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知道电解的基本原理，会判断一般电解反应产物； 

(2) 能说出电解、电解池及形成条件； 

(3) 知道铜的电解精炼和电镀铜的原理，知道氯碱工业

反应原理，能正确书写电极反应式和电解的总化学

方程式； 

(4) 通过对比、分析明确原电池与电解池的区别和联系 



1．原电池和电解池的比较： 

装置 原电池 电解池 

实例 

原理 

使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作定向
移动，从而形成电流。这种把
化学能转变为电能的装置叫做
原电池。 

使电流通过电解质溶液而在阴、阳
两极引起氧化还原反应的过程叫做
电解。这种把电能转变为化学能的
装置叫做电解池。 

形成条件 

①电极：两种不同的导体相连； 

②电解质溶液：能与电极反应
。 

③能自发的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④形成闭合回路 

①电源；  ②电极（惰性或非惰性）； 

③电解质（水溶液或熔化态）。 

反应类型 自发的氧化还原反应 非自发的氧化还原反应 



1．原电池和电解池的比较： 

装置 原电池 电解池 

实例 

电极名称 

由电极本身性质决定： 

正极：材料性质较不活泼的
电极； 

负极：材料性质较活泼的电
极。 

由外电源决定： 

阳极：连电源的正极； 

阴极：连电源的负极； 

电极反应 

负极：Zn－2e－＝Zn2＋   （氧
化反应） 

正极：2H＋＋2e－＝H2↑（还
原反应） 

阴极：Cu2＋ ＋2e－ ＝ Cu  （还原
反应） 

阳极：2Cl－－2e－＝Cl2↑   （氧化
反应） 

电子流向 负极→正极 
电源负极→阴极；阳极→电源正
极 



1．原电池和电解池的比较： 

装置 原电池 电解池 

实例 

电流方向 正极→负极 
电源正极→阳极；阴极→电源负
极 

能量转化 化学能→电能 电能→化学能 

应用 
①抗金属的电化腐蚀； 

②实用电池。 

①电解食盐水（氯碱工业）；②
电镀（镀铜）；③电冶（冶炼
NA．Mg、Al）；④精炼（精
铜）。 



2．电解池的阴阳极判断： 

⑴由外电源决定： 

 阳极：连电源的正极；     

 阴极：连电源的负极； 

⑵根据电极反应：  

  氧化反应→阳极 ； 

  还原反应→阴极 



2．电解池的阴阳极判断： 

⑶根据阴阳离子移动方向： 

   阴离子移向→阳极；阳离子移向→阴极， 

⑷根据电子几点流方向： 

  电子流向： 电源负极→阴极；阳极→电源正极 

  电流方向： 电源正极→阳极；阴极→电源负极 



     3.电解时电极产物判断： 

     ⑴阳极：如果电极为活泼电极，Ag以前的，

则电极失电子，被氧化被溶解， 

      Zn－2e－＝Zn2＋ 

      如果电极为惰性电极，C．Pt、Au、Ti等，则溶液中阴离子

失电子， 

     4OH－－ 4e－＝ 2H2O＋ O2 

     阴离子放电顺序S2－>I－>Br－>Cl－>OH－>含氧酸根>F－ 



     ⑵阴极：（阴极材料(金属或石墨)总是受到保护）根据电

解质中阳离子活动顺序判断，阳离子得电子顺序 — 金

属活动顺序表的反表金属活泼性越强，则对应阳离子的

放电能力越弱，既得电子能力越弱。 

      

 K＋ <Ca2＋ < Na＋ < Mg2＋ < Al3＋< (H＋) < Zn2＋ < Fe2＋ < 

Sn2＋ < Pb2＋ < Cu2＋ < Hg2＋ < Ag＋ 



4．电解、电离和电镀的区别 

CuCl2 

电解



电解 电离 电镀 

条
件 

受直流电作用 受热或水分子作用 受直流电作用 

实
质 

阴阳离子定向移动，在
两极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阴阳离子自由移动，无
明显的化学变化 

