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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氢氧化亚铁制备实验新设计
四川省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　　６１７０００　　谭文生

　　１．实验用品　
Ｙ形管、多用滴管、酒精灯、药匙、硫酸亚铁晶

体、铁丝、蒸馏水、氢氧化钠溶液、煤油。

２．实验装置（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３．准备工作

取 一 支 Ｙ 形 管，

先 在 其 左 支 管 内 加 入

０．３ｇ硫 酸 亚 铁 晶 体、

一团铁丝（防 止 硫 酸 亚

铁 氧 化 生 成 硫 酸 铁）、

５ｍＬ蒸 馏 水，振 荡 Ｙ
形管让固体 溶 解；再 在

Ｙ形管中的 右 支 管 内 加 入５ｍＬ氢 氧 化 钠 溶 液，

用酒精灯加热Ｙ形管右支管 的 底 部，赶 跑 溶 液 中

的氧气；最后再在Ｙ形管内加 入 适 量 的 煤 油 至 上

支管的三分之一处（注：加入煤油是因为煤油的密

度比水小，浮于水面使溶液和空气隔绝开来，这样

又使得以下反应生 成 氢 氧 化 亚 铁，避 免 了 被 空 气

中的氧气氧化）。

４．演示操作　
将一支多用 滴 管 挤 尽 里 面 的 空 气 后 从 Ｙ形

管上端口插入煤油层，先吸入少量的煤油（此煤油

用来隔绝吸入滴管中溶液与滴管内残留的氧气），

再继续伸到左侧的硫酸亚铁溶液层吸入一定量的

硫酸亚铁溶液，然后 把 多 用 滴 管 从 硫 酸 亚 铁 溶 液

中抽出，在滴管口不 脱 离 煤 油 层 的 情 况 下 移 到 右

支管的氢氧化钠溶 液 层 上 方，把 多 用 滴 管 内 的 硫

酸亚铁溶液滴入到氢氧化钠溶液中。

５．实验结果

制得白色的氢 氧 化 亚 铁 絮 状 沉 淀，沉 淀 能 保

持白色絮状这种状 态 可 达 一 个 星 期，效 果 十 分 明

显。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０６）

电解水的实验改进

重庆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４０１３３１　　郭志祥　胡桂林　杨秋　张彤伟　许应华

　　一、化学教科书中电解水实验

图１

人教 版 高 中 化 学 教 科 书

必修Ⅰ第一章第二节《化学计

量在化学实验中的应用》中探

究气体体积与物质的量、物质

的质量 之 间 的 关 系 设 计 了 电

解水的实验（如图１所示），根

据实验 结 果 可 以 推 出 同 温 同

压下气体的体积比等于物质的量之比的结论。虽然

原实验装置简单，但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１．试管固定在水槽中不方便。

２．本实验所用 电 解 液 一 般 为 氢 氧 化 钠 溶 液，
收集气体的试管放 入 或 拿 出 时，手 容 易 接 触 氢 氧

化钠溶液而受腐蚀。

３．用试管不能准确读出产生气体的体积。

二、改进的实验

１．实验装置（如图２所示）

图２

２．实验步骤

（１）按图２所示安装好装置，检验装置的气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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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与碳酸氢钠溶液反应的探究
上海五爱高级中学　　２０００２３　　李　嘉

