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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理工类课程学习辅导书：物理化学题解》是杨永华主编《物理化学》（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2年1月）的配套教学参考书。
全书包括：统计热力学基础、热力学第一定律及应用、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在多组分体系中的应
用、相平衡、化学平衡、化学动力学基础、基元反应速率理论与几种特殊反应的动力学、电化学、界
面现象与胶体分散体系，共10章。
各章分基本公式与习题解答两部分，对主教材中的全部习题均做了详尽的解答。
最后，本书还提供了吉林大学近10年来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物理化学试题（包括综合卷）及解答。

　　本书可作为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工科院校及其他高校的本科生学习物理化学课程和考研复习
时的参考书，也可供从事化学及相关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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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若有100g物系（H2O 20g，Al2（SO4）350g，Na2SO430g），按其组成可确定
该物系点的位置应在三相区内，如图中E点所示。
此时呈A（Na2SO4）、B（Al2（SO4）2）、D（复盐）三个固相共存。
其中20gH2O应全部在D中，而30gA与50gB则各有一部分（按复盐D组成比例）存在D内。
设其中A和B的质量分别为x、y，则依据复盐D之组成必须满足的关系（前已求出） [另解] 设由物系E
（质量m=100g）分成的三固相质量分别为m（A）（Na2SO4）、m（B）（Al2（SO4）3）及m（D）
（复盐），利用杠杆规则求解。
 联结AE、BE（虚线），并延长之，交点为Q与R，设其质量分别为m（Q）（=m（B）+m（D）） m
（R）（=m（A）+m（D））。
 为由物系E出发，制得纯净的复盐D，应在等温下加H2O溶解E，则物系将沿E→C方向移动，使该物系
进入由3表示的二相区（溶液1+复盐D），为最大限度获得纯复盐，加水量应控制在H点以上稍许，再
过滤分离即可。
 36.图5—16为KNO3—NaNO3—H2O三组分体系在298.2K和373.2K时的相图。
图中D与D'分别是298.2K和373.2K时的三相点，MD与DL分别是298.2K时B与C的溶解度曲线；M'D'
与D'L'分别是373.2K时B与C的溶解度曲线。
试利用此相图考虑，分别从物系点X、X'出发，如何操作才能得到纯的固体KNO3？
 [解] 原则上讲，是利用加水稀释及变更温度的方法，使物系点进入KNO3的结晶区。
 （1）物系X：在298.2K时加水使之溶解，物系点沿XA线向A移动，直至进入MDB区（KNO3的结晶区
），此时只有溶液与固体KNO3二相共存。
为除去混在固体KNO3中的少量不溶性杂质（如泥沙等），可将物系加热到373.2K，此时物系点位于
液相区（AM'D'L'单相区），待滤去杂质后，再把滤液冷却到298.2K，便有KNO3晶体析出，滤之便可
。
 （2）物系X'：含KNO3较少，加水不能使物系进入KNO3的结晶区，但可设法先去掉一些NaNO3，使
其再进入KNO3的结晶区。
方法是向X'物系中加水，使其移动到F点（应稍高于D'C线），再加热到373.2K，此时KNO3全部溶解
，固相只有NaNO3，过滤后得到组成为D'的溶液（其中含KNO3较原来X'的多）。
因D'是处在298.2K时的三相区（BDC），故此时若采取冷却仍得不到纯固体KNO3。
为此，可向D'的溶液中再加水，使物系点进入298.2K时KNO3的结晶区，设为Y点（应略高于BD线），
然后再冷却到298.2K，便有纯KNO3析出，过滤之，剩余母液的组成为D。
 母液D可循环使用。
向D中加原料X'，使物系点移到F点，再加热到373.2K，滤除固体NaNO3后得到D'滤液。
重复上述操作，这就构成了一个FD'YD的循环，每循环一次用掉一些原料，得到一些固体KNO3
和NaNO以及母液D。
考虑到在循环操作中，少量可溶性杂质会聚积在母液中，故每循环到一定程度，就得对母液加以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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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理工类课程学习辅导书:物理化学题解》可作为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工科院校及其他高
校的本科生学习物理化学课程和考研复习时的参考书，也可供从事化学及相关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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