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点解读

第一章　 化学计量在实验中的应用

第一讲　 物质的量　 气体摩尔体积

考点 内容解读 要求 高考示例 常考题型 预测热度

１． 物质的量与阿

伏加德罗常数

２． 气体摩尔体积

１． 准确理解物质的量、摩尔质量、气体摩尔体

积、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含义

２． 理解阿伏加德罗定律及推论，并能简单应用

理解
２０１４ 四川，５，６ 分

２０１４ 江苏，６，２ 分
选择题 ★★★★★

理解 ２０１３ 全国大纲，８，６ 分 选择题 ★★★★★

考点一　 物质的量与阿伏加德罗常数

１． （２０１４ 四川理综，５，６ 分）设 ＮＡ 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 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 高温下，０． ２ ｍｏｌ Ｆｅ 与足量水蒸气反应，生成的 Ｈ２ 分子数

目为 ０． ３ ＮＡ

Ｂ． 室温下，１ Ｌ ｐＨ ＝ １３ 的 ＮａＯＨ 溶液中，由水电离的 ＯＨ － 离

子数目为 ０． １ ＮＡ

Ｃ． 氢氧燃料电池正极消耗 ２２． ４ Ｌ（标准状况）气体时，电路

中通过的电子数目为 ２ ＮＡ

Ｄ． ５ＮＨ４ＮＯ３
△

２ＨＮＯ３ ＋ ４Ｎ２ ↑ ＋ ９Ｈ２Ｏ 反应中，生成 ２８ ｇ
Ｎ２ 时，转移的电子数目为 ３． ７５ ＮＡ

２． （２０１４ 江苏，６，２ 分）设 ＮＡ 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 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 （　 　 ）
Ａ． １． ６ ｇ 由氧气和臭氧组成的混合物中，含有氧原子的数目

为 ０． １ ＮＡ

Ｂ． ０． １ ｍｏｌ 丙烯酸中含有双键的数目为 ０． １ ＮＡ

Ｃ． 标准状况下，１１． ２ Ｌ 苯中含有分子的数目为 ０． ５ ＮＡ

Ｄ． 在过氧化钠与水的反应中，每生成 ０． １ ｍｏｌ 氧气，转移电

子的数目为 ０． ４ ＮＡ

３． （２０１４ 广东，１０，６ 分）设 ＮＡ 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数值。 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 １ ｍｏｌ 甲苯含有 ６ ＮＡ 个 Ｃ—Ｈ 键

Ｂ． １８ ｇ Ｈ２Ｏ 含有 １０ ＮＡ 个质子

Ｃ． 标准状况下，２２． ４ Ｌ 氨水含有 ＮＡ 个 ＮＨ３ 分子

Ｄ． ５６ ｇ 铁片投入足量浓 Ｈ２ＳＯ４ 中，生成 ＮＡ 个 ＳＯ２ 分子

４． （２０１３ 江苏化学，７，２ 分）设 ＮＡ 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 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 １ Ｌ １ ｍｏｌ·Ｌ － １的 ＮａＣｌＯ 溶液中含有 ＣｌＯ － 的数目为 ＮＡ

Ｂ． ７８ ｇ 苯中含有 Ｃ Ｃ 双键的数目为 ３ＮＡ

Ｃ． 常温常压下，１４ ｇ 由 Ｎ２ 与 ＣＯ 组成的混合气体中，含有的

原子数目为 ＮＡ

Ｄ． 标准状况下，６． ７２ Ｌ ＮＯ２ 与水充分反应后，转移的电子数

目为 ０． １ＮＡ

５． （２０１２ 课标，９，６ 分）用 ＮＡ 表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 下列

叙述中不正确
∙∙∙

的是 （　 　 ）
Ａ． 分子总数为 ＮＡ 的 ＮＯ２ 和 ＣＯ２ 混合气体中含有的氧原子

数为 ２ＮＡ

Ｂ． ２８ ｇ 乙烯和环乙烷（Ｃ４Ｈ８）的混合气体中含有的碳原子数

为 ２ＮＡ

Ｃ． 常温常压下，９２ ｇ 的 ＮＯ２ 和 Ｎ２Ｏ４ 混合气体中含有的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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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６ＮＡ

Ｄ． 常温常压下，２２． ４ Ｌ 氯气与足量镁粉充分反应，转移的电

子数为 ２ＮＡ

６． （２０１２ 广东理综，１１，４ 分）设 ＮＡ 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数值。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 常温下，４ ｇ ＣＨ４ 含有 ＮＡ 个 Ｃ—Ｈ 共价键

Ｂ． １ ｍｏｌ Ｆｅ 与足量的稀 ＨＮＯ３ 反应，转移 ２ＮＡ 个电子

Ｃ． １ Ｌ ０． １ ｍｏｌ·Ｌ － １ＮａＨＣＯ３ 溶液中含有 ０． １ＮＡ 个 ＨＣＯ －
３

Ｄ． 常温常压下，２２． ４ Ｌ 的 ＮＯ２ 和 ＣＯ２ 混合气体中含有 ２ＮＡ

个 Ｏ 原子

７． （２０１１ 全国，１２，６ 分）ＮＡ 为阿伏加德罗常数。 下列叙述错误
∙∙

的是 （　 　 ）
Ａ． １８ ｇ Ｈ２Ｏ 中含有的质子数为 １０ＮＡ

Ｂ． １２ ｇ 金刚石中含有的共价键数为 ４ＮＡ

Ｃ． ４６ ｇ ＮＯ２ 和 Ｎ２Ｏ４ 混合气体中含有的原子总数为 ３ＮＡ

Ｄ． １ ｍｏｌ Ｎａ 与足量 Ｏ２ 反应，生成 Ｎａ２Ｏ 和 Ｎａ２Ｏ２ 的混合物，
钠失去 ＮＡ 个电子

考点二　 气体摩尔体积

１． （２０１３ 全国大纲，８，６ 分）下列关于同温同压下的两种气体
１２Ｃ１８Ｏ 和１４Ｎ２的判断，正确的是 （　 　 ）
Ａ． 体积相等时，密度相等

Ｂ． 原子数相等时，具有的中子数相等

Ｃ． 体积相等时，具有的电子数相等

Ｄ． 质量相等时，具有的质子数相等

２． （２０１２ 上海化学，１１，３ 分）工业上将氨气和空气的混合气体

通过铂 －铑合金网发生氨氧化反应，若有标准状况下 Ｖ Ｌ 氨

气完全反应，并转移 ｎ 个电子，则阿伏加德罗常数（ＮＡ）可表

示为 （　 　 ）

Ａ． １１． ２ｎ５Ｖ Ｂ． ５Ｖ
１１． ２ｎ Ｃ． ２２． ４Ｖ５ｎ Ｄ． ２２． ４ｎ５Ｖ

３． （２０１２ 江苏单科，８，２ 分）设 ＮＡ 表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 标准状况下，０． １ ｍｏｌ Ｃｌ２ 溶于水，转移的电子数目为

