物质性质探究实验为主（以含碘元素物质为主线）课后作业

一、选择题，共七题。

1．实验：① 0.1 mol·L-1AgNO3溶液和 0.1 mol·L-1 NaC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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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mol·L-1 KI溶液，出现浑浊；

③ 向沉淀 c中滴加 0.1 mol·L-1 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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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某化学实验兴趣小组的同学从海带中提取碘单质的实验流程图如下：

依据实验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从上述实验可以得出海带中含有可溶性的含碘化合物

B．步骤⑤中可能发生的反应为：5I- + IO3-+ 6H+=== 3I2+ 3H2O
C．若步骤④中用 CCl4做萃取剂，步骤⑥应取上层溶液得到后续的混合物 C
D．整个过程中的操作是利用了物质的溶解性实现了碘元素的富集、分离与提纯

3. 钨（W）在高温下可缓慢升华。碘钨灯中封存的碘蒸气能发生反应：W(s) + I2(g) WI2(g)，

利用工作时灯泡壁与灯丝的温度差，将沉积在灯泡壁上的钨“搬运”回灯丝上。对于该过

程的理解不正确．．．的是

A．工作时，电能转化为光能和热能

B．工作时，在灯泡壁和灯丝上发生反应的平衡常数互为倒数

C．W(s) + I2(g) WI2(g) 为放热反应

D．碘蒸气的作用是延长灯丝的使用寿命

4. 下列实验操作或现象不能．．用平衡移动原理解释的是

A．卤化银沉淀的转化 B．配制 FeCl3溶液



C．淀粉在不同条件下水解
D．探究石灰石与稀盐酸在密闭环境下的反应

5．下列事实不能．．用元素周期律解释的是

A．F2在暗处遇 H2爆炸，I2在暗处遇 H2几乎不反应

B．Br2和 NaI溶液发生置换反应，和 NaCl溶液不发生置换反应

C．金属 Na和熔融 KCl反应置换出金属 K

D．常温下，NaCl溶液的 pH=7，AlCl3溶液的 pH＜7
6．探究FeCl3溶液与KI溶液的反应。关于实验的分析和结论不正确．．．的是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

①
取 2 mL 0.1 mol/L KI 溶液于试管中，滴加

0.1 mol/L FeCl3溶液 3 滴，振荡，充分反应
溶液呈深棕黄色

②

将上述溶液均分后分置于试管 1 和试管 2 中

向试管 1 中滴加 2 滴 0.1 mol/L KSCN 溶液 溶液显红色

向试管 2 中加入 1mL CCl4，充分振荡、静置
溶液分层，上层为浅棕黄色，下

层为紫色

③
取试管 2 的上层液体置于试管 3 中，滴加 2

滴 0.1 mol/L KSCN 溶液
溶液微弱变红

A．FeCl3与 KI发生了氧化还原反应，有 I2生成

B．试管 1中溶液显红色，证明 FeCl3与 KI的反应具有可逆性

C．试管 3中红色比试管 1中浅是平衡移动的结果

D．试管 2中上层溶液变为浅棕黄色是平衡移动的结果

7．某小组比较 Cl-、Br-、I- 的还原性，实验如下：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装置

