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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酸碱滴定过程是一个 PH 值发生动态变化的微观抽象过程。通过对清远市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高三理综第 13 题的命题特点进行
分析，结合学生答题情况，解决酸碱滴定过程溶液离子浓度大小比较这道题的建议是：结合曲线表征图抓好反应的起点、反应过程中加入一
半标准液、反应过程为中性、恰好反应点四个关键点，就每个关键点的溶质及微观离子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厘清宏观变化的微
观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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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题和答案 
1.1 试题 

常温下，用 0.1 mol·L
－1
盐酸或 NaOH 溶液滴定体积均为 20 mL，浓

度均为 0.1 mol·L
－1
的 MOH、HX 溶液，滴定曲线如图所示。下列说法错

误的是 

A．两个滴定实验均可用酚酞作指示剂 

B．常温下 0.1 mol·L
－1
MX 溶液的 pH＜7 

C．a 点溶液中存在：c(X
－
)＞c(HX) 

D．b 点溶液中存在：2c(MOH)＋c(M
＋
)＋c(OH

－
)＝c(H

＋
) 

1.2 参考答案 A 

2 试卷评析 
通过酸碱中和实验的 PH 值的宏观变化，结合滴定曲线表征、平衡常

数数据，引导学生形成认识水溶液中离子反应与平衡思维，发展学生的

微粒观。 

该题以酸碱滴定为载体，设置了两个滴定曲线（盐酸滴定MOH和NaOH

溶液滴定 HX 溶液），意在让学生通过滴定曲线 PH 值的变化以及运用数据

证据推理来判断溶液中离子浓度的微观变化。在试卷评讲过程中，我抓

住了四个关键点引导学生由浅至深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厘清思路，扫除

学生在微观分析的思维障碍，收到很好的效果。 

2.1 区分好滴定过程的“终点”与“中性” 

近几年的全国高考Ⅰ卷均出现溶液微粒浓度大小、平衡常数有关的

选择题，2019 年全国高考Ⅰ卷第 11 题选择题还出现了强碱滴定弱酸的

滴定曲线模型。因此有关酸碱滴定过程溶液离子浓度大小的微观认知问

题是高三化学复习的其中一个重难点。 

在酸碱滴定过程中，学生对宏观的 PH 值变化可以做出判断，但不一

定能清楚知道溶液中离子的浓度是如何变化的。 

为了帮助学生解决这个盲点，我们可以借助现代技术绘制滴定过程

中随着加入酸或碱体积的 PH 变化曲线图，结合滴定曲线将宏观和微观相

结合，帮助学生区分好酸碱反应的恰好反应（滴定终点）和 PH=7 不一定

是同一个点。目前高中阶段要求掌握的情况有：当强酸与强碱反应的滴

定终点 PH=7；当滴定过程生成的盐有弱离子，就要考虑盐类水解，当强

酸与弱碱反应的滴定终点 PH<7；当弱酸与强碱反应的滴定终点 PH>7；当

弱碱和弱酸反应的时候要根据水解常数的大小决定溶液的酸碱性。 

2.2 巧抓酸碱滴定“关键点” 

在酸碱滴定过程中，因为 H+和 OH-离子间反应会导致溶液的溶质和

浓度不断发生变化，同时也引起 PH 的改变。如果强酸与强碱之间的滴定

就简单，恰好反应的滴定终点PH=7；若是弱酸与强碱或强酸与弱碱之间的

反应，溶液的酸碱性变化就稍微复杂点。这时候我们就要巧抓“关键点”。 

分析上面例题，观察滴定曲线的 PH 变化图，可以直观看到滴定终点

时 PH 突变范围，作为选择终点指示剂的关键依据。同时利用滴定前的“0”

点 PH 数据推理得出 MOH 和 HX 是一元弱碱、弱酸。 

2.3 妙用数据微观推理 

溶质及溶液 PH 的宏观变化，溶液中有哪些离子？离子间浓度的关系

有如何？对于这些问题需要结合滴定曲线 PH 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微观推

理。 

对于题中的 B 选项判断弱碱弱酸盐 MX 的酸碱性，需要利用数据进行

弱碱弱酸盐的水解平衡常数推理计算。由曲线图可以知道MOH的 Kb=10-5
，

HX 的 Ka=10
-3
，根据公式 Kh=Kw/Ka 可以得出 M

+
、X

-
的水解常数分别为 10

-9
、

10
-11
，根据水解平衡常数判断出 M+的水解程度大于的 X

-
水解程度，溶液

呈酸性，得出 B 选项正常。 

2.4 抓好“电荷”和“物料”两守恒 

在酸碱滴定过程随着 PH 值的变化，溶质也随之发生改变，从微观角

度分析溶液粒子浓度大小还需要依据电荷守恒、物料守恒和质子守恒的

关系找到问题结果。对于 13 题的 D 选项，b 点的溶质是等量的 MCl、HCl。

学生可以很快的写出电荷守恒，但对于两种物质的物料守恒就无从下手。

物料守恒也叫原子守恒，在溶液中由于某种离子发生水解，离子种类多

了，但这些粒子所含某些原子的总数是不变的。比如单一溶液 MCl，M
+

发生部分水解生成 MOH，始终遵循物料守恒可以得到 c（M
+
）+c（MOH）

=c（Cl
-
）。对于混合溶液等量的 MCl、HCl，我建议学生先写出盐 MCl 的

物料守恒 c（M+）+c（MOH）=c（Cl
-
），分析再加入 HCl 相当于加多了 Cl

-
，

要使左右两边再次相等，则在原等式的左边加 2 等式成立 2[c（M
+
）+c

（MOH）]=c（Cl
-
）。最后联合电荷守恒和物料守恒把不水解的离子删去，

就得到 D 选项是正确的。 

3 评析后的深度反思 
3.1 注意厘清宏观现象中的微观变化 

比较溶液中粒子浓度大小是近几年全国高考Ⅰ卷的热点、难点，这

两年更是以酸碱滴定的曲线图像作为载体进行考察学生的证据推理能

力。评析这类题过程中发生学生分析思路是塞车模式，没有形成一种模

型分析思维。对溶液的溶质之间相互关系不知何时考虑电离平衡、何时

考虑水解平衡。 

在酸碱滴定过程中，运用“宏观—曲线—微观”模式分析思路，让

学生通过 PH 变化曲线图区分好滴定前、反应一半、PH=7、恰好反应这些

关键点的溶质，并根据 PH 判断溶液中存在何种平衡，并以哪种平衡为主。

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不仅要厘清宏观现象中的微观变化，更重要的是形成

分析思路，应用思路解决问题。 

3.2 应形成分析思路、多练常考题 

通过典型例题的评析，让学生抓住几个关键点作为突破口，对溶液

中的溶质及粒子间相互作用展开分析，揭示酸碱滴定过程中的本质变化。

为了巩固学生分析思路，在平时练习过程中，学生对常考题要多练习，

比如弱酸的酸式盐中电离水解谁为主、混合溶液中粒子浓度的比较、不

同溶液中同一种粒子浓度的比较、以酸碱滴定实验为载体的图像题，期

望学生面对这类题目时能巧抓“关键点”，形成分析思路，提升解决问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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