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化学教学演示实验》选登
《初中化学教学演示实验 》编写纽

编者按:《初中化学教学演示实验》共分四章:一 、绪论,二 、中学常用化

学仪器及其 自制和代用,三 、中学常用化学药品及就地解决办法,四 、初中化学

演示实验的方法和讨论。本刊应广大 中学化学教师的要求 ,择 要选登部分内容。

玻 璃 器 物 的 切 割

玻璃仪器是化学实验的主要设备。利用和改造各种废旧玻璃瓶或其它玻璃器物,是

自力更生解决玻璃仪器的一个重要途径。对各种玻璃器物进行改造,需要具备一定的加

工改造技能,其 中最重要的是玻璃器物的切割技术。掌握了这个技术之后,我们就可以

把很多废旧玻璃瓶子或其它玻璃器物按我们的需要进行切割,制成多种仪器和代用品。

切割玻璃器物的方法很多,但一般需要专门的设备,不适宜于普遍推广。这里介绍

一种简易方法,不需要持殊设备,任何地方均能办到;操作技术简单,易于掌握;可靠

性很大,能得到各种形式的整齐断口。现将这种方法详细介绍如下 :

工具准各 基本工具是一根适当粗细的铁丝和一个火炉。

铁丝 (或钢丝 )的长度 20~碴Ccm叩可 (在火中将一端烧红时, 另一端应不烫手 ,

以便手持操作 )。 粗细应视被切割的玻璃浠物的厚 薄 来 选 定:玻璃越厚,要求铁丝越

粗。切割一般的玻璃瓶以架架车轮的废钢丝较适宜。为了适应各种厚薄的玻璃器物的切

割,可 自制一个专门工具:找几根长约30~垡 Ccm直径约5mm或稍怛的铁丝 (或细钢筋),

将一端在炭火炉中烧红,用 锤锻扁,再用锉刀锉成矛头的形状 (图 1)。 一次最好多制

几根,各轮换加热使用,以提高切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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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切割玻璃的粗铁丝

火炉无一定的要求,形式大小不拘,烧木炭、煤球、焦炭或蜂窝煤的炉子均可,目

的是将铁丝烧红。对于小件切割 (如安瓿瓶),所用铁丝较细时,也可用酒精灯或煤油

灯加热。

操作方法 这种切割方法的要点是以一处破损的裂纹为起点,使这个裂纹沿预先规

划好了的路线延伸,达到按需要形状切割的目的,具体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

1。 规划切割路线 先将欲切割的玻璃瓶进行规划,决定保留哪些部分,舍去哪些部

分,确定沿什么路线切割,然后用钢笔将拟定的切割线画出,或沿切割线贴一长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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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瓶上有破损处,切割线不可靠破损处太近,至少应离开 lcm左右。

