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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漂白性、杀菌消毒与强氧化性的联系与区别是化学高考中的一个高频问题．如何高效安全地选用漂白剂和
杀菌剂也是日常居家生活中必备常识．本文根据漂白和杀菌消毒原理探究物质漂白性、杀菌消毒与强氧化性的联系与
区别，以及漂白剂和杀菌消毒剂的选择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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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化学必修一课本八十一页讲到次氯酸具有
强氧化性，能杀死水中的病菌，具有消毒的作用，也正
是因为含有次氯酸而有漂白作用．那么漂白性、杀菌
消毒与强氧化性有哪些联系与区别呢？这是化学高考
中的一个高频问题，很多学生很迷糊，甚至错误地把
强氧化性与漂白性、杀菌消毒等同起来．笔者经过多
年一线教学，探究总结出其原理．
何为漂白？ 漂白一词，词典解释为“除去纤维材

料、纺织品等物中所含色质，使之变白的过程．简而言
之，就是把物质的颜色变淡或消失，宏观表现为“漂
白”，但原理却有不同．漂白按漂白原理大致可分成化
学漂白和物理漂白．
一、化学性漂白
化学性漂白指通过化学反应，使有色物质的颜色

变淡或消失的漂白．化学性漂白按持续性可分成永久
性漂白和暂时性漂白．

１．永久性漂白
利用漂白剂的强氧化性，把有机色素氧化成性质

稳定的浅色或无色物质．而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所
以又称之为氧化性漂白或不可逆漂白．
我们平日所说的物质有色彩，究其本质是由物质

微观结构决定的．主要是由于核外电子吸收了外部的
光能或热能，发生低能级向高能级跃迁，然后再由高
能级向低能级返回时释放能量，这种能量以光波方式
发出来．由于返回时释放的能量各物质不同，即使是
相同物质的相同电子，由于返回不同轨道释放的能量
也不同，所发射出来的光波波长也就不同，这就产生
了不同的颜色．所以，物质有颜色，一般就要有相对不
稳定的外层电子结构，而具有强氧化性的物质对这些
不稳定结构进行改变， 使其具有稳定结构，不易再发
生电子的跃迁和返回，颜色也就自然变浅或消失．

有色物质（颜料、染料等）一般都是有机物络合离
子，像叶绿素就是镁的络合离子，而血红素是亚铁的
络合离子， 一旦这些物质遇到强的氧化剂，都可能把
里面的离子和络合用的化学键破坏掉，导致颜色消
失．有机物分子中的双键，叁键所含π键是形成络合
离子所必须的，而π键很容易遭强氧化剂的破坏， 不
再有络合离子的能力，颜色也就不能显现出来，也就
是我们所说的物质被漂白了．永久性漂白剂可再细化
为有氯（又称盐素）类漂白剂和有氧（又称酸素）类漂
白剂．

（１）盐素漂白剂：盐素漂白剂常见的有氯水、Ca
（ClO）２、 NaClO、ClO２ 等．它们在漂白过程中可放出氯
自由基，通过氯自由基的强氧化性使色质褪色．干燥
的氯气虽有强氧化性但不能使红布条褪色，是因为干
燥氯气不能产生氯自由基，而能使湿润的红布条褪
色，是因为与水反应生成了 HClO而漂白．Ca（ClO）２

也是由于与水和 CO２ 一起反应生成 HClO 而表现出
漂白性（Ca（ClO）２ ＋H２O ＋CO２ ＝CaCO３ ＋２HClO）．
常用于白色衣服、织物的漂白．其它颜色的衣物，由于
染料易被漂白剂氧化，故而不使用．盐素漂白剂和洗
衣粉一起使用，除了去污亦有杀菌的作用．但要注意
的是，盐素漂白剂遇到含有氨的清洁剂和洁厕灵就会
反应生成剧毒的氯氨和会爆炸的三氯化氮及有毒的

氯气而不能一起施用．
（２）酸素漂白剂：酸素（含氧）类漂白剂分解时会

释放氧自由基．H２O２ 、Na２O２ 、O３ 、过氧乙酸（C２H４O３ ）
等就属于这一类．过氧化氢在室温下能自发分解放出
O２ （２H２O２ ＝２H２O＋O２↑），纺织工业常用过氧化氢作
漂白剂，就是利用它的氧化性．Na２O２ 遇水或者稀酸

