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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1999年教育部理科化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公布的《理科化学专业化学教学基本内容（Ⅱ
）》编写的。
《仪器分析学习指导》共17章，包括电化学分析法、色谱分析法、光学分析法以及复杂体系的综合分
析等。
每一章内容由教学基本要求、重点内容提示、常用公式、基本概念和术语、疑难问题解析以及综合练
习几个部分组成，其中综合练习又包括一定数量的例题和自检题。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的化学、化工、环境以及相关专业的教师和学生作为“仪器分析”课程的教学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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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四章 电重量分析和库仑分析法 一、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电解原理。
 （2）掌握电解方程表达式及其含义。
 （3）掌握控制电位电解和控制电流电解两种电解过程的特点及其有关表达式。
 （4）掌握库仑滴定法和微库仑分析法的原理和应用。
 二、重点内容提示 （一）电解 在电解池的两个电极上施加一直流电压，直至电极上发生氧化还原反
应，此时电解池中有电流流过，该过程称为电解。
 使某电解质溶液能够连续发生电解时所必需的最小外加电压，称为该电解质溶液的分解电压，即理论
分解电压，它等于原电池的电动势。
 分解电压包括理论分解电压、超电压和电解池回路的电压降三部分。
 （二）电解方式 通常，实现电解的方式有控制（恒）电流电解和控制电位电解。
 建立在电解基础上的电化学分析法，如电重量分析法、库仑分析法和极谱分析法等，这两种电解过程
的原理是它们的理论基础。
 1.控制（恒）电流电解 图4.1为在H2S04溶液介质中，在Pt电极上电解0.100mol.L—1Cu2+溶液。
曲线1是恒电流电解时的阴极电位—时间曲线。
电解一开始，电解池中通过一个较稳定的电流，阴极电位迅速负移至金属离子的还原电位。
随着电解反应进行，氧化态浓度降低，阴极电位负移。
由于[氧化态]／[还原态]每变化10倍，电位才负移59.2/ZmV，因此阴极电位变化缓慢，在曲线1上出现
平坦部分。
当另一电极反应开始时，再出现平坦。
 2.控制电位电解 在控制电位电解过程中，调节外加电压，使工作电极的电位控制在某一合适的电位值
或某一个小范围内，以达到分离和测定的目的。
 图4.1中的曲线2和曲线3属于控制阴极电位电解。
 图4.1中的曲线2是外加电压_时间曲线。
电解过程中随电解电流的减小，ir降也减小，因此需要调节（降低）外加电压来维持恒定的阴极电位
，补偿ir降的降低。
 图4.1中的曲线3是电流一时间曲线。
溶液中被测离子浓度降低，电流下降，电流按指数衰减。
被测离子几乎完全析出即电解完成时，电流趋近于零。
 电解时，在阴极上析出电位越正者越容易被还原；在阳极上析出电位越负者越容易被氧化。
 （三）电重量分析法 电重量分析法可用于物质的分离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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