2.确 定起点 切割时,要以一处破损裂纹为起点。假如玻璃瓶上原先 就 有 破 损裂

纹,则可选择一条适宜的裂纹为起点,把这个裂纹延伸到准各切割的路线 (方法见后 )。

若瓶上原先没有裂纹,则必须在瓶上某处制造裂纹 (应制造在决定舍掉的部分,并尽可

能远离预定的切割线 )。 方法是把玻璃瓶平放在台面上,用破瓷碗碎片的棱锋在准备制

造裂纹的地方划一痕迹 (约3~5mm),把在炭火炉中烧红的铁丝 尖端烙在所划的痕迹

上,片刻,用冷水滴在经铁丝加热的部位,该处即产生裂纹。操作方法如图 2所示。若

玻璃瓶壁很厚,用 铁丝尖端加热的时间要增长。用一个眼药滴瓶来滴冷水,则既方便 ,

又易于控制破裂范围。另一方法是在欲制造裂纹处直接用酒精灯或煤油灯火焰加热,然
后滴以冷水。但须注意烧热面积应尽可能小些,以免破裂范围过大,波及需要保留的部

分。这种方法较难于掌握。

3.延 仲裂纹 这是切割玻瓶的最主要

的一步。方法是将铁丝尖端在炉子中烧红 ,

烙在离选定的起点裂纹的前沿约 1~2mm
处,瞬 间裂纹即向前延伸,直到铁丝尖端

按触处为止。稍稍移动铁丝,裂纹又跟踪

延伸。操作方法如图 3所示。铁丝向什么

方向移动,裂纹即向什么方向延伸。铁丝

温度不够时,再次烧热继续操作。为了提

高切割效率,最好同时 烧 热 两 根 (或 几

根 )铁丝,轮换淡用。

因为选定或制造的作为起点的裂纹离

切割线还有一定距离,所以在切割时首先

要把裂纹延伸到预定的切 割 线。但 应:注

意:必须将裂纹向预定的切割线垂直引去

图2 制造裂纹操作方法

图 3 延伸裂纹操作方法



起点锻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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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延仲裂纹
(图 4),到达切割线后,转一直角 (如 图 4的左图),然后使裂纹沿预定的切割线继

续延伸,包 围瓶子一圈,使裂纹构成闭合田路。此时,用两手将瓶子轻轻一折,瓶子即
断开 (裂纹包围到尽头时,总是要剩下1~2mm就不再延伸了。这是正常现象,并不影
响我们把瓶子折断。但应注意尽可能使裂纹延仲到尽头,剩下未破开的一点越短越好 ,

以免玻璃瓶折断后,该处留一凸起部分 )。

整个切割过程可用图 5表示,图 中所绘出的玻璃瓶,原先就有破损处,可选择其中

一条适当裂纹作为起点。假如原先没有破损,则必须按前面介绍的方法在适当部位制造

裂纹作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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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废玻璃瓶的切割程序

断口如果有棱锋,容易割伤手,最好将其磨平。方法是在一块厚玻璃或坚硬平滑的
石板上,撒一层细河沙,用 水调成糊状,将断口平压在河沙上磨,即可以得到非常平整
的断口 (若玻璃很薄,磨时要特别小心,不可用力过大,以免磨破 )。

上述方法不仅可以切割玻璃瓶,必要时还可以切割平板玻璃,也可作较复杂形式的
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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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加 热 用 煤 油 灯

加热是化学实验的一项重要操作,因为很多化学反应要在一定的温度下才能进行。

此外,蒸发、蒸溜等操作都必须加热,溶解也常常需要加热。

实验室加热的热源,用得最为普遍的是酒精灯,它用酒精作为燃料。酒精是一种重

要的化工原料,而且当前主要还是用粮食生产的,每吨酒精要消耗四吨粮食。我们应当

遵循毛主席关于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 “备战、备荒、为人民

”的教导,从各

方面大力节约粮食。少消耗一分酒精,也就是节约一分粮食。所以,寻求酒精的代用品,

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随着我国石油工业的迅猛发展,当 前广大城乡煤油的供应非常丰富。所以,用煤油

代替酒精,具有最现实的意义。

煤油作燃料,最大的问题是有黑烟。若用一般煤油灯加热仪器,很快就会把仪器底

部熏黑,看不见里面的变化;而且一般煤油灯火焰的温度也不高,不能满足化学实验的

需要。一股煤油灯的以上缺点,都是由于煤油燃烧不完全所引起的。如果能设法使煤油

完全燃烧,那 么火焰既无黑烟,温度也会相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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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实验加热用煤油灯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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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煤油燃烧完全,需要对灯进行改造,使空气供应充足。下面介绍一种适合于实

验室加热用的煤油灯,可用白铁皮或罐头筒的铁皮来加工制造。图 6绘出了这种煤油灯

的结构。

各部分的详细制作方法如下 :

1.灯 座 灯座是煤油灯的贮油部分,为一直径约60mm、 高约65mm的 有 底 无盖圆

筒,类似大小的罐头筒或其它铁皮筒 (如 补车胎的胶水筒)均可利用。筒底中心开一直

径大约 12-14mm的 圆洞,再卷一外径约

12-1遮 mm、 长约75mm的 铁皮管, 接 缝

用锡焊牢。铁皮管的一端焊在筒底的中心

圆洞上,如 图 7所示。我们把此管称为中

心通风管。最后 ,将三条长约 35mm、

10mm的铁皮 ,焊 在沿灯 座底的 三个互成

120° 的半径方向,铁皮伸 出灯 座底部边

缘约 15mm。 再将仲出部 分向 下 弯 折约

120° ,成为三个灯脚 (见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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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灯 座

