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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

第一节　弱电解质的电离

【必备知识要求】

1.了解电解质的概念，了解强电解质和弱电解质的概念。

2.理解电解质在水中的电离以及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性。

3.理解弱电解质在水中的电离平衡，能利用电离平衡常数(Ka、Kb)进行相关计算。

【关键能力及高考要求】

关键能力要求：理解辨析能力、分析推理能力、微观想象能力、探究创新能力。

高考要求：本节是高考的高频考点，在高考中考查主要有三个方面能力，一是强弱电解质的判断能力与比

较能力；二是外界条件对电离平衡的影响，在不同的条件下，对电离平衡的应用能力；三是电离平衡常数

的计算能力，它是高考新增热点，主要命题角度为电离平衡常数的计算及应用。本讲内容是电解质溶液理

论的基础，以选择题为主。

【学科核心素养解析】

1.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认识弱电解质的电离有一定限度,是可以调控的。能多角度、动态地分析弱电解质的

电离平衡,并运用电离平衡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2.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认识弱电解质的电离是部分电离，主要是以分子的形式存在，少部分电离出离子，

从“宏微结合”的角度，认识强弱电解质的区别，以及电解质溶液导电的本质。以形成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3.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能发现和提出有关弱电解质的判断问题；能从问题和假设出发，确定探究目的,设计

探究方案,进行实验探究。

4.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知道可以通过分析、推理等方法认识电离平衡的本质特征、建立模型,能运用模型解

释电离平衡的移动,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必备知识点 1 强、弱电解质与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

一．强、弱电解质

1.概念

2.与化合物类型的关系

强电解质主要是大部分离子化合物及某些共价化合物，弱电解质主要是某些共价化合物。

二．弱电解质：包括  弱酸 、 弱碱 、极少数盐(如醋酸铅)、两性氢氧化物、 水等。

1.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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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离平衡的建立

①开始时，v(电离)最大，而 v(结合)为0 。

②平衡的建立过程中，v(电离)＞ v(结合)。

③当 v(电离)＝ v(结合)时，电离过程达到平衡状态。

2.电离平衡的特征

3.影响因素

（1）内因：弱电解质本身的性质

（2）外因：外界条件对电离平衡的影响

电离平衡属于动态平衡，当外界条件改变时，电离平衡会发生移动，平衡移动遵循勒夏特列原理。

①一般结论

外界条件 电离平衡移动方向 电离程度变化

温度 升高温度 向右 移动 增大

浓度 稀释溶液 向右 移动 增大

相同离子
加入与弱电解质

相同离子的强电解质
向左 移动 减小

加入能与电解质离子反应的物质 向右 移动 增大

○2 以 0.1 mol·L－1 CH3COOH 溶液为例，填写外界条件对 CH3COOH CH3COO－＋H＋　ΔH＞0 的影

响。

实例(稀溶液) CH3COOH H＋＋CH3COO－ ΔH>0

改变条件 平衡移动方向 n(H＋) c(H＋) 导电能力 Ka

加水稀释 → 增大 减小 减弱 不变

加入少量

冰醋酸
→ 增大 增大 增强 不变

通入 HCl(g) ← 增大 增大 增强 不变

加 NaOH(s) → 减小 减小 增强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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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镁粉 → 减小 减小 增强 不变

升高温度 → 增大 增大 增强 增大

加

CH3COONa(s

)

