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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校本课程《趣味化学实验》 

趣味化学实验一 

制作“叶脉书签” 

制作原理： 

叶片的叶肉部分容易腐烂降解，而叶脉 非常坚韧，

能构成各种形状比如网状、扇形、弧形等结 构，以支

持叶片。选取具网状脉的植物叶片，用氢氧 化钠等碱

溶液加热煮沸，可以水解掉叶肉等部分，仅 剩下网状

脉，再利用过氧化氢的强氧化性将叶脉漂白，一件精美的叶脉书签便制作成功

了。 

工具材料： 

（1）5-10%的氢氧化钠溶液，5%的过氧化氢溶液；  

（2）电热套、烧杯（多个）、瓷盘、旧牙刷、镊子、水彩色；  

（3） 采摘新鲜的具网状脉的植物叶子，如白玉兰、杨树、白蜡等。 

制作步骤： 

（1） 实验前采摘新鲜的树叶（以白玉兰叶为佳），落叶也可择优选用，应

注意采摘树叶时要爱护植物；  

（2） 用电热套加热氢氧化钠溶液，直至沸腾；  

（3） 选 5—10 片大小适合的树叶放进煮沸的碱液中，要不停地将叶子摁

到水下，直至沸腾，保持沸腾 10 分钟；  

（4） 不时地用镊子拿出叶子，用手感觉叶肉是否煮烂；  

（5） 在瓷盘里加适量水，将已煮烂的叶片放到其中，用旧牙刷刷叶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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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时先刷正面，按从左向右，从叶柄向叶尖，从主脉向侧脉有序地刷，直

至刷掉叶肉；再将叶片翻转，用同样的方法刷，直至只剩下网状脉；  

（6） 将叶脉放到盛清水的烧杯中，洗去残渍；  

（7） 将洗尽的叶脉放到盛有 5%的过氧化氢溶液中，放置 24 小时；  

（8） 24 小时后，叶脉便被漂白，从过氧化氢 溶

液中取出叶脉，放到标本纸中压干、压展；  

（9） 将红水彩放到培养皿中，用水稀释 3倍， 并

用毛笔刷到叶脉上，然后晾干；  

（10） 将已涂色的叶脉标本进行压膜，各人还可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艺术

处理，这样一个精美的叶脉书签就制作成功了。  

注意事项： 

（1）由于过氧化氢具有强氧化性，进行制作时应注意安全，最好戴橡胶手

套进行；  

（2）刷叶脉时应掌握力度，以免刷破；  

（3）经过制作经验，白玉兰叶最适宜于制作叶脉标本，杨树叶与白蜡叶也

可以做，只是效果差一些；  

（4）用落叶制作时，氢氧化钠浓度应较高，而用新叶时可以浓度低点；  

（5）由于氢氧化钠价格较贵，可以考虑用石灰水或碱面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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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化学实验二 

模拟酸雨腐蚀岩石的过程 

背景资料：酸雨是 pH小于 5.6 的降水， 5.6 这

个数值来源于蒸馏水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达 溶解平

衡时的酸度。酸雨主要是人为活动排放的硫 氧化物、

氮氧化物等物质，大量扩散至大气层与水蒸 气结合

形成的。酸雨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可造成土 壤、岩

石中的重金属溶解，流入河川或湖泊，严重 时使得

鱼类大量死亡。水生植物和以河川酸化水质 灌溉的

农作物，因累积有毒金属，经食物链进入人人体，影响人类的健康。酸雨会腐

蚀建筑物、公共设施、古迹和金属物质，造成人类经济、财物及文化遗产的损

失。 

实验药品：蒸馏水、10％的硫酸、大理石 

（主要成分 C
a
CO

3
）。  

实验仪器：玻璃棒、烧杯、镊子、量筒、胶头滴管。 

实验步骤： 

（1）用量筒取 50mL硫酸溶液，将大小适中的块状大理石用镊子夹住，小心

投入稀硫酸中，观察大理石表面的现象； 

（2）再取 50mL硫酸溶液，用胶头滴管一滴一滴滴加到大理石的表面，观察

实验现象； 

（3）比较步骤 3 和 4的现象异同 

问题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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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步骤 3的现象： 

