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氧化硫溶液与氯化钡溶液反应实验的改进

吴朝辉

(东阳中学，浙江东阳322100)

摘要：针对二氧化硫溶液与氯化钡溶液反应实验易出现异常现象的不足，经实验探究得出，用cacl：溶液替代Bacl：溶液，更有

助于在课堂教学中发挥实验功能，并可避免使用重金属盐，使实验更环保；所用二氧化硫溶液无须临时配制，有利于实验的准备与药

品的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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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版《化学l(必修)》第88页：向另一支试管

中加入5mL二氧化硫水溶液，滴加氯化钡溶液，再滴

加O．5mL 3％的过氧化氢溶液，振荡，放置片刻后滴加

稀盐酸，观察实验现象。预期现象是：加BaCl，，无白

色沉淀；加H：O：后生成白色沉淀。但实际操作时，把

BaCl：滴人到二氧化硫溶液会立即出现白色沉淀，原因

是H：SO，或SO：被装置内的O：或溶解的O：氧化生成

少量H2S04，H2S04与BaCl2反应生成BaS04【I’2l。因为

这个异常现象会干扰课堂教学，所以有教师提出改进，

通过除去装置内的O，来消除这个异常现象。但是改进

装置过于复杂，很难被引入课堂进行实地操作。笔者以

为，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改进：允许0：存在，而是找一种

可以检验so：一但灵敏度相对较弱的试剂。因此，cacl，

进入笔者的视线：ca2+可以和soi一生成微溶于水的白

色沉淀CaSO。【K。。(CaS04)=7．10x 10。5]，但灵敏度比Ba2+

低Ⅸ。。(Baso。)=1．07×lo。10】。通过实验验证发现，用

CaCl：溶液替代BaCl：溶液是不错的选择。

1 实验验证

1．1验证CaCl，溶液浓度对反应的影响

为了避免异常现象，BaCl：溶液的浓度应很低，但

为了提升加H：O：后白色沉淀的清晰度，BaCl：的浓度又

不能太低，实际教学中通常选择0．01 m01．L。1 BaCl，溶

液，结果却是异常现象没彻底消除，白色沉淀又不明显。

用CaCl：能否解决这个左右为难的问题?CaCl：溶液浓

度多高比较合适?

笔者通过将2 m01．L．1 CaCl，溶液和蒸馏水按不同

配比混合以获得不同浓度的caCl，溶液，加入lmL s0，

溶液(向蒸馏水中持续通SO：气体5min制得，下同)，

静置1min，再加入0．5mL 4％双氧水，振荡2min，加

0．5mL 0．1 m01．L一盐酸。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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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实验1 CaCl2溶液浓度对反应的影响

caCl2滴数 20 16 12 lO

蒸馏水滴数 0 4 8 lO

加s02溶液 无沉淀 无沉淀 无沉淀 无沉淀

加双氧水 大量沉淀 大量沉淀 沉淀 无沉淀

加盐酸 不溶解 不溶解 不溶解

1．2验证So，溶液存放时间对反应的影响

SO：溶液保存时间越长，被氧化的量越多，异常现

象越明显。不能选用久置的S0：溶液也是教材实验的

缺陷之_，选用caCl：能否弥补这个缺陷?

笔者将sO：溶液按常规方法保存在试剂瓶中，

间隔一段时间进行实验：取lmL SO，溶液，加1mL

2 m01．L-l CaCl2溶液，静置1 min，再加入0．5mL 4％双

氧水，振荡2min，滴加0．5mL 0．1 mo卜一盐酸。结果如

下表所示。

表2实验2 SO。溶液存放时间对反应影响

保存时间(h) 6 12 24 48

加cacl：溶液 无沉淀 无沉淀 无沉淀 无沉淀

加双氧水 大量沉淀 大量沉淀 大量沉淀 大量沉淀

加盐酸 不溶解 不溶解 不溶解 不溶解

2对实验的解释

两个实验中，SO：溶液中只加人CaCl：溶液不产生

白色沉淀，说明不能发生如下反应：CaCl：+SO：+H，0乓

CaS03+2HCl，即证明H2S03是一种弱酸。加入双氧水

后产生白色沉淀，说明：S02+H202一H2S04、H2sO。+

CaCl：一CaSO。j+2HCl，证明SO：具有还原性。所以，

用caCl：替代BaCl：也能达成教材实验所预设的全部

实验目的。另外，由实验一可知：选用浓度较高的CaCl，

溶液，不仅不产生异常现象，而且白色沉淀清晰可见。

更有利于学生观察。由实验2可知：SO，溶液不必临时

配制，在实验准备工作的安排上更加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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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初中化学趣味实验及相关探究课题