← 减小 减小 增强 不变

4. 电离方程中的书写

(1)多元弱酸分步电离，且第一步电离程度远远大于第二步，如 H2CO3的电离方程式：H2CO3 H＋＋HCO

－3 ，HCO－3 H＋＋CO2－3 。

(2)多元弱碱电离方程式一步写成，如 Fe(OH)3的电离方程式：Fe(OH)3 Fe3＋＋3OH－。

(3)强酸的酸式盐完全电离，如 NaHSO4的电离方程式：NaHSO4===Na＋＋H＋＋SO2－4 。

(4)弱酸的酸式盐中酸式酸根不能完全电离，如 NaHCO3的电离方程式：NaHCO3===Na＋＋HCO－3 ，HCO－3

H＋＋CO2－3 。

（5）氢氧化铝的两式电离：H++AlO2-+H2O Al（OH）3 Al3++3OH-

（6）H3BO3的电离：H3BO3+H2O H4BO4
-+H+

5.电解质溶液的导电能力与溶液中离子的关系

(1)电解质溶液导电能力取决于自由移动离子的浓度和离子所带电荷数,自由移动离子的浓度越大、离子所带

电荷数越多,导电能力越强。

(2)将冰醋酸和稀醋酸分别加水稀释,其导电能力随加水量的变化曲线如图:

提点:（1）.OA 段导电能力随加水量的增多而增强,原因是冰醋酸发生了电离,溶液中离子浓度增大。

（2）.AB段导电能力随加水量增多减弱的原因是随水的加入,溶液的体积增大,离子浓度减小,导电能力减弱。

【知识理解提点】

1.稀醋酸加水稀释时,溶液中的各离子浓度并不是都减小,如 c(OH-)是增大的。

2.电离平衡右移,电解质分子的浓度不一定减小,如稀醋酸中加入冰醋酸。

3.电离平衡右移,离子的浓度不一定增大,电离程度也不一定增大。

4.影响电解质溶液的导电能力的主要因素：电解质溶液的导电能力主要取决于离子的浓度、离子在电场中的

运动速率以及离子所带的电荷数目。

(1)相同条件下溶液的离子浓度越大，其导电能力越强。

(2)相同离子浓度时，离子所带的电荷数越多，溶液的导电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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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温度越高，溶液的导电能力越强。

【惑点辨析】

判断正误(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HCl 为强电解质,故盐酸中不存在电离平衡。(　　)

2.H2SO4在其稀溶液和浓溶液中均能完全电离。(　　)

3.氨气溶于水,当 NH3·H2O 电离出的 c(OH-)=c(N𝐇+
𝟒 )时,表明 NH3·H2O 电离处于平衡状态。(　　)

4.电离平衡右移,弱电解质的电离程度一定增大。(　　)

5.稀释弱电解质溶液时,所有粒子浓度都一定会减小。(　　)

6.向 0.1 mol·L-1 HF 溶液中加水稀释或加入少量 NaF 晶体时,都会引起溶液中 c(H+)减小。(　　)

7.常温下,将 pH=3 的醋酸溶液稀释到原体积的 10 倍后,溶液的 pH=4。(　　)

8.CH3COOH 溶液加水稀释后,溶液中
𝒄(C𝐇𝟑𝐂𝐎𝐎𝐇)
𝒄(C𝐇𝟑𝐂𝐎𝐎-) 的值减小。(　　)

【夯基例析·跟踪演练】

【基础例析】弱电解质的电离特点

例 1．（2022·四川南充市·高三一模）将浓度为 0.1 mol·L－1 HF 溶液加水不断稀释，下列各量始终保持增大

的是(　　)

A．c(H＋)  B．Ka(HF)

C.
c（F－）

c（H＋）
  D.

c�H＋�
c�HF�

【跟踪演练】

1. H2S 水溶液中存在电离平衡 H2S H＋＋HS－和 HS－ H＋＋S2－。若向 H2S 溶液中 (　　)

A．加水，平衡向右移动，溶液中氢离子浓度增大

B．通入过量 SO2气体，平衡向左移动，溶液 pH 值增大

C．滴加新制氯水，平衡向左移动，溶液 pH 值减小

D．加入少量硫酸铜固体(忽略体积变化)，溶液中所有离子浓度都减小

【基础例析】溶液导电性图像分析

例 2.(2022·北京四十九中高三月考)在两份相同的 Ba(OH)2 溶液中，分别滴入物质的量浓度相等的 H2SO4、

NaHSO4溶液，其导电能力随滴入溶液体积变化的曲线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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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