2、步骤 4的现象： 

3、请根据已知酸雨形成及危害的资料，提出关于如何治理酸雨的可行性建

议。 

防治措施 

1.开发新能源，如氢能，太阳能，水能，潮汐能，地热能等。 

2.使用燃煤脱硫技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3.工业生产排放气体处理后再排放。 

4.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5.使用天然气等较清洁能源，少用煤 

酸雨形成过程 

酸雨形成的化学反应过程： 

(1) 酸雨多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 

含有硫的煤燃烧生成二氧化硫，二氧化

硫和水作用生成亚硫酸，亚硫酸在空气

中可氧化成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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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氮氧化物溶于水形成酸：雷雨闪电时，大气中常有少量的二氧化氮产生。 

闪电时氮气与氧气化合生成一氧化氮 

N
2
+O

2
= =2NO 

一氧化氮结构上不稳定，空气中氧化成二氧化氮 

2NO+O
2
=2NO

2
 

二氧化氮和水作用生成硝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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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酸雨与大理石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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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此外还有其他酸性气体溶于水导致酸雨，例如氟化氢，氟气，氯气，硫化

氢等其他酸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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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化学实验三 

自制酸碱指示剂 

背 景 知 识 ： 酸 碱 指 示 剂

（indicator ）是指在酸性和碱性的溶

液中显现出不同颜色的物质。 许多植

物的花、果、茎、叶中都含有色素  ,

这些色素在酸性溶液或碱性溶液里显

示不同的颜色,可以作为酸碱指示剂。  

实验用品 ： 

试管、量筒、玻璃棒、研钵、胶头滴管、点滴板、漏斗、纱布。  

花瓣(如牵牛花)、植物叶子(如紫甘蓝)、萝卜(如胡萝卜、北京心里美萝卜)、

酒精溶液(乙醇与水的体积比为 1∶1)、稀盐酸、稀 NaOH溶液。  

实验步骤 ： 

1.取一些花瓣、植物叶子、萝卜等,分别在研钵中捣烂后,各加入 5mL酒精溶

液,搅拌。再分别用 4 层纱布过滤,所得滤液分别是花瓣色素、植物叶子色素和

萝卜色素等的酒精溶液，将它们分装在 3支试管中。  

2.在白色点滴板的孔穴中分别滴入一些稀盐酸、稀 NaOH溶液、蒸馏水,然后

各滴入 3 滴花瓣色素的酒精溶液。观察现象。3.用植物叶子色素的酒精溶液、

萝卜色素的酒精溶液等代替花瓣色素的酒精溶液做上述实验,观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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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资料：石蕊是常见的酸碱指示剂。是植物提取物。常见的酸碱指示剂

还有： 

 

百 里 酚

蓝 

甲基橙 甲基红 溴 百 里

酚蓝 

百 里 酚

蓝 

酚酞 百 里 酚

酞 

ph 

1.2 ～

2.8 红

变黄 

3.1 ～

4.4 红

变黄 

4.4 ～

6.2 红

变黄 

6.2 ～

7.6 黄

变蓝 

8.0 ～

9.6 黄

变蓝 

8.0 ～

9.6 无

色变红 

9.4 ～

10.6 无

色变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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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化学实验四   

化学“冰箱”与冰袋 

背景知识：  

现代家庭离不开电冰箱，尤其在夏天， 

储存食物可以长期不腐败。但外出与郊 游时，

需要保鲜食品或致冷饮料就成了难题，本实 验 使

用化学试剂制冷技术，可在夏季形成 0-5℃低 温 小

环境，食物一天不变味，饮料随时取用都凉爽可口。 

实验一：实验原理： 

无机盐溶于水的过程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在水分子作用下破坏原有无机盐

的离子晶格，使无机盐的组成离于进入水溶液， 这个扩散

过程需吸热；然后离子与水分子化合形成水合离 子，这个水

合过程放热。无机盐溶解于水时总的热效应就由 这两部分

的综合效应来决定。硝酸铵等少数盐类溶解时吸热特别强烈，因而是常用的化

学制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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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用品： 