０． １ＮＡ

Ｂ． 常温常压下，１８ ｇ Ｈ２Ｏ 中含有的原子总数为 ３ＮＡ

Ｃ． 标准状况下，１１． ２ Ｌ ＣＨ３ＣＨ２ＯＨ 中含有的分子数目

为０． ５ＮＡ

Ｄ． 常温常压下，２． ２４ Ｌ ＣＯ 和 ＣＯ２ 混合气体中含有的碳原子

数目为 ０． １ＮＡ

４． （２０１２ 全国，１２，６ 分）在常压和 ５００℃条件下，等物质的量的

Ａｇ２Ｏ、Ｆｅ（ＯＨ） ３、ＮＨ４ＨＣＯ３、ＮａＨＣＯ３ 完全分解，所得气体体

积依次为 Ｖ１、Ｖ２、Ｖ３、Ｖ４。 体积大小顺序正确的是 （　 　 ）
Ａ． Ｖ３ ＞ Ｖ２ ＞ Ｖ４ ＞ Ｖ１ Ｂ． Ｖ３ ＞ Ｖ４ ＞ Ｖ２ ＞ Ｖ１

Ｃ． Ｖ３ ＞ Ｖ２ ＞ Ｖ１ ＞ Ｖ４ Ｄ． Ｖ２ ＞ Ｖ３ ＞ Ｖ１ ＞ Ｖ４

５． （２０１１ 海南单科，１０，４ 分）设 ＮＡ 是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数值。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 １ ｍｏｌ Ａｌ３ ＋ 离子含有的核外电子数为 ３ＮＡ

Ｂ． １ ｍｏｌ Ｃｌ２ 与足量的铁反应，转移的电子数为 ３ＮＡ

Ｃ． １０ Ｌ ｐＨ ＝ １ 的硫酸溶液中含有的 Ｈ ＋ 离子数为 ２ＮＡ

Ｄ． １０ Ｌ ｐＨ ＝ １３ 的 ＮａＯＨ 溶液中含有的 ＯＨ － 离子数为 ＮＡ

考点一　 物质的量与阿伏加德罗常数

　 　 例 １ （２０１４ 广州调研）设 ＮＡ 是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数值。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 １ Ｌ ０． １ ｍｏｌ·Ｌ － １的 ＦｅＣｌ３ 溶液中，Ｆｅ３ ＋ 的数目为０． １ＮＡ

Ｂ． １ ｍｏｌ ＮＨ３ 中含有 Ｎ － Ｈ 键的数目为 ３ＮＡ

Ｃ． ７． ８ ｇ Ｎａ２Ｏ２ 中含有的阳离子数目为 ０． １ＮＡ

Ｄ． 标准状况下，２２． ４ Ｌ 水中水分子的数目为 ＮＡ

【解题思路】 　 对有关 ＮＡ 的正误判断，要认真审题，抓住

题目相关量，明确题中的陷阱。 解题时，要突出物质的量的核

心和桥梁作用，一般模式为：已知的物理量
计算

→物质的量
计算

→
ＮＡ 等。

【解析】 　 Ｆｅ３ ＋ 发生水解，溶液中 Ｆｅ３ ＋ 的数目小于０． １ＮＡ，
Ａ 错；１ 个 ＮＨ３ 分子中含有 ３ 个 Ｎ—Ｈ 键，Ｂ 对；Ｎａ２Ｏ２ 是由 ２
个 Ｎａ ＋ 和 １ 个 Ｏ２ －

２ 组成的，７． ８ ｇ Ｎａ２Ｏ２ 的物质的量为 ０． １
ｍｏｌ，其含有的阳离子的数目为 ０． ２ＮＡ，Ｃ 错；标准状况下，水不

是气体，不能用气体摩尔体积来计算，Ｄ 错。
【答案】 　 Ｂ
【提醒】 　 有关阿伏加德罗常数的选择题题型稳定，每个

选项都会考查一个不同的问题，得分率不高，主要原因是陷阱

较多。 做题时，若给出物质的体积，要先看是否为标准状况，再

看标准状况下是否为气体；若给出气体的物质的量或质量，则
粒子数与外界条件无关；若为气体单质，注意稀有气体为单原

子分子；若给出溶液的浓度，注意是否给出溶液的体积，否则无

法计算粒子的物质的量。
例 ２ （２０１５ 武汉联考）如果 ａ ｇ 某气体中含有的分子数

为 ｂ，则 ｃ ｇ 该气体在标准状况下的体积是（式中 ＮＡ 为阿伏加

德罗常数） （　 　 ）

Ａ． ２２． ４ｂｃａＮＡ
Ｌ Ｂ． ２２． ４ａｂｃＮＡ

Ｌ Ｃ． ２２． ４ａｃｂＮＡ
Ｌ Ｄ． ２２． ４ｂａｃＮＡ

Ｌ

【解题思路】 　 ｍ１、Ｎ１、ＮＡ → Ｍ
ｍ２
→ ｎ２

Ｖｍ
→ Ｖ２

【解析】 　 设该气体的摩尔质量为 Ｍ ｇ·ｍｏｌ － １，则 ａ
Ｍ ＮＡ ＝

ｂ，所以 Ｍ ＝
ａＮＡ

ｂ ｇ·ｍｏｌ － １，则 ｃ ｇ 该气体在标准状况下的体积

＝ ｃ ｇ ÷ （
ａＮＡ

ｂ ｇ·ｍｏｌ － １） × ２２． ４ Ｌ·ｍｏｌ － １ ＝ ２２． ４ｂｃ
ａＮＡ

Ｌ。

【答案】 　 Ａ
【提醒】 　 以物质的量为中心的有关物理量的换算关系，

除了能够进行物质的量、质量、物质的量浓度、气体摩尔体积等

正确换算外，还要能够根据具体的反应，确定各种物质之间的

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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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　 气体摩尔体积

