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化学.弱电解质电离平衡知识框架.教师版 Page 1 of 11

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

高考怎么考

弱电解质
的电离平衡

相关概念

电离平衡

电解质

非电解质

强电解质

弱电解质

概念：当弱电解质分子电离呈离子的速率与离子结合成分子的速率
相等的时候，电离过程就达到了平衡的状态。

特征

逆：过程是可逆的

等：弱电解质电离成离子的速率
    与离子结合成分子的速率相等

动：动态平衡

定：条件一定，分子和离子的浓度一定

变：条件改变平衡移动

影响电离平衡的外因

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的书写

弱电解质电离平衡常数

水的电离及
溶液中的
酸碱性

水的电离

溶液的酸碱性与pH

水是极弱的电解质

水电离的规律

水的离子积

温度：升温促进水的电离

酸碱：抑制水的电离

易水解的盐：促进水的电离

表达式：Kw=c(H+)c(OH-）

影响因素：温度升高，K值增大

适用于纯水，酸、碱、盐的水溶液

自检自查必考点

弱电解质电离平衡

一、电解质和非电解质

电解质：在水溶液里或熔融状态下能导电的化合物．．．。

非电解质：在水溶液里和熔融状态下都不能导电的化合物．．．。

【注意】

1. 电解质和非电解质的范畴都是化合物，所以单质和混合物既不是电解质也不是非电解质。

2. 化合物为电解质，其本质是自身能电离出离子，有些物质溶于水时所得溶液也能导电，但这些物质

自身不电离，而是生成了一些电解质，则这些物质不属于电解质。如：SO2、SO3、CO2等。

3. 常见电解质的范围：酸、碱、盐、离子型氧化物、水。



高三化学.弱电解质电离平衡知识框架.教师版 Page 2 of 11

二、强电解质和弱电解质

强电解质：在溶液中能够全部电离的电解质。则强电解质溶液中不存在电离平衡。

弱电解质：在溶液中只是部分电离的电解质。则弱电解质溶液中存在电离平衡。

【注意】

1. 强、弱电解质的范围：

强电解质：强酸、强碱、绝大多数盐、金属氧化物 弱电解质：弱酸、弱碱、水、少部分盐

2. 强、弱电解质与溶解性的关系：

电解质的强弱取决于电解质在水溶液中是否完全电离，与溶解度的大小无关。一些电解质虽然难

溶，但溶解的部分能全部电离，则仍属强电解质。如：BaSO4、BaCO3等。

3. 强、弱电解质与溶液导电性的关系：

溶液的导电性强弱与溶液中的离子浓度大小有关。导电性与自由移动离子浓度有关：强电解质溶

液的导电性不一定强，如很稀的强电解质溶液，其离子浓度很小，导电性很弱。而弱电解质溶液

的导电性不一定弱，如较浓的弱电解质溶液，其电离出的离子浓度可以较大，导电性可以较强。

4. 强、弱电解质与物质结构的关系：

强电解质一般为离子化合物和含强极性键的共价化合物，弱电解质一般为含弱极性键的化合物。

5. 强、弱电解质在熔融态的导电性：

离子型的强电解质由离子构成，在熔融态时产生自由移动的离子，可以导电。而共价型的强电解

质以及弱电解质由分子构成，熔融态时仍以分子形式存在，所以不导电。

三、 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

强电解质在溶液中完全电离，不存在电离平衡。弱电解质在溶液中电离时，不完全电离，存在电

离平衡。当弱电解质的离子化速率和分子化速率相等时，则建立了电离平衡。其平衡特点与化学

平衡相似。（逆、等、动、定、变）

1. 电离方程式：

书写强电解质的电离方程式时常用“=”，书写弱电解质的电离方程式时常用“ ”。

2. 电离平衡常数：

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电离平衡时，弱电解质电离形成的各种离子的浓度的系数次幂乘积与溶液中未

电离的分子的浓度之比是一个常数，这个常数称为电离平衡常数，简称电离常数。

表示方法： AB A++B- -( ) ( )
( )

c A c BK
c AB

 


