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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的内容结构

系统掌握无机化学学科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并能

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无机化学中的实际问题。考试内容主

要包含化学反应原理，物质结构基础和元素化学三部分。化学反应原

理部分包括热力学、动力学、酸碱平衡、沉淀溶解平衡、配位平衡、

氧化还原平衡；物质结构包括原子结构、分子结构、配合物结构；元

素化学主要包含s区、p区、d区、ds区元素。

四、试卷的题型结构

选择题 约 10%

填空题 约 20%

简答题 约 35%

计算题 约 35%



第二部分考察的知识及范围

考察的知识及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掌握化学热力学、动力学基本概念、相关理论和方法，并能

熟练进行相关计算。

(1)理解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混合气体分压定律，气体扩散定

律。

(2)了解热力学中的常用术语，掌握焓、熵、自由能、热力学能相

关计算，熟练掌握反应进行方向的判断。

(3)掌握化学反应速度表示方法，掌握浓度、温度、催化剂等因素

对反应速度影响的规律，运用活化能、活化分子等理论解释影响反应

速度的因素。

(4)掌握标准平衡常数与标准吉布斯自由能变的关系及有关计

算。

2、掌握四大平衡(酸碱、沉淀、氧化还原、配位)基本原理并熟

练掌握相关计算

(1)理解酸碱质子理论。掌握弱电解质电离平衡及其影响因素，

了解缓冲溶液的组成及缓冲原理，理解各类盐的水解平衡，并能熟练

进行有关计算。

(2)理解Ksp的意义，掌握溶度积规则及其相关计算、应用。

(3)认识原电池和电解池的作用机理及电解产物析出的一般规

律、原电池符号书写。掌握电极电势、能斯特方程相关原理、运用、

计算，并用于的化学反应方向判断。



(4)掌握配合物命名、稳定常数的意义、应用及其有关计算。了解

中心原子的结构和性质、配体的结构与性质与溶液中配合物稳定性的

关系。

(5)掌握配位平衡与沉淀平衡、氧化还原平衡、酸碱平衡的关系，

能熟练进行相关的综合计算。

3、掌握原子结构、分子结构相关理论、深入理解结构决定性质

的原理，并能熟练用于对各物质性质进行合理解释

(1)掌握核外电子排布原理及常见元素原子的电子构型。掌握各

类元素电子构型的特征和元素性质的周期性，了解电离能、电负性等。

(2)掌握价键理论、杂化轨道理论、分子轨道理论并能熟练运用。

能运用价层电子互斥理论和等电子体原理推测ABn型分子（离子）的

构型。

(3)掌握分子极性、分子间作用力和氢键的概念及对物质物理性

质的影响。

4、掌握非金属元素的种类、性质、制备和用途，掌握用于解释

各物质性质所需的相关理论

(1)掌握S区元素电子构型与其性质变化规律间的关系。掌握S区

元素氧化物、氢化物的类型、性质。掌握碱金属和碱土金属单质、氧

化物、氢氧化物、盐类的类型、性质和用途。掌握ROH规则及其应用。

掌握盐类热稳定性、溶解性的变化规律。

(2)掌握碳、硅、硼单质、氢化物、卤化物、含氧化合物、含氧

酸及其盐、缺电子化合物的结构和性质。



(3)了解氧化物的分类。掌握氧、臭氧、过氧化氢的结构、性质

和用途。熟悉硫的成键特征及多种氧化态所形成的重要物种的结构、

性质、制备和用途，以及它们之间地相互转化关系。

(4)掌握氮、磷、砷的单质及其氢化物、卤化物、氧化物含氧酸

及其盐的结构、性质、制备和应用。

(5)掌握卤素单质、氢化物、含氧酸及其盐的结构、性质、制备

和用途。

5、掌握过渡金属元素的种类、性质、制备和用途，掌握用于解

释各物质性质所需的相关理论

(1)掌握过渡元素的价电子构型特点及其与元素通性的关系。掌

握第四周期d区金属元素氧化态、最高氧化态氧化物及其水合氧化物

的酸碱性、氧化还原稳定性、水合离子以及含氧酸根颜色等变化规律。

(2)掌握第一过渡系元素的单质及化合物的性质和用途。能以结

构的观点说明ds区元素与s 区元素性质上的差异。掌握铜、银、锌、

汞的单质、氧化物、氢氧化物、重要盐类以及配合物的生成与性质。

6、掌握元素电势图并用以判断各物质的氧化还原性以及它们之

间地相互转化关系。

7、掌握大π键、氢桥键、氯桥键等重要成键方式并能运用相关

理论解释物质的性质。

8、掌握等电子体原理、惰性电子对效应、镧系收缩等重要理论

并能熟练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