　 　 例 ３ （２０１５ 泰安模拟）标准状况下，ｍ ｇ Ａ 气体与 ｎ ｇ Ｂ
气体分子数相等。 下列说法不正确

∙∙∙
的是 （　 　 ）

Ａ． 标准状况下，同体积的气体 Ａ 与气体 Ｂ 的质量比为ｍ：ｎ
Ｂ． ２５℃时，１ ｋｇ 气体 Ａ 与 １ ｋｇ 气体 Ｂ 的分子数之比为 ｎ：ｍ
Ｃ． 同温同压下，气体 Ａ 与气体 Ｂ 的密度之比为 ｍ：ｎ
Ｄ． 标准状况下，等质量的 Ａ 与 Ｂ 的体积之比为 ｎ：ｍ
【解题思路】 　 本题要把阿伏加德罗定律及其推论与公式

ｎ ＝ ｍ
Ｍ 、ｎ ＝ Ｖ

Ｖｍ
紧密结合起来分析问题。

【解析】 　 由题意可得
ＭＡ

ＭＢ
＝ ｍ

ｎ 。 标准状况下，同体积的 Ａ、

Ｂ 的物质的量相等，质量比等于摩尔质量之比 ｍ：ｎ，Ａ 项正确；

等质量的 Ａ、Ｂ 的体积之比等于摩尔质量的反比 ｎ：ｍ，Ｂ 项正

确；同温同压下，气体密度之比等于摩尔质量之比 ｍ：ｎ，Ｃ 项正

确；标准状况下，等质量的 Ａ、Ｂ 的体积之比等于摩尔质量的反

比 ｎ：ｍ，Ｄ 项错误。
【答案】 　 Ｄ
【提醒】 　 对阿伏加德罗定律及其推论的考查，意在考查

考生对气体物质的量与气体体积之间关系的理解。 无论是阿

伏加德罗定律还是其推论，均只适用于气体，不适用于固体或

液体。 对阿伏加德罗定律及其推论的各比例关系均可由理想

气体状态方程进行推导：ｐＶ ＝ ｎＲＴ →ｐＶ ＝ ｍ
Ｍ ＲＴ →ｐＭ ＝ ｍ

Ｖ
ＲＴ →ｐＭ ＝ ρＲＴ。

方法一　 解以阿伏加德罗常数（ＮＡ）为背景的选择题时应注意的问题

１． 注意某些物质在标准状况下的聚集状态

例如，在标准状况下，水呈液态或固态，ＳＯ３ 呈固态。 除甲

烷、乙烷、丙烷、丁烷（碳原子数小于或等于 ４）外，其他烃呈液

态或固态。
２． 注意特殊物质的摩尔质量、电子数、质子数和中子数

如 Ｈ２Ｏ、Ｄ２Ｏ、Ｔ２Ｏ、ＮＨ ＋
４ 、Ｈ２Ｏ２ 等。

３． 注意气体是否处于标准状况下

如标准状况下，２２． ４ Ｌ 氧气含有的氧原子数为 ２ＮＡ。 若在

其他状态下，就不一定是 ２ＮＡ。
４． 注意分散系的变化导致微粒数目的变化

如饱和的 ＦｅＣｌ３ 溶液转化为 Ｆｅ（ＯＨ） ３ 胶体时，胶体粒子

的数目要小于原溶液中 Ｆｅ３ ＋ 的数目，因为胶体微粒是分子的

集合体。
５． 注意弱电解质的电离或某些盐水解引起的离子数目的

变化

如 １ ｍｏｌ ＦｅＣｌ３ 溶于水后，Ｆｅ３ ＋ 的数目小于 １ ｍｏｌ；１ ｍｏｌ
ＣＨ３ＣＯＯＨ 溶于水后，ＣＨ３ＣＯＯ － 的数目小于 １ ｍｏｌ。

６． 注意某些物质的组成

如稀有气体为单原子分子，臭氧（Ｏ３）为三原子分子，白磷

（Ｐ４）是四原子分子；Ｎａ２Ｏ２ 中，阴、阳离子的个数比不是 １ ∶ １，
而是 １∶ ２。

７． 一些物质结构中化学键的数目

如 ＳｉＯ２、Ｓｉ、ＣＨ４、Ｐ４、ＣＯ２ 等。
８． 较复杂的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转移数目的求算

如 Ｎａ２Ｏ２ 和水的反应、Ｃｌ２ 和 ＮａＯＨ 溶液的反应、电解

ＡｇＮＯ３溶液等。
上述 ８ 项往往是命题者有意设置的干扰性因素，常为考生

易疏忽之处。
例 １ （２０１４ 南京模拟）设 ＮＡ 表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 常温常压下，５． ６ Ｌ ＣＨ４ 含有的 Ｃ—Ｈ 键的数目为 ＮＡ