2.灯 盖 剪一块直径约 70mm(比灯

座直径大 10mm左右 )的圆铁皮,中心开

一直径 20-22mm的 圆洞,再卷一个外径

亦为 2θ-” mm、 长约 20mm的 铁皮短管 ,

穿在盖上的圆洞里,上下各仲出翼10mm,

然后用锡焊牢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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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灯 盖



3.灯 芯管 灯芯管长约20mm、 内径12-1座mm(能 套在中心 通 风 管 上,可上下移

动,但又不会滑落),用薄铁皮卷成,接头不需要焊 ,使其大小可有一定伸缩性,便于

套在中心通风管上。

奎。铁丝网内、外罩 铁丝网内、外罩均用一般作纱窗用的铁丝布卷制,网孔大小每

厘米 8格左右。内、外罩均高约50mm。 内罩外径为12-1厶mm(能放进中心通风管 ),

外罩内径21-23mm(能松套在灯盖中心的短管外围 )。 卷制铁丝网时,应先 在 火中烧

红,再慢慢冷却,使其退火。经过退火处理之后,铁丝网失去弹性,就 容 易 卷 制成型

了。

5.遮 风罩 形状象一个传话筒,上端 (小端 )直泾 21-23mm(与铁丝网外罩直径相

同);下端 (大端 )直径约为上端 占径的 2倍 ,即 42-碴 6mm,罩高50mm。 下端剪四个

进空气的缺口 (见 图 9)。 遮风罩的衔接处不能用锡焊,必须扣合。为了便于制作,将

下料的形状和尺寸一并绘于图中:

图9 遮风罩

图 9中 d是小端直径,h是高度,二者应分别与铁丝网外罩的直径和 高 度 相 同。因

此,最好根据铁丝网外罩的大小来确定遮风罩的尺寸,下料时可按下面的公式计算 :

r=√ iz十 (告
)2

扶 =T呈Γ
×s60° =一卫工 ×1:0°

上述各部分制好后,在装配时首先在灯芯管上裹上草纸 (或其它吸油的纸),方法

如下:裁一条宽约70mm的草纸,平放在桌上,将灯芯管放在图10所示的位置 ,以它为轴

心,将草纸裹成圆筒,大约1— l。 5mm厚即可,应能放进灯盖上的短管,周 围稍有空隙 ,

将多余的草纸剪去,用 浆糊把纸头贴牢,套在中心通风管上。然后,在灯内注入约三分

之二的煤油,盖上灯盖。此时草纸灯芯应稍露在灯盖上中心短管之上 (如灯芯伸出太高

或太低,则升降灯芯管调节之 )。 接着安上铁丝网内罩,使上沿到灯盖距离约 为 45mm

(即 低于外罩约5mm)。 若草纸灯芯已被煤油浸湿,即可将灯芯点燃。再罩上铁丝网外

罩。最后安上遮风罩。等候1~2分钟,铁丝网内罩被烧至红热后,火焰即正常了。若火

焰一直起不来,表明灯芯过低,应适当提高;若火焰过大或有烟,则是灯芯太高,应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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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降低。调节好后 ,

玻璃仪器 (如试管 )

即熄灭。

火焰呈淡兰色或微红色 (与酒精灯火焰颜色相似),此时用以加热

,应完全没有黑烟。不使用灯时,用一小块铁皮盖在遮风罩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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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草纸灯芯的卷制

制造、装配和使用煤油灯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

(1)铁 丝网内罩、灯芯、灯盖上的短管、铁丝网外罩和遮风罩要尽可能的圆,安
装要同心。

(2)灯芯与灯盖上的短管内壁之间要稍留空隙,灯芯不能卷得太厚,以免将灯盖

上的短管塞满。

(3)铁丝网内罩放在中心通风管中不能太紧,要能用镊子提动以调节高低。铁丝

网内罩要略低于外罩。若火焰过小,可将内罩降低,火焰过大以至燃烧不完全,则将内

罩适当提高。若升降内罩不能达到调节火焰正常的目的,就需要调节灯芯高度了。

(4)铁丝网外罩上沿和遮风罩上口之间要尽量不 留空隙,否则铁丝网外罩周围会

漫出火焰,影响效果。

(5)若火焰某一方有红火,表明两个

铁丝网罩不同心,夹层间距离不等,红火发

生在距离过大的地方。遇有这种情况,则用

镊子矫正铁丝网内罩的位置,或移动遮风罩

及灯盖进行调整。

上述煤油灯除可作一般实验加热用外 ,

瑭 配合任何一种鼓空气的设各,还能作喷灯

使用,可进行高温灼烧或玻 璃 加 工 (如 抽

拉、熔封玻璃管等 )。 方法如下:用三块木

板 (约一本书的大小即可 )钉成
“冂”

