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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日常生活中的肥皂去污探究 

 

肥皂是生活必需品之一，其主要成分是硬脂酸钠，可通过油脂与氢氧化钠发

生皂化反应制得。硬脂酸钠酸化可得到硬脂酸，它属高级脂肪酸，是蜡状固体，

白色无味，不溶与水，密度比水小，熔点 69.9℃。硬脂酸的钠盐（或钾、铵盐）

可溶于水，难溶于浓盐水，硬脂酸的钙盐（或镁盐）不溶于水，硬脂酸钠和硬脂

酸钙都是白色固体，密度比水小。硬脂酸钠的结构简式为  

CH
3
（CH

2
）

16
COONa，一头是非极性链状烃基（R基），亲油，一头是极性的羧酸

离子（COO—），亲水，因此，硬脂酸钠是两亲分子，是一类表面活性剂。去污

过程中，R基插入植物油，COO—进入水，震荡使植物油分散成微小油珠，形成

乳浊液、胶体等的混合体系。合成洗衣粉的常用成分为烷基苯磺酸钠，结构与硬

脂酸钠类似，也是一种表面活性剂。表面活性剂有浸润性、渗透性、溶油性、乳

化性、分散性、增溶性和发泡性，这些都有助于洗涤去污。  

实验准备 

1.材料准备 

生活中材料：一块普通市售肥皂、一瓶食用植物油（作者选用了家用雕牌洗

衣皂和菜籽油）、一小袋精制食盐。 

实验室材料：氯化钙固体、稀硫酸、氢氧化钠晶体、酚酞试液、长胶头滴管、

大烧杯、试管刷、试管若干、氯仿、玻璃棒、试管夹、酒精灯等。  

将肥皂放入大烧杯，注入蒸馏水（约占烧杯体积的 1/3 且浸没肥皂），用洁

净的试管刷搓刷肥皂表面，搅拌，取出肥皂，再除去上层肥皂泡，制得肥皂水。

饱和食盐水、氯化钙溶液、氢氧化钠溶液也由学生自己配制。  

2 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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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完成，配合完成下列实验活动。 

（1）  取 4 支试管，各加入 3mL刚配制的肥皂水，并分别编号为Ⅰ、Ⅱ、

Ⅲ、Ⅳ， 

（2） 向试管Ⅰ中滴入2～3滴酚酞试液，观察、记录实验现象，并尝试用有

关化学原理进行解释； 

（3）  向试管Ⅱ中加入 1mL饱和食盐水，震荡后静置 3～5分钟，观察现象；

然后用长胶头滴管小心伸进试管底部，吸去下层溶液，试管内留下原上层白色不

溶物，再向试管中加入 5mL蒸馏水，震荡后静置 2～3分钟，观察、记录现象，

并尝试用有关化学原理进行解释； 

（4）向试管Ⅲ中加入 1mL饱和氯化钙溶液，震荡后静置 3～5分钟，观察现

象；吸去下层溶液，再向试管内白色不溶物上加入 5mL蒸馏水，震荡后静置 2～

3分钟，观察、记录现象； 

（5） 向试管Ⅳ中加入 1mol/L 稀硫酸，震荡后静置 3～5分钟，观察现象；

吸去下层溶液，再向试管内白色不溶物上加入 5mL 10％氢氧化钠溶液，震荡后

静置 2～3分钟，观察现象，联想化学原理； 

3.实验现象 

通过这一组实验活动过程，溶液、乳浊液、胶体的不同：植物油与水震荡混

合是乳浊液，静置后会分层；植物油溶于氯仿，得澄清得溶液；而植物油被肥皂

水乳化去污，静置后不分层，有胶体的特性。  

4.实验结论： “相似相溶”经验规律，氢氧化钠晶体，不溶于植物油而溶

于水；植物油不溶于水而溶于氯仿。油脂比水轻（类似有汽油、苯等有机溶剂），

氯仿比水重（类似有四氯化碳等）。 

思考题： 

1.硬脂酸及其盐的性质和相关基础理论； 

2.化学与生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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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生活中各种纤维的燃烧简介 

