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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三种方法鉴别碳酸钠与碳酸氢钠，经过实验发现用氯化钡鉴别二者，实验现象不明显。采用盐酸

溶液鉴别碳酸钠与碳酸氢钠，根据反应的程度，与产生二氧化碳气体的量能鉴别二者，但是反应条件难以

控制。经改进采用U型装入碳酸钠与碳酸氢钠溶液，用注射剂控制盐酸的滴加速率及反应同步，根据装置

中气球的变化速率及量，来鉴别二者。改进的鉴别实验，实验现象明显，便于学生区分碳酸钠与碳酸氢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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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ree methods are used to identify sodium carbonate and sodium bicarbonate. After 
experiments, it is found that barium chloride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two, and the experimental 
phenomenon is not obvious. Sodium carbonate and sodium bicarbonate are identified by hydro-
chloric acid solution.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reaction, they can be identified by the amount of 
carbon dioxide gas produced, but the reaction conditions are difficult to control. After improve-
ment, sodium carbonate and sodium bicarbonate solutions were loaded in a U-type, and the drop 
acceleration rate and reaction synchronization of hydrochloric acid were controlled by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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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 wer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rate and amount of balloons in the device. The 
improved identification experiment has obvious experimental phenomena, which is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distinguish sodium carbonate from sodium bicarb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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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本质上的不同就是其能够激发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素质教育要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1]。创新能力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展的不竭动力。

对于化学学科而言，化学实验对该学科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它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2]。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化学实验课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化学实验能够让学生更加直观

的理解概念；能让学生培养自己动手实验的技能；能够激发学生对化学学科的兴趣；能够培养学生解决

问题的能力；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化学原理，在日后的学习中会用科学的方

法解决问题。碳酸钠与碳酸氢钠的鉴别实验是中学最为典型的教学案例，很多研究者从改进实验装置、

控制变量、延时摄影技术等方面进行了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教学效果[4] [5] [6]。本文从较为传统的鉴

别手段来对比研究，探寻直观、实验可控的鉴别法，为鉴别类的实验教学提供参考。 

2. 实验教学目的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简化实验操作，使得 Na2CO3与 NaHCO3鉴别现象更加直观、明显。 

3. 实验药品和仪器 

碳酸钠、碳酸氢钠、氯化钡均为粉末，分析纯；稀盐酸、蒸馏水；试管、胶头滴管、电子天平、药

匙、称量纸、量筒、烧杯、玻璃棒、100 ml 容量瓶、10 ml 注射器、U 形管。 

4. 实验方案和过程 

4.1. 实验方案 1 

(1) 实验装置(见图 1) 
 

 
Figure 1. Experimental setup diagram for distinguishing sodium carbonate from sodium bicarbonate using barium chloride 
图 1. 氯化钡鉴别碳酸钠与碳酸氢钠的实验装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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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步骤 
① 分别配备 0.1 mol/L 的 Na2CO3、NaHCO3和 BaCl2溶液； 
② 量取 10 mL 0.1 mol/L 的 Na2CO3、NaHCO3分别加入两支试管中； 
③ 用胶体滴管取适量的 0.1 mol/L BaCl2溶液分别滴加到两支试管中。 
(3) 实验现象 
Na2CO3溶液在滴加 BaCl2溶液后，立刻产生沉淀。NaHCO3溶液在滴加 BaCl2溶液后也产生了沉淀。 
实验原理及解释： 

Na2CO3 + BaCl2 = BaCO3↓ + 2NaCl                            (1) 
2NaHCO3 + BaCl2 = BaCO3↓ + CO2↑ + H2O + 2NaCl                     (2) 

在 NaHCO₃中，水解在反应中不占主导，而 HCO₃⁻的自偶电离[7]占主要反应： 

2 3HCO−⇌ 2
3CO −  + H2CO3K = 1.35 × 10−4 

NaHCO₃的物质的量浓度为 0.1 mol/L，计算出 2
3CO − 的物质的量浓度为 1.15 × 10−3 mol/L。 

根据 BaCO3的溶度积，Ksp = 2.58 × 10−9，可计算出 Ba2+的物质的量浓度只需要达到 2.24 × 10−6 mol/L
便会产生沉淀。 

不足：两支试管都有沉淀产生，鉴别效果不是很明显。可见 BaCl2溶液并不是鉴别 Na2CO3与 NaHCO3

溶液的最好方法。 

4.2. 实验方案 2 

(1) 实验装置(见图 2) 
 

 
Figure 2. Experimental setup diagram for distinguishing sodium carbonate 
and sodium bicarbonate with hydrochloric acid 
图 2. 盐酸鉴别碳酸钠与碳酸氢钠实验装置图 

