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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283～308K温度范围内测定了 NaCl 在 DMF 和1�2－丙二醇混合溶剂中的电导率�根据公式求得
NaCl 的摩尔电导率值�应用 Kohlrausch经验规则�使用 Origin软件进行线性拟合�作图外推求得 NaCl 在 DMF
和1�2－丙二醇混合溶剂中的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λ0值�并讨论了 NaCl 溶液的电导率、摩尔电导率、无限稀
释摩尔电导率与温度和浓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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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Cl 在 DMF 和1�2－丙二醇混合溶剂中
的电导率、摩尔电导率和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
是研究海湖井矿盐溶液热力学性质的重要参

数�它们集中反映了指定溶剂中离子之间及离
子与溶剂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盐溶液离子
溶剂化、离子缔合及盐溶液结构理论的研究与
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1］。

本文应用电导率仪在283～308K温度范围
内测定了 NaCl 在 DMF 和1�2－丙二醇混合溶
剂中的电导率�根据λ＝（K液－ K剂）×10－3／C
公式求得 NaCl 的摩尔电导率 λ值�应用
Kohlrausch经验规则：λ＝λ0（1－β c）�使用 Ori-
gin软件进行线性拟合�作图外推求得 NaCl 在
DMF 和1�2－丙二醇混合溶剂中的无限稀释摩
尔电导率λ0值�为 NaCl 在非水混合溶剂中的
研究提供了基础热力学数据。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仪器与试剂
DDS－llA 型数显电导率仪（上海雷磁）；

SWQ智能数字恒温控制器、SYP 型玻璃恒温水
浴（南京桑力电子设备厂）；NaCl（分析纯�四川
成都金山化工试剂厂�两次重结晶）；DMF（分析
纯�天津化学试剂六厂三分厂）；1�2－丙二醇
（分析纯�天津化学试剂六厂三分厂）。
1．2　实验方法

使用 DDS－llA 型数显电导率仪在恒温水
槽中测定不同浓度下 NaCl 溶液和混合溶剂
（DMF 和1�2－丙二醇�体积比为1∶1）在不同温
度下的电导率�其中 NaCl溶液和混合溶剂电导
率均采用光亮铂电导电极测量。

2　数据处理
由不同浓度溶液、溶剂的电导率测定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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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表2）�根据λ＝（K液－ K剂）×10－3／c 公
式［2］�［3］求得 NaCl的摩尔电导率λ值（见表3）；

表1　NaCl 溶液的电导率测定值 K液／（μS·cm－1）
Table1　The measured data of the NaCl－mixed

solvent solutions
C／×10－3
（mol·L－1） 283K288K293K298K303K308K
2∙053 21∙624∙728∙331∙935∙739∙6
4∙038 38∙144∙150∙757∙164∙472∙2
5∙168 45∙251∙558∙365∙372∙981∙0
6∙194 50∙558∙667∙175∙784∙994∙6
8∙111 62∙572∙485∙594∙3106∙4118∙9
8∙383 63∙474∙487∙296∙8108∙7121∙2

可应用 Kohlrausch 经验规则［4］：λ＝λ0（1－β
c）�以λ～ c作图�使用 Origin 软件进行线性
拟合�外推得到不同温度下 NaCl 溶液的无限稀
释摩尔电导率λ0值（见表4）。

表2　DMF 和1�2－丙二醇混合溶剂的电导率
测量值 K剂（μS·cm－1）

Table2　The measurd data of the conductivity
of the DMF and1�2－propanediol

mixture solvent
T／K 283K288K293K298K303K308K

K剂／（μS·cm－1） 1∙061∙151∙321∙441∙581∙75

表3　电解质 NaCl 的摩尔电导率λ／（S·cm2·mol－1）值
Table3　The molar conductivity of the NaCl electrolyte

C／×10－3（mol·L－1） C1／2／×10－2（mol·L－1）1／2 283K 288K 293K 298K 303K 308K
2∙053 4∙531 10∙01 11∙47 13∙14 14∙84 16∙62 18∙44
4∙038 6∙355 9∙173 10∙64 12∙23 13∙78 15∙56 17∙45
5∙168 7∙189 8∙541 9∙743 11∙03 12∙36 13∙80 15∙34
6∙194 7∙870 7∙982 9∙275 10∙62 11∙99 13∙45 14∙99
8∙111 9∙006 7∙575 8∙784 10∙38 11∙45 12∙92 14∙44
8∙383 9∙156 7∙436 8∙738 10∙25 11∙38 12∙78 14∙25

