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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钠跟酸反应时，应考虑些什么?

钠跟盐酸或稀硫酸反应时，应分两种情况来

考虑:

( 1) 若酸过量，则只考虑钠与酸的反应。
( 2) 若钠过量，则过量的钠还要与水反应，不

能认为钠先与水反应生成 NaOH，NaOH 再与酸发

生复分解反应。
由上述可知，不论哪种情况，都是钠先与酸反

应。
例 将 钠、镁、铝 各 1 mol 分 别 投 入 到

1 mol /L 200 mL盐酸中，经充分反应后生成氢气

体积( 标准状况下) 由大到小的顺序是( ) 。
A． 铝 ＞ 镁 ＞ 钠 B． 钠 ＞ 镁 ＞ 铝

C． 镁 ＞ 铝 ＞ 钠 D． 钠 ＞ 铝 = 镁

解析 钠、镁、铝与盐酸反应如下式:

2Na + 2HCl 2NaCl + H2↑
Mg + 2HCl MgCl2 + H2↑
2Al + 6HCl 2AlCl3 + 3H2↑

从上式可知 1 mol 钠置换出 0． 5 mol 氢气，

1 mol镁置换出 1 mol 氢气，1 mol 铝置换出1． 5 mol

氢气，因此在盐酸足量的条件下，物质的量相同的

钠镁铝置换出氢气体积的大小顺序是: 铝 ＞ 镁 ＞
钠。

此题 是 盐 酸 不 足 量，盐 酸 只 有: 1 mol /L ×
0． 2 L = 0． 2 mol，与镁完全反应只能产生 0． 1 mol
氢气，与铝完全反应也只能产生 0． 1 mol 氢气，而

钠还要与水反应生成氢气，这样 1 mol 钠与盐酸

和水完全反应可以生成 0． 5 mol 氢气，而镁、铝与

冷水不反应，所以生成氢气体积由大到小的顺序

是: 钠 ＞ 铝 = 镁，D 为正确选项。
2． 钠与盐溶液反应的机理是什么?

钠与 CuSO4 或 FeCl3 等一些盐溶液反应时，

均为钠先与水反应，生成的碱再与盐反应生成氢

氧化物沉淀，不发生简单的置换反应。如:

2Na + 2H2 O 2NaOH + H2↑
2NaOH + CuSO 4 Na2SO4 + Cu( OH) 2↓
即:

2Na + 2H2O + CuSO 4

Cu( OH) 2↓ + Na2SO4 + H2↑
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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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较为特殊，在其晶格结构中存在着原子对，

原子对内部结合力大，原子对之间的结合力小，熔

融态镓仍以一定的原子对结合体形式存在，所以

镓熔化只需要克服部分原子对间弱的结合力，这

便是金属镓熔点很低的原因所在。但气态镓则以

单原子形式存在，由此可见镓沸腾时不仅要完全

打破原子对间的结合力，还需完全破坏原子对内

部强大的结合力，因此金属镓的沸点很高 ( 2343
K) 。金属镓的熔点与沸点相差特大，镓处于液态

的温度区域特宽，故常用来做液态温度计。
4． 分子晶体

分子晶体的晶格结点上是分子，分子与分子

之间是以微弱的分子间作用力相互结合。这种作

用力远小于离子键和共价键的结合作用，相互作

用能大都在几到几十千焦每摩尔的范围内，比其

他化学键的键能 ( 约为一百到几百千焦每摩尔)

小得多，所以分子晶体一般来说熔点低。例如，低

温下氖晶体熔化时，需要克服氖原子间的部分色

散力。氖气化时需要克服质点间的全部作用力。
因氖的色散力很小，故氖的熔、沸点都很低。但必

须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分子晶体气化时都需要克服

质点间的全部作用力。例如，氟化氢气化时，氟化

氢的蒸气并不是单个氟化氢分子，而是由多个氟

化氢分子组成的缔合分子( HF) n。据测定此缔合

分子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约为 70，这相对于每个

缔合分子由 3． 5 个氟化氢分子组成。由此可见，

氟化氢沸腾并不需要破坏所有的分子间氢键和范

德华力，而只需破坏其中的一部分即可气化 ( 氟

化氢的熔点为 189． 61 K、沸点为 292． 67 K) 。
( 收稿日期: 2015 － 02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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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三价铁离子溶液中亚铁离子的检验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高级中学 310023 夏立先