 
(2) 实验步骤： 
① 在左右两支中分别加入 7.5 mL 6 mol/L 盐酸； 
② 在两个气球中分别加入 0.84 g 碳酸钠与 1.06 g 的碳酸氢钠粉末，然后分别套在甲乙两支试管口； 
③ 将甲乙两支带气球的试管固定在试管支架上，同时将两个气球的固体颗粒倒入试管中。 
(3) 实验现象： 
甲乙两试管上的气球都臌胀变大，甲试管中的反应更加剧烈，气球胀大较快，且胀大的体积更大。 
原理及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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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2CO3 + 2HCl = 2NaCl + CO2↑ + H2O                           (3) 
NaHCO3 + HCl = NaCl + CO2↑ + H2O                            (4) 

相同物质的量的碳酸钠、碳酸氢钠分别与等量的盐酸反应，根据化学反应方程式可知，在消耗相同

量的盐酸溶液，碳酸氢钠产生的气体量比碳酸钠的多。 
不足：由于碳酸钠、碳酸氢钠都是固体颗粒难以保证所有固体都能与盐酸反应，且无法完全保证两

种固体同时与盐酸溶液反应。 

4.3. 实验方案 3 

(1) 实验装置(见图 3) 
(2) 实验步骤： 
① 在两支 U 型管中分别加入已经配备好的 15 mL 1 mol/L Na2CO3和 NaHCO3溶液，两支 U 型管的

右端分别套上气球，左端塞好橡胶塞； 
② 用注射器吸入 5 mL 6 mol/L 盐酸，再慢慢地将注射器插入 U 型管左端的橡胶塞； 
③ 缓慢且同步的推动注射器活塞，让注射器逐滴的滴加盐酸溶液。 
 

 
Figure 3. Experimental apparatus diagram for identifying sodium carbonate and 
sodium bicarbonate by hydrochloric acid titration 
图 3. 盐酸滴定鉴别碳酸钠与碳酸氢钠的实验装置图 

 
(3) 实验现象： 
甲 U 型管中的溶液刚开始没有明显现象产生，慢慢的有气泡产生，气球开始臌胀，乙 U 型管中的溶

液在有盐酸滴入后，立刻产生气泡，气球迅速膨胀。 
原理及解释： 

2
3CO −  + H+ = HCO3

−                                  (5) 

3HCO−  + H+ = CO2↑ + H2O                               (6) 

碳酸钠与盐酸反应产生 CO2需要两步，第一步是发生方程 5，第二步发生方程 6，才会有气体生成，

而碳酸氢钠与盐酸反应产生 CO2只需要进行第二步。所以碳酸氢钠反应更加迅速。 

5. 实验结论 

通过本次实验，可知采用氯化钡溶液鉴别碳酸钠与碳酸氢钠溶液，实验现象不易区分碳酸钠与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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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钠，不是最佳鉴别碳酸钠与碳酸氢钠的实验方法。采用在等量盐酸中加入等物质的量的碳酸钠与碳酸

氢钠粉末根据气球变化来鉴别二者，实验现象能够将两者区别开来，但是实验难以保证药品的同步加入

且难以保证反应完全。在两 U 型管中分别加入等物质的量碳酸钠与碳酸氢钠溶液，以注射器滴加盐酸溶

液与它们反应，根据套在 U 型管上的气球变化速率及大小鉴别碳酸钠与碳酸氢钠，实验现象明显、实验

装置简单且实验反应速率可控，是鉴别碳酸钠与碳酸氢钠的好方法。 

6. 改进实验的意义 

(1) 通过对 Na2CO3、NaHCO3 的鉴别实验改进，不仅增强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8]，也将教材实验更

加具体化，使得实验现象更明显更容易区分 Na2CO3、NaHCO3。 
(2) 利用本实验更进一步落实了物质的量及离子反应的知识。 
(3) 该实验的改进可以使其学生更清晰的辨别 Na2CO3、NaHCO3，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使学生能

更加严谨的思考问题[9]。 
(4) 帮助学生理解化学在日常生活和工业中的应用。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认识到化学的实际意义，增

强他们对科学的实际应用的认识。 

7. 总结 

实验在学习化学知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不仅能够直观地呈现和验证化学理论，而且有助

于学生在心理上确立化学实验的方法，并验证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对于一些较为抽象难懂的化学概念，

通过实验的方式能够使学生得出正确的结论，获得实用的化学知识。这种亲身参与的学习方式不仅让学

生更好地理解化学知识，还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切实感受到化学的重要作用。通过实验，学生更容易培

养对化学的兴趣，也更加热爱化学实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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