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章 空气与水资源

2.3  氧气的制备



1. 空气中氧气的含量大约是多少？

2. 在医疗和工业等方面需要大量的氧气，这些氧气是如何获取的呢？





物理变化

空气
除尘 除二氧化碳和水蒸气 蒸发

1. 步骤：

2. 原理： 利用氮气和氧气的沸点不同。

分离液态空气法

洁净
空气

低温加压 液态
空气

氮气

氧气

沸点低（-196℃）

沸点较高（-183℃）



膜分离制氧

气体膜分离技术是利用不同种类的气体分子在通过特定薄

膜时渗透速率不同的性质，从而达到分离的目的。渗透速率大

的气体穿透薄膜而得到富集，渗透速率小的气体则被截留。使

用膜分离制氧机时，空气透过特定薄膜，氧气和氮气在膜的两

侧分别富集。

空气 氧气

其他气体

物理变化

膜分离制氧设备



分子筛制氧

分子筛制氧机是利用分子筛特殊的吸附能力和解吸技术，加

压时吸附空气中的氮气、二氧化碳气体，将未被吸收的氧气收集

起来，经过净化处理后即成为高纯度的氧气；在减压条件下，分

子筛将所吸附的氮气、二氧化碳气体排放回空气中，再加压又可

继续吸附空气中的氮气、二氧化碳气体以获得氧气。

氧气

空气

压缩机

分子筛制氧机

过滤器

冷干机 缓冲罐 制氧主机 工艺缓冲罐

过滤器

物理变化





纯过氧化氢是淡蓝色的黏稠液体，其水溶液俗称“双氧水”，为无色透明

液体。

过氧化氢的稳定性较差，在低温时会缓慢分解成水和氧气，但分解速度较

慢。加热至153℃以上能剧烈分解，并放出大量的热。MnO2及许多重金属离子

如铁、锰、铜等离子存在时，对其分解起催化作用。



利用图示的实验装置，将少量的二氧化锰加入锥形瓶中，再将适量的双氧

水（约 5% 的过氧化氢溶液）装入分液漏斗，将双氧水滴入锥形瓶中，观察实

验现象；收集一瓶气体，将带火星的木条伸入集气瓶中，观察实验现象；待气体

不再产生时，再滴加适量的双氧水至锥形瓶中，观察实验现象。

过氧化氢分解制备氧气



利用图示的实验装置，将少量的二氧化锰加入锥形瓶中，再将适量的双氧

水（约 5% 的过氧化氢溶液 ）装入分液漏斗，将双氧水滴入锥形瓶中，观察实

验现象；收集一瓶气体，将带火星的木条伸入集气瓶中，观察实验现象；待气体

不再产生时，再滴加适量的双氧水至锥形瓶中，观察实验现象。

过氧化氢分解制备氧气

现 象 解 释

产生大量气泡；

带火星的木条复燃；

产生大量气泡 二氧化锰能继续加快过氧化氢分解的速率

过氧化氢在二氧化锰的作用下迅速分解产生氧气

氧气具有助燃性，能使带火星木条复燃



1. 药品：

（过氧化氢溶液：无色液体）

2. 原理：

（二氧化锰：黑色固体）

过氧化氢 水 +  氧气
二氧化锰

H2O2 H2O O2

二氧化锰
作催化剂



3. 步骤

①连接装置，检验装置气密性：

方法一：用止水夹夹紧橡皮管，关闭分液漏斗活塞，向分液漏斗中加水，打开

活塞，水面不持续下降，说明气密性良好。

方法二：先关闭分液漏斗活塞，再将导管的一端浸入水槽中，用手紧握锥形瓶

外壁，若水中导管口有气泡冒出，松开手后，导管口出现一段水柱。

说明装置气密性良好。



②加药品（ ）：先在 中加入 ，再向

中加入 。

③打开止水夹，将双氧水 加入二氧化锰中，此时锥形瓶外壁 。

④收集气体。

锥形瓶 MnO2

分液漏斗 双氧水

慢慢 发烫

顺序： 。先固后液

3. 步骤



排水法

气体不易溶于水，
不与水反应

向下排空气法

密度比空气小，
不与空气反应

向上排空气法

密度比空气大，
不与空气反应

选择的依据
密度、能否与空气反应

溶解性、能否与水反应

氧气可选择
的收集装置

排水法

向上排空气法



将带火星的木条伸入集气瓶内，若木条复燃，则为氧气4. 检验方法：



排水法收集时：

5. 验满方法：

当有较大气泡从集气瓶口冒出时，说明已集满



向上排空气法收集时：

5. 验满方法：

将带火星的木条放在集气瓶口，若木条复燃，说明已集满



.便于控制液体的滴加速率从而控制反应速率

（1）该实验中采取了什么方法加快反应速率： .加二氧化锰催化剂

（2）采取了什么方法减慢反应速率：

；

.

调节活塞，减慢液体滴加的速率

加水减小反应物过氧化氢的浓度

6. 本套装置的优点（分液漏斗的优点）：



（1）催化剂：在化学反应中能增大化学反应速率，但本身的质量和化学性质在

化学反应前后都没有发生变化的物质称为该反应的催化剂。

（2）催化作用：催化剂在化学反应中所起的作用。

“一变”：能增大（加快）其他物质的反应速率；

“两不变”：本身的质量和化学性质不变。

1. 概念：

2. 催化剂的特点：



（1）加快反应速率：设计对比实验，观察加入该物质前后化学反应速率是否加快。

（2）反应前后质量不变：称量该物质在反应前后的质量是否发生变化。

（3）化学性质不变：一般进行重复实验，观察重新加入反应物的现象和原来的现

象是否相同。

3. 探究某物质是否为某反应的催化剂实验的设计思路：：

一变
两不变



催化剂在石油化工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大多数化

工生产都有催化剂参与。被誉为化工“芯片”，能够提

高化学反应效率，促成规模化生产。

我国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2007年获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院士，研发了多种用于石油化工生

产的催化剂，是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被誉

为“中国催化剂之父”。
闵恩泽（1924-2016）

4. 催化剂的作用：



下列三个化学反应有什么共同的特征？

碳酸氢铵 氨气 + 水 + 二氧化碳
加热

碱式碳酸铜 氧化铜 + 水 + 二氧化碳
加热

过氧化氢 水 +  氧气
二氧化锰

反应物
只有一种

生成物有两种
或两种以上



1. 概念：

2. 特点：

3. 表达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