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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碳酸氢镣与氢 

当 NH HCO 溶液与少量的 NaOH溶液反 

应时，离子方程式应该如何书写呢?作者从感性 

分析、数据推理 、实验验证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最终得出了应该是 NH4+先与 OH一反应的客观 

事实。 

将少量 的NaOH溶液滴加到 NH4HCO 溶 

液中，离子方程式如何书写呢? 

众所周知，HCO 一以及 NHd都可以与 OH一 

反应，所以此题不仅牵涉到与量有关的反应 ， 

还牵涉到相互竞争的反应。那么解决此题的关 
键就落在 了谁结合 OH一能力强这个 知识上 

面 。 很 多 参 考 书 给 出 的 答 案 是 

“HCO3-+OH-=CO32-+H20”，也 就 是 默 认 了 

HCO~先与 OH一反应。 

笔者认为此答案不妥 ，有值得商榷 的地 

方。现将本人的理由罗列如下，共 同行商讨。 
1、从感性分析 

含铵根离子的溶液呈弱酸性，碳酸氢根离 

子的溶液呈弱碱性，铵根离子与氢氧根离子更 

容易反应。 

2、从数据进行推理 

先从反应进行的程度分析，也就是说先进 

行反应平衡常数分析。 

NH4++OH— f NH3·H20 

K=I／Kb(NH3·H20)=1／(1．8×10-5)=5．6 x 10 

HCO3-+OH—l一⋯J CO3 +H2O 
K=Ka(HCO ／Kw=(4．7 x 10-“)／10 =4．7 x 10 

通过平衡常数的数据分析表明 ，NH 与 
OH一反应的程度远大于 HCO3-与 OH一反应的程 

度 ，说明 NH4+更易于与 OH一反应。笔者再对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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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自由能进行了比较。 

NHg+OH一[ ]NH3·H20 
&rG I=一26

．61+157．27+79．50=一27．03(kJ／mo1) 

HCO3-+OH—L  l cO +H20 

△rG =一528．10—237．19+587．06+157．27=一20．96 

(kJ／too1) 

通过数据说明前一个反应容易进行一些。 

结合平衡常数和自由能数据，我们就可以下这 

样的一个结论：在相同状况下，同浓度的HC03- 

和 NH4+，NH／与 OH一应优先结合 ，故将少量的 

NaOH溶液滴加到 NH4HCO，溶液中，应优先发 

生“NH OH-=NH，·H20”这个反应。 

3、从实验验证分析 
根据高中化学知识，NH4HCO 不与BaC1 溶 

液反应生成沉淀，所以笔者设计了这样一个实 

验 ，取 5m10．01mol／L的 NI-LHCO 溶液于试管， 

向其中滴加 2滴 0．1mol／L的 NaOH溶液 (此时 

NaOH的量相对于 NH4HCO 的量是说是极少量 

的所以不可能发生将两种离子都反应的情况)， 

再向其中滴加 2滴 0．01mol／LBaC1 溶液，若是先 

发生 HCO3-+OH—L —— CO32-+H20这个反应， 

那理应有 c 离子生成，就应该有沉淀生成。 

若先发生 NH4++OH— NH ·H 0这个反 

应，就应该没有沉淀生成。经过实际操作，笔者 

没有发现沉淀生成 ，所以笔者认为应先发生 

NH 0H一 N ·H 0这个反应。 

但是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按照笔 

者所配的试剂浓度和用量进行实验，不然会得 

出错误的结论，原因是当你所取的NH4HCO 溶 

液浓度较大时，你不向其中加入向其中加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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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多媒体技术在教学领域中得到了广 

泛运用，已经表现出了自身的很多优势。本文对 

多媒体在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应用课堂的优 

势，教学的主要方法做了具体的分析。 
一

、运用多媒体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鲁迅先生说过没有兴趣的学习，无异于一种苦 

役。没有兴趣的地方，就没有智慧和灵感。兴趣是 
一 种具有积极作用的情感。如果把数学知识放在 
一 个生动、活泼、贴近生活实际的情境中去学习，更 

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多媒体就是通过声、像、动画 

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以其新颖性、艺术性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为学生创设符合 理特点的教学 