Ｂ． 常温常压下，１００ ｇ １７％ Ｈ２Ｏ２ 水溶液含有的氧原子的

总数为 ＮＡ

Ｃ． 标准状况下，５． ６ Ｌ Ｏ２ 与适量 Ｎａ 加热反应，转移的电

子数一定为 ＮＡ

Ｄ． 常温常压下，１４ ｇ 乙烯与丙烯的混合气体，含有的碳原

子总数为 ＮＡ

【解题思路】 　 已知物理量 → 物质的量 → 粒子个数

【解析】 　 Ａ 项，不是标准状况，不能用标准状况下的气体

摩尔体积进行计算，Ａ 错；Ｂ 项，Ｈ２Ｏ２ 水溶液中的 Ｈ２Ｏ 中也含

有氧原子，故氧原子的总数大于 ＮＡ，Ｂ 错；Ｃ 项，当钠与氧气在

加热条件下反应生成 Ｎａ２Ｏ２ 时，转移的电子的物质的量为

５． ６ Ｌ
２２． ４ Ｌ ／ ｍｏｌ × ２ ＝ ０． ５ ｍｏｌ，即转移的电子数为 ０． ５ＮＡ，Ｃ 错；Ｄ

项，因乙烯和丙烯的最简式均为 ＣＨ２，故 １４ ｇ 乙烯与丙烯的混

合气体中碳原子的总数为 ＮＡ，正确。
【答案】 　 Ｄ

方法二　 阿伏加德罗定律的应用
１． 气体的密度和相对密度（Ｍｒ 为相对分子质量）

标准状况下，气体的密度 ρ ＝
Ｍｒ

２２． ４（ｇ·Ｌ － １）。

同温同压下，Ａ 气体的密度 ［ ρ （ Ａ）］ 与 Ｂ 气体的密度

［ρ（Ｂ）］之比称为 Ａ 气体对 Ｂ 气体的相对密度（Ｄ） ＝ ρ（Ａ） ／
ρ（Ｂ） ＝Ｍｒ（Ａ） ／Ｍｒ（Ｂ）。

２． 摩尔质量（相对分子质量）的几种求算方法

（１） 根据气体的密度求解： 在标准状况下，Ｍ ＝ ρ ·
２２． ４ Ｌ·ｍｏｌ － １。

（２）根据气体的相对密度（Ｄ ＝
ρ２

ρ１
）求算：Ｍ２ ＝ Ｄ·Ｍ１。

（３）根据摩尔质量定义法求算：Ｍ ＝ ｍ
ｎ 。 对于混合物，Ｍ

＝
ｍ总

ｎ总

。

（４）根据物质的量或体积百分含量求混合气体的平均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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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质量：Ｍ ＝ＭＡ·ａ％ ＋ＭＢ·ｂ％ ＋…
其中，ａ％ 、ｂ％…是混合气体中 Ａ、Ｂ…成分的物质的量或

体积百分含量。
３． 确定气体的分子组成

一般思路是：根据阿伏加德罗定律，由体积比推导出微粒

分子的个数比，再根据质量守恒定律确定化学式。
例如，２ 体积气体 Ａｘ 与 １ 体积气体 Ｂｙ 恰好完全反应，生

成 ２ 体积 Ａ２Ｂ，由阿伏加德罗定律可知：同温、同压下，气体的

分子数之比等于其体积比，即 Ｎ（Ａｘ） ∶ Ｎ（Ｂｙ） ∶ Ｎ（Ａ２Ｂ） ＝ ２∶ １∶
２，所以，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可推出两气体反应物均为双原子分

子，即为 Ａ２ 和 Ｂ２。
例 ２ （２０１４ 河北石家庄二模，７，６ 分）在两个密闭容器中，

分别充有质量相同的甲、乙两种气体，若两容器的温度和压强均相

同，且甲的密度大于乙的密度，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 甲的分子数比乙的分子数多

Ｂ． 甲的物质的量比乙的物质的量少

Ｃ． 甲的摩尔体积比乙的摩尔体积小

Ｄ． 甲的相对分子质量比乙的相对分子质量小

【解题思路】 　

分析题意
温度、压强、气体质量相同

密度：甲 ＞ 乙
→体积：Ｖ甲 ＜ Ｖ乙

【解析】 　

分析选项

同温同压下

Ｖ甲 ∶ Ｖ乙 ＝ ｎ甲 ∶ ｎ乙

→ｎ甲 ＜ ｎ乙，Ｂ 正确

同温同压下

ｎ甲 ∶ ｎ乙 ＝ Ｎ甲 ∶ Ｎ乙

→Ｎ甲 ＜ Ｎ乙，Ａ 错误

同温同压下

气体摩尔体积相同
→Ｖｍ甲 ＜ Ｖｍ乙，Ｃ 错误

Ｍ ＝ ｍ
ｎ ，ｎ甲 ＜ ｎ乙

→Ｍ甲 ＞Ｍ乙，Ｄ 错误

【答案】 　 Ｂ
例 ３ （２００５ 全国卷Ⅰ）一定质量的液态化合物 ＸＹ２，在一

定质量的 Ｏ２ 中恰好完全燃烧，反应方程式为：ＸＹ２ （ ｌ） ＋ ３Ｏ２

（ｇ）ＸＯ２（ｇ） ＋ ２ＹＯ２ （ｇ），冷却后，在标准状况下测得生成

物的体积是 ６７２ ｍＬ，密度是 ２． ５６ ｇ ／ Ｌ，则：
（１）反应前 Ｏ２ 的体积为　 　 　 　 　 　 　 。
（２）化合物 ＸＹ２ 的摩尔质量是　 　 　 　 　 。
（３）若 ＸＹ２ 分子中 Ｘ、Ｙ 两元素的质量比是 ３∶ １６，则 Ｘ、Ｙ

两元素分别为　 　 　 　 和　 　 　 　 （写元素符号）。
【解题思路】 　 解答本题的关键是要明确该反应是一个等

体积反应，再根据质量守恒来求解。
【解析】 　 （１）由反应 ＸＹ２ （ ｌ） ＋ ３Ｏ２ ＸＯ２ （ ｇ） ＋ ２ＹＯ２

（ｇ）可知，反应前后气体的体积变化为 ０，故 Ｖ（Ｏ２） ＝ ６７２ ｍＬ。
（２）由 ｍ ＝ ρＶ 可知，生成物的质量 ｍ ＝ ０． ６７２ Ｌ × ２． ５６ ｇ ／ Ｌ

＝ １． ７２ ｇ，
　 ＸＹ２ 　 　 ＋ 　 　 　 ３Ｏ２ ＸＯ２ ＋ ２ＹＯ２

０． ０１ ｍｏｌ ０． ０３ ｍｏｌ

所以 Ｍ（ＸＹ２） ＝ １． ７２ ｇ － ０． ０３ ｍｏｌ × ３２ ｇ ／ ｍｏｌ
０． ０１ ｍｏｌ ＝ ７６ ｇ ／ ｍｏｌ。

（３）由
Ｘ
２Ｙ ＝ ３

１６，Ｘ ＋ ２Ｙ ＝ ７６ 得知，Ｘ ＝ １２，Ｙ ＝ ３２，则 Ｘ 为

Ｃ，Ｙ 为 Ｓ。
【答案】 　 　 （１）６７２ ｍＬ　 （２）７６ ｇ ／ ｍｏｌ　 （３）Ｃ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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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物质的量在化学实验中的应用

