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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区别浓硫酸和稀硫酸的方法

朱华英，刘怀乐

(重庆巴蜀中学，重庆400013)

摘要：针对人教版高一化学必修一练习题“区别相同体积的浓硫酸和稀硫酸”，列举分析了近30种较为简易、实用、安全的鉴

别方法。并对教学参考书上提供的个别方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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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2支试管中盛有相同体积的浓硫酸和稀硫酸，试

设计简单的方法区别它们。看看谁设计的方法最多，

谁设计的方法最简单，谁设计的方法最有创意。

按此要求，跟现行教材配套发行的《教师教学用

书》第78~79页，一共提供了10种方法供教师教学时

参考。本文拟对浓硫酸和稀硫酸的区别方法做些补

注。

1 教师对所区别的硫酸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下表列出了浓H：S0。和几种常用稀H：SO。在15℃

时的物理常数川。

表1不同体积比浓度的硫酸在15℃时的密度、质量分数和沸点

H2S04(y澈硫酸：’，水) p(g／cm3) w{％) 沸点{℃)

l：O 1．84 98．3 338

l：l 1．54 63．34 15l

l：2 l-370 46．87 118

l：4 1．225 30．8 108

不过笔者注意到，全国各地的化学试剂商店出

售的分析纯浓H：sO。，都是符合部颁标准GB，T625一

1989，浓硫酸的质量分数为95％～98％。也就是说，我

们实际用到的符合国家标准的试剂浓硫酸的浓度，一

般都略低于教科书上说的浓H2s0。(p=1．84 g／cm3浓

度为98％)。上表所列数据可供实验者参考。其次，在

实际区别时，实验者切不可把稀H：SO。当成是水!否则

脱离实际。建议教师引导学生实际区别时一般以选用

1：1～1：4的稀H2SO。为宜。

2 区别浓硫酸和稀硫酸方法补注

2．1煮沸法

两个小试管里，分别注入2mL浓H，sO。和2mL体

积比为1：1～1：4的稀H：SO。，用同一个有稳定小火焰的

酒精灯，用同样的手势给液体加热煮沸这两种酸。笔者

煮沸1：1的稀H：SO。用了45s，煮沸浓H，sO。用了9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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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沸水约30s)。可见煮沸法是区别这两种酸原理比

较简单，操作比较容易的一种方法。

还有比煮沸法更简单的方法。

2．2表面张力比较法

(1)浓H，SO。的表面张力比水大。同样两只滴管

的管尖端悬一滴液体，体积小的是浓H：sO。，体积大的

是稀H：SO。(如果是水滴，体积会更大些)。

(2)取两个规格相同的小量筒，用同一个胶头滴

管，用相同的手势取相同滴数的酸(如50滴、60滴、80

滴均可)滴人量筒，体积小的是浓H：SO。，体积大的是

稀H：s0。(如果是相同滴数的水，体积会更大些)。

注：1滴液体体积的大小跟两种因素有关：一是液

体的表面张力一一表面张力大的，1滴液体体积小，

表面张力小的，1滴液体的体积大；二是滴管尖端的口

径一一口径小的，1滴液体的体积小，口径大的，1滴

液体的体积相对较大。一般说来，标准酸碱滴定管，约

是19～20滴／mL，l滴一0．05mL；lmL水大约是19~20

滴／mL；lmL浓H2SO。大约是39—41滴／mL。同体积的

水与浓H：sO。的滴数比约是l：2；1体积稀H2sO。和浓

H2SO。与水的体积关系理应在1与2之间。

(3)在一块玻璃片相隔2～3cm的A、B两处，各滴

下1滴酸液，玻片上被浸润面积小的是浓H，SO。，浸润

面积大的是稀H：SO。。

2．3密度比较法

(1)把两个小试管插入盛满水的大烧杯中，注入

相同体积的两种酸(如各10mL)，试管下沉得深的是

浓H：S0。，另一个是稀H：sO。(如图1)。

浓H2S04

图1密度比较

稀H2s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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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托盘天平的左右两个盘上各放一个相同大