A．○2代表滴加 NaHSO4溶液的变化曲线

B．b 点，溶液中大量存在的离子是 Na＋、OH－

C．c 点，两溶液中含有相同量的 OH－

D．a、d 两点对应的溶液均显中性

【跟踪演练】

2.（2022·湖北沙市中学模拟）电导率是衡量电解质溶液导电能力大小的物理量，根据溶液电导率变化可以

确定滴定反应的终点。如图是 KOH 溶液分别滴定 HCl 溶液和 CH3COOH 溶液的滴定曲线示意图。下列示

意图中，能正确表示用 NH3·H2O 溶液滴定 HCl 和 CH3COOH 混合溶液的滴定曲线的是(　　)

必备知识点 2 电离度　电离平衡常数(简称电离常数)

1．电离度

(1)概念

在一定条件下的弱电解质达到电离平衡时，已经电离的电解质分子数占原电解质总分子数的分数。

(2)表示方法

α＝
已电离的弱电解质分子数

溶液中原有弱电解质的总分子数
×100%

也可表示为 α＝
弱电解质的离子浓度

弱电解质的浓度
×100%

(3)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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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的影响
升高温度，电离平衡向右移动，电离度增大；

降低温度，电离平衡向左移动，电离度减小

浓度的影响
当弱电解质溶液浓度增大时，电离度减小；

当弱电解质溶液浓度减小时，电离度增大

2．电离常数

(1)概念：电离平衡的常数叫做电离常数。

(2)表达式

①对于一元弱酸 HA：HA H＋＋A－，电离常数 Ka＝
c(H＋)·c�(A－)�

c(HA)�
。

②对于一元弱碱 BOH：BOH B＋＋OH－，电离常数 Kb＝
c(B＋)·c(OH－)�

c(BOH - )�
。

(3)特点

多元弱酸各级电离常数的大小关系是 K1≫K2≫K3，故其酸性取决于第一步电离。

(4)影响因素

内因：弱电解质本身的性质

外因：电离常数只与温度有关，升高温度，K 值增大。

(5)意义

K 越大―→越易电离―→酸�碱�性越强

如相同条件下常见弱酸的酸性强弱：

H2C2O4＞H2SO3＞H3PO4＞HF＞HCOOH＞CH3COOH＞H2CO3＞H2S＞HClO。

3.电离常数的四大应用

①判断弱酸(或弱碱)的相对强弱，电离常数越大，酸性(或碱性)越强。

②判断盐溶液的酸性(或碱性)强弱，电离常数越大，对应的盐水解程度越小，酸性(或碱性)越弱。

③判断复分解反应能否发生，一般符合“强酸制弱酸”规律。

④计算弱酸、弱碱溶液中的 c(H＋)、c(OH－)。有关电离平衡常数的计算(以弱酸 HX 为例)

(1)已知 c(HX)和 c(H＋)，求电离平衡常数。

　      HX　 　　H＋　＋　　X－

起始：  c(HX)         0          0

平衡：  c(HX)－c(H＋)  c(H＋)      c(X－)

则：K＝
c�H＋�·c�X－�

c�HX�－c�H＋�
＝

c2(H＋)�
c(HX)�－c(H＋)�

由于弱酸只有极少一部分电离，c(H＋ )的数值很小，可做近似处理：c(HX)－c(H＋ )≈c(HX)，则 K＝

c2�(H＋)�
c�(HX)�

，代入数值求解即可。

(2)已知 c(HX)和电离平衡常数，求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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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X　　 　　H＋　　＋　　X－

起始：  c(HX)            0            0

平衡：  c(HX)－c(H＋)     c(H＋)        c(X－)

