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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1/2021_2022_2008_E9_AB

_98_E8_80_83_c65_571886.htm 在高中化学教学中，氧化还原

反应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贯穿于整个高中的教学。而解决

氧化还原反应的有关计算问题又是这部分知识的重点和难点

，在高考题目中经常出现。充分的利用守恒思想来解决计算

是我们必须掌握的方法。 电子守恒也就是说在氧化还原反应

中得失电子的总数相等。正确地利用此方法解题是高中教学

的一个重点，但是很多学生虽然知道在氧化还原反应中存在

电子守恒，但是很难熟练地应用电子守恒计算的技巧。为了

加深学生理解并且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解题方法，根据学

生对公式的掌握远远比文字描述更好的前提下，我对电子守

恒作了简单的改进。 例如： 在下列反应中：P CuSO4 H2O

→Cu3P H3PO4 H2SO4，1molCu2 能氧化P的物质的量为

A.-mol B.-mol C.-mol D.-mol 解析：很多学生做本题的解题思

路是： 先配平： 11P 15CuSO4 24H2O=5Cu3P 6H3PO4

15H2SO4 再找得失关系：15Cu2 →15- -→H3- 15molCu2 反应

后生成6molH3PO4，所以1molCu2 可氧化-mol即-molP，错

选C，错在忽略了P元素的歧化反应，即6molH3PO4中有一部

分P是通过自身歧化得来而非被Cu2 氧化。 这种解题思路不但

麻烦，浪费时间，而且容易出错。我的改进点在于：氧化还

原反应的本质是电子的转移，即 总得=总失；我们又知道特

征是化合价的变化，即：化合价总升=总降，因此在做题过程

中我尽量用化合价来解题。鉴于此我把化合价的这个变化总

结成了一个公式：即n1×△↑=n2×△↓(n1，n2表示化合价



升高或降低物质的物质的量，△↑、△↓表示该物质化合价

的变化)这样一来使感性认识变得很直观，解题也方便了不少

。 因此本题我们标出化合价后知道，“1molCu2 能氧化P”铜

化合价降低1价，P化合价升高5，代入公式后1mol×1=n2×5

，从而得出n2=-mol，得出正确答案是：A 应用本公式后，将

问题大大简化，避开配平的繁杂过程。经过我的调查学生掌

握的情况明显比以前大大提高，错误率也明显减低，当然本

公式不仅可以确定物质的量，还能确定化合价，例如： 24mL

浓度为0.05mol/LNa2SO3溶液，恰好与20mL浓度

为0.02mol/LK2Cr2O7溶液完全反应，则元素Cr在被还原的产

物中的化合价是( )。 A. 6 B. 3 C. 2 D. 0 解析：Na2SO3

→Na2SO4 设产物中化合价为a 代入公式24mL×0.05mol/L

×2=20mL×0.02mol/L×(12-a) 解得a= 3 答案为B 注意：任何

氧化还原反应都存在得失电子守恒，关键要找准化合价升、

降价的数目，即指的是该物质化合价的变化，包含了角标。 

类似的题目还有： 在KNO3 S C→K2S N2 CO2反应中，被1mol

KNO3氧化的碳的质量是 A.21g B.18g C.15g D.12g 正确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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