小的表面皿(或培养皿)，调平天平后，用滴管分别注入

相同体积(如两滴管)的酸液，天平托盘下降明显的是

浓H：SO。，另一个是稀H2sO。。

2．4吸水法

(1)在托盘天平的左右两个盘上各放一个相同大

小的表面皿，两个表面皿分别都注入相同体积的两种

酸后，迅速把天平调平，观察2min后，托盘下移的酸是

浓H：sO。，另一个是稀H：sO。。(此法在北方冬季气体

干燥时可能不明显一编者注)

(2)试管里注入2~3mL浓H：SO。，加人2~3滴饱

和FesO。溶液，逐渐析出大量白色Feso。沉淀(FesO。

不溶于浓H2SO。)的是浓H：S0。，另外一个是稀H：SO。。

(3)按下表所列(示)顺序操作，每个试管里都加

入黄豆堆量大小有色固体(结晶水合物)，当各加入1

滴管酸液，观察在1。2min之后，如果有表内所示颜色

变化现象的是浓H：SO。，没有颜色变化的是稀H：SO。。

表2几种晶体注入浓硫酸前后的颜色

固体试 CuCl2‘2H20 FeCl3。6H20 FeCl，·4H，0 CoCl2‘6H20 Fe2(SOJ 3·9H20

剂颜色 绿色 橘黄色 天蓝色 红色 棕色

注入酸

液颜色 黄褐色 棕色 浅白色 蓝色 白色

变成

卜玻璃棒

m篡震

液体，液体浸渍处迅即变黑的是浓H：sO。，没变化的是

稀H2S04。

(2)用酸液把火柴梗(木条)浸湿，片刻后能使

火柴梗变黑的是浓H：S0。，不能使火柴梗变黑的是稀

H2S04。

2．6与纤维素反应法

(1)选一片滤纸，或红、蓝色石蕊试纸，或pH试

纸，在纸上滴1～2液体，滤纸或试纸被液体溶解的是浓

H：S0。(滤纸暂不炭化，溶解出一个空洞)，没有这种现

象的是稀H，SO。。

(2)两个小试管里都注入约2mL液体，用玻璃棒

送进去酒精棉球那样—可点脱脂棉团，振荡试管，棉团

能被液体溶解(化了)的是浓H：SO。，棉团没有发生变

化的是稀H，S0。。

2_7氧化法

(1)用玻璃棒沾取半滴液体去浸湿火柴梗的药

头，2～3s之后，能使火柴药头着火燃烧的是浓H：SO。，

没有这种现象发生的是稀H：sO。。原来，火柴药头中有

KClO，，它与浓H：S0。接触会发生下列反应[2】：

3KCl03+2H2S04一KCl04+2KHS04+H20+2C102

ClO，是一种强氧化剂，本身可燃烧，也极易使可燃

的火柴梗燃烧。

(2)两个试管里都放进绿豆大小的Kcl0，晶体，

用滴管注入几滴液体，如果听见试管里发出一连串爆

炸声音，那加入的这种液体就是浓H：sO。，而稀H：sO。

没有这种现象。反应原理同前，这是浓H：SO。和KCl0，

反应生成clO，同时放热发生爆炸所致。

(3)两个试管里各放进玳白色的KI晶体，用
滴管各加入1～2滴液体把晶体浸湿，使白色晶体变成

紫黑色的是浓H：SO。，不出现这种现象的是稀H：SO。。

2KI+3H2S04—2KHS04+12+S02 T+2H20

(4)两个试管分别注入1～2mL样品酸，稍微加热

(不必煮沸)，投入米粒大的NaBr(或KBr)晶体，溶

液显橙红色并伴有白雾冒出管口的是浓H：sO。，没有这

种现象的是稀H，sO。。

NaBr+H2s04一HBr T+NaHs04

2NaBr+3H2s04==2NaHs04+Br2+s02 t+2H20

(5)两个试管分别注入1～2mL样品酸，再分别滴

人1～2滴饱和NaBr溶液，溶液颜色逐渐由浅红变成橙

红的是浓H：sO。，无颜色变化的是稀H：s0。。

(6)两个试管分别都注入2mL样品酸液，分别放

进一片光亮的紫红色Cu片，两个试管都没有什么现象

发生，当加热酸液，酸液逐渐呈浅棕色一棕色一棕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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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浓H：sO。，没有颜色变化的是稀H：sO。。