现象
溶液颜色无明显变化；

把蘸浓氨水的玻璃棒靠

近试管口，产生白烟

溶液变黄；把湿 KI淀粉

试纸靠近试管口，变蓝

溶液变深紫色；经检验

溶液含单质碘



下列对实验的分析不合理．．．的是

A．实验 1中，白烟是 NH4Cl

B．根据实验 1和实验 2判断还原性：Br-＞Cl-

C．根据实验 3判断还原性：I-＞Br-

D．上述实验利用了浓 H2SO4的强氧化性、难挥发性等性质

二、实验探究大题（第 8 题、第 9 题任选一题）

8．化学变化是有条件的。某小组同学探究 I－与金属阳离子的氧化还原反应，实验过程如下。

已知：同浓度的稀溶液中氧化性：Ag+＞Fe3+＞Cu2+。

实 验
现 象

编号 溶液 X

Ⅰ
0.1 mol/L Fe(NO3)3，

pH≈1

溶液黄色立即加深，30s后溶液变为

褐色，无浑浊

Ⅱ

KNO3和 HNO3，其中

c(NO3
－)=0.3mol/L ,

pH≈1

1小时内溶液颜色始终保持无色

Ⅲ 0.1 mol/LAgNO3
迅速变浑浊，离心分离后上层溶液为

无色（经检测无 I2），固体为黄色（AgI）

Ⅳ 0.1 mol/L Cu(NO3)2，

5秒后溶液由浅蓝色变为黄色并产生

浑浊，离心分离后上层溶液为黄色

（经检测有 I2），固体为白色（CuI）

（1）根据实验 I和 II回答下列问题。

①由“黄色立即加深”初步判断有 I2生成，选择 (填试剂)进一步证实生成了 I2。

②写出 Fe3+与 I－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该条件下氧化性：Fe3+____ I2(填“＞”、“＜”)。

③实验 II的目的是 。

（2）实验 IV中 Cu2+与 I－反应的离子方程式是 ，甲同学得出氧化性：Cu2+＞I2。

（3）乙同学认为甲同学的结论不合理，分析原因：实验Ⅲ应该有

I2生成，但却生成了 AgI沉淀，因此推测实验 IV中 I2的生成，与

CuI沉淀有关，故不能确定氧化性：Cu2+＞I2，并用右图装置进行

验证。K闭合后，较长时间发现两侧溶液均无明显变化。乙同学为

了进一步判断 Cu2+和 I2的氧化性强弱，将左侧电极改为 Cu电极，

并向右侧溶液中加入_______（填试剂），发现指针偏转，且左侧溶

液颜色加深，证明该条件下氧化性：Cu2+____ I2(填“＞”、“＜”)。

（4）该小组同学进一步分析认为，实验Ⅲ没有发生 2Ag+＋2I－ 2Ag＋I2的原因是：Ag+

和 I－生成 AgI沉淀，反应物浓度迅速降低，不利于该反应进行；请分析实验 IV发生氧化还



原反应的原因是______。

（5）小组同学得出反思实验，在反应体系中，各物质浓度对氧化还原反应是否发生都有一

定影响。

9．某小组探究 Na2SO3溶液和 KIO3溶液的反应。

实验 I：向某浓度的 KIO3酸性溶液（过量）中加入 Na2SO3溶液（含淀粉），一段时间

（t 秒）后，溶液突然变蓝。

资料：IO3-在酸性溶液氧化 I-，反应为 IO3- + 5I- + 6H+ = 3I2 + 3H2O

（1）溶液变蓝，说明 Na2SO3具有 性。

（2）针对 t 秒前溶液未变蓝，小组做出如下假设：

i．t 秒前未生成 I2，是由于反应的活化能 （填“大”或“小”），反应速率慢

导致的。

ii．t 秒前生成了 I2，但由于存在 Na2SO3， （用离子方程式表示），I2被消耗。

（3）下述实验证实了假设 ii合理。

实验 II：向实验 I的蓝色溶液中加入_______，蓝色迅速消失，后再次变蓝。

（4）进一步研究 Na2SO3溶液和 KIO3溶液反应的过程，装置如下。

实验 III：K 闭合后，电流表的指针偏转情况记录如下表：

① K 闭合后，取 b极区溶液加入盐酸酸化的 BaCl2溶液，现象是 。

② 0～t1时，从 a 极区取溶液于试管中，滴加淀粉溶液，溶液变蓝；直接向 a 极区滴

加淀粉溶液，溶液未变蓝。判断 IO3- 在 a极放电的产物是 。

③ 结合反应解释 t2～t3时指针回到“0”处的原因： 。

（5）综合实验 I、II、III，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对比实验 I、II，t 秒后溶液变蓝，I中 SO32-被完全氧化

B．对比实验 I、III，t 秒前 IO3- 未发生反应

C．实验 III中指针返回 X处的原因，可能是 I2氧化 SO32-

表盘

时间/min 0～t1 t2～t3 t4

偏转

位置

右偏

至 Y

指针回到“0”处，又返至“X”

处；如此周期性往复多次……

指针

归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