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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单元知识整理与提升

一、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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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整理与提升

（一）金属材料

1.金属材料包括 和 。

2.金属的物理性质

共性 有金属光泽 金、铂用于做饰品

有良好的 性 铜、铝用来做导线

有良好的 性 铝、铁用来做炊具

有良好的 性 铝、锡等金属可拉成细丝或压成薄片

特

性

状态 常温下一般为 ,但汞为 。

颜色 大多数是 色，但铜为 色,金为 色

【注】（1）金属之最：人类使用最广泛的金属是 ，目前年产量最高的金属是 ，人体内含量

最高的金属是 ，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是 。

（2）物质的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质的用途，但还需要考虑价格、资源、是否美观、使用是否便利、

是否易于回收和对环境的影响等因素。

3.合金

定义 在 中加热熔合某些 或 制得的具有 特征的物质,属于 物

特性 合金与组成它的纯金属相比:硬度 ，抗腐蚀性 、熔点 、机械性能

常见

合金

①铁合金 生铁(含碳量 )

钢(含碳量 )

②钛合金有熔点高、密度小、可塑性好、易于加工、机械性能好、抗腐蚀性强等优点（九下 P6）

③其他合金：铝合金、铜锌合金等。

形成条件 A 的熔点低于 B 的沸点

【注】（1）物质的不同用途，体现了物质在某些方面的不同性质，在金属中加入不同成分的物质(包括含量的不

同)

会使合金的性能不同,以满足人类在不同领域的需要。

（2）合金中一定含有 元素,但不一定含有非金属元素。

（3）生铁和钢的区别在于含 量不同,从而使它们的性能存在很大的差异。

（4）不能把氧化铁、铁粉和铜的混合物等理解成合金。

（5）可以通过 的方法比较纯金属和合金的硬度， 表面的划痕深，说明合

金的硬度比组成它的纯金属硬度 。

（二）金属的化学性质



3

性质 化学方程式 小结

与氧

气反

应

铝
多数金属能与氧气反应，但反应

的难易程度不同，越活泼的金属

越易与氧气反应，Ag、 Au 等不

与氧气反应

铁

铜

通式: 金属 + 氧气 → 金属氧化物

与

酸

反

应

镁与盐酸

多数金属能与盐酸或稀硫酸反

应，但反应的难易程度不同，越

活泼的金属越易与盐酸或稀硫

酸反应，且反应速率越快反应越

剧烈

锌与盐酸

铁与盐酸

铝与盐酸

镁与稀硫酸

锌与稀硫酸

铁与稀硫酸

铝与稀硫酸

通式: 金属 + 酸 → 盐 + 氢气

与

盐

反

应

铁与 CuSO4

反应

较活泼的金属能把不活泼的

金属从它的盐溶液中置换出来

铜与 AgNO3

反应

铝与 CuSO4

反应

通式: 金属 + 盐 → 新金属 + 新盐

【注】(1)铝虽然活泼性较强，但与氧气发生反应，生成 薄膜,防止其进一步 化,所

以反而 性好。

(2)当 Fe 发生置换反应时,一般生成的是 ，而非铁离子(Fe3+ ),溶液为 色。

（三）置换反应

1.定义:由一种 与一种 反应,生成另一种 和另一种 的反应。

2.通式:A+ BC= AC+B。

3.常见的置换反应：（1）金属+酸→盐+H2

（2）金属+盐→新金属+新盐

（3）H2+金属氧化物→金属+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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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金属氧化物→金属+CO2

（四）构建物质网络

1.以 Fe 为核心的物质网络图

[1] 请在图中横线上写出物质的化学式

[2] 写出化学方程式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2.以 Cu 为核心的物质网络图

[1]请在图中横线上写出物质的化学式

[2]写出化学方程式

（1） ；

（2） ；

（3） ；

Fe

Fe3O4

Cu

a.

b.

H2

Fe2(SO4)3

FeCl3

Fe(OH)3(1)

(3)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CuCl2

c. d.

