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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知识总结

1． 基本定义

溶度积: 当溶液中的沉淀达到溶解平衡状态

时，各离子浓度均保持一定，其离子浓度幂的乘积

为一特定常数，该常数就称之为溶度积常数，简称

为溶度积，并用字母 Ksp表示。以沉淀溶解平衡

AmBn ( s 幑幐) mAn + ( aq) + nBm － ( aq)

为例，则 溶 度 积 为 Ksp ( Am Bn ) = cm ( An + ) ·
cn ( Bm － ) 。

2． 常数本质

溶度积的大小与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度有一定

关系，它是对难溶电解质溶解能力的反映，其本质

上还是属于化学平衡常数。
3． 影响因素

由于溶解度常数 Ksp本质上属于化学平衡类

的常数，因此其大小会受到温度的影响，会随温度

的变化而变化。另外其大小与沉淀的量和溶液中

离子的浓度无关，与难溶电解质的性质有关。
4． 一般规律

对于同类型的难溶电解质，Ksp 的值越小，则

溶解度越小，越容易转化为沉淀; 对于不同类型的

难溶电解质，不能仅根据 Ksp 来判断溶解度的大

小。通常沉淀会向着 Ksp 更小的方向转化，对于

Ksp较为接近的沉淀，两者可以相互转化。
5． 相关规则

根据化学平衡移动原理来分析沉淀平衡体

系，可总结出沉淀生成和溶解的相关规律。一般

可根据难溶电解质溶液中离子积( 离子浓度幂的

乘积) Qc 与 Ksp 的相对大小来判断给定条件下难

溶电解质沉淀的生成与溶解，可分以下三种情形:

( 1) Qc ＜ Ksp，难溶电解质溶液为不饱和溶液，

没有沉淀析出，如继续加入难溶电解质，难溶电解

质还会继续溶解。
( 2) Qc = Ksp，难溶电解质溶液为饱和溶液，此

时沉淀与溶解处于平衡状态。
( 3) Qc ＞ Ksp，难溶电解质溶液为过饱和溶液，

有沉淀析出，沉淀析出直至 Qc = Ksp，即达到溶液

饱和停止。
溶度积规则是对难溶电解质离子平衡移动规

律的总结，根据此规律可以对溶液中相关离子浓

度进行控制，在使用该规则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 1) 根据平衡移动原理可知 Qc ＞ Ksp 时会有

沉淀生成，但是如果沉淀生成的量是极少的，则难

以直接观察到，溶液也不一定会变浑浊。另外形

成了过饱和的溶液，Qc ＞ Ksp，但可能依然观察不

到沉淀。
( 2) 由于有副反应发生，如果按照理论来计

算所需沉淀剂的浓度，其浓度与被沉淀离子浓度

幂的乘积不应超过 Ksp。
( 3) 有时向溶液中加入过量的沉淀剂，由于

溶液中有配离子的生成，不会有沉淀生成。
二、溶度积应用

1． 利用溶度积常数判断沉淀的生成与溶解

判断沉淀的生成与溶解是溶度积常数的重要

应用，该类题型一般会给出溶液的体积，便于求解

相关离子的物质的量浓度，判断沉淀的情况需要

计算溶液的相关离子的离子积，将其与溶度积进

行比较，从而对溶液的状态作出判断。
例 1 将 5 mL 的 0． 002 mol /L 的 BaCl2 溶液

与 5 mL 的 0． 02 mol /L 的 Na2 SO4 溶液混合，该温

度下 Ksp ( BaSO4 ) = 1． 1 × 10 －10，下列对沉淀的判

断正确的是( ) 。
A． 有沉淀生成 B． 无沉淀生成

C． 无法确定

解析 判断混合溶液是否有沉淀生成需要比

较溶液中离子积 Qc 与溶度积 Ksp 的相对大小，等

体积混合后相关离子的物质的量浓度会减半，则

混合溶液中 Qc = c( Ba
2 + ) ·c( SO 2 －

4 ) = 1． 0 × 10 －5

＞ Ksp，由相关规则可知难溶电解质溶液为过饱和

溶液，有沉淀生成。故正确答案为 A。
2． 比较饱和溶液中离子的浓度

由于溶度积表示的是溶液中的沉淀达到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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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状态时各离子浓度幂的乘积常数，因此可利

用溶度积常数比较饱和溶液中相关离子的浓度大

小，题设通常会给出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要求对

对应离子浓度进行排序，求解时需要紧密联系溶

度积常数表达式。
例 2 现 已 知: Ksp ( AgCl ) = 1． 8 × 10 －10，

Ksp ( AgI) = 1． 5 × 10 －1 6，Ksp ( Ag2 CrO4 ) = 2． 0 ×
10 －12，在下 列 的 难 溶 盐 的 饱 和 溶 液 中，试 判 断

Ag + 浓度的大小顺序，正确的是( ) 。
A． AgCl ＞ AgI ＞ Ag2CrO4

B． AgCl ＞ Ag2CrO4 ＞ AgI
C． Ag2CrO4 ＞ AgCl ＞ AgI
D． Ag2CrO4 ＞ AgI ＞ AgCl
解析 由浓度积的表达式可知，AgCl 饱和溶