则：K＝
c�H＋�·c�X－�

c�HX�－c�H＋�
＝

c2�H＋�
c�HX�－c�H＋�

由于 c(H＋)的数值很小，可做近似处理：c(HX)－c(H＋)≈c(HX)，则 c(H＋)＝ K·c�（HX）�，代入数值求解

即可。

稀溶液中、弱酸溶液中，c(H＋)＝ c·Ka，弱碱溶液中 c(OH－)＝ c·Kb。用来计算 PH 值。

4.电离度和电离常数的关系 α≈ K
c
或 K≈cα2。

【知识理解提点】

1.判断弱酸(或弱碱)的相对强弱，相同温度下，电离常数越大，酸性(或碱性)越强。注意，必须是相同温度。

2.判断盐溶液的酸性(或碱性)强弱，相同温度下，电离常数越大，对应的盐水解程度越小，酸性(或碱性)越

弱。

3.判断复分解反应能否发生，一般符合“强酸制弱酸”规律。尤其是二元酸的一级电离常数比一元弱酸的电离

常数大，但是，二级电离常数比一元弱酸的电离常数小，这种情况下，只能生成酸式盐。

【惑点辨析】

判断正误(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HCl 为强电解质,故盐酸中不存在电离平衡。(　　)

2.H2SO4在其稀溶液和浓溶液中均能完全电离。(　　)

3.氨气溶于水,当 NH3·H2O 电离出的 c(OH-)=c(N𝐇+
𝟒 )时,表明 NH3·H2O 电离处于平衡状态。(　　)

4.电离平衡右移,弱电解质的电离程度一定增大。(　　)

5.稀释弱电解质溶液时,所有粒子浓度都一定会减小。(　　)

6.向 0.1 mol·L-1 HF 溶液中加水稀释或加入少量 NaF 晶体时,都会引起溶液中 c(H+)减小。(　　)

7.常温下,将 pH=3 的醋酸溶液稀释到原体积的 10 倍后,溶液的 pH=4。(　　)

8.CH3COOH 溶液加水稀释后,溶液中
𝒄(C𝐇𝟑𝐂𝐎𝐎𝐇)
𝒄(C𝐇𝟑𝐂𝐎𝐎-) 的值减小。(　　)

【夯基例析·跟踪演练】

【基础例析】电离常数的应用

例 1．下表是几种常见弱酸的电离常数(25 ℃)

弱酸 电离方程式 电离常数 K

CH3COOH
CH3COOH��

CH3COO－＋H＋
1.2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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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CO3

H2CO3 H＋＋HCO－3

HCO－3 H＋＋CO2－3

K1＝4.31×10－7

K2＝5.61×10－11

H2S
H2S H＋＋HS－

HS－ H＋＋S2－

K1＝9.1×10－8 

K2＝1.1×10－15

H3PO4

H3PO4 H＋＋H2PO－4  

H2PO－4 H＋＋HPO2－4  

HPO2－4 H＋＋PO3－4

K1＝7.52×10－3 

K2＝6.23×10－8 

K3＝4.2×10－13

回答下列问题：

(1)K 只与温度有关，当温度升高时，K 值________(填“增大”“减小”或“不变”)。

(2) 在温度相同时，各弱酸的 K 值不同，那么 K 值的大小与酸性的相对强弱有何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若把 CH3COOH、H2CO3、HCO－3 、H2S、HS－、H3PO4、H2PO－4 、HPO 2－4 都看作是酸，其中酸性

最强的是________，最弱的是________。

(4)多元弱酸是分步电离的，每一步都有相应的电离常数，对于同一种多元弱酸的 K1、K2、K3之间存在

着数量上的规律是 K1∶K2∶K3≈1∶105∶1010，产生此规律的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跟踪演练】

1.部分弱酸的电离平衡常数如下表：

弱酸 HCOOH H2S H2CO3 HClO

电离平衡

常数(25 ℃)
K＝1.77×10－4

K1＝1.3×10－7

K2＝7.1×10－15

K1＝4.4×10－7

K2＝4.7×10－11
3.0×10－8

按要求书写离子方程式：

(1)将少量 Na2CO3溶液滴加到 HCOOH 溶液中

(2)将少量 CO2气体通入 NaClO 溶液中

(3)将少量 CO2气体通入到 Na2S 溶液中

【基础例析】电离常数的计算

例 2.0.1 mol·L－1 醋酸溶液中，存在电离平衡 CH3COOH H＋＋CH3COO－。经测定溶液中 c(CH3COO
－)为 1.4×10－3mol·L－1，此温度下醋酸的电离常数 Ka＝                。