情境，不断地给学生以新的刺激，使学生的大脑始 

终保持兴奋状态，从而激发学生强烈的学习欲望和 

增强学习兴趣具有时代特征的一种教学方法。 

二、运用多媒体帮助学生发展空间想像力，培 

养逻辑思维能力 

运动变化的东西，新鲜有趣的事物容易引起 

学生的注意。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多媒体“动”的特 

长，变静的“说”为动的“演”，启迪学生思维。将传 

统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黑板、投影片、教具模型等 

媒体展示的各种信息，由计算机加工成文字、图 

媒体 的运 用 

形、影像等资料，(并进行一些必要的处理如动画)， 

将这些资料组织起来。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多媒体 

的动态变化可以将形与数有机结合起来，把运动 

和变化展现在学生面前，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因而 

可以做到更高密度的知识传授，大大提高课堂利 

用率。 

三、运用多媒体丰富课堂教学容量，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 

传统教学中，教师把大量时间花在语言描述和 

板书等方面，语言陈述的内容过多，学生抓不住重 

点，前后内容联系困难。板书内容过多，不仅挤占时 

间太多 ，而且不利于老师的课堂组织，难以取得好 
的效果。而直田多媒体进行课堂教学，能在较短的 

时间内向学生提供大量的例题、习题，使教与练的 

容量大大地增加。 

四、利用网络资源，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 

滴 0．1mol／L的NaOH溶液，而直接加浓度较大 

的BaC1 溶液，照样会有沉淀生成。这是为什么 

呢?笔者假设所取 的 NH,HCO 溶液浓度为 

0．1mol／L，取了 5ml，向其 中加入 2滴 (约合 

0．1m1)0．1mol／LBaC12溶液。 

根据 HCO 一f ]CO 2_+H‘，设其电离了X， 

有： 

Ka(HCO3_)=x ／(O．1一X)=x ／O．1=4．7 x 10 

解得 x=2．4×10 mol／L 

c(Ba2+)=(0．1 x 0．1)／5=2×10 mol／L 

C(Ba )X C(COs>)=2 x 10 x 2．4×104=4． 

8 x 10’9>Ksp(BaCO3)=2．58×10 

所以，若不按照笔者所取试剂的浓度和用 

量，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4、讨论 

综上所述 ，将少量的 NaOH溶液滴加到 

NH4HCO，溶液 中，NH 优先与 OH一反应 ，所 

以离子方 程式 应写为 ：NH4++0H—I NH · 

H 0。由于 HC0 一和 NH4 与 OH一反应原理复 

杂 ，所 以笔者建议在高中阶段考察 NH HCO， 

溶液 与 NaOH溶液反应 的离子方程 式的书 

写 ，应将 “少 量 ” 的 NaOH溶 液 滴 加 到 

NH HCO，溶液中的“少量 ”改成“足量”，不然 

既为难 了学生，也为难了老师。当然，由于本 

人能力所 限，分析推理过程难免 出现纰漏 ， 

还请同行批评指正 ! 
参考文献： 

本文所牵涉到的数据 ，均采 自于大学《无 

机化学》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09．9宋天佑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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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共同的任务，是小组任务的一部分，培养f电1fj协 

作的意识。这一阶E趣 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资源，使 

f电1门能i 亍充分的探索，学生还要及时记录所找到 

的信包。当，j 目成员找到所需的信 后，让他 门回到 

4龃 中，交流『也f门所查的信息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些 

的理由，讨论其中分歧的意见以达成共识。 

五、要做到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法的和 

谐相处 

任何—种事物都有它的局限性，多媒体教学方 

法也不是特例。运用多媒体确实给教学带来很大的 
帮助，使学生的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时 

代气息、更贴近生活和现代科技；同时也可使教师 

拓展知识视野，改变传统的数学教学内容，使教材 

“活”起来。但是多媒体也有不足之处。如有的教师 
把数学概念、性质、例题、过程等一概做在课件里， 

上课没有板书或很少板书，教学容量是大了，学生 

却只顾观看，根本无暇理解和思考，教学成了“单 

边”活动，学生的主体地位完全没有体现；又如在课 

件中莫名其妙地来一段音乐，就会适得其反，这不 

仅不能增强教学效果，反而干扰学生的思考，干扰 

了课堂教学，削弱了课堂教学效果。 

活的联系，要 总之， 

求数学教学要从身边的生活问题出发、用于解决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锻炼思维、提高 

应用能力。教师按照学生的兴趣或位置关系将学生 

分成眷于小组，确定每个小组成员都有相应的任务 

后，传授学生使用这些资源的方法，要求每个学生都 

独立自主地查找 息，f电1门所查找的信息都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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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掌握多媒体教学技术 

段，更是教育现代f d教师素质的要求。作为新世纪 

的教育工作者，应紧随时代的脚步，在教学中合理应 

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充分发挥其优越眭，不断提高教 

学效果，争取早日培养出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才。 

(作者单位：江西省 E饶县枫岭头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