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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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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分鐘準備段考 
 公式的內容、定義、用途要理解，不是死背 

 實驗結果要熟記，如沈澱表、活性表、酸鹼強弱 

 複雜題目的解題流程，要能熟悉 

 利用名師學院系列產品，反覆觀看、補強弱點 
二、 重點回顧 

 常見的化學反應類型 

1. 化學反應類型分成： 
              (1) 依反應前後物質的種類或數目的變化區分成結合（化合）反應、分解反 
                 應、取代（置換）反應、複分解（複取代）反應及燃燒反應。 

▼依反應前後物質的種類或數目的變化區分 

 基本意義 通式 
結合 

（化合） 
兩種或以上之物質（元素或化合物），反應

生成另一種物質  
A+B→AB  

分解 由一種物質分解成組成元素或化合物  AB→A+B  
取代 

（置換） 
利用活性差異，使活性大者取代活性小者 AB+X→AX+B  

複分解 
（複取代） 

兩化合物互相交換原子或離子的反應 AB+XY→AY+XB  

燃燒 
物質發生劇烈的氧化反應，放出光與熱，

一般是物質與 O2 反應  
 

 
              (2) 依化學反應特性區分成沉澱反應、酸鹼反應及氧化還原反應。 
                 沉澱反應：不同電解質溶於水後，陰陽離子交互作用，結合產生難溶性 
                 物質。 
                 酸鹼反應：酸鹼反應成鹽類及水。 
                 氧化還原反應：電子得失造成氧化劑得電子，還原劑失電子。 
           2. 溶解度與沉澱反應： 
              (1) 溶液中析出固體的過程稱為沉澱。 
              (2) 當兩溶液混合時，若反應生成新物質，而此物質難溶於水時，即產生沉 
                 澱，故可利用此特性進行分離。 
              (3) 將電解質分解為陰陽離子，以沉澱表作為是否沉澱的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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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澱表 

陰離子 陽離子 溶解性 
全部 鹼金屬離子(Li+、Na+、K+、Rb+、Cs+) 