【跟踪演练】

1.常温下，0.056mol/L 的氨水，PH=11，则氨水的电离度为________,电离常数 K=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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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漯河模拟改编)常温下，浓度均为 0.10 mol·L－1、体积均为 V0 的 HA 和 HB 溶液，分别加水稀释至

体积 V，pH 随 lg
V
V0

的变化如图所示，求该温度下 HB 的电离平衡常数 约 等

于_______

必备知识点 3 一元弱酸（碱）与一元强酸（碱）的比较

1.相同物质的量浓度、相同体积的一元强酸与一元弱酸

c(H+) pH
中 和 碱

的能力

与足量活泼金属反

应产生 H2的量

开始与金属反

应的速率

由 H2O 电离

出的 c(H+)

一元

强酸
大 小 大 小

一元

弱酸
小 大

相同 相同

小 大

2.相同 pH、相同体积的一元强酸与一元弱酸

c(H+) c(酸)
中和碱的

能力

与足量活泼金属反应

产生 H2的量
开始与金属反应的速率

由 H2O 电离

出的 c(H+)

一元

强酸
小 弱 少 开始相同后较小

一元

弱酸

相同

大 强 多 开始相同后较大

相同

注:一元强碱与一元弱碱的比较规律与以上类似。

3.图像法理解一强一弱的稀释规律

(1)相同体积、相同浓度的盐酸、醋酸

加水稀释相同的倍数,醋酸的 pH 大 加水稀释到相同的 pH,盐酸加入的水多

(2)相同体积、相同 pH 的盐酸、醋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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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水稀释相同的倍数,盐酸的 pH 大 加水稀释到相同的 pH,醋酸加入的水多

【知识理解提点】

1．H2CO3的电离平衡常数 Ka1＝4.3×10－7，Ka2＝5.6×10－11，它的 Ka1、Ka2差别很大的原因

                                                    (从电离平衡的角度解释)。

2.判断弱电解质的三个思维角度

角度一:弱电解质的定义,即弱电解质不能完全电离,如测 0.1 mol·L-1 的 CH3COOH 溶液的 pH>1。

角度二:弱电解质溶液中存在电离平衡,条件改变,平衡移动,如 pH=1 的 CH3COOH 溶液加水稀释 10 倍

后,1<pH<2。

角度三:弱电解质形成的盐能水解,如判断 CH3COOH 为弱酸可用下面两个现象:

(1) 配制某浓度的醋酸钠溶液,向其中加入几滴酚酞溶液。现象:溶液变为浅红色。

(2) 测量溶液的 PH 值，现象:PH>7

【惑点辨析】

判断正误(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HCl 为强电解质,故盐酸中不存在电离平衡。(　　)

2.H2SO4在其稀溶液和浓溶液中均能完全电离。(　　)

3.电离平衡右移,弱电解质的电离程度一定增大。(　　)

4.稀释弱电解质溶液时,所有粒子浓度都一定会减小。(　　)

5.向 0.1 mol·L-1 HF 溶液中加水稀释或加入少量 NaF 晶体时,都会引起溶液中 c(H+)减小。(　　)

6.常温下,将 pH=3 的醋酸溶液稀释到原体积的 10 倍后,溶液的 pH=4。(　　)

7.CH3COOH 溶液加水稀释后,溶液中
𝒄(C𝐇𝟑𝐂𝐎𝐎𝐇)
𝒄(C𝐇𝟑𝐂𝐎𝐎-) 的值减小。(　　)

8.当弱电解质的浓度增大时,电离度增大。(　　)

9.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右移,电离平衡常数一定增大。(　　)

10.某一弱电解质,电离度越大,电离常数就越大。(　　)

11.电离常数大的酸溶液中的 c(H+)一定比电离常数小的酸溶液中的 c(H+)大。(　　)

12.相同温度下,向 1 mol·L-1的醋酸溶液中加入少量冰醋酸,其电离度变小。(　　)