用电解的方法在金属表面镀
上一层金属或合金 

实
例 

CuCl2            Cu＋Cl2↑ CuCl2＝Cu2＋＋2Clˉ 
阳极 Cu －2e－ ＝ Cu2＋ 

阴极 Cu2＋＋2e－ ＝ Cu 

关
系 

先电离后电解，电镀是电解的应用 



5．电镀铜、精炼铜比较 

电镀铜 精炼铜 

形成条件 镀层金属作阳极，镀件作阴极，电
镀液必须含有镀层金属的离子 

粗铜金属作阳极，精铜作阴极，
CuSO4溶液作电解液 

电极反应 
阳极 Cu －2e－ ＝ Cu2＋ 

阴极 Cu2＋＋2e－ ＝ Cu 

阳极：Zn － 2e－ ＝ Zn2＋     

Cu － 2e－ ＝ Cu2＋ 等 

阴极：Cu2＋ ＋ 2e－ ＝ Cu 

溶液变化 电镀液的浓度不变 溶液中溶质浓度减小 



6．电解方程式的实例（用惰性电极电解）： 



7.以惰性电极电解电解质溶液的规律： 

     ⑴电解水型：电解含氧酸，强碱，活泼金属

的含氧酸盐，如稀H2SO4、NaOH溶液、

Na2SO4溶液： 

电解



     阳极：4OH－－4e－＝2H2O＋O2↑    

     阴极：2H＋＋2e－＝H2↑     

     总反应：2H2O           2H2↑ ＋ O2↑， 

      溶质不变，PH分别减小、增大、不变。酸、碱、盐的

加入增加了溶液导电性,从而加快电解速率（不是起催

化作用）。 



⑵电解电解质：无氧酸（HF除外）、不活泼金

属的无氧酸盐，如CuCl2 

     阳极：2Cl－－2e－＝Cl2↑        

     阴极：Cu 2＋ ＋2e－＝ Cu     

     总反应：CuCl2           Cu ＋Cl2↑ 
电解





⑶放氢生成碱型：活泼金属的无氧酸盐（F化

物除外）如NaCl 

电解



阳极：2Cl－－2e－＝Cl2↑          

阴极：2H＋＋2e－＝H2↑      

总反应：2NaCl＋2H2O           H2↑＋Cl2↑＋2NaOH 

公式：电解质＋H2O→碱＋ H2↑＋非金属 



⑷放氧生酸型：不活泼金属的含氧酸盐，如CuSO4 

电解



电解



阳极：4OH－－4e－＝2H2O＋O2↑      

阴极：Cu2＋ ＋2e－＝ Cu        

总反应：2 CuSO4＋2H2O            2Cu＋ O2↑＋2H2SO4 

公式：电解质＋H2O→酸＋ O2↑＋金属 

电解NaCl溶液：2NaCl＋2H2O           H2↑＋Cl2↑＋2NaOH，

溶质、溶剂均发生电解反应，pH增大 



8、电解原理的应用 

A．电解饱和食盐水（氯碱工业）  

⑴反应原理 

阳极： 2Cl－ －2e－＝Cl2↑ 

阴极：2H＋＋2e－＝ H2↑ 

总反应：2NaCl＋2H2O＝ Cl2↑＋2NaOH 



⑵设备 （阳离子交换膜电解槽） 

①组成：阳极—Ti、阴极—Fe 

②阳离子交换膜的作用：它只允许阳离子通过而阻止阴

离子和气体通过。 



⑶制烧碱生产过程 （离子交换膜法） 

①食盐水的精制：粗盐（含泥沙、Ca2＋、Mg2＋、Fe3

＋、SO4 
2－ 等）→加入NaOH溶液→加入BaCl2溶

液→加入Na2CO3溶液→过滤→加入盐酸→加入离

子交换剂(NaR) 



     ②电解生产主要过程（如图）：NaCl从阳

极区加入，H2O从阴极区加入。阴极H＋ 放

电，破坏了水的电离平衡，使OH－浓度增

大，OH－和Na＋形成NaOH溶液。 

 



B．电解冶炼铝 

⑴原料：（A）冰晶石：Na3AlF6＝3Na＋＋AlF6
3－ 

（B）氧化铝、 铝土矿→ (过滤)) NaAlO2 → (过滤))  