叶燕珠，吴新建，张贤金，汪阿恋

(福建教育学院化学教育研究所，福建福州350001)

摘要：针对我国现行初中化学教材在选择实验内容时较少考虑实验的趣味性的现状，笔者分别从突出认知冲突情境以及贴近生

活发掘有趣的探究课题两个维度出发，介绍了5个简易、安全、现象明显、较受师生欢迎的初中化学趣味实验，并将其中两个实验设

计成可用于探究教学的探究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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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趣味实验可以让学生在入门之初通过观察生

动、有趣的化学现象，体验到化学学科的奥秘，从而培

养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通过趣味实验还可使学生的

科学素养得以提升，从而形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

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因此在初中化学教学中，趣味实

验显得尤为重要。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例举

并介绍一些趣味实验教学案例，作为抛砖引玉之文。

1 突出实验趣昧性。让学生在玩中学化学

与发达国家的教材相比，我国初中化学教学中的

趣味性实验的教学内容明显偏兜我国教材中的实验
选题通常强调突出知识目标，很少考虑学生的学习兴

趣⋯。这一现状给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拓展和研究趣味实

验的空间，比如我国现行教材大多提及“二氧化碳”、

“酸碱指示剂”、“食品中的有机化合物”(如碘和淀粉

的显色反应)等等f2】。为此，笔者设计了如下一些趣味

性十足的实验。

用cacl：替代Bacl：，避免了使用有毒的重金属盐

(且价格贵)，使实验更“绿色”。通过实验，学生也获

得了在溶液中ca2+和so：一不能大量共存的感性体验。

改进后，实验仪器仍采用试管和胶头滴管，实验现象清

晰可辨，教学上既可安排演示实验也可分组实验，教学

组织形式更自由。

3一点释疑

笔者在学校推广这个改进时，有同事提出了疑问：

根据实验2及K。。可知：c(sob≥7．1×lo。5 m01．L_l即

可产生casO。沉淀，这个浓度并不高，可sO：溶液保存

48h之后为什么没有沉淀呢?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sO：溶液

浓度较低。虽然sO：是易溶于水的气体，在水中的溶

解度较大：22．829(0℃)、11．289(20℃)【3l，但实际上

很难配成SO：的饱和溶液：在8～10cC时，将SO：持续

通入水中(90min左右)，所得sO：溶液的浓度只有约

0．54 m01．L-1【41；二是装置内溶解的O，较少，故被氧化

的H，SO，较少(按0．54 mol·L。1计，如果保存过程中有

1％的SO，被氧化，试剂瓶内至少有30mL空气。故48h

后，打开sO：溶液的试剂瓶仍能闻到明显的刺激性气

味)；三是HSO：只能部分电离(K：=1．2×10‘2)，降低了

溶液中so；一的浓度；四是Q。虽然比K。大了’但由于

Q。不是按活度而是按浓度计算的，如果按活度计算，

Q可能小于K。，，故沉淀不能生成。即使Q。>K。，，也可

能存在溶液的过饱和现象，由于没有结晶中心存在，固

相暂时尚未析出，故观察不到沉淀生成【51(加入H：O：，

需振荡lmin后才看到明显沉淀，说明CasO。会形成过

饱和现象)。所以ca2+对sO：一的不灵敏反而是它能够

替代Ba2+的一个优势。

因此，可将教材中的实验改进为：向试管中加入

2mL二氧化硫溶液，滴加1mL 2 m01．L。1氯化钙溶液，

振荡后观察实验现象；再滴加0．5mL 4％过氧化氢溶

液，振荡，放置片刻后滴加0．5mL 0．1 m01．L一稀盐酸，

观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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