CuSO4

CuAg
(1)

(2)

(3)
(4)

(5)

(6)

(7)

(9)
(8)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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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五）金属与酸反应生成氢气的图像题

1.横坐标表示反应时间,纵坐标表示氢气质量。

1.1 等质量氢图

（1）可表示产生氢气的快慢：金属活动性越强，斜率越大，产生氢气越快。

（2）产生等质量氢气的情况

①足量的金属与等质量、等浓度的同种酸反应。

结论：[1]活泼性: ；（活泼性由反应时间长短[或曲线倾斜角度]来确定）

[2]生成 H2的质量: ；

[3]消耗酸的质量: ；

[4]生成盐的质量: ；(成盐的质量由消耗金属质量来确定)

[5]剩余金属的质量: 。

②酸足量，投放的金属与酸反应产生氢气的质量恰好完全相同，如将 2.4g 镁、1.8g 铝、6.5g 锌、5.6g 铁分别投

人足量的盐酸中，充分反应后产生的氢气均为 0.2 g。

1.2.等质不等价金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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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像表示等质量的 4 种金属分别与足量稀盐酸反应时，氢气质量与反应时间的关系。

①越先出现拐点，表示反应速率越快，金属的活动性越强；

②“平台”越高，表示产生的氢气越多；

③产生氢气越多，金属的相对原子质量越小(铝的相对原子质量看成 18)。

结论：[1]活泼性： ;

[2]生成 H2的质量： ;

[3]消耗酸的质量： ;

[4]金属的相对原子质量： (金属元素的化合价相同);

[5]剩余酸的质量： ;

[6]生成盐的质量： 。

(注:如果金属化合价不同，则产生的 H2或盐量的大小关系与 成反比，即比值越小产生

H2[或盐]越多)

2.横坐标表示金属质量，纵坐标表示氢气质量。

该图像表示足量等浓度的稀盐酸中分别加入镁、铝、锌和铁的质量与产生氢气质量的关系。

3.横坐标表示酸的质量,纵坐标表示氢气的质量。

该图像表示等质量的镁、铝、锌、铁中分别加入等浓度的稀盐酸时,酸的质量与生成氢气质量的关

系。

（六）金属活动性顺序

1.金属活动性顺序表

K Ca Na Al Sn Pb (H) Hg Pt Au

金属活动性逐渐

2.意义

(1)在金属活动性顺序中,金属的位置越靠前,它的活动性越 ；

(2)排在氢前面的金属能与酸反应放出 ,而排在氢后面的金属不能与酸反应。(这里的酸

指稀硫酸和盐酸，氢前金属 K、Ca、Na 除外)

金属相对原子质量

金属化合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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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置在 的金属可以把位于其 的金属从它们的盐溶液中置换出来。(但 K、Ca、Na

除外，盐必须可溶,且必须在溶液中进行反应)

3.金属活动性顺序的实验探究

3.1 原理:利用金属在自然界的存在形式以及与氧气、酸、盐溶液能否反应和反应的难易程度、反

应速率来判断金属的活动性。

3.2 判断依据

(1)生活经验

①金属在自然界若以单质形式存在，说明该金属不活泼，若以化合物形式存在则活动性强。

②根据金属冶炼的难易程度(即人类利用金属的历史),金属冶炼越容易,该金属越稳定。

(2)实验探究

①金属越易与氧气反应,说明该金属越活泼。

②金属如能与酸溶液(盐酸、稀硫酸)反应,则该金属比不能反应的要活泼,与酸反应越快,该

金属越活泼。（氢前能、氢后否、越靠前、越剧烈）

③金属与另一种金属的盐溶液能反应,则该金属比另一种金属活泼。

（3）金属活动性强弱的探究方法

[1]两种金属(Fe、Cu)的活动性强弱探究

[1.1]将其中一种金属插入另--种金属的盐溶液中，观察实验现象。

方案①:将 Fe 插人 CuSO4溶液中。

方案②:将 Cu 插入 FeSO4溶液中。

[1.2]把两种金属放入稀盐酸(或稀硫酸)中(至少有一种金属排在氢前)。

[2]三种金属(Fe、Cu、Ag)的活动性强弱探究

（1）将金属按活动性排序( Fe>Cu>Ag) ;