Al(OH)3  → Al2O3  

总反应：4Al3＋ ＋6O2ˉ＝4Al＋3O2↑ 

阳极： 2O2－ －4e－＝O2↑ 

阴极：Al3＋＋3e－＝ Al 

（2）原理 



⑶ 设备：电解槽（阳极C．阴极Fe）  

因为阳极材料不断地与生成的氧气反应： 

C＋O2 → CO＋CO2，故需定时补充。 



C．电镀：用电解的方法在金属表面镀上一层

金属或合金的过程。 

⑴镀层金属作阳极，镀件作阴极，电镀液必

须含有镀层金属的离子。电镀锌原理： 

阳极  Zn－2e－＝Zn2＋ 

阴极  Zn2＋＋2e－＝Zn 



⑵电镀液的浓度在电镀过程中不发生变化。 

⑶在电镀控制的条件下，水电离出来的H＋和OHˉ

一般不起反应。 

⑷电镀液中加氨水或 NaCN的原因：使Zn2＋离子浓

度很小，镀速慢，镀层才能致密、光亮。 



D．电解冶炼活泼金属Na．Mg、Al等。 

E、电解精炼铜：粗铜作阳极，精铜作阴极，电解液

含有Cu2＋。铜前金属先反应但不析出，铜后金属

不反应，形成 “阳极泥”。  



[例1]下图是电解CuCl2溶液的装置，其中c．d

为石墨电极。则下列有关的判断正确的是 

A．a为负极、b为正极              

B．a为阳极、b为阴极 

C．电解过程中，d电极质量增加    

D．电解过程中，氯离子浓度不变 



解析： 

      根据电流方向判断a为电源正极，b为电源

负极。所以c为阳极，d为阴极。电解

CuCl2溶液电极方程式为： 

     阳极：2Cl－ － 2e－＝Cl2↑ 

    阴极：Cu2＋＋2e－＝Cu 

答案：C 



[例2] 下图中x、y分别是直流电源的两极，通电后

发现a极板质量增加，b极板处有无色无味气体

放出，符合这一情况的是（  ） 

a极板 b极板 x电极 Z溶液 

A 锌 石墨 负极 CuSO4 

B 石墨 石墨 负极 NaOH 

C 银 铁 正极 AgNO3 

D 铜 石墨 负极 CuCl2 



[例3] 下列关于铜电极的叙述正确的是（  ） 

A．铜锌原电池中铜是负极 

B．用电解法精炼铜时粗铜作阴极 

C．在镀件上电镀铜时可用金属铜作阳极 

D．电解稀硫酸制H2、O2时铜作阳极 



     [解析] 

              本题通过对铜电极的判定，将原电池和电

解池综合在一起进行考查，意在从中了解考生

对电能与化学能转变原理的理解。题目有一定

的知识跨度，在考查知识的同时，也考查了考

生思维的严密性和整体性。在铜锌原电池中，

与铜相比，锌易失去电子，因而锌极是负极，

则铜极是正极，选项A不正确；精炼铜时，需

将其中的铜变成铜离子，再在阴极还原成铜。

因而在电解池中粗铜应作为阳极，选项B错误； 



      在工件上镀铜时，需要将溶液中的铜离子

还原成铜而沉积在工件上。用作向溶液中

供给铜离子的通则必须作为阳极，选项C正

确；电解硫酸时，金属铜如果作为阳极，

它将以铜离子的形式被溶解而进入电解液，

当电解液内有H＋、Cu2＋两种离子共存时，

后者将在阴极放电。这样阴极的生成物将

是铜而不是氢气，达不到制氢气和氧气的

目的。选项D不对。 



[例4] 在外界提供相同电量的条件，Cu2＋或Ag＋分别按Cu 2＋

＋ 2e－ =Cu或Ag＋＋ e－ = Ag在电极上放电，电极上析出

铜的质量为1.92g，则析出银的质量为（  ） 

A．1.62g         B．6.48g       C．3.24g         D．12.96g 



 

解析： 

n（Cu)＝1.92/64mol＝0.03mol 

n（e－)＝0.03mol×2＝0.06mol 

n（Ag)＝0.06mol×108g/mol＝6.48g 



[例5]将分别盛有熔融的氯化钾、氯化镁、氧化

铝的三个电解槽串联,在一定条件下通电一

段时间后,析出钾、镁、铝的物质的量之比

为（  ） 

A．1：2：3                   B．3：2：1        

C．6：3：1                  D．6：3：2 



解析： 

      串联的线路中电子相等所以钾、镁、铝的

物质的量之比为1/1︰1/2︰1/3＝6︰3︰2。 

答案：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