电离

3. 电离平衡的特点：

逆：过程是可逆的

等：V（电离）=V（结合）≠0

动：电离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

定：条件不变，溶液中各分子、离子的浓度不变，溶液里既有离子又有分子。

变：条件改变时，电离平衡发生移动。



高三化学.弱电解质电离平衡知识框架.教师版 Page 3 of 11

【注意】

1 电离常数服从化学平衡常数的一般规律，只受温度影响，与溶液的浓度无关。温度一定时，弱电

解质具有确定的电离常数值。

2 电离常数越大，达到平衡时弱电解质电离出的离子越多，电解质电离程度越大。

3 多元弱酸的电离是分步进行的，每一步电离都有各自的电离常数，每一步电离程度各不相同，差

异较大，且逐级减小，故以第一步电离为主，多元弱酸氢离子主要由第一步电离产生。

4. 电离度：

弱电解质在水中的电离达到平衡状态时，已电离的溶质的分子数占原有溶质分子总数的百分率，称

为电离度。常用α表示：

α= %100
原有溶质分子总数

已电离的溶质分子数

5. 影响电离平衡的因素：

内因：弱电解质的电离程度大小主要由电解质本身的性质决定。

外因：

1 温度：电离过程焓值增加（吸热），升高温度，电离程度增大。

2 浓度：溶液越稀，离子相互碰撞结合成分子的机会越小，弱电解质的电离程度就越大。因此，

稀释溶液会促使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向电离的方向移动。

i. 加水稀释，电离平衡向电离的方向移动，即溶液浓度越小，弱电解质越易电离。

ii. 加入某强电解质（含弱电解质电离离子），电离平衡向生成弱电解质的方向移动。

思考：25℃，0.1mol/L醋酸溶液中，CH3COOH CH3COO—+ H+，请填下表：

移动方向 n(H+)mol c(H+)mol/L pH 导电能力

加水 向右 增大 减小 增大 减小

加冰醋酸 向右 增大 增大 减小 增大

升温 向右 增大 增大 减小 增大

加醋酸钠固体 向左 减小 减小 增大 增大

加少量 NaOH固体 向右 减小 减小 增大 增大

加少量 Na2CO3 向右 减小 减小 增大 增大

通入 HCl 向左 增大 增大 减小 增大

6. 一元强酸与一元弱酸的比较

1 相同物质的量浓度、相同体积的盐酸与醋酸的比较

c(H+) pH
中和碱

的能力

与过量 Zn的反应情况
稀释相同倍

数后的 pH
产生氢气

的量

开始时的

反应速率

盐酸 大 小
相等 相同

快 小

醋酸 小 大 慢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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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同 pH、相同体积的盐酸与醋酸的比较

c(H+) c(酸)
中和碱

的能力

与过量 Zn的反应情况
稀释相同倍

数后的 pH
产生氢气

的量

开始时的

反应速率

盐酸
相等

小 弱 少
相等

大

醋酸 大 强 多 小

例题讲解

【例 1】下列说法下列正确的是

A．强电解质的水溶液中不存在溶质分子，弱电解质的水溶液中存在溶质分子和离子

B．强电解质的水溶液导电性强于弱电解质的水溶液

C．强电解质都是离子化合物，弱电解质都是共价化合物

D．强电解质易溶于水，弱电解质难溶于水

【解析】强电解质溶于水后，全部电离，不存在溶质分子，而弱电解质溶于水后，只部分电离，存在电离

平衡，水溶液中存在溶质分子和离子，故 A正确。溶液的导电性是由溶液中的离子浓度大小及离

子所带的电荷所决定的，若强电解质溶液是稀溶液，则溶液中离子浓度很小，导电性就很弱，故 B

不正确。强电解质部分是离子化合物，部分是共价化合物，如 H2SO4是强酸，也是强电解质，但

属于共价化合物，故 C不正确。强电解质与溶解性大小无关，如 BaSO4难溶于水，但属于强电解

质，而 NH3·H2O易溶于水，但属于弱电解质。

【答案】A

【例 2】关于常温下，pH=2的醋酸溶液，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c(CH3COOH)=0.01mol/L B．c(H+)=c(CH3COO-)
C．加水稀释 100倍后，pH=4 D．加入醋酸铵固体，可抑制醋酸的电离