NH4
+ 

可溶  

NO3
− 全部 可溶 

CH3COO− 全部（Ag+除外） 可溶  
Cl−、Br−、I− Ag+、Pb2+、Hg2

2+、Cu+、Tl+ 
其他陽離子  

難溶  
可溶  

SO4
2− Ca2+、Sr2+、Ba2+、Pb2+ 

其他陽離子 
難溶  
可溶  

S2− 鹼金屬離子、NH4
+ 

Be2+、Mg2+、Ca2+、Sr2+、Ba2+ 
其他陽離子 

可溶  
可溶  
難溶  

OH−  鹼金屬離子、NH4
+、Sr2+、Ba2+ 

其他陽離子 
可溶  
難溶 

PO4
3−、CO3

2−、SO3
2− 鹼金屬離子、NH4

+ 
其他陽離子 

可溶  
難溶 

CrO4
2− Ag+、Pb2+、Ba2+、Sr2+ 

其他陽離子 
難溶  
可溶  

 
           3. 電解質與非電解質： 
              (1) 定義： 
                 電解質：化合物水溶液或熔融態可導電者。 
                 非電解質：於水中不可導電或不屬於電解質者。 
              (2) 電解質分類： 
                 分子化合物（酸、氨）：熔融態不導電，水溶液導電， 
                 如：HCl、H2SO4、NH3。 
                 離子化合物（鹼、鹽）：熔融態及水溶液皆可導電， 
                 如：NaOH、KI、NH4Cl。 
           4. 酸鹼反應： 
              (1) 定義： 
                 酸：具有酸味，能使藍色石蕊試紙變紅色，可與鋅等活潑金屬反應產生 
                 氫，可導電。在水溶液中生成氫離子，可與鹼溶液反應生成鹽類和水。 
                 鹼：水溶液具有澀味及滑膩感，能使紅色石蕊試紙變藍色，可導電。於 
                 水中生成氫氧根離子，能與酸溶液反應生成鹽類和水。 
              (2) 酸鹼中和為酸與鹼反應形成鹽與水的過程，在反應的過程中，可透過指 
                 示劑的變色協助判斷反應是否達到反應終點。指示劑多半為弱酸或弱 
                 鹼，添加在溶液中時，可依氫離子濃度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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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酸鹼中和反應為放熱反應，強酸強鹼反應放熱大於弱酸弱鹼。 
              (4) 強酸與強鹼反應，其淨離子方程式皆為 H++OH−→H2O。 
              (5) 水視為極弱的電解質，可解離出 H+與 OH−。水溶液中，H+與 OH−的體積 
                 莫耳濃度乘積為水的離子積常數(Kw)，即[H+][OH−]=Kw，pH+pOH=pKw。 
              (6) 水的離子積與溫度有關，溫度愈高 Kw愈大。 
              (7) 水的解離過程為吸熱反應，溫度愈高，愈利於水的解離。 
              (8) pH 值為[H+]對數值的負值 pH=−log[H+]或[H+]=10−pH，同理 pOH=−log[OH−] 
                 或[OH−]=10−pOH。 
              (9) pH 值較常用來表示溶液的酸鹼性。 
                 [H+]>[OH-]或 pH<pOH 為酸性。 

                 [H+]=[OH-]或 pH=pOH 為中性。 
                 [H+]<[OH-]或 pH>pOH 為鹼性。 
           5. 氧化還原反應： 
              (1) 氧化還原之定義： 
                 氧化：與氧結合，失去電子，氧化數增加。 
                 把氧脫除，獲得電子，氧化數減少。 
              (2) 氧化半反應所失去的電子總數必與還原半反應所得到的電子總數相等。 
              (3) 氧化與還原兩者必相伴發生，不會只單一發生氧化或還原。 
 

 物質的構造與特性 

1. 化學鍵可依結合的方式區分為離子鍵、金屬鍵及共價鍵。 
▼表 化學鍵之比較 

種類 組成粒子 鍵結方式 固體物質 
離子鍵 金屬元素與非金屬元素間 陰、陽離子間相互吸引的庫

侖吸引力 
離子固體 

金屬鍵 金屬元素與金屬元素間 電子海與金屬陽離子間的

庫侖吸引力 
金屬固體 

共價鍵 非金屬元素與非金屬元素間 原子間共用電子對（價電子

與原子核） 
網狀固體、

分子固體 
 

2. 化學鍵依結合的方式產生不同的種類，其鍵結所需要的能量皆不同，一般將離子 
鍵、金屬鍵及共價鍵視為強化學鍵。 

▼表 化學鍵能之比較 

種類 存在 強弱 結合能 方向性 
離子鍵 原

子

金屬與非金屬 強化學鍵 150～400 kJ/mol 無 
共價鍵 非金屬與非金屬 強化學鍵 150～400 kJ/mol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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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鍵 間 金屬與金屬 強化學鍵 50～150 kJ/mol 無 
氫鍵 分子內與分子間 弱化學鍵 5～40 kJ/mol 有 

