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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密性检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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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中化学教学要求和高考要求来看，化学实验已

成为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载体，是培养

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实验在高考命题

中的比重也在逐年加大，纵观近几年高考化学试题，实验

题中的“能力立意”体现得尤为明显，用正确的化学实验

基本操作来完成规定的“学生实验”的能力是高考对考生

实验能力考查的主要项目之一。化学实验试题中考查基

本知识、基本技能仍是高考命题的主要题型。中学化学中

有很多实验是有关气体的实验，装置气密性良好是保证

实验成功的关键，所以有关装置的气密性检查是近几年

高考实验题中常见的一个考点，如2001年全国高考化学

卷的第20题；2001年全国高考理科综合(浙江卷)的第28

题；2002年广东、河南、广西高考化学卷的第17题；2004

年全国高考新老课程理科综合卷第28题；2005年全国高

考江苏卷第19题第2小题第三问等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随着高考对实验能力要求的提高，装置的气密性检查将

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地的高考化学试卷中。

虽然检查气密性所采取的方法不尽相同，但总的来

说，其操作原理还是一致的：首先，在组装好的待检装置

中创设一个相对密封的环境，然后，通过一定的操作改变

密封环境的压强，若其压强没有自行恢复到原状态的趋

势，则证明该装置的气密性良好。应该注意的是在实验操

作中药品的添加是在装置的气密性检查之后，虽然有些

实验题在已有的装置图中标有药品，但在气密性检查时

通常应看作是无药品的，答题时需要通过叙述必要的操

作步骤(如加水)把装置密封起来。

于：对于命题者来说，能简明扼要地说明题意，减少题目

的文字量；而对于学生来说，也有助于从图形中很快地获

取大量信息，但也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而出错，对于稍

微复杂一点的图表题，不少学生往往感到无从下手，找不

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所以不少学生对图表题有恐惧感。

对策在教学中对不同类型的图表题进行分类整理，

使学生对不同图表题能形成较好的分析思路，从而有助

于他们的解题。

例4将某种绿色植物的叶片放在特定的实验装置

中。研究在10℃和20℃的温度下，分别置于5000勒克斯

和20000勒克斯光照和黑暗条件下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

用。结果如图所示：

雾熹羹鐾
黑暗时间(h) 光照时间(h)

①该叶片的呼吸速率在20℃下是10℃下的一倍；
②该叶片在10％、5000勒克斯的光照条件下，每小时

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氧气量是 mg；

③该叶片在20％、20000勒克斯光照条件下，如果光

合作用合成的有机物都是葡萄糖，每小时产生的葡萄糖

为——mg。

这是一种以曲线形式出现的表格数据分析题。在本题

的解析中，必须对数学中的坐标、曲线有深刻的认识，才

能正确理解题意，把握解题方向。特别是对①10％与20％

的不同温度、@5000勒克斯与20000勒克斯的不同强度

光照下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不同情况，以及③产生

氧气与氧气的增量、④有机物合成量与有机物增量、⑤光

照与黑暗条件下的呼吸作用的不同强度等一系列问题，

结合图表分析能使学生的思路更清晰。

近年的生物高考题，随着其对考生能力要求的不断提

高，非选择题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断地在出现一些变化。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学生解非选择题“上手难”的问题，

还应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着手。教师不但要重视生物

学知识和方法的传授，更要重视对学生综合能力包括解

题能力的培养。

(浙江省奉化市奉港中学315500)

59—==一‘一

冀”，譬引：剐，辫瞄蛾雕泌m细k；，

万方数据万方数据



2实验平台

根据上述原理，装置气密性检查的操作一般有两种

基本方法：

①加热法：封住装置的其他出口，把一个出口用导管

连接通入水中，然后微热装置中的某一仪器，若水中有气

泡产生，冷却后，通入水中的导管能形成水柱，则说明装

置的气密性良好。如对于图1装置可采用加热法检查其

气密性。

②液封法：通常用于有加液仪器(如漏斗)的实验装

置的气密性检查，封住装置的其他出口，然后从漏斗注入

一定量的水后，水面能停留在某一位置，使漏斗中的水面

与容器中的水面高度有一定的液面差，静置片刻，液面差

保持不变，说明装置的气密性良好。如对于图2装置及相

关的启普发生器则通常可以采用液封法检查其气密性；

而对于装置图3除了可以用加热法检查外，也可采用液

封法，即封住导管出1：3，然后打开分液漏斗活塞使液体流

下，若注入一定量液体后，漏斗中的液体无法继续滴下，

则说明该装置的气密性良好。

鑫接撞
图1 图2 图3

对于一些基本的实验装置，我们通常可以通过上述

两种方法来解决装置的气密性检查问题，但实验题并不

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我们在解决问题时除了用常见的方

法外，有时应结合气密性检查原理、根据装置的具体情况

选择可行的方法，下面举几例说明。

例1 有下列实验装置(图4)实验前需检验装置的

而臆⋯
A B C

图4

气密性。如何检

查该装置的气密

性?

这是一套多

种仪器组合而成

的装置，需要从

多个方面进行考虑，但只要把握气密性检查的基本原理

应该也不难解答：在试管A和试管E中分别加入少量水，

使水面刚刚没过试管A的漏斗颈的下端和试管E中的导

管口，打开活塞a，在烧瓶B(或玻璃管D)的底部加热，若

A中漏斗颈内水面上升，且E中导管口有气泡逸出，说明

装置不漏气(若关闭活塞a，用同样的方法分别在烧瓶B

底部和玻璃管D下部加热，分别检查活塞前后两部分是

否漏气也可)。

例2图5是一量气装置，图中A是反应装置，量气

管B是由甲、乙两根玻璃管组成，它们用橡皮管连通，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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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有刻度，甲、乙可固定在铁架台

上，加一定量的液体就可供量气

用。乙管可上下移动，以调节液面

高低。实验前应如何检查装置的气

密性?

虽然装置图不能用导管引出

用加热法检查，也没有漏斗之类的

B

图5

乙

仪器，但乙管可用作加液，因此有两种方法可以检查其气

密性：①固定A、甲、乙三管，将A、甲两管橡皮塞塞紧，在

乙管注入适量水使乙管液面高于甲管液面，静置片刻，水

面高度差保持不变，说明装置气密性良好。②固定A、甲、

乙三管，在乙管内注入适量水，将A、甲两管橡皮塞塞紧，

上(或下)移动乙管至某一位置固定，使甲、乙两管内水面

不相平，静置片刻，水面高度差保持不变，表明装置气密

性良好。

例3 SO。是大气污染物之一，为粗略地测定周围环

境中S02的含量，某学生课外活动小组设计了如图6所

示的实验装置，如何检查该装置的气密性?

由于该装置中

加有单向阀，其特点

是拉动注射器活塞

时向外抽气，此时左

侧阀塞开通，右侧阀

塞关闭，气体由试管
图6

进入注射器中，当推动注射器活塞时，左侧阀塞呈关闭状

态，右侧阀塞开通，此时注射器内气体排人大气中，而对

单向阀左侧的装置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检查装置的气

密性时，应向外轻轻拉动注射器活塞，此时由于左侧系统

内压减小，大气沿玻璃导管进入试管中，致使导管末端有

气泡产生，从而表明装置的气密性良好。

另外，在实际解题过程中学生容易把气密性检查与仪

器的检漏混淆，所以在复习中应要求学生明确气密性检

查与检漏的区别，两者都是为了确认密封性好坏，但检漏

通常是指单个仪器的接口是否漏水，而气密性检查是针

对于某个装置的，两者是不同的，不能混用。

(浙江省舟山市南海实验学校316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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