（2）变中间或变两边(“两金一盐”或“两盐一金")

方案①:将 Fe、Ag 分别插入 CuSO4溶液中。

方案②:将 Cu 分别插入 FeSO4、AgNO3溶液中。

（3）三种金属分别放入稀盐酸(或稀硫酸)中(最多有一种金属排在氢后)。

[3]多种金属的活动性强弱探究

①利用酸区分氢前金属和氢后金属;

②利用两种或三种金属的活动性强弱探究方法进行探究。

总之:①可以根据与其他物质能否反应判断，能反应的比不能反应的活泼。

②都能反应的可比较反应的条件或剧烈程度，越易反应越活泼,反应越剧烈越活泼。

4.金属活动性顺序的应用

4.1 判断金属能否发生置换反应

(1)判断金属与酸是否能反应:

条件 金属:氢前面的金属

酸:一般指盐酸和

特点:越靠前,反应越

(2)判断金属与盐溶液是否能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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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金属:排在盐中金属元素的前面(不包括 K、Ca、Na)

盐:必须可溶

特点:“前金换后金”

4.2.判断金属与酸(盐)反应后溶液和滤渣的成分

置

换

顺

序

①一种金属与多种盐的溶液反应，反应顺序:金属先与金属活动性最弱的金属盐开始反

应,再与金属活动性较强的金属盐反应，依次进行(“由远及近”)

②多种金属与一种盐的溶液反应，反应顺序:最活泼的金属先与盐反应，再由活动性较

强的金属与盐反应,依次进行(“由远及近”)

③多种金属与多种盐的溶液反应,反应顺序:最活泼的金属先与最弱的金属盐开始依次

反应,再由较活泼的金属反应[规律同上②]

生

成

物

成

分

①溶液中成分:先产生最活泼金属的盐，再产生较活泼金属的盐,依次类推(即生成盐“由

强到弱”)

②滤渣中成分:先置换出最不活泼金属，再置换出较不活泼金属,依次类推(即生成金属

“由弱到强”)

4.2.1 一种金属与几种盐溶液反应的一般规律

[以 Zn与 Cu(NO3)2、AgNO3溶液反应为例]

锌的量 增多

反应状态 少量锌
AgNO3恰好反

应完

部分 Cu(NO3)2

反应

Cu(NO3)2

恰好反应完
锌过量

滤液成分

滤渣成分

4.2.2 几种金属与一种盐溶液反应的一般规律

[以 Zn、Fe与 Cu(NO3)2溶液反应为例]

Cu(NO3)2的量 增多

反应状态 少量盐 Zn恰好反应完 部分 Fe反应 Fe恰好反应完 盐过量

滤液成分

滤渣成分

（七）金属的冶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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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属资源及其存在

（1）地球上大多数金属化学性质较活泼，一般以 的形式存在,只有少数金属如金、银

等由于化学性质不活泼 而以 形式存在。

（2）常见金属矿石:赤铁矿的主要成分是 ，磁铁矿的主要成分是 ， 铝土矿

的主要成分是 。

2.CO 还原金属氧化物

药品 CuO Fe2O3

原理

装置

步骤
①检查装置的 ;②将氧化铜(或氧化铁)粉末装入玻璃管后固定在铁架台上;③点

燃右端酒精灯;④给玻璃管通入一氧化碳;⑤加热装有氧化铜(或氧化铁)的玻璃管;⑥停止

加热;⑦停止通入一氧化碳;⑧熄灭右端酒精灯

现象 玻璃管内 色粉末变成 色,澄清

石灰水 ，导管口有 色火焰

玻璃管内 色粉末变成 色，澄清

石灰水 ，导管口有 色火焰

注意

事项

①先通 CO,排出装置内的空气，以免加热时发生爆炸。实验完毕，先停止加热,要继续通

CO 至装置冷却，以免高温下的铁（或铜）被氧化(即“CO 早出晚归,酒精喷灯迟到早退;前

者颠倒会爆炸,后者颠倒要氧化”)

