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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重量分析法和沉淀滴定法

Gravimetric Analysis and 

Precipitation Ti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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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重量分析法概述

5.1.1  重量分析法过程及特点

含被测组
分 X 试样

被测组
分 X

分离 转化

称重

计算

X 的称

量形式

↓
称量形式

的质量 m←被测组分

质量 mX

→ →



特点:

①直接称量分析，不需标准溶液或标准

试样。

②准确度高,相对误差约为 0.1% ~ 

0.2% 。

（常量测定 Si, S, Ni, P, Zr, Hf, Nb, Ta 
等）

③耗时多，周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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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重量分析法的分类

（根据分离法的不同分类）

1、沉淀法：将被测组分以微溶化合物的

形式沉淀出来而分离。

2、气化法：通过加热或其它方法使试样

中的待测组分挥发逸出而分离。

3、电解法：用电子作沉淀剂，使金属离

子在电极上还原析出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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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法(Precipitation  Method)：
含被测组
分X试液

X的

沉淀形式

X的

称量形式

加沉淀剂

过滤和洗涤沉淀

烘干

或灼烧

Ba2+ + SO4
2-

Ca2+ + C2O4
2-

BaSO4
CaC2O4·H2O

BaSO4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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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对沉淀形式和称量形式 的要求

1、对沉淀形式的要求：

溶解度必须很小，应易于过滤和洗涤，

应尽量纯净，易于转化为称量形式。

2、对称量形式的要求：

有稳定的化学组成，性质稳定，不受空

气中水, CO2 , O2 的影响，摩尔质量要大，

待测组分在称量形式中含量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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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沉淀的溶解度及其影响因素

5.2.1  溶解度、活度积和溶度积

1、固有溶解度 So

微溶化合物以分子或离子对形式溶解

在水中的能力可用固有溶解度表示。

以 1﹕1型微溶化合物MA在水中溶解并

达到饱和的平 衡关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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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固） MA（水） Mn++An-

↔ ↔

↔ ↔

↔ ↔
如 AgCl(固)       AgCl(水)       Ag+ + Cl-

(分子)

CaSO4(固)      Ca2+SO4
2-(水)     Ca2+ + SO4

2-

(离子对)

根据 MA(固) 和 MA(水)的平衡，可得

)()( 水平衡常数 MA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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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度MAa

)()( 水平衡常数 MAaS =°

如忽略离子强度的影响：

So = [MA(水)]   单位：mol·L-1

So为物质的固有溶解度或分子溶解度.

一般微溶化合物的So：10-6 ~ 10-9 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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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溶解度 S（Solubility）
是微溶化合物在溶解平衡过程中所有溶

解出来的组分的浓度的总和，用S表示。

根据 MA(固)       MA(水)       Mn++An-↔ ↔
忽略离子强度的影响，可得

S = [MA(水)] + [Mn+] = [MA(水)] + [An-]

S = So + [Mn+] = So + [An-]    单位：mo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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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度积和溶度积：

如只考虑 MA 微溶化合物的下列溶解平衡

MA（固） Mn++An-

o
spK

−+ ⋅= nn AM
o
sp aaK

称为该微溶化合物的活度积常数，

简称活度积。

↔
则溶解平衡常数：

为活度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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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度积和溶度积（接上页）：

对于 MA（固） Mn+ + An-↔
如忽略离子强度的影响，则溶解平衡

常数可表示为：

Ksp = [Mn+][An-]

Ksp称为微溶化合物的溶度积常数

简称 溶度积（Solubility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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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度积与溶度积的关系

−+ ⋅= nn AM
o
sp aaK

-nAγγ ⋅
=

+nM

o
sp

sp
K

K

−+ ⋅⋅= nn AMspK γγ
][][ −+

−+ ⋅⋅= n
A

n
M AM nn γγ

−+ nn AM γγ  , 
所以

活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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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 附录表17中的溶度积，均为活度积。

• 分析化学中，由于微溶化合物的溶解度

一般都很小，溶液中的离子强度不大，

故通常不考虑离子强度的影响。此时，

一般活度积作为溶度积使用。

• 如果溶液中的离子强度 较大，则应考虑

活度积和溶度积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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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条件溶度积

当溶解平衡中存在多种副反应时：

]][[  /// AMKsp =

主反应的溶解平衡常数 Ksp
/称条件溶度积。

−+ +↔ nn AMMA             )(固

nOHM
OH

)(
   b−

nML
Lb

AH
H
n

+b

如忽略离子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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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溶度积与溶度积的关系

