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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4/2021_2022__E9_AB_98_

E8_80_83_E5_8C_96_E5_c65_104440.htm 一、无机推断题 无机

推断题的形式通常有文字描述推断、文字描述与反应式结合

推断和框图题等。无机推断题是集元素化合物知识、基本概

念和基本理论于一体，且综合性强、考查知识面广、思维容

量大、题型多变、能力要求高、推理严密，既能检查学生掌

握元素化合物的知识量及熟练程度，又能考查学生的逻辑思

维能力，在历年高考中频频出现，且体现出很好的区分度和

选拔功能。无机推断题考查内容及命题主要呈现如下趋势：

来源：www.examda.com 1.限定范围推断：主要适用于气体或

离子的推断，该类题目的主要特点是在一定范围内，根据题

目给出的实验现象（或必要的数据）进行分析，作出正确判

断。解题关键：①审明题意，明确范围，注意题目所给的限

定条件；②紧扣现象，正确判断；③要注意数据对推断结论

的影响。 2.不定范围推断：常见元素化合物的推断。该题目

的主要特点是：依据元素化合物之间相互转化时所产生的一

系列实验现象，进行推理判断，确定有关的物质。题目往往

综合性较强，具有一定的难度。从试题形式来看，有叙述型

、图表型等。解题关键：见题后先迅速浏览一遍，由模糊的

一遍“扫描”，自然地在头脑中产生一个关于该题所涉及知

识范围等方面的整体印象，然后从题中找出特殊现象或特殊

性质的描述，作为解题的突破口，进而全面分析比较，作出

正确判断。 3.给出微粒结构等的微粒（或元素）推断题。解

题关键：①熟记元素符号，直接导出；②掌握几种关系，列



式导出；③利用排布规律，逐层导出；④弄清带电原因，分

析导出；⑤抓住元素特征，综合导出；⑥根据量的关系，计

算导出。来源：www.examda.com 4.给出混合物可能组成的框

图型（或叙述型）推断题。解题关键：解框图型（或叙述型

）推断题一般是根据物质的转化关系，从其中一种来推知另

一种（顺推或逆推），或找出现象明显、易于推断的一种物

质，然后左右展开；有时需试探求解，最后验证。来源

：www.examda.com 5.给出物质间转化关系的代码型推断题。

解题关键：此类推断题的特点是用代号表示各物质的转化关

系，要求“破译”出各物质的分子式或名称等，看起来较复

杂，其实在解题时，只要挖掘题眼，顺藤摸瓜，便可一举攻

克。 6.给出物质范围的表格型推断题。解题关键：列表分析

，对号入座；直观明快，谨防漏解。 总之，解无机推断题的

步骤是：首先，读审仔细读题、审清题意。即弄清题意和要

求，明确已知和未知条件，找出明显条件和隐蔽条件。其次

，找突破口或“题眼”通过分析结构特征、性质特征、反应

特征和现象特征及特征数据等等，确定某一物质或成分的存

在，以此作解题突破口。第三，推理从突破口向外扩展，通

过顺推法、逆推法、假设法得出初步结论，最后作全面检查

，验证推论是否符合题意。 二、有机推断题 有机推断和合成

题可以全面考查学生对有机物的结构、性质、合成方法、反

应条件的选择等知识掌握的程度和应用水平，又能考查学生

的自学能力、观察能力、综合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同

时可与所给信息紧密结合，要求迁移应用，因此成为高考的

热点。有机推断是一类综合性强，思维容量大的题型，其一

般形式是推物质，写用语，判性质。当然，有的只要求推出



有机物，有的则要求根据分子式推同分异构体，确定物质的

结构；有的还要求写出有机化学方程式。由于有机化学中普

遍存在同分异构现象，而有机物的分子式不能表示具体的物

质，因此用语中特别强调写出有机物质的结构简式。 有机推

断题所提供的条件有两类，一类是有机物的性质及相互关系

（也可能有数据），这类题要求直接推断物质的名称，并写

出结构简式；另一类则通过化学计算（也告诉一些物质性质

）进行推断，一般是先求出相对分子质量，再求分子式，根

据性质确定物质，最后写化学用语。有机推断应以特征点为

解题突破口，按照已知条件建立的知识结构，结合信息和相

关知识进行推理、计算、排除干扰，最后做出正确推断。一

般可采用顺推法、逆推法、多法结合推断，顺藤摸瓜，问题

就迎刃而解了。其解题思路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