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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要求

1、掌握碘量法的分类及反应条件

2、掌握配制和标定I2和Na2S2O3滴定液的方法

3. 掌握碘量法的误差来源及减免方法

教学基本

内容

碘量法基本原理

滴定液的配制标定

教学重点
碘量法的误差来源及减免方法

教学难点
标定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的条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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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碘量法的误差来源有哪些？如何减免？

2、标定 Na2S2O3滴定液时应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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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教师活

动

[导入新课] 

   氧化还原滴定法应用广泛，2010 版药典中能用氧化还原滴定

法测量的药物仅次于酸碱滴定法，而在氧化还原滴定法中尤以碘

量法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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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碘量法
（一） 基本原理

 碘量法（iodimetry）是利用 I2分子的氧化性或 I-离子的还原

性进行氧化还原滴定的分析方法。其半电池反应为：

               I2 + 2e 2I-       V5345.00 

碘量法分为直接碘量法和间接碘量法。

1．直接碘量法  直接碘量法又称碘滴定法。它是利用 I2作滴

定液，在酸性、中性或弱碱性溶液中直接滴定电极电势比

)I/I( -
2

0 低的较强还原性物质含量的分析方法。

    如果溶液的 pH＞9就会发生下列副反应：

               -
2 OH63I  OH3I5IO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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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间接碘量法  间接碘量法又称为滴定碘法。它是利用 I-的

还原性，先将电极电势比 )I/I( -
2

0 高的待测氧化性物质与 I-作用

析出定量的 I2，然后再用 Na2S2O3滴定液滴定析出的 I2，从而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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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物质的含量。

基本反应为：            
-2

322 OS 2  I   
-2

6
- SO2I 

该反应需在中性或弱酸性溶液中进行。因在强酸性溶液中

Na2S2O3会分解，I-也容易被空气中的氧所氧化。其反应为：

 H2OS -2
32 SO2↑+ S↓+ H2O↑

4I- + 4H+ + O2  2I2 + 2H2O

  在碱性溶液中 Na2S2O3与 I2会发生如下副反应：

          
-

2
-2

32 OH104IOS  OH5I82SO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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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碘量法误差来源及应采取的措施

碘量法误差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I2易挥发，二是 I-在酸

性溶液中易被空气中的氧所氧化。为此常采取如下措施：

可加入比理论量大 2~3倍的 KI。并在室温下进行滴定。滴定速

度要适当，不要剧烈摇动。滴定时使用碘量瓶。

（二） 指示剂 

碘量法常用淀粉作指示剂来确定终点。淀粉遇 I2即显蓝色，反

应灵敏且可逆性好，故可根据蓝色的出现或消失确定滴定终点。

直接碘量法时，淀粉指示剂可在滴定前加入；而用间接碘量

法时，淀 粉指示剂应在近终点时加入，以防止大量的碘被淀粉吸

附，终点时蓝色不易褪去而使终点滞后。

（三）滴定液的配制与标定 

1．碘滴定液的配制与标定

（1） I2滴定液的配制  用升华法制得的纯碘，可以用直接法

配制滴定液，但通常用间接法配制。溶液贮于玻璃塞的棕色瓶中，

置于阴暗处避免光照和遇热。

（2）碘滴定液的标定  标定碘滴定液常用精制的 As2O3作基

准物质。其反应式如下：

     OH3AsO2NaNaOH6OAs 2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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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232 2CO2NaIAsONaNaHCO2IAsONa  ↑+ OH 2

 根据 32OAs 的质量及碘溶液消耗的体积，即可计算出碘滴

定液的准确浓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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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的配制与标定

（1）配制 硫代硫酸钠晶体易风化、潮解，且含有少杂质，故

不能用直接法配制。硫代硫酸钠溶液不稳定易分解，其浓度随时间

而变化，原因是：

蒸馏水中有 2CO 时会促使 322 OSNa 分解：

   SNaHSONaHCOOHCOOSNa 3322322  ↓

空气中的 O2氧化 322 OSNa ，使其浓度降低：

    2 Na2S2O3 + O2 = 2NaSO4 + 2S↓   

蒸馏水中嗜硫菌等微生物作用，促使 322 OSNa 分解：

        322 OSNa   →  Na2SO3  +  S↓

配制 322 OSNa 滴定液时，应使用新煮沸放冷的蒸馏水，并加

入少量的 Na2CO3，使溶液呈碱性，防止 322 OSNa 分解。将配好的

322 OSNa 溶液贮于棕色瓶中，放置7～10天后再进行标定。

（2）标定  常用的基准物质有 K2Cr2O7、、KIO3等，其中

K2Cr2O7因其稳定性好且易提纯，最为常用。标定方法如下：

精密称取一定量的 K2Cr2O7基准品于碘量瓶中，加蒸馏水溶解，

在酸性溶液中与过量的 KI 作用，待反应进行完全后，加蒸馏水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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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析出的 I2用待标定的 322 OSNa 滴定至近终点时，加淀粉为指

示剂继续滴定溶液由深蓝色转变为浅绿色（Cr3+颜色）为终点。   

O7H3I2Cr14H6ICrO 22
3--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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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时应注意下列条件：

① 控制溶液的酸度   K2Cr2O7与 KI 反应时溶液的酸度一般

以 0.4mol/L 为宜。

②需加入过量的 KI，并用水密封碘量瓶，放置暗处 10min，

待反应完成后，再用待标定的 322 OSNa 滴定。

③ 用 322 OSNa 溶液滴定前，先将溶液稀释可降低溶液的酸

度，减少空气中 O2对 I-的氧化，还可使 322 OSNa 的分解作用减弱，

同时减少 Cr3+的绿色对滴定终点的影响。

④ 为防止大量碘被淀粉吸附太牢，使终点延后，标定结果偏

低，指示剂应在近终点时加入。

⑤ 滴定至终点的溶液放置后有变回蓝色的现象，如果是迅速

回蓝，说明K2Cr2O7与 KI 的反应不完全，可能是放置时间不够或

溶液酸度过低所引起的。遇此情况应重新标定。如果滴定至终点过

5min 后回蓝，则可认为是空气氧化 I-所致，不影响标定结果。

 

[教学小结]

  1、基本原理

2、指示剂

3、滴定液的配置、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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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作业]
168页（二）题、169页简答题2题

[预习]
配位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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