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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是初中化学中的重要知识点，对该知识的

理解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到多种题型的解答。基

于学生在 pH 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惑，本文拟从

pH 的引入、与溶液酸碱性关系、三大溶液的 pH、
pH 测定方法等角度展开讨论。

一、pH 的引入

从溶液定性角度看，溶液可分为酸性溶液、碱性

溶液、中性溶液，这三类溶液可通过酸碱指示剂( 石

蕊、酚酞等) 进行区别。当要知道某溶液的酸性或碱

性有多大( 即强弱) ，这就是指溶液的酸碱度( 即酸碱

的强弱程度) ，显然，酸碱指示剂只能望洋兴叹。所

以，科学上就找了一把“尺子”———pH 度量( 表示)

溶液的酸碱度( 具体计算方法将在高中学习)。需要

注意: pH 常用于表示稀溶液的酸碱度，浓溶液一般

不用 pH 表示，将会用其他方法表示。
二、pH 与溶液酸碱性的关系

1． pH 的 范 围 通 常 在 0 ～ 14 之 间 ( 包 括 0、
14) ，它既可为整数，也可为小数。如某 NaOH 溶

液的 pH 为 12，人体中的胃酸的 pH 通常在 0． 9 ～
1． 5 之间; 食用醋的 pH 常在 2． 4 ～ 3． 4 之间。

2． 当 pH = 7 时，溶液呈中性; 当 pH ＜ 7 时，溶

液呈酸性，pH 愈小，溶液的酸性愈强。如 pH = 2
和 pH = 4 的两种硫酸溶液，前者酸性比后者要

强，pH ＞ 7 时，溶液呈碱性，pH 愈大，溶液的碱性

愈强，如 pH = 10 和 pH = 13 的两种 NaOH 溶液，

后者碱性比前者要强。
3． 溶液 pH 是可以调整的。要使溶液的 pH

增大，一般可加水稀释或加入适量的碱溶液。但

是，欲使酸性溶液变为碱性溶液只能加碱溶液，不

能用水稀释的方法，要使溶液的 pH 减小，一般可

加入适量的酸溶液，值得注意的是: 两种不同 pH
溶液混合后，所得溶液的 pH 并不是这两种溶液

的 pH 之和。如向 pH = 4 的溶液中加入 pH = 6 的

溶液，所得溶液的 pH 并不等于 10，它一定小于 6。
三、酸、碱、盐溶液的 pH
1． 酸溶液一定呈酸性，pH 一定小于 7，而 pH

＜ 7 的溶液肯定呈酸性，但它不一定是酸的溶液，

如 NaHSO4的水溶液，pH ＜ 7，呈酸性，它不是酸而

属于酸式盐溶液; 有些正盐的水溶液也可能呈酸

性，pH ＜ 7( 原因将在高中学习) ，如 FeCl3、CuSO4、
( NH4 ) SO4等的水溶液。

2． 碱溶液一定呈碱性，pH 一定大于 7，而 pH
＞ 7 的溶液肯定呈碱性，但它不一定是碱的溶液，

如 Na2 CO3、NaHCO3、Na3 PO4 等水溶液的 pH ＞ 7，

溶液呈碱性，它们并不是碱，而是盐溶液。
3． 盐溶液既有呈酸性的 pH ＜ 7，也有呈碱性

的，pH ＞ 7。当然，盐溶液呈中性的也有，如 K +、
Na + 分 别 与 SO2 －

4 、Cl
－、NO －

3 形 成 的 正 盐 均 呈 中

性，pH = 7。
四、pH 的测定方法

要精确地测定溶液的 pH，是用 pH 计这种仪

器来测定。而平常是用一种特殊试纸———pH 试

纸来测定，其方法很简单: 取一条 pH 试纸放在玻

璃片上，用洁净的玻璃棒蘸上待测液点在试纸的

中部，试纸显示的颜色与标准比色卡上面的颜色

对比，从而确定出溶液的 pH。
五、典例试题解析

例 1 用 pH 试纸测定某酸溶液的 pH 时，如

果先将试纸用蒸馏水润湿，再向试纸上点滴待测

酸溶液，测得结果比实际的 pH 会 。( 填“相

同”“偏高”“偏低”)