会剧烈反应放出大量的热的同时生成 O２ （２Na２O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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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H２O＝４NaOH ＋O２ ↑）， 表现出强氧化性．因此，
Na２O２ 是一种重要的工业漂白剂．对于高锰酸钾，重
铬酸钾、浓硫酸等强氧化性物质理论上也有漂白作
用，但由于自身的一些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往往不
考虑其漂白性．例如高锰酸钾，可以做蓝色墨水的漂
白剂，但是由于过量的高锰酸钾显示红色，就需要用
SO２ 的溶液将其还原，故不能作漂白剂．浓硫酸的氧化
性很强，但同时也有很强的脱水性，会使色素脱水碳
化而变成黑色就更难除去了．

２．暂时性漂白
漂白剂与有机色素反应成不稳定的无色物质，这

是一个可逆的过程，所以叫暂时性漂白或可逆漂白．
SO２ 通入品红溶液，溶液褪色．加热后，溶液又会恢复
成红色．该漂白原理是 SO２ 与水化合成了 H２SO３ ，
H２SO３ 再与有机色素反应成无色不稳定的化合物，该
不稳定的化合物见光、遇热或长久放置，就会再次生
成原来的 H２SO３ 和有机色素而显现为原来的颜色．
这一过程具有可逆性和暂时性．日常生活中二氧化硫
漂白过的草帽用久了就会逐渐变黄，正是这个原理．
连二亚硫酸钠（保险粉）漂白原理与 SO２相似，但漂白
效果更强，只要是白色纤维都可使用．
二、物理性漂白
物理性漂白一般是利用物质因疏松多孔的结构，

色素被吸附在其表面而达到漂白的效果，这一过程不
涉及化学反应．常见的如活性炭就是制糖工业中常用
的脱色剂，就属于吸附性漂白．另外还有木炭，氢氧化

铝胶体等．这些一般多用于除味、防毒，或清除水中的
悬浮物．
至于杀菌消毒，本质上讲就是使细菌病毒的蛋白

质失去生理活性，简称“变性”．强氧化性物质一般都有
这一性质，所以理论上讲都能杀菌消毒．但强氧化性物
质的使用应依据其是否有毒性、刺激性、腐蚀性决定其
应用领域．如可用于皮肤消毒的强氧化剂一般有双氧
水，稀高锰酸钾溶液、碘酊等．自来水消毒杀菌的有氯
水，Ca（ClO）２、ClO２、O３、高铁酸盐（钠、钾）等．过氧乙酸
（ C２H４O３ ）也是人们广泛使用的消毒剂，但其易挥发且
有强烈的腐蚀性，对眼睛有很强的刺激性，对皮肤也有
腐蚀作用，使用时要注意．对 Na２O２ 来说，因其与水生
成 H２O２ 的同时，还生成了强腐蚀性的 NaOH，因此
Na２O２ 可用作工业漂白剂，却不能用于消毒．
总之，漂白和杀菌消毒往往与物质的强氧化性联

系在一起，但具有强氧化性的物质不一定都能用于漂
白和杀菌消毒．我们学生在解题时应根据实际漂白原
理加以判断．日常生活应用中不仅要考虑漂白和杀菌
消毒的效果，更应根据物质的差异性，选择最佳的漂
白剂和杀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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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钠与碳酸氢钠性质探究比较及考点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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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碳酸钠及碳酸氢钠所考查的知识点中，常涉及由于水解而使溶液呈碱性强弱的判断；与酸反应的机理、反
应快慢、耗酸量的多少、产生二氧化碳的多少；与可溶性钙盐、钡盐的反应；两盐之间的相互转化及除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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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碳酸钠及碳酸氢钠所考查的知识点中，常涉及
以下几个方面：由于水解使溶液呈碱性强弱的判断；
与酸反应的机理、反应快慢、耗酸量的多少、产生二氧
化碳的多少；与可溶性钙盐、钡盐的沉淀反应；两盐之

间的相互转化及除杂；侯氏制碱工艺及原理等．它
们都属于高频考点及高考的热点问题，这里有必要进
行对比归纳总结，便于复习，以提高学习与复习之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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