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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碘酸却 (KI凸)与亚硫酸钠(№s )在酸性紊件下的氧化还原反应的动力学机 

理 ．其总反应的速率表示式为： 

= -c⋯ (KI )-c (№2S c (H 1 

其 中 =869 L-mol‘．s I 
、， 

关键词 篮身．垩堕墼 垒 垩堕垦些 塑芏垫垩 基础研究 
中国法分类号 0613 ^ 

KIO3与 Na2S03在酸性溶液中发生的氧化还原反应，叫做 Landl0t反应
，亦称“碘钟”反 

应 。总反应式为 ： 

210 f1+5S0i +2H 叫 2{】％ 】+5S0,~一+H20 n1 

它是一个复杂的非基元反应。分别用 c(KIO )、c(Na2SO，)
、c(H+)来表示 KIO 、N a1SO 与 

H 的浓度， 表示反应速率 ， 表示反应速率常数。研究得到它的速率方程为： 

= k·c (KIO31·c (N a2so )-c⋯ (H ) 

速率常数 k为：869 L-to ol～·s。。反应级数近似为 3
，反应活化能 EⅡ为 ：19 27 kJ．m0l-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 

jw 一0．001型多功能恒温槽(江苏泰县)；动力学反应器(自制)；秒表。 

1．2 主要试剂 

KIO3溶液 (O．O1 mol‘L )；H2SO 溶液 (O．02mol·L一 )；NmSO 3与 1％淀粉混台溶 

液(N SO3为 0．Ol mol·L一 ) 

1．3 实验方法 

在一定条件下，用移液管分别量取各溶液。先将 K10 和稀硫酸在反应器内混合均匀
， 

恒温；然后迅速将一定量且已恒温的Na~SO，一淀粉溶液倒人已酸化的KIO，溶液中 (控制 

总体积为 50m1)；同时启动秒表计时，搅拌。当溶液变蓝时停止计时
，记 录反应所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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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和讨论 

：．1 反应机理 

KIO，与 NazSO，在酸性条件下的氧化还原反应分三个阶段进行 。 

第一阶段是： 

L 

IOf+3sOi一一 3sO{+I一 (慢) f2) 

第二阶段是： 

2 

IO +5I +6H 一 3I2+3H20 (3) 

第三阶段是 ： 

3 

I2+SOi +H2O— 2I +SO；一+2H (4) 

随着sOi的消耗，反应 (4)逐渐减慢，当sot一全部消耗之后，反应 (3)产生的碘立即与淀粉 

指示剂作用，显示出特征的蓝紫色。 

各阶段的反应机理可以认为： 

第一阶段的主要反应途径包括三个双电子转移过程： 

H +soi+IOf~SO,2一+HIO2 (决定速率) 

HIO2+SOi—SOi一+HIO 

HIO+soJ一— SO{ +I一+H 

第 二阶段的反应途径 ： 

2I一+IO +2H 一2IOH+IO (慢) 

10 +H — 10H 《快 ) 

I一+IOH+H 一I2+H20 (快) 

第三阶段的反应途径为： 

HS03+I2 HSO3I+I— 

HSO3I+H2O-~SOj一+3H +I一 

其整个反应机理可归纳为： 

s0 一 】0 

只有当sOi一全部消耗后，I：与sot一的反应停止。IO 与 I一很快反应，此时碘立即出现与淀 

粉作用，溶液变为蓝色。 

2．2 总反应的速率表示式，速率常数和反应级数 

反应式《1)是 KIO，与Na2SO 的总反应式 ，设其速率表示为： 

= ·c (K103)·，(NazSO )。c (H ) 

在反应时问 凸 内，Na2SO 3已消耗完，即 c(Na2SO3)一0，△c(Na2SO，)=一c《Na2S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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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 

(Na2SO，)为用 Na2SO 浓度对时间的变化来描述反应的平均速率 (Na2SO ) 。采用改 

变反应物质数量比例的方法实验⋯，当温度为 298 K时，反应物浓度与反应速率的关系如表 

1所示 ： 

表 I反应物浓度与反应遭率的关系 

浓度 (tool·L ) {mol_L一 一日‘ ) 
序 号 

c
{KIO】J c( SO】J c(H+) (Ⅱ：71 ， u ·m。l ·s 

1 0．O02 0．002 0．008 2 56×10 

2 0．005 0．002 0．008 6 62 x 10～ 1．04 854 

3 0．004 0 002 0．008 5 18×10 1．02 899 

4 0．003 0 002 0．008 4 25 x10 1．05 885 

5 0．001 0 002 0．008 1 36 x 10— 1．08 841 

6 0．002 0 005 0．008 6 70 x10 1 05 858 

7 0 002 0 004 0．008 4 94 x10 1 03 860 

8 0 002 0 003 0 008 3 x10 1 02 870 

9 0 002 0．001 0 008 1 25 x10 1 06 853 

l0 0 002 0 002 0 0I2 3 90 x10 1 09 868 

11 0 002 0 002 0 0I6 5 36×1(I。。 l 10 892 

l2 0 002 0 002 0 020 6 90×i0 1 06 887 

13 0 002 0 002 0 024 8 03×1(I 1 07 87l 

平均值 1 05 l 04 1 08 869 

注：T=298 K：溶被总体积 50 ml 

据此可计算出 、Y、=分别为 1．05、1．04、1．08。该反应的速率表示式 

= -c (KIO3)-c (N SO|)-c (H ) 

反应级数： +y+：：3．17 3，即为三级 耋!墨皇重兰堂皇兰苎塑苎至 
反应，本结论与反应机理一致。而文献 所 TfK)(n=7)I ( 1 L s )Ea(I 

得速率方程忽视了氢离子的影响，其结论 294 l 2 12 x10。’ 

与反应机理不符，显然是有片面性的 284 l’61 x 10 19 6 

2 3总反应活化能的确定 l “旷 

取K 0 、N a~SO，、H 浓度分别为 l ,北80 ~ 1。0． ： 
0．002、0 002、o．008mol。L～，在不同温 324 l 4 20 "， 18．8 

式 ： ——葛鬲茬酾畜 ————一  

计算反应的活化能 Ea(表二)，求得 Ea的平均值为 19．27 kJ-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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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本文关于 KIO3与 N a2SO，在酸性条件下反应机理的研究结果，得出了与文献 不同的 

结论。经过本校材料化学 94，95级两届同学实验验证，具有重现性，在无机化学理论教学和 

基础研究工作中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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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Kinetics M echanism of the Oxidation-Reduction 

Reaction of KI with NazS 

Li Heping Wang Zhongjie 
(Dept of Fnndamental Sciences，Chongqing Jianzhu University，63OO45)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kinetics mechanism of the oxidation—reduction reaction of Kl with 

N82Sq in the acid solution The mte equation is： 

= k·c‘ (Ⅺ )·c (NaSO~)一C’ (H ) 

k=869 L ·m0l ·s 

Key W ords KIO3．Na2SO ．kinetics mechanism of oxidation—reduction reaction．bas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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