考点 内容解读 要求 高考示例 常考题型 预测热度

１． 物质的量浓度

２． 一定物质的量

浓度溶液的配制

１． 掌握有关溶液浓度的计算，掌握物质的量浓

度、溶质的质量分数和溶解度之间的换算

２． 了解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方法

掌握 ２０１ 四川，６，６ 分 选择题 ★★★★★

理解 ２０１４ 全国大纲，６，６ 分 综合题 ★★★★

考点一　 物质的量浓度

１． （２０１４ 四川，６，６ 分）下列溶液中，粒子的量浓度关系正确的

是 （　 　 ）
Ａ． ０． １ ｍｏｌ ／ Ｌ ＮａＨＣＯ３ 溶液与 ０． １ ｍｏｌ ／ Ｌ ＮａＯＨ 溶液等体积

混合，所得溶液中： ｃ （ Ｎａ ＋ ） ＞ ｃ （ ＣＯ２ －
３ ＞ ｃ （ ＨＣＯ１ －

３ ）
＞ ｃ（ＯＨ － ）

Ｂ． ２０ ｍＬ ０． １ ｍｏｌ ／ Ｌ ＣＨ３ＣＯＯＮａ 溶液与 １０ ｍＬ ０． １ ｍｏｌ ／ Ｌ ＨＣｌ
溶液混合后溶液呈酸性，所得溶液中：ｃ（ ＣＨ３ＣＯＯ － ） ＞
ｃ（Ｃｌ － ） ＞ ｃ（ＣＨ３ＣＯＯＨ） ＞ ｃ（Ｈ ＋ ）

Ｃ． 室温下，ｐＨ ＝ ２ 的盐酸与 ｐＨ ＝ １２ 的氨水等体积混合，所
得溶液中：ｃ（Ｃｌ － ） ＋ ｃ（Ｈ ＋ ） ＞ ｃ（ＮＨ ＋

４ ） ＋ ｃ（ＯＨ － ）
Ｄ． ０． １ ｍｏｌ ／ Ｌ ＣＨ３ＣＯＯＨ 溶液与 ０． １ ｍｏｌ ／ Ｌ ＮａＯＨ 溶液等体

积混合，所得溶液中：ｃ（ＯＨ － ） ＞ ｃ（Ｈ ＋ ） ＋ ｃ（ＣＨ３ＣＯＯＨ）
２． （２０１３ 课标Ⅱ，９，６ 分）ＮＡ 为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下列叙述

正确的是 （　 　 ）
Ａ． １． ０ Ｌ１． ０ ｍｏｌ·Ｌ － １的 ＮａＡｌＯ２ 水溶液中含有的氧原子数

为 ２ＮＡ

Ｂ． １２ ｇ 石墨烯（单层石墨）中含有六元环的个数为 ０． ５ ＮＡ

Ｃ． ２５ ℃时 ｐＨ ＝１３ 的 ＮａＯＨ 溶液中含有 ＯＨ － 的数目为０． １ ＮＡ

Ｄ． １ ｍｏｌ 羟基与 １ ｍｏｌ 氢氧根离子所含的电子数为 ９ ＮＡ

３． （ ２０１２ 重 庆 理 综， １１， ６ 分 ） 向 １０ ｍＬ ０． １ ｍｏｌ · Ｌ － １

ＮＨ４Ａｌ（ＳＯ４） ２溶液中滴加等浓度的 Ｂａ（ＯＨ） ２ 溶液 ｘ ｍＬ，下
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
Ａ． ｘ ＝ １０ 时， 溶 液 中 有 ＮＨ ＋

４ 、 Ａｌ３ ＋ 、 ＳＯ２ －
４ ， 且 ｃ （ ＮＨ ＋

４ ）
＞ ｃ（Ａｌ３ ＋ ）

Ｂ． ｘ ＝ １０ 时， 溶液中有 ＮＨ ＋
４ 、 ＡｌＯ －

２ 、 ＳＯ２ －
４ ， 且 ｃ （ ＮＨ ＋

４ ）
＞ ｃ（ＳＯ２ －

４ ）
Ｃ． ｘ ＝ ３０ 时，溶液中含有 Ｂａ２ ＋ 、ＡｌＯ －

２ 、ＯＨ － ，且 ｃ （ ＯＨ － ）
＜ ｃ（ＡｌＯ －

２ ）
Ｄ． ｘ ＝ ３０ 时，溶液中含有 Ｂａ２ ＋ 、 Ａｌ３ ＋ 、 ＯＨ － ，且 ｃ （ ＯＨ － ）

＝ ｃ（Ｂａ２ ＋ ）
４． （２０１１ 上海，１７，３ 分）有 １２０ ｍＬ 含有 ０ ２０ ｍｏｌ 碳酸钠的溶

液和 ２００ ｍＬ 盐酸，不管将前者滴加入后者，还是将后者滴加

入前者，都有气体产生，但最终生成的气体体积不同，则盐酸

的浓度合理的是 （　 　 ）
Ａ． ２ ０ ｍｏｌ ／ Ｌ　 　 　 　 　 　 Ｂ． １ ５ ｍｏｌ ／ Ｌ
Ｃ． ０ １８ ｍｏｌ ／ Ｌ Ｄ． ０ ２４ ｍｏｌ ／ Ｌ

５． （２０１１ 海南化学，１０，４ 分）设 ＮＡ 是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数值，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 １ ｍｏｌ Ａｌ３ ＋ 含有的核外电子数为 ３ＮＡ

Ｂ． １ ｍｏｌ Ｃｌ２ 与足量的铁反应，转移的电子数为 ３ＮＡ

Ｃ． １０ Ｌ ｐＨ ＝ １ 的硫酸溶液中含有的 Ｈ ＋ 数为 ２ＮＡ

Ｄ． １０ Ｌ ｐＨ ＝ １３ 的 ＮａＯＨ 溶液中含有的 ＯＨ － 数为 ＮＡ

考点二　 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配制

１． （２０１４ 全国大纲，６，６ 分）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Ａ． 锥形瓶可用作加热的反应器