         
][][]][[ /// AMAMK AMsp αα ⋅⋅==

AM

sp
sp

K
K

αα ⋅
=

/

为副反应系数  , AM αα

spsp KK >/

AMspK αα ⋅= 
所以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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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微溶化合物在纯水中的溶解度计算：

(1) 1﹕1型的MA微溶化合物

对下列溶解平衡, 设溶解度为S
MA（固） Mn+ + An-

spKs =

↔
平衡时 [Mn+] = S， [An-] = S

根据溶度积关系式 Ksp= [Mn+][An-] =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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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mAn型(如Ag2CrO4)微溶化合物

设下列溶解平衡的溶解度为 S
MmAn（固） m Mn+ +  n Am-

nm
nm

sp

nm

K
s +

⋅
=

↔
达平衡时 [Mn+] = m S       [Am-] = n S

根据 Ksp=[Mn+]m ·[Am-]n =  mm · nn · S（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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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影响沉淀溶解度的因素

1、同离子效应

沉淀反应达平衡后，加入适当过量的含

某一构晶离子的试剂或溶液,使沉淀的溶

解度减小的现象。

以1﹕1型的MA(固)的溶解平衡为例

−+ +↔ nn AMMA )(固
Mn+,An-称构晶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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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n AMMA )(固
例如加入 An-适当过量至浓度为 cAn-,

可使平衡向左移动。

①对溶解度 S 的影响：使 S 减小。

②有同离子效应时溶解度 S 的计算：

设平衡时溶解度为S，则

[Mn+] = S ,     [An-] =  S+ cAn-≈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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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Mn+] = S，[An-] = S+ cAn-≈ cAn-

根据溶度积关系式：

Ksp= [Mn+][An-]

= S· cAn-
−

=
nA

sp
c
K

S

同理，当加入Mn+

过量至cMn+时，得 +
=

nM

sp
c
K

S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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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盐效应（在强电解质存在下）

①对溶解度 S 的影响：使 S 增大

② 溶解度S的计算(如1﹕1型微溶化合

物）：

用溶度积和活度积的关系式进行计算。

spKS =
系数。

为活度
      

  , −+ AM γγ

−+ ⋅
=

AM

o
spK
γ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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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酸效应(溶液酸度对沉淀溶解度的影
响)：

①对溶解度 S 的影响：使 S 增大

以二元弱酸H2A的微溶化合物MA为例

MA（固） M2+ + A2-↔ + H+→ HA-

+ H+→H2A

由于酸效应使平衡向右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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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有酸效应时溶解度 计算：

−+ +↔ 22)( AMMA 固
+ 
H+→ HA-‥‥ H2A

设平衡时溶解度为 S  

则 [M2+] = S  

[A2-/] = [A2-]+[HA-]+[H2A]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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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M2+] = S
[A2-/] = [A2-]+[HA-]+[H2A] = S

所以条件溶度积

2/22/ ][][ SSSAMKsp =⋅=⋅= −+
（1）

][
][

2

/2
)( −

−
=

A
A

HAα
根据酸效应系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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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
22

/22/

][][   

][][  

HA

sp

AM

AMK

α⋅⋅=

⋅=
−+

−+

)(
2

HAspKS α⋅=

)(
/

HAspsp KK α⋅=所以 （2）

由（1）式已知 2/ SKsp =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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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HAspKS α⋅=

)(
2

HAspKS α⋅=

不同类型沉淀，在酸效应存在时

其溶解度的计算公式不同。

所以

请参见 P181 例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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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沉淀时的酸度条件

如形成弱酸盐沉淀CaCO3，MgNH4PO4 等

应在较低的酸度下进行；

如形成弱酸沉淀 SiO2·nH2O，WO3·nH2O

等：

因易溶于碱，应在强酸性溶液中进行。

如形成强酸盐沉淀 AgCl 等，溶液的酸度

对沉淀的溶解度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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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络合效应：

当溶液中存在能与构晶离子生成可溶

性络合 物 的络合剂 L 时，产生络合效

应。

①对溶解度 S 的影响：使 S 增大

MA（固） M+ + A-

由于络合效应使平衡向右移动。

↔
+
L→ML‥‥M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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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有络合效应时溶解度的计算：

