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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原电池还是电解池

下面是一道选自中学某流行资料上的习题:

如图 1，两电极上发生的电极反应为:

a 极: Cu2 + + 2e － Cu
b 极: Fe － 2e － Fe2 +

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
A． 该装置可能是电解池

B． a 极上一定发生还原反应

C． a、b 可能是同种电极材料

D． 该过程中能量的转换一定是化学能转化

为电能

图 1 图 2 图 3

资料编者给出的答案是 D 选项，笔者则认为

答案是 A 选项。题中的 B 和 C 两个选项的说法

显然正确，毋需讨论，A 和 D 两个选项的正误是

如何判断的呢?

A 与 D 的正误问题，实质是图 1 装置是电解

池还是原电池的问题。如果图 1 一定是原电池，

则 A 说法错误而 D 说法正确，答案应为 A。
图 1 装置可以是原电池，这一点毋庸置疑，比

如按图 2 所示加入试剂并连接好，就是符合题意

的原电池。那么图 1 可不可以是电解池呢? 将图

1 具体连接成图 3 的装置，它是电解池吗? 图 3
接入了一个外电源，且两个电极反应也符合电解

反应的一般规律，不少人( 包括上述资料编者) 认

为图 3 是电解池，其实不然，图 3 不是电解池，而

是一个与外接电源串连( 短接) 在一起的原电池。
查阅各类教材对原电池与电解池两个概念的

定义，尽管文字表述略有差异，但都是从能量转化

角度来描述的，即原电池是“将化学能直接转变

成电能的装置”，电解池是“将电能转变为化学能

的装置”。无论是图 2 还是图 3 装置，发生的反应

都为 Fe + Cu 2 + Fe2 + + Cu ( ΔH ＜ 0 ) 。作为一

个 ΔH ＜ 0 的反应，是将化学能转化为其他形式的

能量( 如电能、热能等) ，故发生该反应的电化学

装置只可能是原电池。图 3 装置其实是以铁铜为

两极的原电池与外电源用导线直接串联在一起，

其中原电池的 a 极 ( 铜) 为正极，b 极 ( 铁 ) 为负

极，两个电池短接后电路中电流增大，原电池损耗

加快，产生热量使温度升高，严重时可导致电路烧

毁与爆炸，图 3 烧杯内部分( 对应图 1 部分) 的能

量转化形式是化学能→电能→热能。
总的来说，题中的图 1 装置一定是原电池，对

应的能量转换形式是化学能转化为电能，A 选项

是错误的说法，D 选项是正确的说法。
二、为什么称为“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法”
以苏教版教科书《化学反应原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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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标准电极电势( φ ) 加以准确判断。标

准电极电势是指电极处于标准状态时的电极电

势。φ值越小，表示该种金属在水溶液中越易

失去电子变成水合阳离子，其金属活动性越强，

φ 值 越 大 的， 其 金 属 活 动 性 越 弱。由 于

φ ( Cu2 + /Cu) = 0． 3402 V ＞ φ ( Zn2 + /Zn ) =
－ 0． 7628 V，因此 Cu 的活动性弱于 Zn。

金属活动性顺序表正是按各金属单质与其在

水溶液中形成的简单低价态离子所构成的电对的

标准电极电势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的。
由此可见，元素的金属性按照元素的第一电

离能强弱进行排列的，其顺序为 K、Na、Al、Ca、Cr、
Sn、Pb、Mn、Ni、Mg、Ag 、Cu、Fe、Pt、Au、Hg、H ，这

是由元素原子的内部结构决定，与其他因素无关。
与金属活动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此类情

况，除锌与铜外，还有锡与铅、钠与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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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法”的描述是: 将被保护金

属与比其更活泼的金属连接在一起，更活泼的金

属作阳极( 负极) 不断被腐蚀，可定期更换，而作

为阴极( 正极) 的金属就能不被腐蚀而得到保护。
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法防护金属的原理并不