 

我们每天都要穿衣服，吃东西。很多东西的成分都是纤维。那么我们身边的

纤维到底有哪些呢？我们今天来对这些进行一一学习，并来看看它们的燃烧情

况。 

常见的纤维包括两大类：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天然纤维又分为：棉纤

维， 羊 毛， 蚕 丝。化学纤维包括：涤 纶，锦 纶，  晴 纶。 

一、天然纤维  

    棉纤维：遇火立即燃烧，燃烧速度很快，发出黄色的火焰，稍有灰，白色烟

雾，有烧纸的气味，离开火焰仍然继续燃烧。吹熄火焰后，仍有火星延燃，但延

续时间不长。燃烧后能保持原纤维束形状，手触易碎成松散的灰。灰烬呈灰色细

软粉末。纤维的烧焦部分成黑褐色。 

    羊 毛：接触火焰不马上燃烧，先卷缩，后冒烟，然后羊毛起泡燃烧，火焰

呈橘黄色。燃烧速度较棉纤维慢。离开火焰即停止燃烧，不延燃。燃烧时散发出

似烧焦头发和羽毛的气味。灰烬不能保持羊毛束原形，而是具有光泽的黑褐色的

脆性状物，圆球形或无定形，用手指一压就粉碎。灰烬数量较多。  

    蚕 丝：燃烧时先卷缩成团，燃烧速度比棉慢。燃烧散发的气味与羊毛相似，

但较为轻微。燃烧后的灰烬颜色比羊毛稍淡，呈黑褐色小球，用手指一压就碎。 

    化学纤维（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  

    涤 纶：与火焰接触时，先引起卷缩熔融，然后燃烧，边燃烧边往下滴熔融

物。有黄白色明亮的火焰，焰边呈蓝色，燃烧时火焰顶有黑烟。纤维束离开火焰，

即停止燃烧。灰烬呈黑褐色的玻璃状硬块，手指能压碎。 

    锦 纶：接近火焰可引起纤维收缩。接触火焰后，纤维迅速卷缩熔融，同时

有小气泡。熔融的透明胶状物，如趁热用针挑动，可拉成细丝状。燃烧时有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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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蓝色的橘黄色或无火焰。离开火焰立即停止燃烧，有烧火漆和芹菜的气味。燃

烧后纤维端呈浅褐色玻璃状圆珠，坚硬，不易压碎。 

    晴 纶：接近火焰时，先软化熔融，再起燃。燃烧时出现黑色火焰且有闪光，

离开火焰后能继续燃烧，但速度缓慢。燃烧时散发出辛辣的气味，有些像煤焦油

味。灰烬呈脆性不规则的黑褐色硬块或球状物。 

 

思考题： 

 1、常见的纤维的燃烧情况，对纤维进行分类。 

 

2、探究不同纤维燃烧情况； 

 

3、介绍各种纤维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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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常见洗洁精的生产工艺 

 