Ｂ． 室温下，不能将浓硫酸盛放在铁桶中

Ｃ． 配制溶液定容时，俯视容量瓶刻度，会使溶液浓度偏高

Ｄ． 用蒸馏水润湿的试纸测溶液的 ｐＨ，一定会使结果偏低

２． （２０１３ 江苏，５，２ 分）用固体样品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

溶液，需经过称量、溶解、转移溶液、定容等操作。 下列图示

对应的操作规范的是 （　 　 ）

３． （２０１２ 福建高考，６，６ 分）下列说法不正确
∙∙∙

的是 （　 　 ）
Ａ． 易燃试剂应与强氧化性试剂分开放置并远离火源

Ｂ． 用湿润的红色石蕊试纸检验氨气

Ｃ． 在 ５０ ｍＬ 量筒中配置 ０ １０００ ｍｏｌ·Ｌ － １碳酸钠溶液

Ｄ． 金属钠着火时，用细沙覆盖灭火

４． （２０１２ 天津，４，６ 分）完成下列实验所选择的装置或仪器（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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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装置已略去）正确的是 （　 　 ）
Ａ Ｂ Ｃ Ｄ

实

验

用 ＣＣｌ４
提取溴

水中的

Ｂｒ２

除去乙醇

中的苯酚

从 ＫＩ 和 Ｉ２ 的

固体 混 合 物

中回收 Ｉ２

配制 １００ ｍＬ ０． １０００
ｍｏｌ · Ｌ － １ Ｋ２Ｃｒ２Ｏ７

溶液

装

置

或

仪

器

５． （２０１１ 课标，７，６ 分）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Ａ． １． ００ ｍｏｌ ＮａＣｌ 中含有 ６． ０２ × １０２３个 ＮａＣｌ 分子

Ｂ． １． ００ ｍｏｌ ＮａＣｌ 中，所有 Ｎａ ＋ 的最外层电子总数为 ８ × ６ ０２
× １０２３

Ｃ． 欲配制 １． ００ Ｌ１ ００ ｍｏｌ·Ｌ － １ 的 ＮａＣｌ 溶液，可将５８． ５ ｇ
ＮａＣｌ 溶于 １． ００Ｌ 水中

Ｄ． 电解 ５８． ５ ｇ 熔融的 ＮａＣｌ，能产生 ２２． ４ Ｌ 氯气（标准状

况）、２３． ０ ｇ 金属钠

考点一　 物质的量浓度

　 　 例 １ （２００６ 年高考全国卷Ⅱ） 某氯化镁溶液的密度为

１． １８ ｇ ／ ｃｍ３，其中镁离子的质量分数为 ５． １％ 。 ３００ ｍＬ 该溶液

中，Ｃｌ － 离子的物质的量约等于 （　 　 ）
Ａ． ０． ３７ ｍｏｌ　 Ｂ． ０． ６３ ｍｏｌ　 Ｃ． ０． ７４ ｍｏｌ　 Ｄ． １． ５０ ｍｏｌ
【解析】 　 已知溶液密度 ρ、Ｍｇ２ ＋ 质量分数 ω（Ｍｇ２ ＋ ）、溶液

体积 Ｖ，欲求 ｎ（Ｃｌ － ），有多种计算方法。
解法一：先求 ｃ（ＭｇＣｌ２）。

ｃ（ＭｇＣｌ２） ＝
１ ０００ ｃｍ３ ／ Ｌ × １． １８ ｇ ／ ｃｍ３ × ５． １％ × ９５

２４
９５ ｇ ／ ｍｏｌ

则 ｎ（Ｃｌ － ） ＝ ｃ（ＭｇＣｌ２）·Ｖ·２

＝ １． １８ × ５１
２４ ｍｏｌ ／ Ｌ × ３００ × １０ － ３Ｌ × ２ ＝ １． ５０ ｍｏｌ。

解法二：先求 ｃ（Ｍｇ２ ＋ ）。 直接依据公式 ｃ ＝ １ ０００ρω
Ｍ 得：

ｃ（ Ｍｇ２ ＋ ） ＝ １ ０００ × １． １８ × ５． １％
２４ ｍｏｌ ／ Ｌ， 而 ｃ （ Ｃｌ － ） ＝

２ｃ（Ｍｇ２ ＋ ），则可得 ｎ（Ｃｌ － ） ＝ ２ｃ（Ｍｇ２ ＋ ）·Ｖ，答案同解法一。
解法三：先求 ｎ（Ｍｇ２ ＋ ）。

ｎ（Ｍｇ２ ＋ ） ＝ ３００ ｍＬ × １． １８ ｇ ／ ｃｍ３ × ５． １％
２４ ｇ ／ ｍｏｌ ，

则 ｎ （ Ｃｌ － ） ＝ ２ｎ （ Ｍｇ２ ＋ ） ＝ ３００ × １． １８ × ５． １％
２４ ｍｏｌ × ２

＝ １． ５０ ｍｏｌ。
【答案】 　 Ｄ
例 ２ （２０１０ 四川，１２，６ 分）标准状况下 Ｖ Ｌ 氨气溶解在

１ Ｌ水中 （水的密度近似为 １ ｇ ／ ｍＬ），所得溶液的密度为 ρ
ｇ ／ ｍＬ，质量分数为 ω，物质的量浓度为 ｃ ｍｏｌ ／ Ｌ，则下列关系中

不正确
∙∙∙

的是 （　 　 ）
Ａ． ρ ＝ （１７ Ｖ ＋ ２２４００） ／ （２２ ４ ＋ ２２ ４ Ｖ）
Ｂ． ω ＝ １７ｃ ／ （１０００ ρ）
Ｃ． ω ＝ １７ Ｖ ／ （１７ Ｖ ＋ ２２４００）
Ｄ． ｃ ＝ １０００Ｖρ ／ （１７Ｖ ＋ ２２４００）
【解题思路】 　 本题考查气体溶质溶于水后相关量的计