【来源】2014东城期末

【答案】D

【例 3】已知某温度下 CH3COOH和 NH3·H2O的电离常数相等，现向 10mL，浓度为 0.1mol/L 的 CH3COOH
溶液中滴加相同浓度的氨水，在滴加过程中

A．水的电离程度始终增大

B． 4

3 2

( )
( )
c NH

c NH H O




先增大再减小

C．c(CH3COOH)与 c(CH3COO-)之和始终保持不变

D．当加入氨水的体积为 10mL时，c(NH4+)= c(CH3COO-)
【来源】2014山东卷

【答案】D

【例 4】一定温度下，下列溶液的离子浓度关系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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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H=5的 H2S溶液中，c(H+)=c(HS－)=1×10-5 mol·L－1

B．pH=a的氨水溶液，稀释 10倍后，其 pH=b，则 a=b+1
C．pH=2的 H2C2O4溶液与 pH=12的 NaOH溶液任意比例混合：

c(Na+)+c(H+)= c(OH－)+ c(HC2O4
－)

D．pH相同的①CH3COONa②NaHCO3③NaClO三种溶液的 c(Na+)：①＞②＞③

【来源】2014新课标 2
【答案】D

【例 5】已 知 HClO 是 比 H2CO3 还 弱 的 酸 ， 氯 水 中 存 在 下 列 平 衡 ： Cl2+H2O HCl+HClO ，

HClO H++ClO-，达平衡后，要使 HClO浓度增加，可加入

A．H2S B．CaCO3 C．HCl D．NaOH

【解析】对于 A选项，由于 H2S与 HClO能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因而会使次氯酸的浓度减小。CaCO3能与

HCl反应而使 Cl2+H2O HCl+HClO的平衡正移，使 HClO的浓度增加，同时还要注意，因 HClO

是比 H2CO3还弱的酸，所以 CaCO3不能与 HClO H++ClO— 电离的 H+结合，因此不会使次氯酸

的浓度因平衡正移而减小。故应选 B。对于 D，NaOH 与 H+中和，因而可使两个都正向移动，结

果会使 HClO浓度减小。

【答案】B

【例 6】甲酸和乙酸都是弱酸，当它们的浓度均为 0.10mol/L时，甲酸中的 c(H+)约为乙酸中 c(H+)的 3倍。

现有两种浓度不等的甲酸溶液 a和 b，以及 0.10mol/L的乙酸，经测定它们的 pH从大到小依次为 a、
乙酸、b。由此可知

A．a的浓度必小于乙酸的浓度 B．a的浓度必大于乙酸的浓度

C．b的浓度必小于乙酸的浓度 D．b的浓度必大于乙酸的浓度

【解析】pH从大到小依次为 a、乙酸、b；c(H+)从大到小为：b、乙酸、a；因为甲酸和乙酸的浓度均为 0.10mol/L

时，甲酸中的 c(H+)约为乙酸中 c(H+)的 3 倍，本题中乙酸的浓度是 0.10mol/L，所以 b 的浓度即可

以大于等于乙酸的浓度，也可以略小于乙酸的浓度；而 a的浓度与乙酸的浓度相等的话，势必与已

知条件相违背，所以 a的浓度必小于乙酸的浓度。

【答案】A

【例 7】将 0.l mol• L-1醋酸溶液加水稀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溶液中 c(H+)和 c(OH-)都减小 B．溶液中 c(H+)增大

C．醋酸电离平衡向左移动 D．溶液的 pH增大

【解析】将 0.l mol• L-1醋酸溶液加水稀释，促进醋酸的电离，电离平衡向右移动， n(H+)和 n(CH3COO-)增

大，但是由于溶液体积增大的因素远大于离子物质的量增大的因素，c(H+)和 c(CH3COO-)都减小，

溶液的 pH增大，由于温度没有变，水的离子积常数没有变，c(H+)减小，c(OH-)增大，所以 ABC

都错，D对。 [点拨]本题的关键点是：①将 0.l mol• L-1醋酸溶液加水稀释，促进醋酸的电离，电

离平衡向右移动，②溶液体积增大的因素远大于离子物质的量增大的因素，③温度没有变，水的

离子积常数没有变，c(H+)减小，c(OH-)增大，④c(H+)减小，溶液的 pH增大。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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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8】pH＝5的盐酸和 pH＝9的氢氧化钠溶液以体积比 11∶9混合，则混合液的 pH为