工业上生产洗洁精的有不同种，常见的一些洗洁精的成分,配方及流程如下

如下： 

一、洗洁精的配方：直链烷基苯磺酸 10.5 份；AES 8 份；烷基醇酰胺 6501 

2 份；防腐剂凯松 0.08 份；氢氧化钠 1.3 份；AEO9 适量（5－10 份，具体要自

己摸条件） ；EDTA－2Na 0.1 份，增稠剂（NaCl） 1 份；去离子水 加到 100℃；  

二、操作工艺：  

将定量的去离子水投入配料锅中，在搅拌下加入固碱，待其溶解后缓缓加入

直链烷基苯磺酸，搅拌中和 pH到 7－8，在温度 60－70 下加入表面活性剂 AES 、

AEO9、6501，溶解后加入其余助剂，澄清透明后加适量香精，补足去离子水即可。  

基本配方：洗洁精表面活性剂+脱脂剂+高泡精+增稠粉+防腐剂+水+香精+拉丝

粉=洗洁精 

1、生产 0.3 元一斤以下的低成本配方：脱脂剂+高泡精+半透明增稠粉+香精

+水+防腐剂+拉丝粉=洗洁精。成本计算：每百斤洗洁精：半透明增稠粉放 350

克，香精放 5克，柠檬黄色素放 1克，防腐剂放 5--10 克，拉丝粉放 10--20 克，

余下的成本中脱脂剂占 65%，高泡精占 35%。加碱让 PH值为碱性洗洁精就变成黄

色。用电钻搅拌机生产。 

2、生产 0.3 元---0.6 一斤的配方：洗洁精表面活性剂 3份+脱脂剂 2份+高

泡精 1份+全透明增稠粉+防腐剂+水+香精+拉丝粉=洗洁精。成本计算：每百斤洗

洁精：全透明增稠粉放 350克，香精放 5克，防腐剂放 5--10克，拉丝粉放 10--20

克。余下的成本按：洗洁精表面活性剂 3份+脱脂剂 2份+高泡精 1份来放，用电

钻搅拌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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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 0.6 一斤以上的配方：洗洁精表面活性剂+全透明增稠粉（用盐也行）

+防腐剂+水+香精+拉丝粉=洗洁精。成本计算：每百斤洗洁精：全透明增稠粉放

400 克，香精放 5克，防腐剂放 5--10 克，拉丝粉放 10--20克。余下的成本放

洗洁精表面活性剂。用电钻搅拌机生 

 

思考题： 

 1、常见洗洁精成分概述； 

 

 

 

 

 

2、洗洁精的物理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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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生活中的有机高分子材料 

 

生活中处处有化学，身边经常会见到一些有机高分子材料，那么有机高分子

材料的定义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走入高分子的殿堂，来领略一些高分的风采。 

1、高分子材料的定义：以高分子化合物为基础的材料，高分子材料是由相

对分子质量较高的化合物构成的材料，包括橡胶、塑料、纤维、涂料、胶粘剂和

高分子基复合材料，由千百个原子彼此以共价键结合形成相对分子质量特别大、

具有重复结构单元的有机化合物。  

高分子的分子量从几千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所含原子数目一般在几万以

上，而且这些原子是通过共价键连接起来的。高分子化合物中的原子连接成很长

的线状分子时，叫线型高分子(如聚乙烯的分子)。如果高分子化合物中的原子连

接成网状时，这种高分子由于一般都不是平面结构而是立体结构，所以也叫体型

高分子。 

2、高分子材料的结构特征 

高分子材料的高分子链通常是由 103~105 个结构单元组成，高分子链结构和

许许多多高分子链聚在一起的聚集态结构形成了高分子材料的特殊结构。  因而

高分子材料除具有低分子化合物所具有的结构特征 (如同分异构体、几何结构、

旋转异构)外，还具有许多特殊的结构特征。高分子结构通常分为链结构和聚集

态结构两个部分。链结构是指单个高分子化合物分子的结构和形态，所以链结构

又可分为近程和远程结构。近程结构属于化学结构，也称一级结构，包括链中原

子的种类和排列、取代基和端基的种类、结构单元的排列顺序、支链类型和长度

等。远程结构是指分子的尺寸、形态，链的柔顺性以及分子在环境中的构象，也

称二级结构。聚集态结构是指高聚物材料整体的内部结构，包括晶体结构、非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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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结构、取向态结构、液晶态结构等有关高聚物材料中分子的堆积情况，统称为