形槽 ,

在上面一块木板中央钻一个直径 厶~5mm左

右的圆孔,将-根长约 100mm用 玻 管 拉成

(或铁皮卷成 )的尖咀管作为 空 气 喷 咀 ,

插入圆孔,尖咀向上 。喷咀管径大小要与圆

孔直径配合,要求喷咀能上下移动,但又不

至掸下。喷咀下端接一橡皮管或塑料软管 ,

9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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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t1 煤油灯作喷灯使用



空气从此管导入。使用时,将木槽底面向△放在台上;再把煤油灯的遮风罩和两个铁丝

网罩全部取下,并把灯芯提高约 5mm左右,放在木槽上,使喷气咀伸入在中心通风管

内;点燃后,从橡皮管鼓入空气,调整喷咀高度,使吹出火焰大而集中 (图 11)。 若火

焰不集中,则是喷咀太低,应适当提鬲;若火焰小,则是喷咀过高,应适当下降。

在作喷灯用时,任何一种鼓空气的设各均可采用 (如脚踏皮老虎等 )。 农村中普遍

使用的丰产 6型压缩喷雾器就是一种理想的鼓气工具。使用时,把喷雾器内的农药残余冲

洗干净,然后盖紧,将喷咀取下,用一短截玻璃管或竹管,工端接在导气的橡皮管上,

另一端缠以适当厚度的塑料布条,紧塞在喷雾器的药液出口,关好阀门,并打足空气。
·
将煤油灯点燃后,慢慢打开阀门,注意调节气流大小和喷咀高度,以得到最佳的喷焰。

在使用过程中,可以随时加气,不会影响火焰的稳定。若只需短时间使用喷灯,可用一

个球胆灌满气,连在橡皮管上鼓气,甚至可用口吹气,亦能收到满意的效果。

几 个 教 学 演 示 实 验

一、木炭在熔化的硝酸铵里燃烧

〔桉〕充分利用农村中常用的化肥、农药或其它易得物品进行实验,是就地取材解

决化学实验药品的
一

个重要途径。这个实验是配合关于化学变化的教学进行的。采用化

肥硝酸铵来进行这个实验,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实验方法:

将一个较大的针剂安瓿瓶 (装过葡萄糖针剂的即可),割去细颈,制成 “试管
”

,

洗净烘干,装入干燥硝酸铵晶体约 1厘米高度 (图 i2左 ),直立装置在铁或木架台上。

加热安瓿瓶底部,待硝酸铵熔化后,移开灯,立即投下一小块着火的木炭 (图 12右 ),

可以看见木炭在熔化的硝酸铵里猛烈燃烧。

图12 木炭在硝酸铵里燃烧

问题讨论 :