(7)两个试管分别都注入2mL样品硫酸，分别滴

进1～2滴饱和蔗糖溶液，逐渐呈棕色到棕褐色再到黑

色的是浓H：SO。，另一个是稀H：SO。(饱和蔗糖溶液中

的水与浓H：SO。混合时放热，热的浓度较大的稀硫酸

仍然具有较强的氧化性)。

2．8复分解反应法

用石灰石粉区别：这或许是读者不曾想到的。原

来石灰石粉末与稀H：SO。反应生成不溶性CasO。(不

溶于稀H：SO。)，反应一开始就趋于停滞状态(产生

CO，气泡明显要少)；而与浓H：S0。反应生成可溶性

Ca(HsO。)2而离开caC03，使反应持续下去，产生c02

气泡又多又快。

CaC03+2H2S04一Ca(HS04)2+H20+C02 T

在两个试管里，都装入少量石灰石粉末，用滴管

加入待区别酸液，反应最激烈，产生大量气泡的是浓

H：SO。，产生气泡相对较少的是稀H：S0。。

2．9粘度法

两个小试管里都装入相同体积(如10mL)样品硫

酸，当倒置试管把液体全部倒出时，最容易倒出来，同

时又流淌得干净利索彻底的是稀H：SO。，那种像炒菜倒

菜油一样，流淌缓慢，甚至流淌成细线，最后1～2滴很

难滴下的，是粘稠度较大的浓H2SO。。

2．10 H+氧化法

两个试管里都注入2mL酸液，分别投入zn粒，

zn被H+氧化立即冒气泡的是稀H：s0。，不立即冒气泡

的是浓H：SO。。

3给导电法的补注

按教材练习题要求，区别方法要操作简单，有创

意，即方法本身要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用得灵。以

上合计总共罗列了除教师教学用书以外的近30种方法，

未必都符合上述要求。读者可以把你认为操作简单、最

有创意的方法择其善而用之。

笔者最后还想补注的就是对《教师教学用书》的

区别方法(10)一导电法的一些认识。

确有多处文献报道说p】：不含杂质的100％的硫酸

(所谓一水合s0，)几乎是不传导电流的。并由图3可

以看出，大约30％(1：4)的硫酸具有最好的导电性。

导电性

图3硫酸溶液的导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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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又有文献H1指出：作为溶剂，硫酸的介电常

数很高，100％的H：SO。具有相当高的电导率，是由于

它有强烈的自偶电离所致：

2H2S04=；==H3sO：+HsO：

另外，由于硫酸脱水作用，因而还有几个附加的平

衡存在【5】：

2H2S04=；==H30++HS20；

H20+H2S04=；==H30++HSO：

H2S207+H2s04===H3sO：+Hs20；

从上述电离平衡可以看出，无水硫酸中存在着下

列几种自由移动的离子：H30+、HS0i、H，sO：、Hs：0；，

因而无水硫酸可以导电就成为符合实际的很自然的事

元

笔者实地考查了浓H：SO。的导电性实验，那是一

个一做就灵(导电)、没有任何难度的实验。

笔者认为，我们教材提供的习题是“两支试管中盛

有相同体积的浓H：S0。和稀H：SO。”。这是一个非常

实际的问题，谁能提供那种理论上真正100％的无水

H，sO。呢?即使可以提供，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具有如

此强烈吸水l生的浓H：SO。能防止它吸收空气中的水么?

更何况我们实际能够买到的浓H：sO。，只能是符合部

颁标准的分析纯的含H2SO。95％一98％的浓H2S04。一

句话，现实中没有100％的纯硫酸。可见，即使是100％

纯H：SO。和我们可能提供给学生区别的浓H：SO。实际

上都是可以导电的。所以《教师教学用书》推荐的用导

电法区分浓H：SO。和稀H：SO。的方法是脱离实际的，

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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