难理解，可把原电池的负极称为阳极、正极称为阴

极，是一个让不少人困惑的问题。笔者就发现商

务印书馆 2005 年 6 月第 5 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把正极释义为阳极、负极释义为阴极，一本发行量

极大的常用工具书都出现这样的错误( 至少是不

严密) ，可见人们对电极名称认识模糊的现象相

当普遍。
阳极和阴极是电化学中的术语，阳极表示失

去电子发生氧化反应的电极，阴极表示得到电子

发生还原反应的电极。在电解池中，与电源正极

相连的一极，失去电子发生氧化反应，是阳极; 与

电源负极相连的一极，得到电子发生还原反应，是

阴极。在原电池中，负极失去电子发生氧化反应，

是阳极; 正极得到电子发生还原反应，是阴极，

“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法”这一名称由此得来。
在此也介绍一下正极与负极两个名称，正极

与负极是电学和化学领域中的术语，正极表示电

势高的电极，负极表示电势低的电极。在原电池

中，电流流出 ( 即电子流入) 的一极电势高，是正

极; 电流流入( 电子流出) 的一极电势低，是负极。
在电解池中，阳极与电源正极以导线相连，其电势

较高，是正极; 阴极与电源负极以导线相连，电势

较低，是负极。不过，实际较少以正极和负极来称

呼电解池的阳极和阴极。
三、盐桥有什么作用

苏教版必修教材《化学 2》上的单液型原电池

( 如图 4) 已经能够阐明原电池原理，选修教材《化

学反应原理》介绍的双液型原电池( 如图 5 ) 却使

用了盐桥，引入盐桥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教材中只是说明“盐桥中通常装有含 KCl 饱

和溶液的琼脂，离子在盐桥中能移动”，“两个隔

离的半电池通过盐桥连接起来”。在图 5 原电池

中，因盐桥的存在得以形成闭合回路固然不假，可

不使用盐桥的图 4 不也形成了闭合回路吗? 可见

连通电路只是盐桥必须具有的一个基本功能，而

不是在电池中引入盐桥的目的。

图 4 图 5

在原电池中使用盐桥的主要目的是降低 ( 不

能完全消除) 液接电势，使电池具有较恒定的电

动势，能提供持续稳定的电流。所谓液接电势，是

指在不同电解质溶液的界面上或同一电解质不同

浓度溶液界面上所产生的电势差，其产生的原因

是阴、阳离子扩散 ( 迁移) 运动速率不同，在界面

上形成了双电层之故。随着电池反应的进行，液

接电势可以大到与电池两极间的电势差相等，但

正负极相反，使原电池的电动势变为零。限于液

接电势的内容比较深奥，中学生只需了解使电流

持久稳定是盐桥的首要优点就足够了。
盐桥的使用还能提高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效

率。在图 4 的原电池中，不仅正极 Cu 片上产生气

泡，负极 Zn 片因与稀硫酸直接接触实际也产生气

泡，这说明 Zn 与稀 H2SO4 的反应不是全部以原

电池形式发生的，该装置中化学能只有一部分转

变为电能。在图 5 的原电池中，Zn 与 CuSO4 溶液

不直接接触，Zn 片上不会析出铜，二者的反应完

全以原电池反应形式发生，理论上化学能全部转

变为电能，其能量转换效率明显高于图 4。
此外，盐桥原理在实用性化学电池中还体现

了另一种作用。实用的化学电池在外电路断开

时，内部的化学反应必须停止，否则电池会无谓耗

尽。图 4 装置中，即使切断外电路的导线，Zn 与

稀 H2SO4 因直接接触，会以化学腐蚀的形式继续

反应，而图 5 装置则会在断开外电路导线时停止

反应，可见盐桥的应用使原电池作为实用电池成

为可能。当然，实用的化学电池并不使用普通形

式的盐桥，而是采用在盐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

类交换膜，这些交换膜可以起到与盐桥一样的作

用，并且效果更好，比如锌锰干电池是用浸透电解

质的导电纸作隔膜的。
( 收稿日期: 2013 － 12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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