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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一化学教材必修( 2 ) 第二章第一节“化

学能与热能”里有一个这样的演示实验: 将约 20 g
Ba( OH) 2·8H2O 晶体研细后与约 10 g NH4Cl 晶

体一起放入烧杯中，并将烧杯放入滴有几滴水的

玻璃片或小木块上，用玻璃棒快速搅拌闻气味，用

手触摸杯壁下部，试着用手拿起烧杯，观察现象。
一、实验存在的问题

1． 实验成功的关键是小烧杯与下面的玻璃片

要粘结在一起，否则会被认为不成功。而在实际

操作的过程中，成功的概率较低。
2． 实验药品 Ba( OH) 2·8H2O 晶体和 NH4Cl

晶体存在结块问题，实验前必须研细，才能进行实

验，实验中无法在烧杯中直接来捣碎这些晶体块。
二、分析原因

1． 20 g Ba( OH) 2·8H2O 与 10 g NH4Cl 晶体

反应吸收的热量足以把几滴室温下的水冷却到冰

点以下。问题存在于冷却的效率上，应设法让反

应物尽可能多地吸收水的热量，而减少从其它物

体上去吸热。与水直接接触的是上面的烧杯与下

面的玻璃片，即吸收烧杯与玻璃片的一些热量是此

实验中不得不做的无用功。为了减少这项损失，可

以采取的措施是减少烧杯和玻璃片的质量或降低烧

杯和玻璃片的初始温度，还可以换用比热容较小的

材料制作的器材，其中切实可行的是减质量。换个

角度，为了使水的热量能又快又多地传递给反应物，

那么水与反应物之间的隔层物质导热性能越好越有

益，越薄也越有益。
2． 从力学的角度来分析，要把它下面的物体吊

起来，需要克服的是该物体的重力。所以所选下面

的物体的质量越小越好。但为了增强演示效果，该

物体的外形不宜太细，故宜选密度小的材料。
3． 导致该实验失败还有一个外部原因。做这个

演示实验的时间一般都在三月底或四月初，此时南

方的气温一般在 20℃以上，有时还接近 30℃。
三、具体改进措施

用塑料杯替代烧杯，用塑料薄膜替代玻璃片。

将薄膜用酒精灯烃微烤一下，做成一个形似蒸发

皿，稍微内凹的形状。实验结束后薄膜就可以存

放到塑料杯里，盖上盖子。这样一方面可以防灰

尘，另一方面也可以减缓塑料的老化。
四、新器材的优点

1． 实验的成功率明显提高了;

2． 结块了的 Ba ( OH ) 2·8H2O 与 NH4Cl 晶

体，可以在塑料杯中用玻璃棒捣碎;

3． 在薄膜上滴加水时，不需担心水流失;

4． 克服了原实验中烧杯底部与下面的玻璃片

接触不好等问题;

5． 不必担心下面的薄膜会打碎;

6． 价格便宜，易得又耐用。
五、操作注意点

1． 在塑料杯中添加药品时，先加 Ba( OH) 2·
8H2O，捣碎后，再加 NH4Cl，因为 Ba( OH) 2·8H2O
晶体结块较多又较大，要捣碎耗时较长。

2． 用玻璃棒搅拌反应物至糊状后停止搅拌。
用玻璃棒按在杯底中央，使杯底与下面的薄膜紧

密接触一段时间后，再提起塑料杯。
3． 由于多媒体设备的普及，现在的讲台都是

金属制作的，它们的导热性能好，塑料薄膜不能直

接铺在它的上面，必须使用绝热性能好的材料来

隔热;

4． 若实验当日气温特别高时，还可以采取一

些降温措施。实验前把一块湿毛巾放冰箱里冷

冻，上课时取出并将它盖在塑料杯与药品上面，做实

验时，就可以拿这块毛巾作为与讲台的隔热层。
六、建议

笔者的这一改进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的收获，

它应归功于对原实验失败原因的分析。由于笔者

的生活环境与见识等限制，加之没做更多的对比

实验，笔者绝不敢说这一选择是最理想的。希望

广大同行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一套更理想的器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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