A．7.2 B．8 C．6 D．无法计算

【解析】pH＝5的盐酸溶液中 c(H＋)＝10-5 mol·L-1，pH＝9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c(OH－)＝10-5 mol·L-1，两者以

体积比 11∶9混合，则酸过量，混合液的 pH小于 7。
【答案】C

【例 9】在不同温度下的水溶液中 c(H＋)＝10x mol/L，c(OH－)＝10y mol/L，x与 y的关系如右图所示。请回

答下列问题：

(1)曲线Ⅰ代表的温度下，水的离子积为__________，曲线Ⅰ所代表的温度________(填“高于”、“低
于”或“等于”)曲线Ⅱ所代表的温度。你判断的依据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曲线Ⅰ所代表的温度下，0.01 mol/L的 NaOH溶液的 pH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1)根据曲线中的数据，可以知道曲线Ⅰ代表的温度下水的离子积为 1×10－12，水的电离过程是吸热

过程，温度越高，水的离子积就越大，曲线Ⅰ所代表的离子积比曲线Ⅱ的大，所以，曲线Ⅰ代

表的温度高。

(2)曲线Ⅰ所代表水的离子积为 1×10-12，0.01 mol/L的 NaOH溶液中 c(OH－)＝10－2 mol/L，则 c(H＋)
＝10－10 mol/L，pH＝10。

【答案】(1)1×10-12 高于 曲线Ⅱ所代表的离子积比曲线Ⅰ的小，由于水的电离过程是吸热过程，温度

越高，水的离子积越大，故曲线Ⅱ代表的温度低

(2)10

【例 10】在 t℃时，某 NaOH稀溶液中，c(H＋)＝10-amol/L，c(OH－)＝10-b mol/L，已知 a＋b＝12，则

(1)该温度下水的离子积常数 KW＝________。
(2)该 NaOH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的精确值是________mol/L。
(3)在该温度下，将 100 mL 0.1 m ol/L 的稀硫酸与 100 mL 0.4 mol/L 的 NaOH溶液混合后，溶液的

pH＝________。
【解析】由 c(H＋)＝10-a mol/L，c(OH－)＝10-b mol/L和 a＋b＝12，可知 KW＝c(H＋)×c(OH－)＝10-12；该 NaOH

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的精确值是溶液的 c(OH－)与水电离的 c(OH－)之差，即 10-b－10-a；在该温度

下，将 100 mL 0.1 mol/L的稀硫酸与 100 mL 0.4 mol/L的 NaOH溶液混合后，NaOH过量，c(OH－)

＝
0.1 L×0.4 mol/L－0.1 L×0.2 mol/L

0.2 L
＝10-1 mol/L，KW＝c(H＋)×c(OH－)＝10-12，则 c(H＋)＝10-11 mol/L，

进一步求出溶液的 pH＝11。
【答案】(1)10-12 (2)10-b－10-a (3)11

【例 11】下列溶液能与镁反应生成氢气的是

A．氯化铵溶液 B．氢氧化钠溶液 C．碳酸钾溶液 D．饱和石灰水

【解析】氯化铵是强酸弱碱盐，水解，显酸性。相当于发生Mg+2H+=Mg2++H2↑，而其他溶液均显碱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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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选 A。

【答案】A

自检自查必考点

水的电离平衡

1. 水的电离

水分子能够发生电离，水分子发生电离后产生的离子分别是 H3O+和 OH- ，发生电离的水分子所占比例

很小。水是极弱的电解质，发生微弱的（自偶）电离，存在有电离平衡。

电离方程式可简写为：H2O H＋+ OH-

H2O的电离常数 K 电离==
+ -

2

c(H ) c(OH )
c(H O)