【夯基例析·跟踪演练】

【基础例析】强、弱电解质的判断与比较

例．25 ℃时，部分物质的电离平衡常数如表所示：

化学式 CH3COOH H2CO3 HClO

电离平衡常数 1.7×10－5
K1＝4.4×10－7

K2＝4.7×10－11
3.0×10－8

请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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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3COOH、H2CO3、HClO 的酸性由强到弱的顺序为                            。

(2)同浓度的 CH3COO－、HCO－3 、CO2－3 、ClO－结合 H＋的能力由强到弱的顺序为             。

(3)体积为 10 mL pH＝2的醋酸溶液与一元酸HX分别加水稀释至 1 000 mL，稀

释过程中 pH 变化如图所示，则 HX 的电离平衡常数      

   (填“大于”、“等于”或“小于”)醋酸的电离平衡常数；理由 是                                                                          

                                                                        。

【跟踪演练】

1.(2022·浙江温州适应性测试)25 ℃时，关于 0.01 mol·L－1 HCl 和 0.1 mol·L－1 CH3COOH 两种溶液的比较，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稀释 10 倍后浓度变化：c(CH3COOH)＝10c(Cl－)

B．中和 1 mol NaOH 时消耗酸的体积：V(HCl)＝10V(CH3COOH)

C．上述两种溶液与足量的 NaOH 溶液反应，后者放热更多

D．分别与 NaOH 固体反应后呈中性的溶液中(忽略溶液体积变化)：c(CH3COO－)＝10c(Cl－)

2.(2022·北京东城区期末)对室温下 pH 相同、体积相同的氨水与氢氧化钠两种稀溶液,分别采取下列措施,有

关叙述正确的是(　　)

A.温度均升高 20 ℃,两溶液的 pH 均不变

B.加入适量氯化铵固体后,两溶液的 pH 均减小

C.加水稀释 100 倍后,氨水中 c(OH-)比氢氧化钠溶液中的小

D.与足量的氯化铁溶液反应,产生的氢氧化铁沉淀一样多

必备知识点 4 自偶电离和弱酸的分布曲线

1.定义：液态状况下溶剂分子在溶剂中自发发生的电离称为自偶电离。

2.条件：只要是液态极性共价分子化合物就可发生自偶电离，在部分酸的浓水溶液（如浓硝酸）也可发生类

似反应。分子的极性越强则自偶电离的程度越大。

3.实例

(1)极性共价化合物的自偶电离

HNO3+HNO3 H2NO3
++NO3

-

BrF3+BrF3 BrF4
⁻+ BrF2

⁺

NH3+NH3 NH4
++NH2

-

CH3CH2OH+CH3CH2OH CH3CH2OH2
++CH3CH2O-

H2O+H2O H3O++OH-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7%A6%BB/878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81%E6%80%A7/7954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93%E7%A1%9D%E9%85%B8/727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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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l2 SOCl++Cl⁻

N2O4 NO++NO3
-

3HF H2F++HF2
-

3HCl H2Cl++HCl2
-

（2）非极性共价分子在溶液中时也偶有自偶电离

例如：2PCl5 PCl6
- + PCl4

+

PBr5 PBr4
++ Br_

如：（2021 年湖北省高考试题） 超酸是一类比纯硫酸更强的酸，在石油重整中用作高效催化剂。某实验小

组对超酸 HSbF6的制备及性质进行了探究。由三氯化锑(SbCl3)制备 HSbF6的反应如下：SbCl3+Cl2

   80℃ SbCl5、SbCl5+6HF=HSbF6+5HCl。制备 SbCl5的初始实验装置如图(毛细管连通大气，减压时

可吸人极少量空气，防止液体暴沸；夹持、加热及搅拌装置略)：

相关性质如表：

物质 熔点 沸点 性质

SbCl3 73.4℃ 220.3℃ 极易水解

SbCl5 3.5℃ 140℃分解 79℃/2.9kPa 极易水解

回答下列问题：

（5）为更好地理解超酸的强酸性，实验小组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弱酸在强酸性溶剂中表现出碱的性质，

