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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与水羞气反应实脸 的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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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材第二册 中铁与水蒸气反应的演示实

验
,

按教材的叙述来做时
,

成功率非常低
,

近 日在

中国基础教育网的《化学生物论坛》上
,

也看到这

个实验做不成功的讨论
。

据笔者了解
,

不少学校

的同行干脆不做这个实验 尽管已有同行对此实

验有过研究
,

笔者认为仍不成熟
,

其装置和操作反

而更复杂
,

成功率仍然不太高
。

笔者仔细思考教

材上该实验的装置和操作
,

认为 :一是由于用烧瓶

产生水蒸气时
,

蒸气流速太快
,

从而导致喷灯处加

热的温度不易达到反应所需温度 ; 二是 由于汽流

过程中
,

很难用肉眼观察出反应是否开始就收集

气体
,

这样会不易收集到氢气
,

导致点燃时无爆鸣

声
。

鉴于以上两点
,

笔者对此实验进行了如下几

种改进
,

效果较好
,

这里介绍如下
,

供同行参考
。

改进 I

取建筑用红砖砸成黄豆大小左右的颗粒用水

浸湿
,

再捞出与干燥的还

原铁粉混合
,

装在硬质试

管中直接用喷灯加热
,

省

去水蒸气生成装置
,

将反

应和产生水蒸气的装置合

二为一
,

同时也不用试管

收集氢气
,

改 为在球形干

燥管出 口处直接连接一注

射用针头 装置如图 1 所示

器

实验时先来回移动酒精喷灯使试管受热均

匀
,

以免炸裂
,

再从上到下加热 待灯焰稳定后
,

直接将针头处伸到酒精灯上点燃
,

可观察到氢气

在针头处产生明显的淡蓝色火焰
,

由此可证明发

生了反应
。

若在试管 中装 3 c m 长的铁粉与砖粒

的混合物
,

可观察到氢气持续燃烧 10 而 n 左右
。

该改进使装置和操作都大为简便
,

且现象明显
。

改进 n

取普通粉笔两支
,

用水浸湿
,

趁湿在其外面裹

一层还原铁粉
,

装入硬质试管中
,

其余与改进 工相

同
,

加热时也可观察到氢气燃烧的现象

同样
,

还可用煤渣代替砖粒
、

粉笔 总之
,

吸

水性好
、

在高温下不与铁粉和水蒸气反应的物质

均可作为替代物
。

以上改进由于省去了产生水蒸气的烧瓶
,

替

代原料价廉且随处易得使实验不但操作简单
、

现

象明显
、

成功率大大提高
,

而且还降低 了实验成

本
。

不仅城市学校适合
,

农村学校和不发达地区

更适用
:

这样改进还使整个实验所需时间大大缩

短
,

当酒精喷灯烧好后
,

通常只需 3 而 n 左右就可

完成
。

值得注意的是
:在点燃氢气时

,

一开始用喷

灯加热铁粉时就直接将针头放在另一盏酒精灯

上
,

也一直没有爆炸现象
,

且可以观察到氢气燃烧

的现象
。

但为规范操作起 见
,

最好在加热铁粉 2

而
n

后
,

估计反应已发生
,

将试管内的空气排除得

差不多时再点燃 氢气为好 另外实验完成后
,

笔

者曾将试管内的碎红砖粒拿出观察
,

其颜色依然

如故
,

只不过由潮湿变为干燥而已

(收稿日期
: 2X() 3 一 渭

一 0 1 )

卜 这样改进既检验了铜与浓硫酸反应的生成物

别入
,

又能证明 以入与嗅水反应
,

还可以 向反应后

的溶液中滴加 价。 2
溶液来证明跳 与澳水反应

父有 洲
一

生成
,

说明 吸 具有还 原性
,

同时
,

用

N刊OH 溶液吸收可防止污染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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