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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于提纯气体

例 1 除去混入 CO2 中的 HCl 和 SO2 气体

时，可用 NaHCO3 的饱和溶液。其原理是

NaHCO3 + HCl NaCl + CO2↑ + H2O
2NaHCO3 + SO 2 Na2SO3 + 2CO2↑ + H2O
这是因为溶液不饱和时，CO2 将和 H2O 反应

生成 HCO －
3 ，使溶液中的 HCO －

3 至饱和为止，造成

CO2 损耗。利用这一原理，在提纯气体的实验设

计中，可用饱和 NaHSO3 溶液除去 SO2 中混入的

HCl 气体，用饱和的 NaHS 溶液除去 H2S 中混入

的 HCl 气体等。
NaHSO3 + HCl NaCl + SO2↑ + H2O

NaHS + HCl H2S↑ + NaCl
二、用于收集气态物质

例 2 实验室制氯气时，可用排饱和食盐水

法收集氯气。
这是因为用排空气法收集到的氯气不纯，且

氯气易溶于水，又不能用排水法。故可用排饱和

食盐水法收集。在饱和食盐水中氯离子可使

Cl2 + H2 幑幐O H + + Cl － + HClO
的平衡向左移动，从而降低了氯气在水中的溶解

度，可收集到较纯的氯气。
例 3 实验室用乙酸、乙醇为原料，用浓硫酸

作催化剂，加热制取乙酸乙酯。产生的蒸气除乙

酸乙酯外，尚含少量乙酸和乙醇，乙酸乙酯可与乙

酸、乙醇以任意比混溶。为了将乙酸乙酯从混合

液中分离出来，可将混合物蒸气通入饱和碳酸钠

溶液。
这是因为饱和碳酸钠溶液既能中和馏出物混

有的乙酸，又能溶解除去乙醇，减小乙酸乙酯在水

中的溶解度，从而有利于乙酸乙酯分层析出。
三、用于结晶法提纯分离物质

例 4 分离易溶盐氯化钠和硝酸钾的混合

物，可将 NaCl 和 KNO3 的混合物配成高温下的饱

和溶液。
这是利用 NaCl 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很小，而 KNO3 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迅速增大

的特点。进行冷却结晶，将 NaCl 和 KNO3 完全分

离，从而得到纯净的 KNO3 晶体。
四、用于晶体的制备

例 5 制 备 NaHCO3 晶 体 时，可 在 热 的

Na2CO3 溶液中通入足量的 CO2，生成 NaHCO3。
这是因为 NaHCO3 的溶解度小于 Na2CO3，易

形成过饱和溶液，降低温度时，NaHCO3 便结晶析

出、进而制备出晶体。
五、用于胶体的盐析过程

例 6 油脂皂化反应完成后，生成的高级脂

肪酸钠，甘油和水形成混合液，高级脂肪酸钠在水

里形成胶体溶液，为了使肥皂和甘油充分分离，可

以用饱和食盐水将肥皂盐析出来。
这是因为 NaCl 是强电解质，使胶体溶液被破

坏，同离子效应和盐析作用降低了脂肪酸钠在水

中的溶解度，高级脂肪酸钠从混合液中析出。
六、用于促进蛋白质的凝聚

例 7 在盛有鸡蛋白溶液的试管里，慢慢地

加入饱和( NH4 ) 2SO4 或 Na2SO4 溶液，可观察到白

色絮状物从溶液中析出。
这是由于饱和无机盐溶液中盐离子的水化作

用破坏了蛋白质的水化膜，以致没有足够的水来

溶解蛋白质，再加上盐的正负离子抑制了蛋白质的

表面电荷，因而使蛋白质颗粒易碰撞粘结下沉，使蛋

白质分子聚在一起形成白色絮状物从溶液中析出。
七、用于加快或减慢化学反应速率

例 8 实验室制乙炔时，因电石与水反应较

剧烈，往往有 Ca( OH) 2 等泡沫溢出，影响实验的

顺利进行，为了得到平稳的乙炔气流，防止泡沫溢

出，采用在碳化钙上加乙醇，然后再与饱和食盐水

作用，这样可减小水与碳化钙的接触，用饱和食盐

水代替水，实质上 NaCl 起到了稀释水的作用，减

慢此反应速率，得到平衡的乙炔气流。
八、用于电解反应

例 9 工业上电解饱和食盐水制 Cl2，其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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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札记 谈熔点和沸点的变化规律
江苏省泗洪中学 223900 王贵武

