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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光度法测定蔗糖转化
反应速率常数实验用旋光管的改进

林敬东 　韩国彬 　廖代伟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系 　厦门 361005)

　　摘要 　用旋光度法测定蔗糖转化反应速率常数是最基本的物理化学实验之一。该实验中的

旋光管操作比较麻烦 ,且易引入实验误差。本文对该实验使用的旋光管进行了改进。

　　旋光度法测定蔗糖转化反应速率常数是物理化学中最基本的动力学实验之一 [ 1 ]。该实

验通常使用的旋光管带有恒温夹套 (图 1)。旋光管两端的窗口是由光学玻璃加工制成 ,用螺

帽盖及橡皮垫圈拧紧。将混合后的蔗糖盐酸反应液直接通过窗口装入恒温套管中 ,反应温度

通过超级恒温槽的恒温水循环来控制。

图 1　通常使用的旋光管

　

图 2　改进后的旋光管

　
　　作为一个动力学实验 ,反应温度的控制是实验成败的关键之一。首先 ,由于温度会影响旋

光物质分子不同构型之间的平衡以及溶剂 2溶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因此旋光度对温度比较敏

感 [ 2 ] ;其次 ,蔗糖水解反应的速率常数受温度影响较大 [ 3, 4 ]。进行本实验时 ,一般在实验中采

取反应液在恒温槽里进行混合以尽量减少这个环节中反应液温度的波动。由于这个过程耗时

越多反应温度波动就越大 ,对实验的影响也越大 ,因此 ,缩小混合和装管的时间对于做好这个

实验是很重要的。一般要求这个过程要在 2m in之内完成 [ 1 ]。但在实验中经常发现 ,如果采用

通常实验中使用的旋光管 (图 1) ,学生很难在 2m in之内完成这种操作。究其原因主要是装完

管后的窗口密封难以操作。首先 ,由于实验中三分视场观察的需要 ,要求光路上不能有气泡存

在 [ 5, 6 ] ,很多学生操作不熟练 ,常需反复灌装反应液和窗口密封 ;如果窗口的螺帽盖及橡皮垫

圈旋拧不紧 ,容易漏液 ,拧得太紧则光学玻璃会受到应力而产生附加的偏振作用 ,给测量带来

误差 [ 2 ]。由于条件不好把握 ,学生经常会在这个环节耗费较多时间 ,给实验带来不必要的误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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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以上情况 ,对旋光管进行了改进 ,改进后的旋光管 (图 2)两端用光学玻璃与旋光管成

一体封死 ,在旋光管的上端加一加样口 ,加样口高度高于以旋光仪斜度放置时的旋光管上端。

样品由加样口 (图 2)加入 ,加样后用磨口旋塞旋紧。加满样品时 ,旋光管上端可能有气泡存

在 ,这时只要将旋光管上端放低 ,下端稍微抬高 ,加样口朝上 ,气泡就可以从加样口逸出。采用

这种改进的旋光管加样操作非常方便 ,可缩短加样时间 ,克服了传统旋光管使用中的不足 ,从

而减少了实验误差。另一方面 ,对于挥发性较强的样品 ,如使用改进的旋光管操作 ,则可减少

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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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验测定的值 ,但是可以想象出与 t
3
0 相对应的毛细管状态与测量高分子溶液流过时间时的

毛细管状态一致 ,因此 t
3
0 可以被认为是理想条件下纯溶剂的流过时间。故将高分子溶液相对

粘度的确定方法由 t / t0 改为 t / t
3
0 ,不但可以消除因高分子在毛细管管壁上的吸附导致的界面

性质的改变以及由于高分子与界面之间相互作用对高分子溶液粘度测定结果的影响 [ 1 ] ,在理

论和实际测量中也更合理和具有普适性。

　　本实验所作的这种改进不需要用溶剂反复洗涤粘度计 ,免去了纯溶剂流过时间的测定 ,比

用传统的粘度法测定高分子化合物分子质量的实验 [ 3 ]减少了实验步骤 ,实验改进后的高分子

溶液粘度测定方法更加省时省力、简单易行 ,在理论上更合理 ,在实验上更经济 ,在基础物理化

学实验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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