三级结构。 

3、高分子材料按来源分类 

高分子材料按来源分，可分为天然高分子材料、半合成高分子材料（改性天

然高分子材料）和合成高分子材料。 

天然高分子材料包括纤维素、蛋白质、蚕丝、橡胶、淀粉等。合成高分子材

料以及以高聚物为基础的，如各种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涂料与粘接剂等。 

四、生活中的高分子材料 

生活中的高分子材料很多，如蚕丝、棉、麻、毛、玻璃、橡胶、纤维、塑料、

高分子胶粘剂、高分子涂料和高分子基复合材料等。下面就以塑料和纤维素举例

说明。 

（一）、塑料 

塑料是一种合成高分子材料，又可称为高分子或巨分子，也是一般所俗称的

塑料或树脂，可以自由改变形体样式。是利用单体原料以合成或缩合反应聚合而

成的材料，由合成树脂及填料、增塑剂、稳定剂、润滑剂、色料等添加剂组成的，

它的主要成分是合成树脂。  

  塑料主要有以下特性：①大多数塑料质轻，化学性稳定 ,不会锈蚀；②耐冲

击性好；③具有较好的透明性和耐磨耗性；④绝缘性好，导热性低；⑤一般成型

性、着色性好，加工成本低；⑥大部分塑料耐热性差，热膨胀率大，易燃烧；⑦

尺寸稳定性差，容易变形；⑧多数塑料耐低温性差，低温下变脆；⑨容易老化；

⑩某些塑料易溶于溶剂。塑料的优点 1、大部分塑料的抗腐蚀能力强，不与酸、

碱反应。2、塑料制造成本低。3、耐用、防水、质轻。4、容易被塑制成不同形

状。5、是良好的绝缘体。6、塑料可以用于制备燃料油和燃料气，这样可以降低

原油消耗。塑料的缺点 1、回收利用废弃塑料时，分类十分困难，而且经济上不

合算。2、塑料容易燃烧，燃烧时产生有毒气体。3、塑料是由石油炼制的产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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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的结构基本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线型结构，具有这种结构的高分子化

合物称为线型高分子化合物；第二种是体型结构，具有这种结构的高分子化合称

为体型高分子化合物。线型结构（包括支链结构）高聚物由于有独立的分子存在，

故有弹性、可塑性，在溶剂中能溶解，加热能熔融，硬度和脆性较小的特点。体

型结构高聚物由于没有独立的大分子存在，故没有弹性和可塑性，不能溶解和熔

融，只能溶胀，硬度和脆性较大。塑料则两种结构的高分子都有，由线型高分子

制成的是热塑性塑料，由体型高分子制成的是热固性塑料。塑料的应用：透明塑

料制成整体薄板车顶。薄板车顶的新概念基于透明灵活的聚碳酸酯或硅树脂材

料，可以被永久性地塑造成单个的聚碳酸酯薄板，也可作为可折叠铰链和封条。

拜耳材料科技研发的原型总共配备了四个灵活的薄板部件，形成了四扇“顶

窗”，每扇窗都可单独打开和关闭。导轨用于连接薄板部件，形成一个牢固、透

明的聚碳酸酯车顶外壳。一个同样透明的管子沿车顶结构中央纵向放置，在“顶

窗”打开后用来调节折叠薄板。这样可以形成三维立体结构，组件比平坦的薄板

更加牢固。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单个组件的数量。 

（二）、纤维素 

纤维素是由葡萄糖组成的大分子多糖。不溶于水及一般有机溶剂。是植物细

胞壁的主要成分。纤维素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天然有机物，占植物界碳含量的 50%

以上。纤维素是自然界中存在量最大的一类有机化合物。它是植物骨架和细胞的

主要成分。在棉花、亚麻和一般的木材中，含量都很高。 

纤维素的结构：纤维素是一种复杂的多糖，分子中含有约几千个单糖单元，

即几千个（C
6
H
10
O
5
）；相对分子质量从几十万至百万；属于天然有机高分子化合

物；纤维素结构与淀粉不同，故性质有差异。 

纤维素的性能：纤维素不溶于水和乙醇、乙醚等有机溶剂，能溶于铜氨

Cu(NH
3
）

4
（OH）

2
溶液和铜乙二胺 [NH

2
CH

2
CH

2
NH

2
]Cu（OH）

2
溶液等。水可使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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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纤维素溶解。纤维素加热到约 150℃时不发生显着变化 ，超过这温度会由于