表4　不同温度时 NaCl 在 DMF 和1�2－丙二醇混合溶剂中的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λ0／（S·cm2·mol－1）值
Table4　The molar conductivity at infinite dilutionλ0of NaCl in DMF and1�2－Propanediol

mixture solvent at difierent temperatures
T／K 283K 288K 293K 298K 303K 308K

λ0／（S·cm2·mol－1） 12∙63 14∙31 16∙02 18∙36 20∙55 22∙81

3　结果与讨论
3．1　NaCl溶液的电导率与浓度和温度的关系

从表1可见�温度一定时�随电解质溶液浓
度的增加�电解质溶液电导率增加�这是因为�
当温度一定时�随 NaCl 溶液浓度的增加�单位
体积内正、负离子的数目增加�从而导致电导率
逐渐升高。

浓度一定时�随电解质溶液温度的增加�电
解质溶液电导率增加。这是因为�随温度的增
加�电解质溶液中离子的迁移速度加快�从而导

致电解质溶液的电导率增加。
3．2　NaCl的摩尔电导率与浓度和温度的关系

从表3可见�随浓度的增加�电解质 NaCl
的摩尔电导率降低。这是因为�当温度一定时�
在单位体积内正、负离子的数目�随 NaCl 溶液
浓度的增加�正、负离子之间静电吸引作用增
强�溶剂化自由离子浓度相对降低�导致摩尔电
导率逐渐减小。

浓度一定时�随电解质溶液温度的增加�
电解质溶液摩尔电导率增加�因为随温度的增
加�当浓度一定时�电解质溶液中离子的迁移
速度加快�从而使得电解质溶液的摩尔电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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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3．3　NaCl溶液的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与温度

的关系

　　实验结果表明（见表4）�在本文指定的溶
剂中�NaCl溶液的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随实验
温度T 的升高而增加。这主要是由于随温度的
升高�溶剂的介电常数降低�溶剂的粘度也降
低�所以随温度的升高�离子的迁移速度加快�
从而使电解质 NaCl 溶液的无限稀释摩尔电导
率增加。
3．4　NaCl在 DMF 和1�2－丙二醇混合溶剂中

与其在水中的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的比

较

　　NaCl 在 DMF 和1�2－丙二醇混合溶剂中
的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要比其在水中的无限稀

释摩尔电导率［5］小�这是因为根据 Lewis 酸碱
理论�DMF 是一种碱性较强的非质子溶剂�
其对阳离子的溶剂化作用较水更强�而与同为
电子给予体的阴离子的溶剂化作用较水弱得

多�所以在相同的条件下 DMF 对 NaCl 的溶剂
化作用较水强�故 NaCl在 DMF 和1�2－丙二
醇混合溶剂中的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要比 Na-
Cl在水中的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小得多。

4　结　论
利用线性拟合方法求得在283K、288K、

293K、298K、303K和308K时 NaCl 在 DMF 和1�2
－丙二醇混合溶剂中的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λ0／
（S·cm2·mol－1）分别为12∙63、14∙31、16∙02、18∙36、
20∙55和22∙81。在283K～308K温度范围内NaCl
在DMF 和1�2－丙二醇混合溶剂中的电导率随
浓度和温度的增加而增加；NaCl 的摩尔电导率
随浓度的增加而减小、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Na-
Cl溶液的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随温度呈线性变
化�并随着溶液温度的升高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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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ductivity of NaCl in DMF and
1�2－Propanediol Mixture Solvent

WANG We-i dong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Hubei Normal University�Huangshi435002�China）

Abstract：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f NaCl in DMF and1�2－propanediol at 283K to308K were deter-
mined�based on which�the molar conductivity of NaCl in the mixture solvent was calculated．By using the
Kohlrausch formula�and the Origin software�the molar conductivity was plotted against the square root of con-
centration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By extrapolating the curves to zero concentration�the molar conductivities
of NaCl at infinite dilution in the mixed solvent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were obtained．The relat ionships of
the conductivity�molar conductivity�and molar conductivity at infinite dilution of NaCl in DMF and1�2－
propanediol mixture solvent we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Electrolyte solution；Conductivity；Molar conductivity；Molar conductivity at infinite dilution；Na-
Cl；DMF；1�2－Propanedi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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