2. 水的离子积

定义：水的电离极其微弱，在室温下电离前后 n(H2O)几乎不变，因此，c(H2O)可视为常数，

则 c(H＋)·c(OH―)==K 电离·c(H2O)。常数 K 电离与常数 c(H2O)的积作为一新的常数，叫做水的离子积常数，

简称水的离子积，记作 KW，即：

KW= c(H＋)·c(OH-)，25℃ KW= c(H＋)·c(OH-)=1.0×10－14。

对于水的离子积的理解：

1 温度越高，Kw越大，水的电离度越大。

2 KW不仅适用于纯水（或其他中性溶液），也适用于酸碱盐的稀溶液。

3 不同溶液中，c(H+)、c(OH-)可能不同，但是溶液中由水电离出来的 c(H+)、c(OH-)总是相等的。

不过 KW==c(H＋)·c(OH-)式中，c(H＋)、c(OH-)均表示整个溶液中总物质的量浓度。

4 常 温 时 ， 若 某 溶 液中 由 水 电 离 出 来 的 + - -a(H ) (OH ) =1 10c c  且 a>14,则 由 水 电 离 出 的

+ - -a/2(H ) = (OH ) =1 10c c  ，pH=a/2或(14-a/2)。

3. 影响水电离平衡的因素

条件变化 移动情况 c(H+)、c(OH-)变化 KW 电离程度

纯水 不移动 c(H+)=c(OH-)=10-7mol·L-1 1×10-14 很小

升温 向右移动 c(H+)=c(OH-)>10-7mol·L-1 增大 增大

加酸 向左移动 c(H+)变大，c(OH-)<10-7mol·L-1 不变 减小

加碱 向左移动 c(OH-)变大，c(H+)<10-7mol·L-1 不变 减小

加 不水解的盐 不移动 c(H+)=c(OH-)=10-7mol·L-1 不变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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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

（除 NaHSO4）

强酸弱碱盐 向右移动 c(H+)>c(OH-) 不变 增大

强碱弱酸盐 向右移动 c(OH-)>c(H+) 不变 增大

4. 水电离出的 c(H+)和 c(OH-)与溶液中的 c(H+)和 c(OH-)的关系

1 水的电离受溶液酸碱性强弱及在水中溶解的不同电解质的影响

i.无论是强酸、强碱还是弱酸、弱碱，其水溶液中由于酸电离出的 H+或是碱电离出的 OH-均能使水

电离平衡向左移动，即抑制了水的电离，故水的电离程度应该减小。

ii.强酸强碱盐溶液中水的电离程度与纯水的电离程度相等；强酸的酸式盐（如 NaHSO4）或是电离程

度较大的多元弱酸的酸式酸根形成的盐（如 NaH2PO4），与酸溶液相似，因而抑制水的电离；强酸

弱碱盐、强碱弱酸盐、弱酸弱碱盐，都能发生水解反应，故将促进水的电离，使水的电离程度增

大。

iii.溶液的酸碱性越强，水的电离程度不一定越小。

2 酸、碱、盐溶液中水电离出的 c(H+)
i.在酸溶液中，c(OH-)等于 H2O电离出的 c(OH-)。
ii.在碱溶液中，c(H+)等于 H2O电离出的 c(H+)。
iii.在水解呈酸性的溶液中，c(H+)等于 H2O电离出的 c(H+)。
iv.在水解呈碱性的溶液中，c(OH-)等于 H2O电离出的 c(OH-)。

5. pH计算及适用范围

pH是 c（H+）一种表示方法，溶液的 pH是 c（H+）的负对数，即：pH=－lgc（H+）

1 单一溶液

i.溶液的稀释

强酸溶液每稀释 10倍，pH加 1，强碱溶液每稀释 10倍 pH减小 1；弱酸溶液稀释 10倍，pH增加

数＜1，弱碱溶液稀释 10倍 pH减小数＜1。

ii.强酸、强碱溶液的 pH

强酸：c（酸）电离 c（H+） pH

强碱：c（碱）电离 c（OH－
） pH

iii.弱酸、弱碱溶液的 pH

弱酸：c（酸）已知电离度 c（H+） pH

弱碱：c（碱）已知电离度 c（OH－
） WK c（H+） pH

2 混合溶液的 pH

i.强酸、强碱混合溶液的 pH

例如：0.1mol/LH2SO4与 0.2mol/LH2SO4等体积混合（忽略体积变化），求混合后溶液的 pH？
设溶液的体积为 V ，则混合后溶液的 c（H+）为:

c（H+）= 0.1 2 V+0.2 2 V
2V

    =0.3mol/L，pH=－lg100.3=1－lg3

ii.碱与碱混合后溶液 pH的计算

例如：0.1mol/LNaOH与 0.3mol/L 的 NaOH等体积混合，则混合后溶液的 pH值为 ？

设溶液的体积为 V，则混合后 c（OH－
）= 0.1V+0.3V

2V
=0.2mol/L，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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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WK
(OH )c  =