一、对比法

1． 检验原理

将含有三价铁离子和亚铁离子的混合液分成

两等份，向其中一份加入 1 滴( 或 2 滴) 稀双氧水

( 或稀氯水) ，充分振荡; 向另一份中加入 1 滴( 或

2 滴) 水，充分振荡，然后各加 1 滴硫氰化钾溶

液，充分振荡。比较两者溶液颜色的深浅。若二

者颜色相同，说明不含亚铁离子; 若二者颜色不

同，说明含亚铁离子。
2． 示例

实验 1 各取 1 mL 0． 1 mol·L －1 FeCl3 溶液

和 1 mL 0． 1 mol·L －1 FeCl2 溶液于小烧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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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Na + 2FeCl3 + 6H2 O
2Fe( OH) 3↓ + 6NaCl + 3H2↑

3． 过氧化钠( Na2O2 ) 是氧化物吗?

Na2O2 是过氧化物，从组成元素来看 Na2O2

是氧化物，从化学式看它又是由金属阳离子和酸

根阴离子( O2 －
2 是过氧化氢的酸根) 组成，故它又

是盐，即 Na2O2 既是过氧化物又是盐，但它不是碱

性氧化物，因为它与酸直接反应的生成物是盐和

H2O2 而不是盐和 H2O。
4． 过氧化钠与氧化钠的稳定性如何?

高中教材里说“过氧化钠比较稳定，所以钠

在空气里燃烧生成的是过氧化钠”; 这样的叙述

势必给师生造成错觉，认为 Na2O2 比 Na2O 稳定，

那么什么是稳定呢? 从根本上来说，稳定就是物

质的分子难以被破坏。破坏分子的方法很多，教

材中应该指出二者的稳定和不稳定是相对谁而

言: 这 里 我 们 只 能 说，Na2O2 的 热 稳 定 性 大 于

Na2O; 如 果 遇 到 强 的 还 原 剂 进 攻 时，Na2O 比

Na2O2 稳定，如:

Na2O2 + 2Na 2Na2O
所以教材上对 Na2O2 和 Na2O 含糊地使用稳

定一词，笔者认为有点欠妥。
5． 过氧化钠与水反应应注意的两个问题是什

么?

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 1) Na2O2 与 H2O 反应之后向试管里滴加品

红溶液，品红褪色的原因。
原因是:

①Na2O2 + 2H2 O 2NaOH + H2O2

( 水解反应)

②H2O 2 2H2O + O2↑( 分解反应)

H2O2 发 生 分 解 时，溶 液 中 仍 还 留 有 一 定 量 的

H2O2，它在碱性介质中是一种强氧化剂，能使品

红褪色，故过氧化钠被广泛地用作氧气发生剂和

漂白剂。
( 2) 配平时应把还原产物中的水补充进来，

即:

2Na2 O
－1

2 +4H2 O 4NaOH+2H2O
－2

 ↑
+ 2e

+O
0

 ↓
－ 2e

2↑

6． 有关碳酸钠与碳酸氢钠的几个问题

( 1) 鉴别方法

此两种固体的鉴别可用加热法; 溶液的鉴别

可用稀镁盐溶液。
( 2) 两者的转变

Na2CO3 转 变 为 NaHCO3 可 在 溶 液 中 通 入

CO2 ; NaHCO3 转变为 Na2CO3 固体可通过加热完

成，溶液中转变可加适量 NaOH 溶液。
( 3) 有关计算

①有关 Na2CO3 与 NaHCO3 固体混合物的计

算。一般解法是，若加热则只有 NaHCO3 分解，可

直接计算; 若加酸则列二元一次方程组求解。
②有 关 NaHCO3 与 NaOH 固 体 混 合 物 的 计

算。计算时应注意加热后既要考虑 NaHCO3 分

解，还要考虑 NaHCO3 分解产生的 CO2 能与 NaOH
继续反应。

( 收稿日期: 2015 － 02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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