(1)这个实验所用的试管宜短,直径宜大,所以用大安瓿瓶制成的试管是很含用



的。木炭在剧烈燃烧时,不断被耸内产生的气体向上冲,若管径太小,木炭被冲上后不

易落下,影响实验效果;又因反应时放出气体很多,试管短一些更为安全。

(2)硝酸铵熔化后,继续加热,使熔化的硝酸铵温度高一些(有白烟产生即可 ),

再投下着火木炭。本炭最好全部燃着,必要时先用嘴吹至红热后投入。如果 温 度 不 够

高,开始可能只看到反应冒烟,不发生火光。遇到这种情况,让其 继 续 反 应,稍等片

刻,管内温度升高后,木炭即发火剧烈燃烧。                   、

(3)若硝酸铵已受潮,应先将其放在能吸水的纸 (如草纸)上 ,拭干晶体后,再
装入试管。

(娃 )硝酸铵分解时要放出大量气体,又是放热反应,如用量过大有爆炸的可能,

应特别注意。

(5)木炭在硝酸铵里燃烧的反应较复杂,硝酸铵在185°开始分解,生成氧化亚氮
(N2O),温度增高,氧化亚氮进一步分解生成氧气和氮气,由 于有氧气产生,所以能

支持燃烧。   
·

-   二、铝 在 空 气 中 燃 烧

(按 )很多课本都用燃烧镁带的实验来演示化学变化发光发热的现象。农村镁带比

较缺乏。现改用铝粉在空气中燃烧,亦可取得很好的效某。    ,

实验方法 :

准各铁丝网一小块,取一角匙铝粉 (通常称为
“银粉”,在油漆商店里出售〉,轻

轻倒在铁丝网上,堆成小堆;然后用镊子将铁丝网夹起,放在火焰上加热,至铝粉开始
,发

红燃烧时,立即离开火焰;铝粉继续燃烧,愈来愈猛烈,最后发出眩目的白光,同时

生成了白色粉末。

问题讨论:

(l)铁丝网下面应垫一张纸,可将漏下的少量铝粉收集起来,避免浪费。
′ (2)用 镊子夹持铁丝网加热时,动作要轻,铁丝网要保持水平。在铝粉开始燃烧

后, 不再下掉。这时可将铁丝网高举,以便学生观察。
(3)铝粉燃烧后生成白色的三氧化二铝,应让学生观察,并同铝粉对比,以说睨

生成了新的物质。

(丛 )所用铝粉的细度要大,粗了不易燃烧。

三、水 的 电 解 ~·

〔按〕电解水是初中化学教学中的-个比较难做的实验,关键问题在手电极材料的

选择。我们采用保险丝 (即 熔断丝,主要成分是铅)作电极,并利用半截废玻璃瓶自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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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仪器制作 :

电解水的整个装置包括电解池、集气管和电源三部分。

1.电 解池 可用一普通玻璃 瓶来 改 臻气瞥

制,容积500ml左右者较为适宜,如各种

药瓶(500ml左右的药瓶是比较普遍的 ),

一斤装墨汁瓶、墨水瓶等。将瓶子从离瓶

颈大约8om处切断。将原有的瓶盖钻两个

小孔,各插入一根直径约 1rnm的 保险丝

(相 当于20号或 5安 的 保 险 丝)作为电

极,然后盖好。将瓶口向下支稳,注入熔

化了的石蜡 (鱼烛、黄·蜡、松香、沥青等

亦可),以刚超过瓶颈为度。静置冷却,

令其凝固。 (见图13)

2。 集气管 集气管为两支大小相同的

试管 (或试管的代用品),最好是平底的。

嬲 魄

-                        ∶̌

· 图13 自制电解水的仪器

直径1.5cm左右,长 5~10cm即可。还要为

集气管准各两个塞子各用。

3.电 源 用手电筒的电池四到六节,按下述的办法串连g找内径大小恰熊装进电池

的竹筒工根,其一端保留节巴,对半破开,取其一半:将电池按同一方向,一个接一个

地嵌入,注意极性不要装反。两极的导线均以胶布 (医药用)贴牢 (图 1座)o若装入的

电池松动,可用废纸或棉花塞紧。必要时也可用纸包裹代替竹筒,但必须保证接触良好。
ˉ

l闸蹼罔废
纸瘩铩

丿正椭引瑚缉
闼睽布黯饫

图1遮 电解电源的制作

实验方法 g

仪器准备好后,即可进行电解。先配制电解液 100~⒛ 0m1(根据电解池大小确定 ),

其配制方法是在每100ml水中加浓硫酸 6~10m1。

将电解池放在铁圈上,倒入电解液,至把电极全部淹没,并超 过 大 约 5mm。 把两

支集气管也装满电解液,用 塞子塞住管口,倒立在电解池里,并用镊子在液面 下取掉塞

子。把两支集气管分别移在两个电极的上面。以上操作必须注意不能让空气进入管内,

嬷 引出绕
阔舯 惑贤



装好后两支集气管里应不留气泡 (图 15)。

为了在液面下将集气管的塞子取掉或塞上,

做成图16所示的形式,操作比镊子方便。
,

可用一根铁丝 (一根回形针打开即可 )