解析 用 pH 试纸测溶液的 pH 时，不能先将

试纸用水润湿( 只有用各种试纸检验气体的性质

时，试纸才是先用蒸馏水润湿，然后再去接触气

体，以后将会学到) 。若将试纸润湿，再将待测液

点滴在试纸上，待测液就被稀释了，酸性将有所减

弱，pH 增大，故测得结果要比实际 pH 偏高。
例 2 往 106 g Na2CO3 溶液中加入 36． 5%盐酸

40 g，当 Na2CO3 完全反应后，测得溶液的 pH 小于 7，

然后再加入 16%的 NaOH 溶液 50g 后，溶液的 pH 恰

好等于 7。试求 Na2CO3 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解析 第一次加入盐酸反应后，溶液 pH 小

于 7，说明盐酸有剩余; 第二次加入 NaOH 溶液反

应后，pH 等于 7，说明剩余盐酸与 NaOH 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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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类水解知识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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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类水解”是人教版高中化学选修 4 的重

要内容，其知识规律是高中化学知识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帮助学生理解、强化盐类水解知识对于

学生学习化学基础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定义实质，规律总结

1． 基本定义

溶液中盐电离出的离子与水电离出的 H + 或

者 OH － 进行结合生成弱电解质的反应。
2． 水解实质

盐
电
离
→

弱酸的阴离子与水电离出的 H+ 结合

弱碱的阳离子与水电离出的 OH－{ 结合

→生成弱电解质→破坏水的电离平衡→促进水的

电离，电离程度增大→c ( H + ) ≠c ( OH － ) →溶液

呈现酸性、碱性或者中性。
3． 特点分析

( 1) 可逆，从反应特点来看，盐类水解反属于

可逆反应。
( 2) 吸热，从反应的热效应来看，盐类水解进

行的是酸碱中和反应的逆反应。
( 3) 微弱，从反应的程度来看，盐类水解一般

是微弱进行的，反应程度较为微弱。

4． 水解规律

( 1) 有弱才水解，越弱越水解; 谁强显谁性，

同强显中性，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水解规律

盐的类型 是否进行水解 溶液酸碱性 溶液的 pH
强酸弱碱盐 是 酸性 pH ＜ 7
弱酸强碱盐 是 碱性 pH ＞ 7

( 2) 规律拓展:

①“谁弱谁水解，越弱越水解”，哪种离子弱，

则哪种离子发生水解，并且越弱水解程度越大，例

如 HCN 的酸性弱于 CH3COOH，则在相同条件下，

NaCN 的碱性强于 CH3COONa。
②对于弱酸的酸式盐溶液，溶液的酸碱性由

酸式根离子的电离、水解程度共同决定，溶液酸碱

性由进行程度大的过程决定。
5． 盐类水解中的守恒规律

盐类水解依然会遵循化学的守恒规律，主要

涉及 到 物 料 守 恒、质 子 守 恒 和 电 荷 守 恒，现 以

Na2CO3为例进行分析:

( 1 ) 物 料 守 恒，c ( Na + ) = 2c ( CO2 －
3 ) +

2c( HCO －
3 ) + 2c( H2CO3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

完全反应( 因 NaCl 溶液呈中性) 。
设剩余盐酸中含 HCl 的质量为 x，则

HCl + NaOH NaCl + H2O
36． 5 40
x 50 g × 16%
36． 5∶ 40 = x∶ 50 g ×16%

x =36． 5 ×50 g ×16%
40 =7． 3 g

那 么，与 Na2CO3 反 应 的 HCl 有: 40 g ×
36． 5% － 7． 3 g = 7． 3 g。

又设 7． 3 g HCl 与质量为 y 的 Na2CO3 完全反

应，则

Na2CO3 + 2HCl 2NaCl + H2O + CO2↑
106 73
y 7． 3 g

106∶ 73 = y∶ 7． 3 g

y = 106 × 7． 3 g
73 = 10． 6 g

因此 Na2 CO3 溶 液 中 溶 质 的 质 量 分 数 为:

10． 6 g
106 g × 100% = 10%

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紧扣 pH 这条主线，可以

串联起相当多的化学知识，让学生掌握的相对零

散的知识能够得到整合，形成大的知识组块。这

对于促进学生理解与记忆都是有好处的，对于知

识的应用则更是有促进作用。类似于此的教学思

路在其它知识中也可以有相应的作用，有兴趣者

不妨一试。
( 收稿日期: 2018 － 03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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