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元素在周期表中的位置推断  

1．根据核外电子的排布规律 

      (1)最外层电子规律 



  (2)“阴三阳四”规律 

  某元素阴离子最外层电子数与次外层相同，该元素位于第

三周期。若为阳离子，则位于第四周期。 

  (3)“阴上阳下”规律 

  电子层结构相同的离子，若电性相同，则位于同周期，若

电性不同，则阳离子位于阴离子的下一周期——“阴上阳下”

规律。 



  【例1】已知X、Y、Z为三种主族元素，可 

分别形成Xn＋、Ym＋、Zn－三种离子，已知m>n 

且X、Y、Z三种原子的M层电子数均为奇数。下列说法中不正

确的是(  ) 

  A．三种离子中，Ym＋的离子半径最小 

  B．Z的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的分子式为HnZO4 

   C．X、Y、Z一定在同一周期，且原子半径Z>X>Y 

  D．三种元素相应的最高价氧化物对应水化物之间两两会

发生反应 





(2)熟悉主族元素在周期表中的特殊位置 

①族序数等于周期数的元素：H、Be、Al。 

②族序数等于周期数2倍的元素：C、S。 

③族序数等于周期数3倍的元素：O。 

④周期数是族序数2倍的元素：Li、Ca。 

⑤周期数是族序数3倍的元素：Na、Ba。 

⑥最高正价与最低负价代数和为零的短周期元素：H、C、Si。 

⑦最高正价是最低负价绝对值3倍的短周期元素：S。 

⑧除H外，原子半径最小的元素：F。 

⑨最高正价不等于族序数的短周期元素：O(F无正价)。 



  【例2】 如图表示元素周期表前四周期的 

一部分，关于元素X、Y、Z、W的叙述正确的 

是 (  ) 

  ①X、Y的最高价氧化物对应的水化物的酸性为Y<X 

  ②Y、Z的气态氢化物的稳定性Y<Z 

  ③W的单质常温下呈液态，可与铁粉反应 

  ④W的原子序数比Z的大9 

  A．只有③      B．①②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二、由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推断 

   (1)形成化合物种类最多的元素、单质是自 

然界中硬度最大的物质的元素或气态氢化物中氢的质量分数最

高的元素：C。 

  (2)空气中含量最多的元素或气态氢化物的水溶液呈碱性的

元素：N。 

  (3)地壳中含量最多的元素、氢化物沸点最高的元素或氢化

物在通常情况下呈液态的元素：O。 

   (4)等物质的量的单质最轻的元素：H；最轻的金属单质：

Li。 



  (5)单质在常温下呈液态的非金属元素： 

Br；金属元素：Hg。 

  (6)最高价氧化物及其水化物既能与强酸反应，又能与强

碱反应的元素：Al。 

  (7)元素的气态氢化物和它的最高价氧化物对应的水化物

能起化合反应的元素：N；能起氧化还原反应的元素：S。 

  (8)元素的单质在常温下能与水反应放出气体的短周期元

素：Li、Na、F。  



  【例3】X、Y、Z为同一短周期中的元素， 

其原子半径依次减小，它们的最高价氧化物对 

应水化物之间，任意两种混合均可反应，M为Y、Z形成的化 

合物，其溶液显酸性。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其简单离子的半径依次增大 

  B．将M溶液加热蒸干并灼烧，最后可得Y的氧化物 

  C．X燃烧的产物中只含离子键 

  D．将少量X单质投入到M溶液中，会置换出Y单质 



三、综合利用“位”、“构”、“性”关系推断  

1．“位、构、性”三者之间的关系  



2．推断元素的常用思路 

  根据原子结构、元素周期表的知识及已知 

条件，可推算原子序数，判断元素在周期表中的位置等，基本

思路如下： 



  【例4】短周期主族元素甲、乙、丙、丁、 

戊五种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其中戊是同周期中原子半径最小的元素。下列有关判断正确

的是 (  ) 

 

 

  A.  最外层电子数：甲>乙>丙>丁>戊 

  B．简单离子的离子半径：丙<乙<丁<戊 

  C．含有丁元素的酸有多种 

  D．乙的氢化物多种多样，丙、丁、戊的氢化物各有一种 



四、元素推断的特殊技巧举例 



  (2)若已知相邻三元素的最外层电子数之和 

  ①能被3整除，则三种元素的位置关系只能为同周期相邻

或同主族相邻； 

  ②同时不能被3和2整除，则必有两元素在同一偶数族，

另一元素为相邻奇数族； 

  ③虽然不能被3整除，但是能被2整除，则必有两元素在

同一奇数族，另一元素为相邻偶数族。 



  【例5】 有三种相邻元素A、B、C，已知 

A、B处于同一周期，且B、C处于同一主族相邻 

位置。又知这三种元素原子的质子数之和是31，最外层电子

数之和为17，试推断A、B、C各为何种元素。 



2．位置图示法 

  所谓图示法就是采用图形或图表对题目条件进行形

象化的展示，直观地揭示题目条件间的内在联系和变化

规律，把握解题的关键。 



3．“直觉”＋“验证”技巧 

  直觉，就是一种对问题直接的、有意识的、不经严密逻

辑推理的思维，它可以跨越复杂的推理过程，直接得出结论。

丰富的知识积累是产生直觉的重要前提，但由于直觉产生的

结论只是一种可能的猜测，因此只有对结论进行严格的逻辑

论证和检验，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例6】 A、B、C、D四种短周期元素， 

原子序数依次增大。A、D同族，B、C同周期。A、B组成的

化合物甲为气态，其中A、B的原子数之比为4∶1，由A、C

组成的两种化合物乙、丙都是液态，乙中A、C原子数之比为

1∶1，丙中A、C原子数之比为2∶1，由D、C组成的两种化

合物丁和戊都是固体，丁中D、C原子数之比为1∶1，戊中D、

C原子数之比为2∶1，写出下列物质的化学式：甲________，

乙________，丙________，丁________，戊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