-141.0 10
0.2
 =5×10-14pH=－lg5×10-14=14－lg5

iii.强酸与强碱混合溶液的 pH
a. 强酸与强碱恰好完全反应溶液呈中性，pH=7。

b. 酸过量，先求剩余 c（H+）= 1 1 2 2

1 2

(H ) V (OH ) V
V +V

c c  
，再求 pH=－lg﹛c（H+）﹜，

c. 碱过量，先求剩余 c（OH－
），再求 c（H+）= WK

(OH )c  ，最后求 pH。

3 已知酸溶液和碱溶液的 pH之和，判断等体积混合后溶液的 pH（25℃）

i.若强酸与强碱溶液的 pH之和大于 14，则混合后显碱性，pH大于 7。

ii.若强酸与强碱溶液的 pH之和等于 14，则混合后显中性，pH等于 7。

iii.若强酸与强碱溶液的 pH之和小于 14，则混合后显酸性，pH小于 7。

iv.若酸碱溶液的 pH之和为 14，酸碱中有一强一弱，则酸、碱溶液混合后，谁弱显谁的性质。

这是因为酸和碱已电离的 H+和 OH－恰好中和，谁弱谁的 H+（或 OH－）有储备，中和后还能电离，

就显出酸（或碱）性来。

例题讲解

【例 12】纯水在 25℃时的氢离子浓度与 90℃时的氢离子浓度的关系是

A．大于 B．等于 C．小于 D．不能肯定

【解析】水的电离过程是吸热的，所以 90℃时纯水电离出的 c(H＋)和 c(OH－)比 25℃时纯水电离出的 c(H＋)
和 c(OH－)大。

【答案】C

【例 13】水是一种极弱的电解质，在常温下平均每 n个水分子只有 1个分子发生电离，n的值是

A．1×1014 B．55.6×107 C．1×107 D．55.6

【解析】根据常温时，1 L(1 000
18

mol)水中只有 1×10－7 mol的水电离，可以确定如下关系：

1 000
18

mol×NA～1×10－7 mol×NA

n 1
解得 n＝55.6×107。

【答案】B

【例 14】90℃时水的离子积 Kw＝3.8×10－13，该温度时纯水的 pH是

A．等于 7 B．小于 7 C．大于 7 D．无法确定

【解析】25℃时，在纯水中 c(H＋)＝c(OH－)＝10－7 mol·L－1，pH为 7，

Kw＝c(H＋)·c(OH－)＝1×10－14。温度升高时，纯水的电离度增大，c(H＋)＝c(OH－)＞10－7mol·L－1

pH＜7，Kw＝c(H＋) · c(OH－)＞10－14。根据上述要点。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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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5】重水(D2O)的离子积为 1.6×10－15，可以用 pH一样的定义来规定 pD＝－lgc(D+)，以下关于 pD的叙

述正确的是

A．中性溶液的 pD=7.0

B．含 0.01mol的 NaOD的 D2O溶液 1L，其 pD＝12.0

C．溶解 0.01molDCl的 D2O溶液 1L，其 pD＝2.0

D．在 100mL0.25mol/L的 DCl重水溶液中，加入 50mL0.2mol/L的 NaOD的重水溶液，其 pD＝1.0

【答案】CD

【例 16】有人建议用 AG表示溶液的酸度，AG的定义为 AG＝lg c(H
＋)

c(OH－)
。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A．在 25℃时，若溶液呈中性，则 pH＝7，AG＝1
B．在 25℃时，若溶液呈酸性，则 pH＜7，AG＜0
C．在 25℃时，若溶液呈碱性，则 pH＞7，AG＞0
D．在 25℃时，溶液的 pH与 AG的换算公式为：AG＝2(7－pH)