　　１．研究背景

镁作为活泼金属能和酸性溶液反应产生氢气

已经为人所熟知，但在日常实验中发现，镁还能和

碱性 酸 式 盐 ＮａＨＣＯ３、Ｎａ２ＨＰＯ４ 反 应 产 生 氢 气。

特别是ＮａＨＣＯ３ 溶液和镁的反应 现 象 值 得 探 究，

在常温下 ＮａＨＣＯ３ 溶 液 能 和 除 去 氧 化 膜 的 镁 带

反应并产生气体和白色沉淀但是如果将除去氧化

膜的镁带和 ＮａＨＣＯ３ 溶 液 置 于７０℃～８０℃的 水

浴中除了产生大量 的 气 体 却 并 不 生 成 白 色 沉 淀，

而是重新在银白色的镁带表面形成了一层致密黑

色表面膜，阻隔镁带和ＮａＨＣＯ３ 继续反应。

２．探究的过程

在现有的条件 之 下，我 们 设 计 了 以 下 几 组 实

验进行探究

实验１　对反应产生气体的探究

分别 将 常 温 下 和７０℃～８０℃的 水 浴 中 足 量

的除去氧化 膜 的 镁 带 和 饱 和 ＮａＨＣＯ３ 溶 液 反 应

产生的气体依次通 入 肥 皂 水 和 饱 和 石 灰 水 中，并

用点燃的火柴靠近 肥 皂 水 产 生 的 气 泡，都 可 以 听

到尖锐的爆鸣声，在等 待１０ｍｉｎ～１５ｍｉｎ后 均 发

现澄清石灰水出现浑浊。

实验结论　产生爆鸣声和石灰水出现沉淀说

明在 常 温 下 和 ７０℃ ～８０℃ 的 水 浴 中 镁 带 和

ＮａＨＣＯ３溶 液 反 应 产 生 的 气 体 是 大 量 Ｈ２ 和 少 量

的ＣＯ２。笔者配制和饱和ＮａＨＣＯ３ 溶液ｐＨ相同

的ＮａＯＨ溶液和饱和Ｎａ２ＣＯ３ 溶液，加入除去了

氧化膜的镁带也有 气 体 生 产，但 其 产 生 气 体 的 速

度远慢于 饱 和 ＮａＨＣＯ３ 溶 液，可 见 ＯＨ－ 的 浓 度

和ＣＯ２－３ 并不 是 影 响 产 生 气 体 速 度 的 主 要 因 素，

可能因为 ＨＣＯ－３ 是 良 好 的 质 子 给 予 体 才 加 快 了

镁与水的反应产生了大量的氢气。

实验２　对沉淀产物的探究

将常温下 足 量 镁 和 饱 和 ＮａＨＣＯ３ 溶 液 反 应

所产生白色沉淀减压抽滤并用蒸馏水反复洗涤多

次后，低温烘干。将干燥后的固体置于试管中，滴
加稀硫酸，沉淀逐 渐 消 失，并 产 生 大 量 的 气 体，将

气体通入饱和石灰水中产生白色沉淀。另取少量

干燥后的固体放入 试 管 中 加 热，试 管 口 有 水 珠 出

现，试管底部出现灰白色的固体。

实验结论　反应后可以看到试管底部和试管

壁上都有不少白色沉淀。从产物分析来看白色沉

淀应该 含 有 Ｍｇ２＋、ＯＨ－、ＣＯ２－３ ，由 此 可 知 白 色 沉

淀只 可 能 为 三 种 Ｍｇ（ＯＨ）２、ＭｇＣＯ３·３Ｈ２Ｏ、

３ＭｇＣＯ３·Ｍｇ（ＯＨ）２·３Ｈ２Ｏ。用ｐＨ计 可 以 测 得

反应前后的ｐＨ分 别 为８．３、１０．３，分 别 取 反 应 中

和反应结束后的上层清夜滴加２ｍｏｌ／Ｌ　ＮａＯＨ溶

液并无 沉 淀 出 现，因 此 沉 淀 中 并 无 Ｍｇ（ＯＨ）２。

对于沉淀究竟是 ＭｇＣＯ３·３Ｈ２Ｏ还是３ＭｇＣＯ３·

Ｍｇ（ＯＨ）２·３Ｈ２Ｏ，笔者 决 定 采 用ＥＤＴＡ配 位 滴

定的方法来确定沉淀物的组成。

实验３　对沉淀产物的组成的测定

将沉淀产物用蒸馏水多次洗涤烘干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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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

　（２）在带支管的Ｕ型管中装入一定浓度的 电

解质溶液（电解质溶液略低于支管口）。
（３）取下注射 器，打 开 电 源，待 电 解 一 段 时 间

后（原因：①使电解 产 生 的 氢 气、氧 气 在 溶 液 中 达

到饱和；②排除Ｕ型管内空气），关闭电源。
（４）连接注射器，打开电源，调节一定的电压，

在电极两端产生氢气、氧气。
（５）气体的检 验，氢 气：将 收 集 到 氢 气 的 注 射

器带上针头，移向 酒 精 灯 火 焰 旁，快 速 推 动 活 塞，

针头上有 淡 蓝 色 火 焰 喷 出（图３）。氧 气：将 收 集

到氧气的注射器带上针头，移向燃烧的火柴旁，快
速推动活塞，火柴燃烧火焰增大（图４）。

图３　　　　　　　　　图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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