凡得瓦力 分子間 非化學鍵 小於 5 kJ/mol 無 

 
3. 固體物質會因為粒子間作用力的不同而造成性質間的差異。 

▼表 固體物質之比較 

物質種類 晶體粒子 結合力 晶體性質 實例 

分子晶體 

非極性單原子 凡得瓦力 低熔點與沸點 
質軟易碎 
非導體 

鈍氣 
多原子非極性 
或極性分子 

分子間為氫鍵

或凡得瓦力，分

子內為共價鍵 

H2O，Cl2，S8，

SO2 等 

網狀晶體 
原子 共價鍵 極高熔點與沸點，

極硬 
C，SiO2 

金屬晶體 
原子 金屬鍵 稍高熔點與沸點 

有延展性 
熱與電的良導體 

Ag，Cu，Na 

離子晶體 
單原子 離

子 
離子鍵 高熔點與沸點 

硬且脆 
融熔時可導電 

NaCl，MgO 
多原子 離子間離子鍵 

離子內共價鍵 
NH4Cl，BaSO4 

 
4. 因電子海中之電子可透過空價軌域而自由傳遞，使金屬可導電，故可依金屬

導電程度可將金屬區分為導體、半導體及絕緣體。 
5. 離子固體則是在標準狀態下時，固體本身因離子無法自由移動，故不可導電， 
但在熔融態及水溶液時，則可導電。 

6. 網狀固體及分子固體皆不可導電，唯一例外為石墨，石墨為元素碳的同素異 
形體，其結構為平面網狀結構，具有共振結構因此電子可被傳遞。 

7. 元素的鍵結量： 
   (1) A 族元素的正常鍵結量：對ⅠA 至ⅣA 金屬原子常形成內層鈍氣，其正常 

    鍵結量恰等於族數。ⅣA 至ⅧA 的非金屬原子則形成外層鈍氣，其正常鍵 
    結量恰等於「8−族數」。 

▼表 元素鍵結量 

族 層 ⅠA ⅡA ⅢA ⅣA ⅤA ⅥA ⅦA ⅧA 

價電子 1 2 3 4 5 6 7 8 

組 態 ns1 ns2 ns2 np1 ns2 np2 ns2 np3 ns2 np4 ns2 np5 ns2 np6 

電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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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結量 〔1〕 〔2〕 〔3〕 〔4〕 〔3〕 〔2〕 〔1〕 〔0〕 

 
   (2) A 族元素形成穩定化合物時，各別原子需不少於正常鍵結量，且全部原子 

    的總鍵結量需等於偶數。若不遵守則為不穩定化合物，如：CH3，NH2……。 
   (3)八隅體學說：除 H、He 外，結鍵後多以完成八隅體為安定。即表示原子 

    周圍有 8 個價電子與惰性氣體之電子組態一致，代表其化性較為穩定。 
8. 電子雲係指電子出現之機率分率，而鍵結一般指電子雲重疊之部分。依電子

雲重疊方式則可分為σ鍵和 π鍵。 
   (1) σ鍵：共用電子雲於核間軸方向發生重合。 
   (2) π鍵：結鍵之電子雲不在核間軸發生重合，而為兩個 p 軌域平行重疊而形 

  成。因此於核間軸上電子雲密度為零。 
   (3)單鍵必為 鍵，雙鍵為一個 鍵加一個 鍵，參鍵為一個 鍵加上兩個鍵。 
9. 週期表依原子的角動量量子數可分為 s、p、d、f 四區。若原子與原子產生結鍵 
則係指軌域產生重疊，則這些新產生之軌域為混成軌域。 

10. 混成軌域是指中心原子與其他原子發生鍵結時，中心原子可由二種以上不同的原 
子軌域互相混合，形成總數不變的新軌域。混成為原子軌域之性質混合，能量順

序：s<sp<sp2<sp3<p。 

▼表 碳鍵的鍵結型態 

鍵結型態 混成軌域 鍵能 鍵長 

單鍵 sp3 
 

 

 

 
雙鍵 sp2 

參鍵 Sp 

 
   11. 鍵角依分子形狀、未鍵結電子數、中心原子之大小、周圍原子之大小和電負度 

   而改變，電子斥力和原子占的空間大小互相排擠是主要原因。同週期元素比電 
   負度差，電負度差愈大，離子性愈強，鍵能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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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試卷及詳解 

 

 

 
 

考試日期僅供參考  



一、單選題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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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選題
6.(    )

化學常見的化學反應

範圍： 基礎化學二 常見的化學反應 考試日期： 2015/10/01

適用年級： 高中二年級 適用科目： 化學

題型： 單選題：5題  多選題：5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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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

1.(D)

 

 

2.(A)

 

 

3.(B)

 

 

4.(A)

化學常見的化學反應

範圍： 基礎化學二 常見的化學反應 考試日期： 2015/10/01

適用年級： 高中二年級 適用科目： 化學

題型： 單選題：5題  多選題：5題

解析

解析

解析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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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選題

6.(B;C;D)

 

 

7.(A;E)

解析

解析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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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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