MA（固） M+ + A-

即 [A-] = S

[M+/]=[M+]+[ML]+……+[MLn]=S

设平衡时溶解度为 S

↔
+
L→ML‥‥M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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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A-] = S
[M+/]=[M+]+[ML]+……+[MLn]=S

所以条件溶度积

][][][][ )(
// −+−+ ⋅=⋅= AMAMK LMsp α

][][ // −+ ⋅= AMKsp
2SSS =⋅=

][
][ /

)( +

+
=

M
M

LMα

（1）

根据络合效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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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 LMspKS α⋅=

spLM KS ⋅= )(
2 α

spLMsp KK ⋅= )(
/ α

][][][][ )(
// −+−+ ⋅=⋅= AMAMK LMsp α

得

由（1）式 2/ SKsp =

所以

络合效应存在时的计算请参见 P184 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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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沉淀剂的用量:

沉淀剂适当过量，同离子效应起主导

作用；

如沉淀剂本身是强电解质或络合剂，

沉淀剂过量太多，则会产生盐效应或络

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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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下，沉淀剂过量50%—100%

是合适的，如果沉淀剂不是易挥发的，

则以过量20%~30%为宜。

5、影响沉淀溶解度的其它因素：

温度、溶剂、沉淀颗粒大小，形成胶

体溶液，沉淀析出形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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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沉淀的类型及形成过程

5.3.1  沉淀的类型及分散度

1、沉淀的类型与差别

晶形沉淀
粗晶形 如 MgNH4PO4

细晶形 如 BaSO4

无定形沉淀 如 Fe2O3·nH2O
（胶状沉淀） AgCl



36

聚集速
度大于
定向速
度

结构疏
松杂乱
无章

絮状

体积

庞大

无定

形

沉淀

定向速
度大于
聚集速
度

结构紧
密规则
易沉降

晶状

体积小晶形

沉淀

形成

原因

内部

排列

沉淀

外形

沉淀颗
粒直径差别

m 1
~1.0

μ
Φ

m       
02.0

μ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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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沉淀的分散度（表示沉淀颗粒大小）

用槐氏(Von Weimarn)经验公式定性说明

s
sc

K Q −
×=分散度

cQ 为加入沉淀剂瞬间沉淀物质的浓

度；

s 为开始沉淀时沉淀物质的溶解度；

为沉淀开始瞬间的相对过饱和

度。

s
scQ −

K 为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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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颗粒大小 与 分散度   
s

sc
K Q −

×=

s
scQ −

分散度 晶核数 晶形颗粒

大 大 多 小

小 小 少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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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晶核的形成过程

1、均相成核作用

构晶离子的
过饱和溶液

⎯⎯⎯ →⎯静电缔合 离子对

结
合↓
离子群晶核 ⎯⎯⎯⎯ ⎯← 自发形成

离子群长大
  

     Ba2+ + SO4
2-

Ba2+ SO4
2-

{Ba(SO4)2}2-

或{Ba3(SO4)2}2+(BaSO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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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异相成核作用

固体微粒
(在溶液中) ⎯⎯⎯ →⎯构晶离子

能诱导

↓⎯⎯⎯⎯⎯ ⎯←诱导构晶离子沉积
晶核

可见，晶核数目等于固体微粒数目。

溶液中的固体微粒来源于容器、试剂、

溶剂及灰尘等。

固体微粒
成为晶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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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核形成过程总结：

若溶液中只有异相成核作用，

晶核数目 = 固体微粒数目（恒定）。

易获得大颗粒的晶体。

若溶液中即有均相成核，又有异相成核作

用，

晶核数目 = 固体微粒数目（恒定）

+ 由构晶离子形成数目（新

增）

易获得小颗粒的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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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影响沉淀纯度的主要因素

共沉淀

继沉淀

表面吸附

生成混晶或固溶体

吸留和包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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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共沉淀现象

1、表面吸咐

沉淀表面形成

过
量
构
晶
离
子

吸
附
层
：

抗
衡
离
子

扩
散
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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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生成混晶或固溶体

杂质离子进入

构晶离子的晶格或

晶格空隙中，形成

混晶或异形混晶。

混晶的形成使沉淀

严重不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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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吸留(occlusion)和包夹(inclusion)

吸留（杂质离子）

包夹（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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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继沉淀(又称后沉淀)现象