【解析】根据定义式可看出：中性溶液中 c(H＋)＝c(OH－)，AG＝0；酸性溶液，AG＞0; 碱性溶液，AG＜0。

前三项均错，AG＝lg c(H
＋)

c(OH－)
＝lg[c(H

＋)]2

10－14
＝lg[c(H＋)]2＋14＝2lgc(H＋)＋14＝2(7－pH)。

【答案】D

【例 17】25℃时，水的电离达到平衡：H2O H＋＋OH－；ΔH＞0，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向水中加入稀氨水，平衡逆向移动，c(OH－)降低

B．向水中加入少量固体硫酸氢钠，c(H＋)增大，KW不变

C．向水中加入少量固体 CH3COONa，平衡逆向移动，c(H＋)减小

D．将水加热，KW增大，pH不变

【解析】A项中向水中加入稀氨水后 c(OH－)增大，A项错；B项中向水中加入少量固体硫酸氢钠后，c(H＋)
增大，但 KW不变，B项正确；C项中向水中加入少量固体 CH3COONa，因 CHCOO－结合 H＋而使

水的电离平衡正向移动，C项错；将水加热后，KW增大，pH减小，但仍呈中性，D项错。

【答案】B

【例 18】室温时，将 x mL pH＝a的稀 NaOH溶液与 y mL pH＝b的稀盐酸充分反应。下列关于反应后溶液

pH的判断，正确的是

A．若 x＝y，且 a＋b＝14，则 pH>7 B．若 10x＝y，且 a＋b＝13，则 pH＝7
C．若 ax＝by，且 a＋b＝13，则 pH＝7 D．若 x＝10y，且 a＋b＝14，则 pH>7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有关 pH的简单计算。由题意知：

n(NaOH)＝1·10－3·x·10a－14 mol，n(HCl)＝10－3·y·10－b mol，所以 n(NaOH)∶n(HCl)＝x·10a－14

y·10－b
＝
x
y
×10(a

＋b－14)。若 x＝y，且 a＋b＝14，则 n(NaOH)＝n(HCl)二者恰好完全反应，pH＝7；若 10x＝y且 a＋b

＝13，则碱不足，pH<7；若 ax＝by且 a＋b＝13则 n(NaOH)∶n(HCl)＝b
a
· 1
10
<1，故 pH<7；若 x＝

10y且 a＋b＝14，则 n(NaOH)∶n(HCl)＝10>1，NaOH过量，pH>7。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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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9】下表是不同温度下水的离子积常数：

温度/℃ 25 t1 t2
水的离子积常数 1×10－14 a 1×10－12

试回答以下问题：

(1)若 25<t1<t2，则 a______1×10-14 (填“>”、“<”或“＝”)，做此判断的理由是__________________。
(2)25℃时，某 Na2SO4溶液中 c(SO42-)＝5×10－4 mol/L，取该溶液 1 mL 加水稀释至 10 mL，则稀释

后溶液中 c(Na＋)∶c(OH－)＝__________。
(3)t2℃时，将 pH＝11的苛性钠溶液 V1 L 与 pH＝1的稀硫酸 V2 L混合(设混合后溶液的体积为原两

溶液体积之和)，所得混合溶液的 pH＝2，则 V1∶V2＝________。此溶液中各种离子的浓度由大到

小的顺序是____________。
【解析】(1)25<t1<t2，温度升高，促进水的电离，c(H＋)＝c(OH－)>1×10-7 mol/L，

所以 KW>1×10-14。
(2)Na2SO4溶液中 c(Na＋)＝2×5×10-4 mol/L＝1×10-3 mol/L，稀释 10倍后，

c(Na＋)＝1×10-4 mol/L，此时溶液为中性，c(OH－)＝1×10-7 mol/L，
所以 c(Na＋)∶c(OH－)＝10-4 mol/L∶10－7 mol/L＝1 000。

(3)根据酸、碱中和反应物质及 pH计算式：
V2×0.1 mol/L－V1×0.1 mol/L

V2＋V1
＝10－2 mol/L，解得 V1∶V2

＝9∶11，根据 Na2SO4的化学组成及反应后溶液呈酸性，推知该溶液中各种离子浓度由大到小

的顺序为 c(Na＋)>c(SO2－4 )>c(H＋)>c(OH－)。
【答案】(1)> 温度升高，水的电离程度增大，所以水的离子积增大

(2)1 000
(3)9∶11 c(Na＋)>c(SO2－4 )>c(H＋)>c(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