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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海带提取碘的实验方法探析

伏劲松，李树伟，彭蜀晋，王 萍+

(四川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摘要：对海带中提取I：实验中存在的灰化、过滤操作时间长、萃取剂毒性大等不足进行了实验探析。实验采用蒸馏水直接浸泡

海带、浸泡液H：so。酸化、H20：氧化、石油醚萃取、碱水反萃取酸化提取的方法。实验时间由原来的1．5h缩短至10min，实验现象明显、

重现性好，非常适用于课堂演示及学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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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带中提取碘的实验在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f2003)中的必修与选修模块均有要求。人教版高中化

学教材《化学2》实验4-2和选修6《实验化学》实验

2_3就是两个实例。这两个实验在教学实践中存在一些

问题，经检索2002～2014，02期间的文献，共有7篇相

关的实验改进的文章。然而这些文章的共同问题是实

验耗时过长，不宜作为演示实验来进行。本实验采用新

的提取和检验方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可完成，并且以

实验中提取碘的浓度、实验操作时间作为评价指标，对

改进前后的实验方案做了比较研究。

1 实验过程

1．1仪器及药品

海带(福州海林有限公司生产)样品，石油醚(AR)，

蒸馏水(自制)，10％H202，3 mol／L H2S04，NaOH，烧杯，

分液漏斗，胶头滴管，北京普析通用uv-1901紫外一可

见分光光度计。

1．2实验流程图

图1买验流程圈

1．3操作步骤

取59干海带用剪刀剪碎成黄豆粒大小，25℃下

20mL水于50mL烧杯中浸泡2min，获得海带浸提液，

用胶头滴管将烧杯中浸提液15mL全部转移到另一

50mL烧杯中，向该烧杯中分另0滴加10滴3 mol／L的

H：S0。和lmL 10％的H202溶液，混匀，静置2min。量

取2mL该溶液于小试管中加人淀粉溶液，将前面烧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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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剩余的溶液转移至分液漏斗中，将lomL石油醚分3

次加入分液漏斗中，振摇，静置分层后的石油醚溶液转

移至500mL大烧杯中。

1．4碘含量的测定

为了便于比较改进后的实验方案与教材原实验方

案的优劣，以提取碘的浓度和实验时间(实验时间以

iphone一4手机秒表作为计时工具)作为考察标准，进

行评价。在浓度评价中采用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计，

在200．800nm范围内测定经H：SO。酸化和H：O：氧

化后的I，的水溶液的吸收光谱，确定最佳吸收波长为

460nm，再于460nm处测定I，的水溶液的吸光度值。

利用标准曲线法确定所提取I：的浓度。

2海带提取方式的实验探析

根据文献川，海带中碘的含量一般在0．3％以上，

最高可达0．9％。存在于海带植物细胞中的碘883％为

碘离子，10．3％为有机碘，1．4％为IO；的形式。我们通

过反复实验，确定了用水浸提的方案，研究结果表明：

控制好实验条件，水可以有效地穿过细胞壁，提取的效

果完全可以达到实验的要求。

人教版《化学2》的实验4-2中提取的碘离子的浓

度不高，实验效果不明显，实验的操作时间较长，不宜

作为课堂演示实验，而改进后的实验操作时间仅为数

分钟。

表1提取方式比较

实验编号 提取方法 平行实验次数 平均含量／g·L。 实验时间／min

l 灼烧灰化 3 0．0025 40

2 蒸馏水浸提 3 O．0090 2

由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灼烧灰化的方法提取

出的I：的平均含量，较蒸馏水浸提法提取的I：含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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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因此用蒸馏水浸提代替灼烧法能满足实验的要求。