算，要抓住以物质的量为核心，套用基本公式来求解。
【解析】 　 Ｂ 项，由物质的量浓度与质量分数之间的关系 ｃ

＝ １０００ρω
１７ 变形可得；Ｃ 项，ω ＝ 溶质质量

溶液质量
＝

Ｖ
２２ ４ × １７

Ｖ
２２ ４ × １７ ＋ １０００ × １

＝ １７ Ｖ
１７ Ｖ ＋ ２２４００； Ｄ 项， ｃ ＝ １０００ρω

１７ ＝ １０００ρ × １７ Ｖ
１７ × （１７ Ｖ ＋ ２２４００） ＝

１０００ Ｖρ
１７ Ｖ ＋ ２２４００；Ａ 项，变形后为 ρ ＝

Ｖ
２２ ４ × １７ ＋ １０００ × １

１ ＋ Ｖ ，可以看

出该项错误的原因是因为认为氨水的体积为氨气和水的体积

的简单加和。
【答案】 　 Ａ
【提醒】 　 在解答有关溶液的计算类试题时，应注意体积

指的是溶液的体积，而不是溶剂的体积。 气体（如 ＨＣｌ、ＮＨ３ ）
溶于水后，计算浓度时要注意溶液的体积应通过溶液的密度来

计算。

考点二　 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配制

　 　 例 ３ （２０１５ 湖北联考）某实验需用到 ４８０ ｍＬ ０． ５ ｍｏｌ·Ｌ －１

的 ＮａＣｌ 溶液，实验室配制上述浓度的 ＮａＣｌ 溶液，有如下操作：
①称量　 　 　 　 ｇ ＮａＣｌ 晶体放入小烧杯中，加适量蒸馏水

溶解；
②把所得溶液小心转入　 　 　 　 ｍＬ 容量瓶中；
③继续向容量瓶中加蒸馏水，至液面接近刻度线 ２ ～ ３ ｃｍ

处，改用胶头滴管小心滴加蒸馏水，直至液面底部与刻度线

相切；
④用少量蒸馏水洗涤小烧杯和玻璃棒 ２ ～ ３ 次，每次洗涤

的液体都小心转入容量瓶中，并轻轻摇匀；
⑤将容量瓶塞紧，充分摇匀。
请填写下列空白：
（１）填写操作步骤①② 中的两处空白。
（２）操作步骤的正确顺序（填序号） 　 。
（３）本实验用到的基本仪器有： 　 。
（４）定容时，某学生观察刻度线的情况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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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所示，则所配溶液的浓度会　 　 　 　 （填“偏高”、“偏低”、“无
影响”，下同）。

（５）若出现如下情况，判断所配制溶液的浓度会偏高还是

偏低。
①没有进行操作步骤④，会　 　 　 　 ；
②加蒸馏水时不慎超过了刻度线，会　 　 　 　 。
【解题思路】 　 本题主要考查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配

制及误差分析。 解答本题，一要明确容量瓶的规格；二要知道

误差的两大来源：称量药品时引起的误差以及配制过程中引起

的误差。
【解析】 　 由于没有 ４８０ ｍＬ 的容量瓶，只能取用 ５００ ｍＬ

容量瓶，需要的 ＮａＣｌ 的量应按 ５００ ｍＬ 计算：ｍ（ＮａＣｌ） ＝ ０ ５ Ｌ
× ０ ５ ｍｏｌ·Ｌ － １ × ５８ ５ ｇ·ｍｏｌ － １ ＝ １４ ６ ｇ。

