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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实验探究活动设计背景

2011年3月16日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发生了抢购食盐现象，黔西南州也不例外。

这是因为有人造谣——人吃含碘食物可以预防核辐射，加碘食盐中含有碘。其实碘盐慌

跟日本地震有关系，没有科学依据，纯属扯淡！盐慌是商家策划的一种促销手段。

开

展“加碘食盐、海带（或紫菜）中碘的检测” 学生实验探究活动，体现“从学生生活实

际出发，培养学生关注与化学相关的社会问题和参与意识，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的教

学理念。



一、学生实验探究活动目标

让学生通过活动，自主获取海带(或紫菜)含碘、食盐加碘等相关信息。了解氧化

还原反应等化学知识；训练称量、灼烧、溶解、过滤、萃取等实验操作技能。

了解查阅文献并从中获取信息的一般方法；能够结合已有知识设计出合理的检测

方法。



三、相关知识

碘的检测方法很多，碘量法就是其中较为成熟的方法，准确度高，用于I－和IO3
－

的测定。对于I－的测定，其原理是：用氧化剂(常用氧化剂有重铬酸钾、高锰酸钾、新

制氯水、双氧水、碘酸钾等)将其氧化成I2，但氧化剂不宜过多，否则会使生成的碘单

质继续被氧化(如I2＋5Cl2＋6H2O＝12H＋＋10Cl－＋2IO3
－)；对于IO3

－的检测则是将其还

原成I2，用淀粉作指示剂(或CCl4)进行检测。



四、学生活动

1、活动原理 

在酸性溶液中：IO3
－
与 I

－
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其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IO3
－＋5I

－
＋6 H

＋
＝3 I2＋3H2O                               ① 

Ｉ－可被氧化剂如 H2O2 溶液(或高锰酸钾溶液、新制氯水、二氧化锰等)氧化，反

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2I－＋H2O2＋2H＋
＝I2＋2H2O                                ② 

碘单质遇淀粉变蓝色，且难容于水易溶于四氯化碳而使溶液呈紫色。 

2、活动准备 

酒精灯(有条件的学校用酒精喷灯更好)、坩埚(铁质或质瓷)、坩埚钳、三脚架、泥

三角、刷子、小烧杯、铁架台(带铁圈)、漏斗、分液漏斗等；1mol·L－1 盐酸、精制食

盐(一级)、5%淀粉溶液、3 mol·L－1 稀硫酸、3% H2O2 溶液、CCl4、干海带（或紫菜）、

酒精(95%)等。 



3、活动步骤 

(1)海带（或紫菜）中碘的检测 

将全班分成若干小组，每小组 2～4 名学生，再将全班各小组分成两大组，分别

用海带、紫菜为原料合作进行下列活动： 

①海带(或紫菜)用刷子刷去表面的附着物(不能用水洗)，称取 5 克左右，切成细

颗粒，用酒精润湿，放入坩埚中，置于三脚架上的泥三角中央，用酒精灯灼烧，将海

带(或紫菜)全部烧成黑色灰状物。 

②待海带(或紫菜)灰冷至室温后，移入 50mL 小烧杯中，加入 20mL 蒸馏水，搅

拌，煮沸 2min～3min，过滤。 

③在滤液中滴入几滴 3 mol·L－1 稀硫酸，再加入 3% H2O2 溶液至滤液由无色变为

棕黄色。 

④用小试管取少量上述溶液，加几滴 5%淀粉溶液，观察现象。 

⑤用小试管取少量上述溶液，加 CCl4，振荡，观察现象。 



（2）市售加碘食盐中碘的检测
表1是某市售食盐的成分及说明，引导学生仔细阅读其商标上注明的内容，让学生亲自动手进行下列
活动，看看市售加碘食盐是否含有碘以及碘的存在形式？

表1市售加碘食盐的成分及说明

食用盐国家标准“：GB5461-2000精制盐（一级）

配料：氯化钠、碘化钾 生产日期：见打印批号

氯化钠≥98.50% 水不溶物≤0.10%

粒度：≥0.15～0.85mm%

碘酸钾（以碘计）：20～50mg·kg－1

精制（碘）盐待食品快熟时加入为宜

将全班分成若干小组，每下组2～4名学生，分别合作完成下列活动。

取少量精制食盐，加水溶解配制成溶液，分装到3支试管中：

①在第1支试管中滴入几滴稀H2SO4，然后再滴入几滴5%淀粉溶液。观察现象。

②在第2一支试管中加入少量3%H2O2溶液，滴入几滴稀H2SO4，然后再滴入几滴5%淀粉溶液。观察现象。

③在第3一支试管中加入少量5%KI溶液，滴入几滴稀H2SO4，然后再滴入几滴5%淀粉溶液。观察现象。



4、活动结果 

在活动（1）、（2）中，同学们是否观察到相应现象，海带、紫菜中是否含有碘，

以及加碘食盐中碘的存在情况，对你今后的健康饮食有什么启发？ 

将活动（1）结果记录在表 2 中。 

表 2 海带（或紫菜）中碘的检测活动记录 

 

可能存在的形式  可能采用的检验方法   实际检验的方法、现象和结论    

如为 I2 

 

如为 I－ 

 

如为 IO3
－ 

 

将活动（2）结果记录在表 3 中。 

表 3 市售加碘食盐中碘的检测活动记录 

 

可能存在的形式  可能采用的检验方法     实际检验的方法、现象和结论    

 

如为 I2 

 

如为 I－ 

 

如为 IO3
－ 

 



 

5、问题与讨论 

（1）灼烧海带（或紫菜）时用到哪些仪器？灼烧的着用是什么？ 

（2）水浸时常常将悬浊液煮沸 2～3min，目的是什么？ 

（3）如何除去海带（或紫菜）灰中的难溶物？溶解、过滤时分别用到哪些仪器？

写出过滤的操作方法。 

（4）加快溶解速率的方法有哪些？ 

（5）为什么要酸化？它的作用是什么？ 

（6）氧化的作用是什么？选用 H2O2 溶液作氧化剂有什么优点？ 

（7）如果在上述实验中没有检验出 I2，你认为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8）哪些试剂可以将 I2 萃取出来？ 

（9）萃取实验中若要使碘尽能完全地转移到 CCl4 中，应如何操作？ 

（10）萃取用到的主要仪器是什么？如何从分液漏斗中分离出碘的 CCl4 溶液？ 

（11）若要分离碘的 CCl4 溶液，分别得到碘和 CCl4，，应采用什么方法？ 

（12）食盐所加碘的价态或存在形式是什么？为什么精持（碘）盐要待食品快熟

时加入为宜？ 

（13）从氧化还原角度分析其活动原理中的反应：IO3
－＋I－＋6 H＋＝3 I 2＋3H2O，

该反应的氧化剂、还原剂各是什么？ 

（14）其他组的同学观察的实验现象不一致，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