如冰醋酸与纯硫酸之间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为 CH3COOH+H2SO4=[CH3C(OH)2]+[HSO4]-。以此类推，H2SO4与

HSbF6之间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为___。

（6）实验小组在探究实验中发现蜡烛可以溶解于 HSbF6中，同时放出氢气。已知烷烃分子中碳氢键的活性

大小顺序为：甲基(—CH3)<亚甲基(—CH2—)<次甲基( )。写出 2—甲基丙烷与 HSbF6反应的离子方

程式___。

4.分布曲线图像

分布曲线是指以 pH 为横坐标、分布系数(即组分的平衡浓度占总浓度的分数)为纵坐标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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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弱酸(以 CH3COOH 为例) 二元弱酸(以草酸 H2C2O4为例)

δ0为 CH3COOH 分布系数，δ1为 CH3COO
－分布系数

δ0为 H2C2O4分布系数、δ1为 HC2O －4 分

布系数、δ2为 C2O 2－4 分布系数

随着 pH 增大，溶质分子浓度不断减小，离子浓度逐渐增大，酸根离子增多。根据分

布系数可以书写一定 pH 时所发生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高考应用】

高频考点 1 溶液的导电性及变化

1.影响电解质溶液的导电能力的主要因素

电解质溶液的导电能力主要取决于离子的浓度、离子在电场中的运动速率以及离子所带的电荷数目。

(1)相同条件下溶液的离子浓度越大，其导电能力越强。

(2)相同离子浓度时，离子所带的电荷数越多，溶液的导电能力越强。

(3)温度越高，溶液的导电能力越强。

2.阳离子向阴极移动的同时，阴离子向阳极移动。所以，同种电解质电离出的带相同电荷的阴阳离子对，导

电性是相同的。

3.导电性强弱的变化，要考虑：（1）原电解质是强电解质还是弱电解质，加入的电解质是强电解质还是弱

电解质。

（2）发生的是什么化学反应，发生化学反应变化为强解质还是弱电解质。

（3）加入电解质后，体积发生变化，离子浓度变大还是变小。

【高考实例】

例1：（2019.全国高考）NaOH溶液滴定邻苯二甲酸氢钾（邻苯二甲酸H2A的Ka1＝1.1×10﹣3，Ka2＝3.9×10﹣6）

溶液，混合溶液的相对导电能力变化曲线如图所示，其中 b 点为反应终点。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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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混合溶液的导电能力与离子浓度和种类有关

B．Na+与 A2﹣的导电能力之和大于 HA﹣的

C．b 点的混合溶液 pH＝7

D．c 点的混合溶液中，c（Na+）＞c（K+）＞c（OH﹣）

【跟踪演练】

1. (2022·湖南怀化高三月考)室温下，有 pH＝3 的盐酸、硫酸、醋酸(假设 CH3COOH 的电离度为 1%)三种

相同体积的溶液。以下叙述错误的是(　　)

A．测定其导电性能相同

B．与足量的锌粉反应的起始速率相同

C．与足量的锌粉反应产生氢气的体积比为 1∶1∶100

D．与同浓度氢氧化钠溶液反应，消耗氢氧化钠溶液的体积为 1∶2∶100

2.（2022·四川南充市·高三一模）电导率是衡量电解质溶液导电能力大小的物理量，根据溶液电导率变化可

以确定滴定反应的终点。下图是利用手持技术数字化实验测量的KOH 溶液分别滴定HCl 溶液和

3CH COOH 溶液的滴定曲线。下列示意图中，能正确表示用KOH 溶液滴定HCl 和 3CH COOH 混合溶液

的滴定曲线的是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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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高频考点 2 电离常数的计算