②铁粉是黑色的而非银白色

③由于 CO 有毒，直接排放到空气中去会污染空气,所以,对实验中的尾气应进行处理,如用

火烧掉、用收集装置回收再利用等。

3.木炭还原氧化铜

原理

装置

步骤 ①检查装置的 ;②将氧化铜粉末和碳粉装入试管后固定在铁架台上;③点燃

酒精灯;④一段时间后停止加热;⑤熄灭酒精灯

现象 色粉末变成 色，澄清石灰水

【注】 酒精灯上加金属网罩能使 集中提高火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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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错警示](1)CO 还原 Fe2O3的过程中,玻璃管中的红色粉末变成黑色时，黑色固体不一定是铁,可

能含 Fe3O4、FeO 等（做实验探究题时要注意）。

(2)C 粉和 CO 还原金属氧化物(如 CuO)时,固体的质量都是减少的，但减少的成分并不相同,C 粉还

原金属氧化物(如 CuO)时,减少的质量为参加反应的碳元素和氧元素的质量,即生成 CO2的质量;而

CO 还原金属氧化物(如 CuO)时，减少的质量只是参加反应的金属氧化物中氧元素的质量。

4.工业炼铁

原料 、 、 、空气

原理

设备

产品 生铁

【注】

(1) 焦炭的作用:一是生成还原剂一氧化碳,二是产生热量提高高

炉的温度

(2)石灰石的主要作用是将矿石中的二氧化硅转化为炉渣除去。

5.有关含杂质(杂质不参加反应)的计算

（1）纯度=

（2）纯净物的质量=混合物质量纯度×混合物的质量

[方法归纳]化学方程式中各物质之间的质量关系，是纯净物之间的质量关系。若题干中给出的有

关量是不纯物质的质量,应先将其换算成纯物质的质量，然后再代入化学方程式中进行计算。炼铁

计算也可用反应前后铁元素质量不变来计算。

6.金属资源的保护

6.1 实验:金属锈蚀条件的探究

实验步骤 1 2 3

实验装置

控制条件 没有 存在 没有 存在 不控制条件

实验现象 不生锈

实验结论
实验 1、3对比得出铁生锈需要 、实验 2、3对比得出铁生锈需要 ，

铁生锈的条件是:铁与 和 同时接触,缺一不可

防锈的原理 破坏铁生锈的条件（隔绝 或 ）

防锈的方法

(1)保持铁制品表面的干燥和洁净

(2)在铁 制品表面涂一层保护膜，如刷油漆、涂油、电镀、形成氧化膜等

(3)改变铁的内部结构,如制成合金

纯净物的质量

混合物的质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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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

(1)铁的锈蚀速率与铁的纯度、环境的温度,以及酸、碱性等因素有关

(2)不同金属锈蚀的条件不一定相同,如铜的锈蚀条件除了氧气和水以外,还

要有二氧化碳.

(3)铁生锈是一个氧化的过程,主要是氧气和水共同作用的结果;铁锈的主要

成分为 ,它能和酸反应生成可溶性的铁盐和水,所以可用稀硫酸除

去铁制品表面的锈。

(4)用盐酸/稀硫酸除铁锈时,金属铁的浸泡时间不宜过长，因为铁锈与酸反应

完后，酸会与铁继续反应,腐蚀铁制品。

（5）对比实验：分子运动试验、CO2与 H2O 发生化学变化探究、燃烧条件、

铁生锈

6.2 保护金属资源的途径

1.防止金属 ； 2. 金属的 ；

3.合理开采 ； 4.寻找金属的 ；

【注】回收利用废旧金属,不仅可以节约金属资源和能源,而且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