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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柱酸碱滴定的双指示剂{击示倒中，用KtCr +K r0 取代 Na CO +NaHCO ，并 

改用演甲酚绿和酚酞作指示剂。其结果表明，本法滴定的终点颜色变化较明显，终点较艘 

霎 薹 型堡K⋯Cr0 CrO． 醮破献 话 关键词酸碱商定 指示剂法 ：： +K： ． E 营 
Abstract In the use of double indication in acid and alkali titration， using 

K2Cr07+ K2Cr04 instead of Na2C05+ NaHCOa，and bromocresol green and 

phenolphthalein as indicators．the result shows that final colours change evident 

Jy in the titrati
．

on with sha rp destination and good accuracy． 

Key words acid and alkali titration，means of double indicators，K2Cr207+ 

K2CrOI 

南铬嗽钾 

目前国内外分析化学教程 ：中的酸碱滴定双指示剂法示例都采用Na：CO。+NaHCO ． 

由于其极易受CO 影响，滴定效果欠佳。作者参考文献叫，采用K Cr。0 +K CrO。取代Na：CO 

+NaHcOs，现将结果报告知下： 

1 试剂和仪器 

№  压 

Na C

c

O 7 10 }1oo-zs (计算含量时扣回) 【 s ． J⋯⋯ 
Na2CO3 AR．、 

K：CrO。 AR．# 
K2Cr2O AR．』 

指示剂：溴甲 

酚酞 

均按基准物干燥法处理，测得各含量 ( ) {100100 f 

li00 

酚绿 0．2 乙醇溶液 

甲基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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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一1型 1 

zD 一2 }自动电位滴定仪(上海第二分析仪器厂) 
231型 玻璃电极 

232型 SCE 

2 实验原理和方法 

2．1 原理：CrzO 一+Cr()：一水溶液在过量HCI存在下： 

CrO 一 苎墨!：． HCrO~ 

Cr2O；一 墨里：． cr
，O 一 

剩余 HCI 

酸化的溶液用标准 NaOH溶液回滴。在滴定过程中得到两个突跃 

第一突跃：与剩余 HCI(c)反应：H +oH一一 HzO 

第一与第二突跃之间发生两个反应： 

HCrO~-(a)中的 H 被中和：HCrOt一+OH一一 crO 一+H2O 

crO；一(b)则转变为c向 一：Cr2O；一+2OH一一  2CrO2~一+H2O 

其滴定过程的化学计量关系为： 

(a) 

(b) 

(c) 

(MV)Mc~一 (MV1)N|0H=CrO4 I]P-tool数 

EM (V：一V1)]N．o,,--CrOl 一 m mol数一2Cr2O7 m tool数 

当 NaOH m m01<加入 HCI m tool第一突跃出现，若二者相等，在第一突跃则无 CrO 。 

存在。 

当NaOHmtool>加入HCImtool第二突跃出现，若二者相等，在第二突跃则无cr O 

存在o p 值 

10 

pH值 

10 

i ’。 一3一O 一4 O一 ～50mL 。 

Na：COl+NaHCO~ 圈 2 K2Cr2Of+ K2CrO‘ 

50mL 

2．2 方法 

精密称取K c r2O7 2．5 g+ CrO。2．5 g，用水溶解稀释至250．00mL。准确量取该液 

25 mL于锥形瓶，加入 0．1M 标准HCI溶液 25．o0mL，加溴甲酚绿 3滴，用0．1M 标准Na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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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滴定至刚好转为深黄色为第 一终点，记下 V 。加酚酞 3滴．继续滴定至溶液 由绿色变为 

持续 的淡棕红色为第二终点，记下 V：。 

3 结果对照 

3．【 本法与 Na COs+NaHCOs法进行对照．经两法电位滴定得 pH值一V 曲线 ，如图 1、2。 

3．2 两法含量 ( )测定结果比较： 

表 1 两法含量测定结果对 比表 

* l，2．3分别为三批被测组分一次测定值。 

** 1．2，3分别为各三批三次测定的平均值 。 

4 线性范围 

取 K2Cr~O7 2·6462 g+K2CrOt 2．5412 g，用水溶解并稀释至 250．00 mL。取该混合液 

10·00，1 5．OO，2O·oO，25．00，3O．O0，35．。0 mL分别加入0．09891 M HCI溶液lO．。0，l5．00， 

2O·∞·25．00t 3O·00，35．oomI ，分剐用0．1999M NaOH滴定至第一终点和第二终点。(指 

示剂亦用溴甲酚绿，酚酞)，以混合液体积对应于第一、第二终点体积，求相关系数 r。、 ，测 

定结果如 下 

(下转第 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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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未能应用于生产‘-重要原因有二：一是成粜本身不成熟．不能形成规模生产；二是成 

果转化运行机制不健全．研究与生产脱节 因此，要建立从研究、开发、生产 、服务过程相 

衔接的转化机制．特别是从技术研究到成果开发之间的转化机制。 

由于海洋开发风险系数大、投入也高．单靠科研单位弧军作战是难以承受的 我们不妨 

借鉴国外的经验．如日本的 “官、产、学”三位一体机制：美国 “海洋企业观念“，几乎都是 

由政府、产业界、科技界联合投资开发，共同承担风险．以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中国的国 

情有别于外国，但可探索一条适合于自己的路，改变科研单位 “一头热”现状。采取各种手 

段和各种形成推动和鼓励研究开发机构改制转型为科技企业，以开友科技产业为目标·发展 

科工贸、技农贸等一体化企业；支持企业与科研机构互相兼并，或通过参股、控股等形式，组 

建成以科技为先导、产权联结为纽带的跨地区、跨行业的科技产业开发集团，但不管采用何 

种形式 ．国家金融机构必须设立海洋开发风险专项资金，保证海洋科技研究经费和产业开发 

经费。目前，中国体制仍存在条块分割，行业分家，互不渗透，甚至出现重复性和封锁性 -很 

不利于成果交换和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技兴海计划实施，必须加以纠正．使科技成 

果更快转化为生产力 推动广西沿海经济发展。 ‘ 

参考文献 

1 蒋巧嫒等 ．试谈当前科研课腰管理中的阔腰与对策 ．广西科学院学报 

2 浅谈海洋行政管理与海洋执法监察 ．海洋信息 ，1996-(4)：2～3． 

(上接第 89页) 

5 讨论 

本法第一终点指点示剂改用溴甲酚绿代替 甲基橙，终点颜色变化较明显，易于观察。 

由图 1、2表明本法比Na CO +NattCO。滴定有较好的 pH值突跃 ，终点较敏锐。 

由两法测定结果 比较表 明：Na：CO +NaHCOa法相对误差较大，准确度也不好电位滴定； 

而本法相对误差较小，和电位滴定相近，具有较好准确度。 

本法说明酸碱平衡原理 ，涉及到利用回滴法，其滴定比Na：CO +NaHCOs滴定更富有变 

化，对学生的化学计量训练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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