一、分子晶体熔、沸点的变化规律

分子晶体是依靠分子间作用力即范德华力维

系的，分子间作用力与化学键相比弱得多，使得分

子容易克服这种力的约束，因此，分子晶体的熔、
沸点较低。

1． 分子构型相同的物质，相对分子质量越大，

熔、沸点越高。
分子间作用力有三个来源，即取向力、诱导力

和色散力。卤素单质由非极性分子构成，只存在

色散力，随相对分子质量增大，分子内电子数增

多，由电子和原子核的不断运动所产生的瞬时偶

极的极性也就增强，因而色散力增大，导致熔、沸
点升高。

同理，稀有气体的熔、沸点变化也符合这一规

律，相对原子质量越大，熔、沸点越高。
2． 分子构型相同的物质，能形成氢键时，熔、

沸点升高。
在常温下，绝大多数非金属元素的氢化物都

是气态的( 只有 H2O 例外) ，气态氢化物的熔、沸
点理应遵循第 1 条规律，随着相对分子质量的增

大而升高，但是 由 于 NH3、H2O、HF 可 以 形 成 氢

键，使简单分子缔合成较大的分子，在发生相变

时，不仅要克服原有的分子间作用力，而且要吸收

更多的能 量，使 缔 合 分 子 解 聚，因 而 造 成 NH3、
H2O、HF 的熔、沸点反常，特别是水分子中有 2 个

H—O 键和 2 对孤对电子，一个水分子可以同时

形成 2 个氢键，所以水的熔、沸点最高，在常温下

呈液态。

含有 － OH 或 － NH3 的 化 合 物，如 含 氧 酸、
醇、酚、胺等，因分子间能形成氢键，它们的熔、沸
点往往比相对分子质量相近的其他物质高。以

CHCl3 为例，氯仿是强极性分子，但不形成氢键，

相对分子质量为 119． 5，熔点为 － 63． 5℃，沸点为

61． 2℃，而相对分子质量仅有 60，但含 － OH 的乙

酸熔点为 166℃，沸点为 117． 9℃。磷酸、硼酸相

对分子质量都不超过 100，但由于氢键的形成，使

它们在常温下都呈固态。
3． 相对分子质量相近时，分子的极性越强，

熔、沸点越高。
表 1 列出第 3 周期气态氢化物的熔、沸点。

表 1

SiH4 PH3 H2S HCl

熔点 /℃ － 185 － 133 － 83 － 114

沸点 /℃ － 112 － 85 － 62 － 84

表 1 中所列氢化物的相对分子质量相近，且

都是等电子体，但它们的熔、沸点却有较大差别。
甲硅烷是非极性分子，熔、沸点最低，从左到右，随

分子极性的增强，熔、沸点逐渐升高。但极性最强

的 HCl 却反常地低于 H2S，这是由于氯原子半径

小于硫原子半径，HCl 分子小于 H2S 分子，使色散

力变小，故熔、沸点较 H2S 低。
4． 同分异构体的熔、沸点变化。
在中学教材中，为了突出同分异构体是不同

的物质，在其结构式下面 均 列 出 了 它 们 的 沸 点

(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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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上反应可以是:

2Cl － － 2e － Cl2↑ ①
4OH － － 4e － 2H2O + O2↑ ②

究竟哪个反应优先发生，除了与 Cl － 和 OH － 失去

电子的难易程度有关外，也与二者的浓度有关。
实际上使用的是饱和食盐水。

由于 Cl － 的浓度远远大于 OH － 的浓度，因此

反应①优先进行，在阳极产生 Cl2，若食盐水浓度

较小，或 OH － 在阳极附近的浓度增大某一程度

时，反应②也可进行，即同 时 放 出 Cl2 和 O2，所

以，为了使电解反应能够顺利进行，工业上采用不

断补 充 饱 和 食 盐 水 和 及 时 排 出 NaOH 溶 液 的

措施。
( 收稿日期: 2015 － 01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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