溶液中某些组分析出沉淀后，另一种

本来难以析出沉淀的组分，在该沉淀表

面析出沉淀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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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沉淀引入杂质的量，随沉淀在试液

中放置时间的增长而增多；温度升高，

继沉淀现象更严重。

沉淀类型相同的离子易发生继沉淀现

象。如 ZnS 沉淀能在 CuS 表面上析出；

CaC2O4 沉淀表面有 MgC2O4 沉淀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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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继沉淀现象（示意）

Zn2+

(HCl溶液)

无沉淀
析出

+  通入H2S
达饱和

→
Zn2+

(HCl溶液)
+  Cu2+  +  通入H2S

达饱和
→
↓

CuS 析出

Zn2+, H2S⎯⎯ ⎯←放置ZnS
CuS 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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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减少沉淀玷污的方法

1、选择适当的分析步骤

2、选择合适的沉淀剂

3、改变杂质的存在形式

4、改善沉淀条件

5、再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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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沉淀条件的选择

5.5.1  晶形沉淀的沉淀条件

(以减小溶液的相对过饱和度为目的)

1、沉淀作用应在适当稀的溶液中进行；

2、在不断地搅拌下、缓慢地加入沉淀

剂；

3、沉淀作用 在热溶液 中进行；

4、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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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化效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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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无定形沉淀的沉淀条件

(以设法破坏胶体，防止胶溶，加速沉淀

微粒的凝聚为目的)

无定形沉淀： 颗粒直径 < 0.02 μm

胶体：是某些物质以高分散的形式分布

在一均匀的连续介质中。分散相粒

子直径为 0.1 μ m ~ 0.001 μ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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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定形沉淀的沉淀条件

1、沉淀作用应当在较浓的溶液中进行；

2、沉淀作用应在热溶液中进行；

3、沉淀时加入大量电解质或某些能引起

沉淀微粒凝聚的胶体；

4、不必陈化, 趁热过滤，可减少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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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沉淀剂

5.6.1  无机沉淀剂

1、种类：

OH-, PO4
3-, C2O4

2-, SO4
2-, S2-等。

2、使用方法：

①按照操作方法直接加入。

②通过均匀沉淀法在溶液内部产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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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匀沉淀法：

通过化学反应，在溶液中逐步地、均

匀地析出构晶离子（沉淀剂），使沉淀

在溶液中缓慢地、均匀地析出，避免了

局部过浓，从而获得大颗粒的晶形沉淀

的方法。

化学反应：化合物水解、络合物分解

反应和氧化还原反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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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沉淀法示例：沉淀溶液中的Ca2+离子

Ca2+、H+

溶液
+ H2C2O4 → Ca2+、H+

H2C2O4
溶液

+
CO(NH2)2

⎯⎯⎯⎯ ⎯← ° 水解C90
Ca2+

C2O4
2-

(均匀
析出) ⎯⎯ →⎯生成 CaC2O4↓

大颗粒沉淀

无沉淀析出

H++NH3缓慢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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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基团：-OH，-COOH，-SH，-SO3H

碱性基团： -NH2，-NH，=N-，=CO

5.6.2  有机沉淀剂

1、生成螯合物的沉淀剂－螯合剂

结构中含有

螯合剂
+ 

被测M ⎯⎯⎯⎯ →⎯基团共同作用
酸性和碱性  M

螯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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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氨性溶液中，丁二酮肟与 Ni2+ 生成

鲜红色的螯合物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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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在氨性溶液中，8 - 羟基喹啉可沉

淀Al3+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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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成离子缔合物的沉淀剂

①相对分子质量较大且体积庞大；

②含较多的疏水基团：烷基、苯基、

萘基、卤代烃基等；

③在水溶液中离解为阳离子或阴离

子。

沉淀反应：

沉淀剂阴(阳)离子 +  被测阳(阴)离子

→离子缔合物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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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沉淀 MnO4
-，

用氯化四苯砷(C6H5)4AsCl 。

−+ +⎯⎯ →⎯ ClAsHAsClH 456456 )(C)(C 离解

↓⋅
→+ −+

4456
4456

)(                                   
)(

MnOAsHC
MnOAs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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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沉淀 K+，用四苯硼酸钠 NaB(C6H5)4

−+ +

⎯⎯ →⎯

456

456
)(                          

)(
HCBNa

HCNaB 离解

↓→+ −+
456456 )()( HCKBHC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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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沉淀滴定法

