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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时的实验教学中，经常遇到学生对反应

条件不清楚、混淆、乱写一起的情形，虽然经过多

次纠正练习与强调有所改进，但总有很多学生继

续犯同样的错误。最典型的是把加热、点燃、高温

等混淆。本文拟就此类与温度有关的若干问题加

以归纳，以供参考。
一、几种常见升高温度的概念

1． 点燃

点燃，顾名思义，即使某物质燃烧。从化学角

度即通过升温使可燃物达到其着火点，从而使其

燃烧起来。由于不同的物质其着火点不同，因此，

温度也不同。在书写化学方程式时，只写点燃的

条件即可。如:

4Na + 2O2 
点燃

2Na2O2

此时的条件为点燃，可以写成加热。因为实际实

验时，是用酒精灯加热盛放在石棉网上的金属钠

来实验的。如:

H2 + Cl2
点燃

2HCl
则不能把点燃写成加热。

2． 加热

加热，即使物体的温度升高。很多化学反应

需要加热，如:

Cu + H2
加热

Cu + H2O
再如:

4HCl( 浓) + MnO2 
加热

MnCl2 + Cl2↑ + 2H2O
此类反应条件只能写加热，不可以写成点燃。化

学上为了方便，通常也可以写成“△”。从加热仪

器的角度分析，一般使用酒精灯加热。
3． 高温

化学实验中的高温是指较高的温度。在不同

的情形下所指的温度并不相同。从实验所用仪器

角度分析，一般是指用酒精喷灯加热的实验列为

高温。当然，也有个别的是采用酒精灯加热。一

般情况下化学实验室的加热是用酒精灯，酒精灯

外焰的温度可以达到 600℃，即 873K 称之为加

热。而 高 温 是 用 酒 精 喷 灯，可 达 到 1000℃ ～
1200℃，称之为高温。如硫酸的工业制法中，原料

FeS2的处理方程式，采用的是高温的条件:

4FeS2 + 11O2 
高温

2Fe2O3 + 8SO2

4． 热浴加热

中学化学中有很多实验要求温度有个具体的

范围，但不能过高或过低，还要求持续加热或恒

温，此时往往采用热浴法。所谓热浴，是将被加热

的物质置于试管或烧杯等容器中，然后置于热浴

物质内，用加热仪器对热浴物质先加热升温直到

温度缓慢升高到一定范围，再让其保持基本恒温，

从而达到持续对容器热传递热能，使容器质均匀

受热的方法。在实验室常用的热浴方法有水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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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时，打开气囊前的活塞，挤压气囊，二氧化

硫气体进入广口瓶，可以看到上方的气球涨大; 关

闭活塞，推动注射器，水从乳胶头的针孔处喷洒而

出，溶解了广口瓶中的二氧化硫气体，整个过程类

似酸雨的形成; 片刻之后，可见气球逐渐变小、红
色的鲜花颜色变浅、蓝色的纸花变红，紫红色的叶

子颜色褪去。
四、实验改进方案的优点

改进后的三个实验方案具有实验装置简单、

操作简单、现象明显、药品量少、减少污染等优点，

既适合课堂演示实验也可用于学生分组实验。此

外，利用 U 型管和小药瓶还可以设计 Cl2、H2 S 等

有毒气体的系列性质实验。通过二氧化硫的性质

实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

力和创新能力，让微型实验和绿色实验走进课堂，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绿色化学理念。
( 收稿日期: 2017 － 0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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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浴、沙浴等。究其原理，不外乎是根据水、油、沙
的沸点或熔点范围来持续给某反应供热的一种方

法。
中学化学中需要水浴的实验有: 银镜反应、蔗

糖、纤维素、淀粉水解、苯的硝化、苯的磺化、溶解

度的测定、酯类的水解等。水浴最高到达 100℃，

优点主要是控温匀热。书写此类方程式时，尽量

标明温度范围如

帨帨
師師
師師

:

+ HNO3 ( 浓)
浓 H2SO4

→

帨帨
師師
師師

50℃ ～ 60℃

NO 2 + H2O

油浴常用的介质有普通豆油、棉花籽油等。
油浴最高温度都比水浴高，一般在 100℃ ～ 250℃
之间。油浴操作方法与水浴相同，不过进行油浴

特别要操作谨慎，防止油溢出或油浴升温过高超

过其着火点，引起火灾。
油浴加热和水浴加热都是热浴方法，两者操

作是一样的，不同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概念不同。油浴加热是使用热油作为

热浴物质的热浴方法。水浴加热则是用水作为热

浴物质的热浴方法。
第二，热浴最高温度不同。油浴加热最高温

度一般在 100℃ ～ 300℃之间，水浴加热最高温度

为常压下 100℃。
第三，由于油浴加热最高温度比水浴加热要

高，所以在操作过程中，油浴加热时要比水浴较热

要慎重些，以免热油外溅或者温度过高，引起危险

后果。
沙 浴 的 温 度 更 高 一 些，大 约 为 400℃ ～

600℃。中学化学用到的不多。
5． 光照

光照加热有太阳光，还有镁光等等。如:

4HNO3 
光照

4HNO2↑ + O2↑ + 2H2O
6． 电解与通电

通电是物理过程，电子在导线中因电压差而

产生运动。电解是化学过程，是电子在电解池的

阳极和阴极上分别发生得失电子的电化学反应。
二者区别是: 通电是电解的条件; 而电解是指电解

反应，是一个过程，按照定义是指将电流通过电解

质溶液或熔融态物质，在阴极和阳极上引起氧化

还原反应的过程。简单说，反应条件严格来说应

该写通电，因为电解不是条件。从教材给出的标

准写法来看，往往是通电。
7． 充电与放电

对于二次电池的电池反应，往往这样给出方

程式:

Pb + PbO2 + 2H2SO4
放电
幑幐
充电

2PbSO4 + 2H2O

这种写法只是给出简单的含义，准确地说这

类写法是错误的。首先，其链接符号采用了可逆

号。从化学上讲，可逆号是描述可逆反应的。而

可逆反应最基本的是反应条件相同。显然，充电

的条件是: 通电。放电时是不需要条件的，仅仅形

成闭合回路即可。其次，充电、放电不能算条件，

只能是过程。所以，此类反应应该这样写: 放电时

的化学方程式为:

Pb + PbO2 + 2H2SO 幑幐4 2PbSO4 + 2H2O
充电时的化学方程式为:

2PbSO4 + 2H2O幑幐
通电

Pb + PbO2 + 2H2SO4

二、几种常见降低温度的概念与情形

1． 降温结晶

分离提纯物质时，会常常用到结晶法。结晶

是使固体溶质从溶液中析出的过程，可以用来分

离和提纯一种或多种可溶性固体的混合物。降温

结晶又称为冷却热饱和溶液法，是溶解度受温度

影响较大的固体物质提纯的一种方法。此处的降

温采用的是自然降温。时机是当出现多量固体

时，撤去酒精灯，利用余热将水分蒸发，此时也是

降温的过程。
2． 冰浴

与热水浴相反，采取 0℃ 的冰、水混合物，使

体系温度降低的方法。常常是对于升温易挥发、
易分解的物质的制备、收集等实验时用到的一种

降温方法。有时候，采用冰块降温。
3． 自来水的降温

在蒸馏装置、有机物的制备实验时常常用到

自来水的降温。比如: 冷凝管，包括蛇形冷凝管、
直形冷凝管、球形冷凝管等，都是根据对流原理利

用自来水冷凝降温的实际例子。
( 收稿日期: 2017 － 07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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