1.要计算电离常数，题目会提供相应的条件和信息，这些信息提供的方式有两种：

（1）通过图示提供

（2）文字叙述提供

2.一般提供如下条件：

（1）弱酸溶液中离子的分布曲线

（2）已知弱酸强碱混合或强酸弱碱混合呈中性，计算电离常数

（3）已知起始浓度和溶液的 PH 值

（4）已知起始浓度和分布曲线以及中和滴定曲线

【高考实例】识图计算电离常数

1.弱酸溶液中离子的分布曲线

例 1:（2020 年全国统一高考化学试卷（新课标Ⅱ））26T（2）次氯酸为一元弱酸，具有漂白和杀菌作用，

其电离平衡体系中各成分的组成分数 δ[δ（X）＝ ，X 为 HClO 或 ClO﹣]与 pH 的关系

如图（b）所示。HClO 的电离常数 Ka 值为　　。

【考点演练】

1.氯在饮用水处理中常用作杀菌剂，且 HClO 的杀菌能力比 ClO－强。25 ℃时氯气氯水体系中存在以下平衡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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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2(g) Cl2(aq)　　　　　　　　　　K1＝10－1.2

Cl2(aq)＋H2O HClO＋H＋＋Cl－  K2＝10－3.4

HClO H＋＋ClO－  Ka＝？

其中 Cl2(aq)、HClO 和 ClO－分别在三者中所占分数(α)随 pH 变化的关系如图所示。

求 Cl2(g)＋H2O 2H＋＋ClO－＋Cl－　K＝_______

2.25 ℃时，2.0×10－3 mol·L－1 氢氟酸水溶液中，调节溶液 pH(忽略体积变化)，得到 c(HF)、c(F－)与溶液 pH

的变化关系，如下图所示：

计算：25 ℃时，HF 电离常数的数值 Ka≈________，

【高考实例】已知起始浓度和分布曲线以及中和滴定曲线

例 2:（2020·全国高考试题）以酚酞为指示剂，用 0.1000 mol·L−1的 NaOH 溶液滴定 20.00 mL 未知浓度的二

元酸 H2A 溶液。溶液中，pH、分布系数δ随滴加 NaOH 溶液体积 VNaOH 的变化关系如图所示。[比如 A2−

的分布系数：δ(A2-)= c(A2-)
c(H2A)+c(HA-)+c(A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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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曲线①代表δ(H2A)，曲线②代表δ(HA-)

B．H2A 溶液的浓度为 0.2000 mol·L−1

C．HA−的电离常数 Ka=1.0×10−2

D．滴定终点时，溶液中𝑐(Na+)<2𝑐(A2-)+ 𝑐(HA-)

【考点演练】

1.常温下,向 1L0.01mol·L-一元酸 HR 溶液中逐渐通入氨气[常温下 NH。·H,O 电离平衡常数 K=1.76×10-5,保

持温度和溶液体积不变 ,混合溶液的 pH 与离子浓度变化的关系如图所示。则 HR 的电离常数为

_______,0.01mol/L 溶液的 PH=_____.

2.25℃时,向 NaHCO,溶液中滴入盐酸,混合溶液的 pH 与离子浓度变化的关系如图所示。

则 25℃时,H2CO3的一级电离 Ka1(H2CO3)=__________

3.常温下，向 a mol·L－1CH3COONa 溶液中，滴加等体积的 b mol·L－1 的盐酸，使

溶液呈中性(不考虑盐酸和醋酸的挥发)，用含 a 和 b 的代数式表示醋酸的电离常数 Ka＝____________。

4.25 ℃时,用 0.1 mol·L-1的 CH3COOH 溶液滴定 20 mL 0.1 mol·L-1的 NaOH 溶液,当滴加 V mL CH3C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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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时,混合溶液的 pH=7。已知 CH3COOH 的电离常数为 Ka,忽略混合时引起的溶液体积的变化,则电离常

数,Ka=__________

5..在 25℃下，将 a mol·L-1的氨水与 0.01 mol·L-1的盐酸等体积混合，反应平衡时溶液中 c(NH 4
 )=c(Cl-)，用

含 a 的代数式表示 NH3·H2O 的电离常数 Kb=______。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

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68100032123007002

https://d.book118.com/568100032123007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