图15 集气管的安装      图16 在液面下盖取塞子的方法

一切准各好后,即可通电进行电解。电解过程中,可让学生观察两个电极 发 生 气

泡;停止电解后,再让学生观察两种气体的体积比。

问题讨论:

电解水的实验往往发生氧气的体积偏低的现象,其原因可能有四: (一)由 于阳极

氧化减少了放出氧气的量。 (二)由于电解液中混有氯离子在阳极放电,产生的氯气既

易与电极反应,又易溶于水,所以放出氧气的量就相应地少了。 (三)气体在电极表面

被吸附,氧吸附量比氢大。 (四 )氧气在水中的溶解度比氢气大,所以溶解得多些,放
出的量就相应减少。克服这些干扰因素的办法如下:

′ (1)电 解水一般都加硫酸,以增加水的导电性。在酸性溶液中, 除 贵 金 属 (如

铂)外,很多金属作为阳圾都要受氧化,影响氧气放出,但铅有一个特点,表面能与硫

酸反应生成不溶的硫酸铅膜。电解时,阳极表面氧化生成过氧化铅 (PbOz),防 止进一

步氧化,所以用梳硫酸电解液,宜用铅作电极。保险丝的主要成分是铅,所以可用保险

丝作电极。实验证明,效果是非常良好的。但一般作捆绑用的所谓 “铅 丝”实 际 不 是

铅,而是镀锌铁丝,不能采用。

(2)电解液中应不含或少含氯离子。硫酸中基本不含氯离子,所以加硫酸使水导

电,就可以避兔和减轻氯离子的干扰。如用氢氧化钠使水导电,则因一般粗氢氧化钠里

含的氯离子较多,所以影响较大。                 ∷
(3)电极对氧气吸附的量比氢气大,是因为 电极表面粗糙,容易吸附气体口用碳

鉴

‘
丨

`、

图15 集气管的安装



捧作电极就有这个缺点 (因 为碳捧实际上是疏松多孔的)。 电极必须光滑。就这一点来

说,金属作电极比碳捧好。

(4)氧气在水中的溶解度比氢气大。这个干扰因素,即使用铂作电极也是不可避

兔的。为了减小这个因素的影响,应尽可能提高电解的速度,以减少气体与水的接触 ,

其方法:一是减小电解池的电阻,一是适当提高电源电压。为了减小电解池的电阻;电

解液的导电性要强,加硫酸的量不宜小于10%(重量比);两个电极距离要近;为 了增

大电极面积,可将保险丝尖端锤扁。电源电压要适当提高 (六节电池串联已足够了。过

高,会使电解反应复杂化,也是不适宜的 )。

(5)电极随着电解的进行也逐步稳定。若是新电报,在表演前,要先进行
一

段时

间的电解,直到阳极表面为棕色的过氧化铅所覆盖 (阴极颜色无变化 )。 以后 每 次 电

解,都要分清阴阳极,不要调换。若把已被过氧化铅覆盖的阳极改接成阴极,则要等过

氧化铅全部被还原 (棕色退尽 )、 而另⊥极又重新为过氧化铅覆盖之后,电 解 才 能 芷

常。

(6)保险丝电极不能电解合氢氧化钠的电解液,阳 极铅在碱性溶 液 中,要 受 腐

蚀。如无硫酸而必须加氢氧化钠时,则用铁丝作电极,电解10%以上的氢氧化钠溶液 ,

效果亦可。  ,
∶

洼:为了检验收集的气体,可用塞子在液面下将集气管塞住,提出电解池,按常规

验证氢气和氧气和办法进行检查。因限于篇幅,故从略。

四、爆 鸣

(按 )氢气与氧气 (或 空气)混合着火爆炸,是氢气的一个重要性质。以氢气与氧

气的体积比为 2:1时 ,爆炸最猛烈,故称爆鸣气。配合氢气性质的教学,进行爆鸣气的

实验,可给学生一个深刻的印象。为了充分发挥自制电解水的仪器的作用,再加一简单

的装置,即可方便而又安全地进行爆鸣气的实验。

实验方法 :

