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单元  化学方程式  知识整理与提升 
一、知识导图 

 

 

 

 

 

 

 

 

 

 

 

 

 

 

 

 

 

 

 

 

 

 

 

 

 

 

 

 

 

 

 

 

 

 

 

 

 

 

 

 

 



二、知识整理与提升 

考点一： 质量守恒定律 

1．质量守恒定律：参加化学反应的各物质的质量总和，等于反应后生成的各物质的质量总

和。 

2．理解和运用质量守恒定律时应注意： 

（1）质量守恒定律应用于化学变化，不能应用于物理变化。 

（2）质量守恒定律说的是“质量守恒”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守恒。 

（3）化学反应中，各反应物之间要按一定的质量比相互作用，因此参加反应的各物质的

质量总和不是任意比例的反应物质量的简单加和。 

（4）强调参加化学反应的各物质的质量总和，这里“参加反应的”不是各物质质量的简

单相加。是指真正参与反应的那部分质量，反应物中可能有一部分没有参加反应(有剩余)。

不参加反应的物质质量（即剩余的质量）及不是生成物的物质质量不能计入“总和”中。 

3．质量守恒的原因：从微观上看，在化学反应中，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没有改变，原子的

数目没有增减，原子的质量没有改变。 

4．质量守恒定律可理解为“五个不变”，“两个一定改变”，“两个可能改变”。 

（1）一定不变——（宏观）反应物和生成物的总质量、元素的种类和质量。 

（微观）原子的种类、数目、质量。 

（2）一定改变——（宏观）物质的种类。 

（微观）分子的种类。 

（3）可能改变——分子数目、元素的化合价 

5.质量守恒定律的应用： 

（1）求某个反应物或生成物的质量； 

（2）计算时要考虑是否有气体参加反应，或者生成物中是否有气体，气体的质量不能遗

漏。 

（3）推断反应物或生成物的组成（化学式）； 

（4）判断反应物是否全部参加了反应。 

考点二： 如何正确书写化学方程式 

1．化学方程式：用化学式来表示化学反应的式子，叫化学方程式。 

2．化学方程式的意义： 

（1）质的方面：表明反应物、生成物和反应条件。 

（2）量的方面：① 各物质间反应时的微粒个数比；  



② 各物质间反应时的质量比。（质量比等于化学方程式中各物质的相对

分子质量与化学计量数乘积的比） 

3．化学方程式的读法： 

例如：  2H2+O2 2H2O 的读法： 

4 ：32  ： 36 

(1)氢气和氧气在点燃条件下反应生成水。 

(2)每 4份质量的氢气和 32 份质量的氧气在点燃的条件下恰好完全反应，生成 36 份质

量的水。 

(3)每 2个氢分子和 1个氧分子在点燃的条件下恰好完全反应，生成 2个水分子。 

4．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原则： 

(1)以客观事实为基础；       (2)遵循质量守恒定律。 

5．化学方程式的书写步骤： 

(1)写：根据实验事实写出反应物和生成物的化学式。 

(2)配：配平化学方程式，在化学式前面添上适当的化学计量数，使各种元素的原子个

数反应前后相等。 

(3) 等：将短线(或箭头线)改为等号。 

(4) 注：注明反应条件和生成物的状态，气体用“↑”，沉淀用“↓”。 

6．化学方程式常用的配平方法： 

(1)最小公倍数法：先找出反应前后同种元素原子在不同种分子中的个数，然后求其最

小公倍数，进而确定化学方程式左、右两边的化学式前面的化学计量数，使化学方程式配平。 

(2)奇数配偶数法：先找出次数较多，且式子两边的原子个数一奇一偶的元素，将奇数

配成偶数，然后，以该化学式和所配化学计量数为依据，找出其他化学式的化学计量数，使

化学方程式配平。 

(3)观察法：由反应中组成比较复杂的化学式(原子数目多)为起点，求出化学式中易配

平原子的化学计量数，然后依据原子守恒确定其他物质的化学计量数。 

7.写化学方程式时常出现的错误： 

（1）不尊重科学实验，随意臆造化学式或事实上不存在的化学反应。 

（2）不遵守质量守恒定律、没有配平或计量数不是最简比。 

（3）写错或漏写反应条件。错标或漏标“↑”（气体生成符号）、“↓”（沉淀符号）。 

“↑”：如果在反应物中没有气体，而生成物中有气体，那么应该在生成气体的化

学式后面标“↑”。 



“↓”：在初中阶段，只有在溶液中发生反应时生成沉淀，才在生成沉淀的化学式

后标“↓”。 

考点三：利用化学方程式的简单计算 

1．对计算步骤和方法的理解要注意以下几点： 

(1)计算过程必须规范，步骤可概括为“一设、二写、三列、四解、五答”。 

(2)各代入量均指纯净物的质量。若物质不纯必须换算成纯净物的质量才能代入化学方

程式进行计算。 

(3)计算中所用的质量必须是实际参加反应的物质的质量。 

(4)计算过程中各物理量单位必须对应统一，单位要带入计算过程。 

2．常见基础化学方程式的计算类型： 

(1)已知反应物的质量求生成物的质量。 

(2)已知生成物的质量求反应物的质量。 

3．计算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公式： 

 

 

 

 

4．利用化学方程式的计算易发生的几个错误： 

(1)题意理解不清，答非所问。 

(2)化学方程式书写错误，使计算失去正确的依据。 

(3)单位不统一，有时把体积直接代入进行计算。 

(4)把不纯物质的量当作纯净物的量代入。 

(5)粗心大意，步骤不完整、数值计算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