3海带过滤方法的实验探析

人教版《化学2》(必修)的实验4-2方案采用煮

沸溶解和过滤，过滤操作的时间长，需要20min左右阁，

同时滤纸会不同程度地吸附溶液中的碘，造成碘离子

的损失，在定性实验中这种损失不会造成实验的失败，

但是在定量实验中将使得定量准确性降低。

改进后的方案：无需煮沸，无需过滤，不使用酒精

灯和滤纸，直接用胶头滴管从烧杯中吸取浸出液转移

到小烧杯中备用，I：的损失明显减少，同时实验时间明

显缩短。

表2过滤方式比较

实验
提取方式 过滤方式

平行实验 平均含量 实验时间
编号 次数 ／g‘L“ ／min

l 灼烧灰化 滤纸过滤 3 0．0019 19

2 灼烧灰化 滴管直接吸取 3 0．0023 1

3 蒸馏水浸泡 滤纸过滤 3 O．0084 19

4 蒸馏水浸泡 滴管直接吸取 3 O．0090 l

4 H2SO。和H202溶液加入量的实验探析

人教版《化学2》的实验4之方案中H：so。的量(浓

度及体积)未做规定，同时H：o：只规定了体积没有规

定浓度。这在实验的过程中容易造成H：O：过量，从而

使氧化生成的碘有可能进一步氧化成IOi，从而导致实

验的失败pJ。

改进后的方案：滴加10滴3 mol／L的H2sO。，加入

10％的H：O：溶液1mL。提取效果好，实验现象明显。

在实验的过程中规定用量既减少了药品的浪费，也避免

了因为药品过量产生的副反应干扰实验，同时增加了实

验的重现性。

表3加入不同■H。SO．和H。O。溶液获取碘的浓度

实验 平行实验
编号

3mol／LH2s04／滴 lO％H202／mL 平均含量晚·L。
次数

l 8 l 3 0．0085

2 10 l 3 O．0090

3 】2 1 3 O．0083

4 10 O．5 3 O．0075

5 10 I．5 3 O．008l

5萃取剂的选择及I。的回收实验探析

人教版《化学2》的实验4—2方案中采用cCl。作

萃取剂的缺点在于ccl4具有较高毒性和挥发性，是一

种强烈的能够引起肝细胞坏死的化合物。溶解在CCl4

50

中的碘，需要经过减压蒸馏的方式进行回收利用。对

于中学化学实验室来说减压蒸馏的常用仪器如旋转蒸

发仪基本没有，因此通常采用NaoH强碱反萃取ccl。

中的碘，此时发生的化学反应是3I，+60H一一5I一+10i

+3H：O，然后用硫酸酸化的方式将CCl。中的碘进行回

收，此时发生的化学反应是5I一+IO；+6H+一3I，+3H，0。

这种回收方式增大了人与ccl4的接触时间，使得ccl4

急性或者慢性中毒的几率增加。同时调查发现一般的

处理方式是倒人下水道，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污染水

资源，另—方面造成碘资源的浪费。

改进后的方案：加入石油醚作萃取剂，萃取后的

上层溶液(石油醚层)，转移至回收烧杯中，用NaOH强

碱反萃取石油醚中的碘，然后用硫酸酸化的方式将石

油醚中的碘进行回收(发生的化学反应与从Ccl。中反

萃取然后酸化一致)或者敞口放置。

表4不同萃取剂比较

实验编号 萃取剂 萃取次数 平行实验次数 平均含量／g·L。1

1 CCI。 3 3 0．0090

2 石油醚 3 3 0．009l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用ccl4和石油醚萃取效

果基本一致，因此可以用石油醚代替CCl。且保证了实

验者的健康。同时由于石油醚良好的挥发性，敞口放置

一段时间，碘单质就能很好地从石油醚中分离出来，有

利于碘单质的回收利用，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

6结论

本文通过大量的实验，建立卜种新的从海带中
提取碘的实验方法。通过改变提取方式、过滤方法、控

制H：sO。和H：O：溶液加入量和萃取剂的变化，节省了

时间，整个实验过程所用时间大约10min。环境污染物

排放少，实验现象明显，结果具有较好的重现性，实验

成本大大降低，有利于中学化学课堂进行演示实验、分

组实验以及学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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