硝酸铵(NH
4
N0

3
)(化肥或试剂) 水保温瓶或保温饭盒 10 号铁丝 量筒(100 毫

升) 台秤 烧杯（200 毫升） 

 

实验步骤： 

1．将硝酸铵在台秤上称出几份，每份 120 克，分别装入小塑料袋，封口携

带备用。 

2．用 10 号铁丝弯成一铁丝支架，以备放置待保鲜致冷的食品。 

3．使用时先用烧杯盛 100 毫升水，然后将硝酸铵全部—次倒入烧杯中，不

要搅拌。 

4．将上述烧杯放入保温瓶底部，把铁支架架在其上方，最后将饮料、食品

等放在铁架上，盖好保温瓶盖，连续约 5个小时瓶内可保持在 5℃以下。 

5．使用后硝酸铵水溶液可以再生。方法是将硝酸铵水溶液加热浓缩或在野

外敞口晾晒，使水分蒸发，硝酸铵晶体析出后，可重复使用。 

说明：也可以使用氯化铵等溶解时强吸热性物质作为制冷剂。 

实验二、化学“冰袋” 

背景知识：夏季储存食品离不开冰箱，但是如果家中没有冰箱，怎么办?我

们可以采取化学方法制造“冰袋”，以最简单、廉价、安全的方法，取得最低 0℃

的温度；外出旅游、郊游时，想致冷饮料和食品更是方便。还可应用于其他得

简便制冷的场合。这种便携式“冰袋”最适宜制成商品，创造经济价值。 

实验目的：掌握某些铵盐镕解于结晶水的吸热反应，制造冰袋。 



 

：几种特殊的铵盐如硝酸铵、氯化铵等，溶于水时具有强烈吸热

降温的性质，它们还可以从与其相接触的晶体盐中夺取结晶水而溶解吸热，利

用这种性质，可以通过简单地混合两种盐而制冷，制成化学“冰袋”。 

2NH
4
Cl(s)+ Ba(OH)

2
·8H

2
O(s)=BaCl

2
+2NH

3
↑+10H

2
O  

实验用品：硝酸铵(化肥)(NH
4
N0

3
或 NH

4
Cl)  结晶碳酸纳(Na

2
CO

3
·10H

2
O) 聚氯

乙烯薄膜小袋  蒸发皿  铁架台（含铁圈） 玻璃棒  酒精灯  药匙  研钵  温

度计、托盘天平  封口机(或锯条与酒精灯)  细绳 （讲台上） 

实验操作： 

1．称取无水碳酸钠 20克，加水少许，蒸发结晶得到若干碳酸钠结晶水合物。 

2．称取 23 克硝酸铵晶体并研细。 

3．先将制得的碳酸钠晶体装入小塑料袋底部，压紧后，用细绳系住（活结）

塑料袋，将碳酸钠封在袋子下半部；然后将研细的硝酸铵装在袋子上半部，再

用封口机(或灼热锯条)将塑料袋封闭．即成“冰袋” 

4.使用时，只要将细绳解开，用手使袋内两种固体粉末充分混合，便可以立

即产生低温，袋子最低温度可降至约 0℃（可用温度计测量温度的变化）。将饮

料瓶等用化学冰袋裹住降温，即可凉爽可口。 

说明：不能使用无水碳酸钠(纯减)粉末，必须是含结晶水的晶体碳酸钠或成

块状纯碱。可以将无水碳酸钠粉末溶于水，然后加热浓缩至晶体析出，自制晶

体碳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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