生成微溶性银盐的沉淀滴定法称为

银量法（Argentometric Method）
银量法主要用于测定 Cl-，Br-，I-，

SCN-和 Ag+。 莫尔法

佛尔哈德法

法扬司法

银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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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    莫尔（Mohr）法

1、指示剂和滴定剂及其反应

指示剂：铬酸钾（K2CrO4）

滴定剂：AgNO3标准溶液

滴定方式：

直接滴定测 Cl-或 Br-，

返滴定法可测 Ag+（先加入过量

N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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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定反应：（以滴Cl-为例）

)(白色↓↔+ +− AgClAgCl

滴定终点时指示剂的反应：

)(2 42
2
4 砖红色↓↔+ +− CrOAgAgCrO

12100.2 −×=spK

10
sp 108.1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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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示剂用量

实际用量：[CrO4
2-] = 5.0×10-3  mol·L-1

如 K2CrO4 浓度过高：

溶液颜色过深，终点过早出现。

如 K2CrO4 浓度过低：

需要滴入较多的Ag+, 终点出现过

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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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滴定时溶液酸度：一般 pH 6.5 ~ 10.5
如酸性大

OHOCrHCrOHCrO 2
2
724

2
4 222 +↔↔+ −−+−

如碱性强

OHOAgAgOHOHAg 22222 +↓↔↔+ −+

如有铵盐存在，滴定酸度 pH6.5 ~ 7.2

如 pH >7.2，析出NH3，形成 Ag(NH3)2
+



68

5、干扰离子

如测 NaCl + Na3PO4 试样中的 Cl-时，

PO4
3-与 Ag+ 生成微溶性银盐而产生干

扰。

如测 BaCl2 试样或 Pb(NO3)2 + NaCl 试

样中的 Cl-时，

Ba2+ 、Pb2+ 将与 CrO4
2-生成沉淀而产

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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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测 FeCl3 试样中的 Cl-时，

在莫尔法的 酸度条件下Fe3+会发生水

解而干扰。其它Al3+、Bi3+、Sn4+等高价

金属离子也会发生类似的干扰。

存在大量 Cu2+ 、Co2+、Ni2+等有色离

子时，影响终点观察而产生干扰。

有干扰离子存在时，可想办法消除或

采用其它方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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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佛尔哈德（Volhard）法

1、指示剂和滴定剂

指示剂：铁铵矾 [NH4Fe(SO4)2]
滴定剂：NH4SCN（或KSCN，NaSCN)

2、 滴定方式：

直接滴定法测 Ag+

返滴定法测定卤素离子(Cl-、Br-、I-)
及一些重金属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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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滴定法测定 Ag+

滴定反应：

↓↔+ −+ AgSCNSCNAg (白色)
12100.1 −×=spK

+−+ ↔+ 23 FeSCNSCNFe (红色络合物)

滴定终点时 指示剂反应：

K=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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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定酸度： [H+] = 0.1 ~ 1 mol·L-1

酸度过低， Fe3+易水解。

指示剂用量：[Fe3+] = 0.015 mol·L-1

浓度过大， Fe3+ 黄色干扰终点的观察。

浓度过低，不能观察到FeSCN2+的红

色。

注意：滴定过程中形成的AgSCN吸附Ag+,
使终点出现过早，应充分摇动溶液以释

放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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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返滴定法测定卤素离子

① 测 X = Br-，I-：

X    
试
液

+ AgNO3标液

(过量)

AgX ↓
Ag+(剩) 

→

↑
NH4SCN标准溶液滴定

NH4Fe(SO4)2指示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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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测Cl-：

Cl-

试液
+ AgNO3标液

(过量)

AgCl↓

Ag+(剩)→
↓

⎯⎯⎯⎯ ⎯← 的干扰消除AgClAg+(剩)

NH4Fe(SO4)2指示剂

NH4SCN标液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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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Cl 干扰滴定的原因:

因为 AgSCNAgCl SS >

−− +↓↔+↓ ClAgSCNSCNAgCl

+
+

3
 
Fe

所以

FeSCN2+（红色）



76

• 消除 AgCl 干扰的方法之一

AgCl↓

Ag+(剩)
⎯⎯⎯ →⎯煮沸、过滤

Ag+(剩)
(滤液+
洗液)