发生爆鸣气可用自制的电解水的仪器。再取一个直径比电解池小的玻璃瓶,把底部

切割掉,作成一个小钟罩。将原有塞子或盖子 (若没有则配一个)打一孑L,穿入
一

截玻

管或竹管,再接上一根橡皮管或塑料管,仍将瓶口盖紧。为了保证不漏气,用 蜡要为密

封。在电解池中装好电解液 (10%硫酸),再把以上预备好的小钟罩放在电解池内,把

两个电极罩住。接通电源进行电解,两电极发生的氢气和氧气,混合后即成爆鸣气。等

待一、二分钟,让爆鸣气把小钟罩及导气管内空气逐尽,然后把橡皮管或塑料管口插在

-小盘肥皂水里,把肥皂水吹起一些气泡堆在盘中 (图 17)o停止电解,将小盘端至另

-地方,用 火柴点肥皂泡,即发生巨响而爆炸。这种办法,效果显著而又没有危险。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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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                  .         ·

i·b

(l)作为小钟罩的半截瓶子宜小而短,以 能刚好盖住两电极,塞子下沿几乎接触

、电解液面为宜ρ这样,内部空气少,容易驱逐千夤 。如有现成的小漏斗,即可代替小钟

罩 (图 18)。               ,       ·

.'隽笆。逭:州-

图17 爆鸣气              图18 爆鸣气    ,

(2)肥皂水要有足够的浓度,才能吹起稳定的气泡。用洗衣粉更好。此外,凡能

起泡的,如油皂子水、皂角水等均可。

五 、 灭   火   器

(按〕初中化学教学中关于灭火器原理的演示实验,通常都用吸滤瓶来进行。现改

用竹筒来作灭火器的实验,不但农村中易于做到,而且效果比用吸滤瓶好得多。

实验方法:      ·

取直径大约 5厘米的竹筒一根,作为灭火器的外壳,一端保留节巴,全长大约30cm。

奉离筒口约 1cm处 ,削一条环形槽,在槽下 0。 5cm左右钻一小孔,插入内径 1mm、 长

、约 2c卩的细竹筒∵小段。再取长短大小刚能放进外壳的竹筒一根作为内筒,节巴留在距

一端饪-5cm处 ,作成图19中 画出的形状。用内筒量取饱和碳酸氢钠溶液一 筒倒 入 外

壳,再把饱和明矾溶液装满内筒,放在外壳竹筒里。按外壳筒口的形状剪一块铁皮,盖
在筒口。再用一块塑料薄膜蒙住筒口,用细麻绳或铁丝沿槽沟捆紧。表演 时, 将 竹 筒

剁转?使两种溶液发生反应,生成的二氧化碳气体带着筒里液体形成泡沫从侧管喷射出

来。

问题讨论:

(l)外壳与内筒的大小,可稂据具体材料确定,上述尺寸仅供参考。但要注意二

者必须配合,即以内筒量取一筒饱和碳酸氢钠溶液装入外壳之后,再把内筒盛满饱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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矾溶液放入,外壳中的碳酸氢钠不可漫入内筒,否则必须减小内筒的容积。

铋 O

图19 泡沫灭火器            ~

(2)碳酸氢钠和明矾都用饱和溶液,二者体积比是 1:1。 在演示前,应先进行检

查。方法是在两支试管中,分别装入等体积的碳酸氢钠和明矾溶液 (各约5ml即可 ),

将明矾溶液倾入碳酸氢钠溶液,若产生大量气泡而冲出试管,则必能得出好的效果。假

如产生白色胶状沉淀,不发生气泡或产生气泡很少,这表明明矾溶液的酸性不够 (一般

可能是溶液未达饱和),就要再加明矾,并加热搅拌促其溶解。冬日气温很低。明矾溶

解度减小得很厉害,须要用热饱和溶液,或者在明矾溶液中加少量 酸 (硫 酸、盐 酸 均

可),使两种溶液以等体积混合时,能产生大量气泡而不发生沉淀,这样就可以进行实

验了。

(3)外筒中加入碳酸氢钠溶液后,最好再加少量洗衣粉溶液或肥皂液,可使喷出

药液形成更多和更稳定的泡沫。

(4)喷咀要细一些才喷得高,内径最大不超过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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