液 中 c ( Ag + ) = ［Ksp ( AgCl ) ］1 /2 = 1． 3 ×
10 －5mol /L。同理可求 AgI 饱和溶液中 c ( Ag + ) =
1． 2 × 10 －8 mol /L，Ag2 CrO4 饱和溶液中 c ( Ag + ) =
1． 3 × 10 －4mol /L，因此 Ag2CrO4 ＞ AgCl ＞ AgI，故正

确答案为 C。
3． 利用溶度积常数判断沉淀的相互转化

利用溶度积常数可以有效判断沉淀是否可以

实现相互转化，该类题型通常会给出特定情形下

的溶度积，并明确溶液所处的状态，如浑浊液、悬
浊液等，以求添加物对原物质的影响，分析过程需

要比较对应难溶电解质溶度积的大小。
例 3 已 知 温 度 为 25℃ 条 件 下，

Ksp［Mg( OH) 2］= 5． 61 × 10 －12，Ksp［MgF2］= 7． 42
× 10 －11。下列选项说法正确的是( ) 。

A． 温 度 为 25℃ 时，饱 和 Mg ( OH ) 2 溶 液 中

c( Mg2 + ) 比饱和 MgF2溶液中的 c( Mg2 + ) 大

B． 温度为 25℃ 时，向 Mg( OH) 2 的悬浊液中

加入少量的固体 NH4Cl，则 c( Mg2 + ) 将会增大

C． 温 度 为 25℃ 时，固 体 Mg ( OH ) 2 在

0． 01 mol /L氨水与在 0． 01 mol /L NH4Cl 溶液中的

Ksp相比，前者比后者小

D． 温度为 25℃时，向 Mg( OH) 2 悬浊液中加

入 NaF 溶液后，悬浊液的 Mg( OH) 2不可能转化为

MgF2

解析 对于 A 选项，Mg ( OH) 2 的溶度积比

MgF2的小，因此对应溶液中 Mg ( OH) 2 电离出的

Mg2 + 的浓度要比 MgF2 溶液电离出的小，错误; 对

于 B 选 项，由 于 NH +
4 会 与 Mg ( OH ) 2 电 离 出 的

OH － 相结 合，促 使 Mg ( OH ) 2 的 正 向 电 离，因 此

c( Mg2 + ) 会增大，故正确; 对于 C 选项，由于溶度

积常数 Ksp仅与温度有关，而与溶液的溶度无关，

因此在不同溶液中 Mg ( OH) 2 的 Ksp 应相等，故错

误; 对于 D 选项，由化学平衡移动原理可知，改变

相关离子的浓度，可能促使溶度积小的沉淀转化

为溶度积较大的沉淀，根据已知可知 Mg( OH) 2和

MgF2的溶度积相差不大，因此向 Mg( OH) 2悬浊液

中加 F － ，可能使 Mg( OH) 2 转化为 MgF2，故错误。
正确答案为 C。

4． 判断沉淀生成的先后顺序

判断沉淀生成的先后顺序是对溶度积常数的

另一重要应用，一般考题给出含有多种离子的溶

液，向溶液中滴加某种溶液，判断沉淀生成的顺

序。求解时同样需要结合难溶电解质溶度积常数

的表达式，分别计算相同条件下的离子浓度，一般

通过比较离子浓度的数量级即可判断沉淀出现的

顺序。
例 4 已 知 Ksp ( AgCl ) = 1． 8 × 10 －10，

Ksp ( AgBr) = 7． 7 × 10 －13，Ksp ( Ag2 CrO4 ) = 2． 0 ×
10 －12。某一溶液中含有 Cl －、Br － 和 CrO2 －

4 ，且离

子浓度均为 0． 01mol /L，现向上述溶液中逐滴滴

加 0． 01mol /L 的 AgNO3 溶液，则三种阴离子沉淀

生成的先后顺序为( ) 。
A． Cl －、Br －、CrO2 －

4 B． CrO2 －
4 、Br

－、Cl －

C． Br －、Cl －、CrO2 －
4 D． Br －、CrO2 －

4 、Cl
－

解析 判断阴离子沉淀生成的先后顺序，实

际上就是根据溶度积公式比较对应的离子溶度，

由 AgCl、AgBr 和 Ag2CrO4 的溶度积可知产生沉淀

时 Ag + 的浓度分别为: c1 ( Ag + ) =
Ksp ( )AgCl
c Cl( )－ = 1． 8

× 10 －8 mol /L，c2 ( Ag + ) =
Ksp ( )AgBr
c Br( )－ = 7． 7 ×

10 － 11mol /L，c3 ( Ag + ) =
Ksp AgCrO( )4

c CrO2 －( )槡 4

= 1． 4 ×

10 －5mol /L，则 c2 ( Ag + ) ＜ c1 ( Ag + ) ＜ c3 ( Ag + ) ，则

对应的沉淀生成顺序为 Br －、Cl －、CrO2 －
4 ，故正确

答案为 C。
( 收稿日期: 2018 － 03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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