用稀HNO3
洗涤AgCl
沉淀

⎯⎯⎯⎯ ⎯← AgCl除去

煮沸可使AgCl
凝聚减少对Ag+

的吸附 ↓

NH4Fe(SO4)2(In)

NH4SCN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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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稀 HNO3 洗 AgCl 沉淀的原因：

AgCl是无定形沉淀，洗涤时的平衡是

⎯⎯⎯ →⎯解质洗涤
等电3HNO

⎯⎯ ⎯←
水洗涤

晶形沉淀无此平衡，故BaSO4可用水洗涤。

AgCl胶溶 AgCl聚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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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 AgCl 干扰的方法之二

Cl-

试液

+   AgNO3

标液 (过量)
+   1,2-二氯乙烷

1 ~ 2  mL
(有机溶剂)

↓用力摇动

Ag+  (剩)
AgCl↓

有机试剂膜

NH4Fe(SO4)2(In)
NH4SCN标液滴定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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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法扬司（Fajans）法

1、指示剂和滴定剂：

指示剂：吸附指示剂

滴定剂：

AgNO3标准溶液

(测 Cl-、Br-、I-、SCN-)

NaCl标准溶液 (测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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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吸咐指示剂的分类：

酸性染料：

在水溶液中可解离出指示剂

阴离子，如荧光黄及其衍生
物 。
碱性染料：

在水溶液中可解离出 指示剂

阳离子, 如甲基紫、罗丹明6G。

吸

咐

指

示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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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吸附指示剂的变色原理

以AgNO3标液滴定Cl-，用荧光黄作

指示剂为例：荧光黄(Fluorescein)
用 HFl 表示其离解平衡(pKa≈7)

)(黄绿色−+ +↔ FlHHFl

指示剂阴离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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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指示剂的变色原理
滴定前
Cl- + Fl-

黄绿色

+  Ag+

滴定 ⎯⎯ →⎯ 前SP AgCl↓· Cl-

Fl- 黄绿色

+ Ag+

滴定⎯⎯ ⎯← 时SPAgCl↓
Fl-

黄绿色

AgCl↓· Ag+· Fl-

淡红色

Ag+ +
滴定

Cl-过量

↓
AgCl↓· Ag+

Fl-黄绿色

SP后

→Fl-被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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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用吸附指示剂的滴定条件

（1）沉淀的比表面要大，以利于终点观

察。

①可加入糊精，防止 AgCl 过分 凝聚；

② 溶液的浓度适当，以获得足够量的

沉淀，才有一定的比表面；

如用AgNO3滴Cl-时， Cl-浓度应大于

0.005 mol/L ; 而滴Br-, I-, SCN-时，

相应浓度至少应为 0.001 mo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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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不能在强的阳光下滴定，以免卤化 银

变灰黑，影响终点观察。

（2）酸度适当，以利于指示剂离解为离子

如 荧光黄(pKa ≈7)适用酸度：

pH 7 ~ 10

如 曙红(pKa≈ 2)适用酸度：

pH 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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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吸附性能适当的指示剂。

卤化银对卤化物和几种吸附指示剂的

吸附能力的大小：

I-＞SCN- ＞ Br- ＞曙红＞ Cl- ＞荧光黄

故滴定Cl-时，只能选择荧光黄，而不

能选曙红作指示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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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混合离子的沉淀滴定

用 AgNO3 滴定 I-和 Cl-的混合溶液时，

理论上可以准确地进行分别滴定：

因为 7105
)(

)(

][
][ −

−

−
×≈=

AgClK
AgIK

Cl
I

sp

sp

当 Cl-开始沉淀时， I-已沉淀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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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AgNO3 滴定 Br-和 Cl-的混合溶液
时，

只能滴合量。

因为 3103
)(
)(

][
][ −

−

−
×≈=

AgClK
AgBrK

Cl
Br

sp

sp

当Cl-开始沉淀时， Br-还未沉淀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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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要点

1、了解沉淀重量法的测定过程；

2、掌握影响沉淀溶解度的主要因素；

3、了解沉淀的类型及沉淀条件；

4、了解影响沉淀纯度的主要因素；

5、掌握莫尔法，佛尔哈德法和法扬司法

的指示剂，滴定条件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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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作业

思考题 P 209:   

No. 7  [(3)FeCl2改为FeCl3], 

No. 8

习题 P210    No.1    

P 212:     No.23(b, d)

P 213:     No. 24,  No.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