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淀溶解平衡



了解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平衡。

了解溶度积的意义。

知道沉淀生成、沉淀溶解、沉淀转化的本质是沉淀溶解平

衡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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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温度下，固体物质的溶解度s(g)与溶解性的关系 

难溶  ≠  不溶

你还记得吗？











实例

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平衡也是一种化学平衡，符合勒夏特列

原理，外界条件改变时，平衡将会发生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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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25 ℃时，Ksp[Mg(OH)2]＝5.61×10－12，Ksp(MgF2)＝7.42×10－11。下列

说法正确的是     (　　)。

A．25 ℃时，饱和Mg(OH)2溶液与饱和MgF2溶液相比，前者  

      的c(Mg2＋)大

B．25 ℃时，在Mg(OH)2的悬浊液中加入少量的NH4Cl固    

       体，c(Mg2＋)增大

C．25 ℃时，Mg(OH)2固体在20 mL 0.01 mol·L－1氨水中的

      Ksp比在20 mL 0.01 mol·L－1 NH4Cl溶液中的Ksp小

D．25 ℃时，在Mg(OH)2悬浊液中加入NaF溶液后，

      Mg(OH)2不可能转化为MgF2

解析　A中氢氧化镁溶度积小，所以其c(Mg2＋)小。B中

NH4
＋结合OH－使氢氧化镁溶解平衡正移，Mg2＋增多。C中Ksp不随浓度变化，只与温

度有关。D中二者Ksp接近，使用浓NaF溶液可以使氢氧化镁转化为MgF2沉淀。

答案　B

【例2】►



溶度积与离子积的关系

通过比较溶度积与溶液中有关离子浓度幂的乘积——离子

积Qc的相对大小，可以判断难溶电解质在给定条件下沉淀

能否生成或溶解：

Qc＞Ksp，溶液过饱和，有沉淀析出，直至溶液饱和，达

到新的平衡。

Qc＝Ksp，溶液饱和，沉淀与溶解处于平衡状态。

Qc ＜Ksp，溶液未饱和，无沉淀析出，若加入过量难溶电

解质，难溶电解质溶解直至溶液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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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沉淀溶解平衡的因素

(1)内因：难溶电解质本身的性质

(2)外因：

①温度：温度升高，多数溶解平衡向溶解的方向移动。

②浓度：加水稀释，溶解平衡向溶解方向移动。

③同离子效应：加入与难溶电解质构成微粒相同的物质。

溶解平衡向生成沉淀的方向移动。

④能反应的物质：加入与难溶电解质溶解所得的离子反应

的物质，溶解平衡向溶解的方向移动。

要点一  |    沉淀溶解平衡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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