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章 胶体化学总结

一、胶体系统的分类
胶体系统分散相粒子大小：1nm＜d＜l000nm（介于真溶

液与粗分散相之间）。
（1）溶胶：分散相与分散介质间有很大的相界面，很高的界
面能，是热力学不稳定系统。
（2）高分子溶液（亲液胶体）：高分子是以分子形式溶于介
质中的，分散相和分散介质之间没有相界面，是均相的热力
学稳定系统。

（3）缔合胶体（胶体电解质）：分散相是由表面活性剂缔合
形成的胶束。分散相与分散介质之间有很好的亲和性，是均

相的热力学稳定系统。

胶体系统主要的特征：
多相性、高度分散性、热力学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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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胶体的性质
1. 胶体系统的光学性质：丁铎尔效应
实质：分散粒子对光的散射作用
产生的条件：入射光的波长大于分散粒子尺寸

2. 胶体系统的动力学性质
（1）布朗运动
溶胶粒子由于受到分散介质不平衡撞击而进行的无规则的运

动，称之。
（2）扩散
由于胶粒的热运动而发生粒子从高浓度区域迁移至低浓度区域
的现象，称之。
（3）沉降及沉降平衡
多相分散系统中的粒子，因受重力作用而下沉的过程，称为

沉降。当粒子大小适当，在重力作用和扩散作用相近时，达到
沉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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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胶体的性质

3.溶胶系统的电学性质

(1)胶粒带电的原因
a）固体表面可从溶液中选择吸附某种离子而带电
法杨斯规则:“与胶粒有相同化学元素的离子优先被吸附”。

当胶粒吸附正离子时，胶粒带正电；
吸附了负离子，则带负电。

b）固体表面上的物质粒子，在溶液中发生电离。

（2）电动现象
★电泳：带电的胶粒在电场作用下作定向移动
★电渗：带电介质在电场中作定向移动
★流动电势：由于介质的移动而产生的电势差
★沉降电势：带电胶粒在重力场作用下发生沉降产生的电势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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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胶体的性质

3.溶胶系统的电学性质

(3) 斯特恩双电层理论要点
●紧靠固体表面形成固定吸附层（斯特恩层),在斯特恩层中，除
反离子外,还吸附部分溶剂分子。
●在斯特恩面层以外，反离子呈扩散分布，构成扩散层。
●固、液两相发生相对移动时，紧密层中吸附在固体表面的反
离子、溶剂分子作为整体运动。

(4)ξ电势
滑动面与溶液本体之间的电势差

★ξ电势的绝对值小于热力学电势的绝对值ф0;
★ξ电势可衡量胶粒所带净电荷的多少;
★ξ电势的符号由胶粒吸附离子的电荷决定;
★少量外加电解质会对ξ电势产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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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胶体的性质

3.溶胶系统的电学性质

(5)溶胶的胶团结构

①整个胶团是电中性的；

②胶粒电荷的符号取决于被吸附离子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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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溶胶的稳定与聚沉

1. 溶胶稳定的原因
①胶粒带电：增加胶粒间的排斥作用；

②溶剂化作用：形成弹性水化外壳，增加溶胶聚合的阻力；

③布朗运动：使胶粒克服重力的影响而不下沉。

2. 溶胶的稳定理论—DLVO理论要点
①胶团之间既存在着斥力势能，同时也存在着吸引力势能；

②溶胶的相对稳定或聚沉取决于斥力势能或引力势能的相对大

小，斥力势能占优势，胶体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引力势能占

优势，胶粒将互相靠拢发生聚沉；

③斥力势能、引力势能及总势能都是粒子间距离的函数;
④电解质的加入会导致系统的总势能发生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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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溶胶的聚沉
溶胶中的分散相微粒互相聚结，颗粒变大，进而发生沉淀的

现象，称为聚沉。
（1）电解质对聚沉的影响
少量电解质的存在对溶胶起稳定作用；而过量电解质的加入

会使溶胶发生聚沉。
使溶胶发生明显聚沉所需电解质的最小浓度，称为该电解质

的聚沉值。而聚沉值的倒数称为聚沉能力。
电解质对溶胶聚沉能力的大小主要决定于反号离子的价数，

反离子价数越高，则聚沉能力越高。
（2）高分子化合物对聚沉的影响
高分子化合物对溶胶稳定性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种是保护

作用；一种是聚沉作用，包括搭桥效应、脱水效应和电中和效
应。
（3）溶胶的相互聚沉
两种电性不同的溶胶混合，可发生相互聚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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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粗分散系统

1. 乳状液
由两种不互溶或部分互溶的液体所形成的粗分散系统，称

为乳状液。
乳状液的类型：水包油型（O/W）；油包水型（W/O）。

其类型可用染色法、稀释法或导电法鉴别。
添加少量的乳化剂能使乳状液比较稳定的原因：乳化剂能

在分散相液滴的周围形成坚固的保护膜；降低界面张力；形
成扩散双电层。
2. 泡沫

气体分散在液体或固体中形成的分散系统称为泡沫。前

者为液体泡沫；后者为固体泡沫。
若要得到比较稳定的液体泡沫必须加入起泡剂。起泡剂一

般为表面活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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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分子溶液五、高分子溶液

1. 高分子溶液的主要特征

高分子溶液也叫亲液溶胶，是高度分散、均相的热力学
稳定系统。

2. 唐南平衡

大分子或大离子不能通过半透膜，而小分子、小离子能

自由通过半透膜，为了保持电中性，达渗透平衡时膜两边的
电解质浓度不等，这样的平衡称为唐南平衡。

在不含大离子的一边加入较多量的中性盐，用测渗透压

的方法可以测定大分子的摩尔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