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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平衡常数及平衡组成的计算

测定平衡体系中各物质的浓度或压力，可计算平衡常数。

◆物理方法：通过测定物理性质,求平衡体系的组成。
如测定体系的折光率、电导率、光的吸收、压力或容积的改变等。

一般不会扰乱体系的平衡状态。

◆化学方法：利用化学分析的方法可测定平衡体系中各物质的浓度。

加入试剂往往会扰乱平衡，所测的浓度并非平衡时的真正浓度

★可将体系骤然冷却，较低温度下进行化学分析。

★若反应需有催化剂才能进行，可除去催化剂使反应“停止”。
★溶液中进行的反应，可加入大量溶剂，冲稀溶液，降低平衡移动的

速度。

2、 的实验测定及平衡组成的计算K



下面几种方法可判断，研究系统是否已达到平衡

（1）若系统已达平衡，外界条件不变时，无论经历多长时间，系统中

各物质的浓度不再改变。

（2）从反应物开始正向进行反应，或者从生成物开始逆向进行反应，

达到平衡后，得到的平衡常数相等。

（3）任意改变反应各物质的最初浓度，达平衡后所得到平衡常数相同。

§5.3 平衡常数及平衡组成的计算



◆平衡组成的特点: (1)只要条件不变，平衡组成不随时间变化；

3、平衡组成计算

A B Y Za b y z+ === +对于反应：

无副反应时，产率 = 转化率 有副反应时，产率 <转化率

◆转化率和产率

(3)改变原料配比所得的 相同。K

(2)温度一定，由正向或逆向反应的平衡算得 一致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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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3.1：NO2气体溶于水可生成硝酸。但NO2气体很容易发生双聚，生成

N2O4 N2O4亦可解离生成NO2，二者之间存在平衡：

已知25 ℃下的热力学数据如表所示，现设在25 ℃下，恒压反应开始时
只有N2O4，分别求100 kPa下和50 kPa下反应达到平衡时，N2O4的解离

度 α1和α2，以及NO2的摩尔分数y1和y2。

解：首先根据热力学数据计算反应的平衡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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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反应式进行物料衡算，设N2O4的起始量为1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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