脱水而逐渐焦化。纤维素与较浓的无机酸起水解作用生成葡萄糖等，与较浓的苛

性碱溶液作用生成碱纤维素，与强氧化剂作用生成氧化纤维素。   

  纤维素的用途：棉麻纤维大量用于纺织工业；木材、稻草、麦秸、蔗渣等用

于造纸；制造硝酸纤维：火棉（含 N量较高，制无烟火药）、胶棉（含 N量较低，

制赛璐珞和油漆）；制造醋酸纤维：不易着火，用于制胶片；制造粘胶纤维（NaOH、

CS
2
处理后所得，长纤维称人造丝，短纤维称人造棉）；膳食纤维：第七种营养

成分，有利于消化。 

 

思考题： 

1、高分子材料的定义及分类； 

 

 

 

2、有机高分子材料的结构； 

 

 

 

 

3、有机高分子材料与生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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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魔术墨水，发现魔术墨水外表呈现蓝色，瓶底有少许小颗粒透明沉淀。

打开瓶盖则有刺激性的味道出现，滴在衣服上则有范围扩大，颜色变淡，终於不

见，味道也消失的现象。  

   实验 1：只有布料会使魔术墨水变色吗？ 

   动机： 1.是不是布料有特殊成分，才可使魔术墨水变色，那麼遇到别种的

物质就不会变色？  

   方法：找一些物品（各种材料的布，各种的纸张及木头、金属、玻璃），将魔

术墨水滴上去，观察其变化情形并记录。   

魔术墨水滴在布料上面的变化情形   

布料名称 变化情形    

纱布 形成水珠渐渐扩散， 25 秒後颜色消失。   

棉布 1 马上扩散，3秒後颜色消失。   

棉布 2 马上扩散，30 秒後颜色消失。   

混纺布 1 形成水珠，扩散速度较慢， 1分 30 秒後颜色消失。   

混纺布 2 形成水珠，扩散速度更慢， 6分 5秒後颜色消失。   

窗帘布 马上扩散，25 秒後颜色消失。   

魔术墨水滴在纸张上面的变化情形  

纸张名称 变化情形    

壁报纸 形成水珠，25 分 30 秒後颜色消失。   

影印纸 形成水珠，18 分後颜色消失。   

滤纸 马上扩散，47 秒後颜色消失。   

卫生纸 马上扩散，50 秒後颜色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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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名称 变化情形  

   

木头 3 秒内渗透，立即颜色消失。   

铁 形成水珠，18 分後颜色消失。   

玻璃 形成水珠，外围渐渐变淡，中间部分颜色较深 23 分後颜色消失。   

粉笔 1 秒内立即颜色消失。   

塑胶 形成水珠，18 分後颜色消失。   

发现：  

这些物质遇到魔术墨水皆会变色，只是速度的快慢有所不同。变色时蓝色先变淡

再变无色。   

魔术墨水的变色方式，可分成两种；一种是接触物质扩散後颜色约在数秒到数十

秒之间变淡再消失，另一种是形成圆形水滴，颜色很慢约数十分後才消失。   

吸水性强的材料如棉布，扩散较快且较均匀的变色速度较快。   

墨水遇到一些物质如金属、玻璃、塑胶，形成水珠後外围渐渐变淡，中间部分颜

色较深都需花费较多时间，约 18 分~25 分才能变色。   

变色前有刺激性的味道，变色後则无味道。   

结论：因为魔术墨水滴在所有的物质上都会变色，因此可知魔术墨水的变色不是

一种和特定种类的物质起反应，而是和外界作用。   

实验 2：魔术墨水的颜色消失是一种挥发的现象吗？   

动机：猜想魔术墨水是不是涂在衣服上，有颜色、有味道的东西沸点较低，而离

开物质表面。 

方法：利用抽气的方法，将沸点较低的物质抽离。   

结果： 剩下的液体仍然为蓝色，涂在衣服上依旧颜色可消失。 结论：魔术墨

水的变色不是一种东西挥发的现象，而可能是一种反应，也就是一种反应後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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