关于误差分析：定容时若俯视，实际液面低于刻度线，Ｖ 偏

小，导致 ｃ 值偏高；若无洗涤过程，则导致 ｎ 偏小，ｃ 值偏低；若
加水超过刻度线，则 Ｖ 偏大，ｃ 值偏低。

【答案】 　 （１）１４ ６　 ５００　 （２）①②④③⑤
（３）天平、药匙、量筒（可有可无）、烧杯、玻璃棒、胶头滴

管、５００ ｍＬ 容量瓶　 （４）偏高　 （５）偏低　 偏低

【提醒】 　 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误差分析的依

据：ｃ ＝ ｎ
Ｖ ＝ ｍ

ｍＶ，若 Ｖ 不变，分析 ｎ 的变化；若 ｎ 不变，分析 Ｖ 的

变化。

方法一　 物质的量浓度的相关计算
１． 溶液稀释或混合的相关计算

对于任何溶液来说，稀释前后它的溶质质量或溶质的物质

的量都是不变的，这就是溶液的稀释定律：ｃ稀 Ｖ稀 ＝ ｃ浓 Ｖ浓

Ｖ１·ρ１·ω１ ＝ Ｖ２·ρ２·ω２ ＝ ｃ１·Ｖ１·Ｍ ＝ ｃ２·Ｖ２·Ｍ
同种溶质（或含同种离子）的溶液混合，可根据混合前后

该溶质（或该离子）的总物质的量不变列式计算。 稀释（或混

合）前后，溶液与水（或另一种浓度的溶液）的质量可以相加，

但体积一般不可以相加，而应用 Ｖ（后） ＝ ｍ 后
ρ（后）计算出稀释

（或混合）后溶液的总体积。 只有稀溶液再稀释（或混合）且题

中未给出稀释（或混合）后溶液的密度时，才可以忽略稀释（或
混合）后的体积变化，将二者体积直接相加，得到溶液的总

体积。
２． 物质的量浓度与溶质质量分数 ω 的换算

ｃ ＝ ｎ
Ｖ ＝ １０００ρω

Ｍ （此处取 １ Ｌ 溶液为研究对象；ρ 为溶液密

度，单位为 ｇ·ｃｍ － ３；Ｍ 为溶质的摩尔质量，单位为 ｇ·ｍｏｌ － １）
３． 溶解度与溶质质量分数的换算

ω ＝ Ｓ
１００ ＋ Ｓ × １００％

４． 溶解度与物质的量浓度的换算

ｃ ＝ ｎ
Ｖ ＝ １０００ρＳ

Ｍ（１００ ＋ Ｓ）
５． 溶质为气体的溶液浓度的计算

已知气体溶质的体积（标准状况）、水的体积和溶液的密

度，计算溶质的物质的量浓度时，应先运用 ｎ ＝
Ｖ气体

２２ ４ Ｌ·ｍｏｌ － １

求出溶质的物质的量，然后运用 Ｖ ＝ ｍ
ρ 求出溶液的体积，最后

运用 ｃ ＝ ｎ
Ｖ 进行计算。

如在标准状况下，１ Ｌ 水中溶解某气体 Ｖ Ｌ，所得溶液的密

度为 ρ ｇ·ｃｍ － ３，已知气体分子的摩尔质量为 Ｍ ｇ·ｍｏｌ － １，则

ｃ ＝ ｎ
Ｖ溶液

＝ １０００ρＶ
２２４００ ＋ＭＶ

ω ＝ ｍ（溶质）
ｍ（溶液） ＝ ＭＶ

２２４００ ＋ＭＶ
ＨＣｌ、ＮＨ３ 等气体经喷泉实验所得溶液浓度的无数据巧算

方法：令气体体积（标准状况）为 １ Ｌ（不论是否充满烧瓶），喷

泉实验后溶液体积亦为 １ Ｌ ，故 ｃ ＝ １
２２ ４ｍｏｌ·Ｌ － １≈０ ０４５ ｍｏｌ

·Ｌ － １为恒值；但 ω 不为恒值，可根据气体摩尔质量、溶液密度

（视为 １ ｇ·ｍＬ － １）来进行求算。
　 　 例 １ （２０１２ 北京海淀，８，６ 分）已知 ２５％ 的氨水密度为

０ ９１ ｇ·ｃｍ － ３，５％ 的氨水密度为 ０ ９８ ｇ·ｃｍ － ３，若将上述两

种溶液等体积混合，所得氨水溶液的质量分数 （　 　 ）
Ａ． 等于 １５％ 　 　 　 　 　 　 Ｂ． 大于 １５％
Ｃ． 小于 １５％ Ｄ． 无法估算

【解题思路】 　 该类问题的解题思路可表示为：

熟记规律

合理假设
↓

定向分析
↓

质量分数为 ω１ 和 ω２、溶质相同的两溶液等

体积混合，① 若溶液 ρ ＞ １ ｇ·ｃｍ －３，混合

后ω ＞ １
２ （ω１ ＋ ω２）；②若溶液 ρ ＜ １ ｇ·ｃｍ－３，

混合后 ω ＜ １
２ （ω１ ＋ ω２）。

质量分数为 ω１ 和 ω２，溶质相同的两溶液等

质量混合，混合后 ω ＝ １
２ （ω１ ＋ ω２）。

① 溶液 ρ ＞ １ ｇ·ｃｍ －３ 时，ω 越大，密度越

大，如 Ｈ２ＳＯ４ 溶液等。

② 溶液 ρ ＜ １ ｇ·ｃｍ －３ 时，ω 越大，密度越

小，如酒精溶液，氨水等。

【解析】 　 由于氨水是浓度越大、密度越小的溶液，故等体

积混合时，ω ＜
ω１ ＋ ω２

２ ＝ １５％ 。

【答案】 　 Ｃ
　 　 例 ２ （２０１３ 东北三校二模，７，６ 分）某结晶水合物的化学

式为 Ｒ·ｎＨ２Ｏ，其相对分子质量为 Ｍ。 ２５ ℃，将 ａ ｇ 该晶体溶

于 ｂ ｇ 水中，恰好可以形成 Ｖ ｍＬ 饱和溶液。 下列关系正确的

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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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Ａ． 饱和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为 ｃ（Ｒ） ＝ １０００ａ（Ｍ － １８ｎ）
ＭＶ

ｍｏｌ·Ｌ － １

Ｂ． 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ω ＝ ａ（Ｍ － １８ｎ）
Ｍ（ａ ＋ ｂ） ％

Ｃ． ２５ ℃时 Ｒ 的溶解度为 Ｓ ＝ １００ａ（Ｍ － １８ｎ）
１８ｎａ ＋Ｍｂ ｇ

Ｄ． 饱和溶液的密度为 ρ ＝ ａ（Ｍ － １８ｎ）
ａ ＋ ｂ ｇ·Ｌ － １

【解题思路】 　 解答以物质的量为核心的计算题时，应以

不变应万变，抓住关键基本概念和公式。

【解析 】 　 Ａ 项， ｃ （ Ｒ ） ＝ ｎ（Ｒ）
Ｖ ＝

ｎ（Ｒ·ｎＨ２Ｏ）
Ｖ ＝

ａ ｇ
Ｍ ｇ·ｍｏｌ － １

Ｖ × １０ － ３ Ｌ
＝ １０００ａ

ＭＶ ｍｏｌ·Ｌ － １；Ｂ 项，ω ＝
ａ ｇ ×Ｍ － １８ｎ

Ｍ
（ａ ＋ ｂ） ｇ × １００％

＝ １００ａ（Ｍ － １８ｎ）
（ａ ＋ ｂ）Ｍ ％ ； Ｃ 项， Ｓ

１００ ｇ ＝
ａ ｇ ×Ｍ － １８ｎ

Ｍ

ｂ ｇ ＋ ａ ｇ × １８ｎ
Ｍ

， Ｓ ＝

１００ａ（Ｍ － １８ｎ）
Ｍｂ ＋ １８ｎａ ｇ；Ｄ 项， ρ ＝ ｍ

Ｖ ＝ （ａ ＋ ｂ） ｇ
Ｖ × １０ － ３ Ｌ

＝ １０００（ａ ＋ ｂ）
Ｖ ｇ

·Ｌ － １。
【答案】 　 Ｃ

方法二　 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误差分析方法

根据 ｃ ＝ ｎ
Ｖ ＝ ｍ

ＭＶ判断：

　 　 １． 若称量固体溶质时操作无误，但所用砝码生锈，则 ｍ 偏

大，结果偏高。
２． 若没有洗涤烧杯内壁，则 ｎ 偏小，结果偏低。
３． 若容量瓶中有少量蒸馏水，或定容反复摇匀后发现液面

低于刻度线，对结果无影响。
４． 俯视、仰视对结果的影响如下图所示。

（１）仰视刻度线：由于操作时以刻度线为基准，故加水量

增多，导致液体体积偏大，ｃ 偏低。
（２）俯视刻度线：加水量减少，则溶液体积偏小，故 ｃ 偏高。
５． 其他常见的操作及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如下表。

能引起误差的一些操作（以配制

０ １ ｍｏｌ·Ｌ － １ 的 ＮａＯＨ 溶液为

例）

因变量

ｍ Ｖ
ｃ ／ （ｍｏｌ·Ｌ － １）

称量时间过长 减小 — 偏小

用滤纸称 ＮａＯＨ 减小 — 偏小

向容量瓶内移液时有少量流出 减小 — 偏小

未洗涤烧杯和玻璃棒 减小 — 偏小

定容时水加多了，用滴管吸出 减小 — 偏小

定容摇匀时，液面下降，再加水 — 增大 偏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