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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斯特方程在电化学分析法中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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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能斯特（nernst）方程是电化学分析法中电化学响应的

测试基础，其对推动电极材料蓬勃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该学科

在研究过程中仍存在理解不充分、运用不自如的缺点；关键问题

在于：能斯特方程在电位分析法、电解分析法、极谱分析法中的内

在关系体现不充分。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归纳了加强各个章节的

联系，最终提高基础理论在前言科技中的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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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斯特方程在电化学分析法中的分析

电化学分析法是借助电化学响应信号来测试未知待测体系

物质浓度和组成，其在电位分析法、电解分析法、极谱分析法中均

有关键体现[1-5]。

1.能斯特方程在电位分析法中应用

电位分析法是根据化学电池的电极电位的变化与溶液活度

或浓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方法；可分为直接电位法和电位滴

定法两大类。（1）直接电位法是利用测得的电位差值，直接计算出

被测物质的活度或浓度，其核心在于电位差值与待测组分活度

（浓度）之间的内在关系；（2）电位滴定法是通过测量滴定过程中

指示电极的电位变化来确定滴定终点的分析手段，其关键要点在

于根据滴定过程中电极电位的变化与滴定中消耗标准溶液的体

积和浓度之间的关系来计算[2-5]。

2.能斯特方程在电解分析法中应用

电解分析法是将被测液置于电解装置中，使被测离子在电极

上以金属或其它固体形式析出，再根据电解后所增加的重量来求

算出对应物质含量的方法；[1, 3, 6] 其包括电重量法和汞阴极分离

法。（1）电重量法是通过称量待测元素在电极上以纯金属或难溶

化合物形式存在的沉积物的重量，从而确定待测元素含量的方

法；（2）汞阴极分离法则是通过将溶液中较易还原的金属析出在

汞阴电极上，而使之与其他金属离子有效分离的技术。

因电解过程存在过电位η，而使得实际分解电压E2大于整个

电池理论电压值E1。整个电池存在如下关系式：

E2 = E1 + η （公式1）

在实际测量中，整个电池理论电压值E1取决于阳极理论电势

EA与阴极理论电势EB的差值（E1 = EA - EB）。然而，阴极和阳

极理论电势均要应用能斯特方程来精确计算（公式2）：

EA =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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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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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0.0592
n

lgCB（公式2）

3.能斯特方程式在极谱分析法中应用

极谱分析法是工作电极选用滴汞电极、参比电极为面积很大

的饱和甘汞电极（SCE），然后对待测液进行电解分析；其根据测

量特殊条件下电解过程中的电流—电位或电流—时间曲线来分

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将溶液电阻（iR）和金属在汞上的过电位（η）

降低到极小而可忽略、面积很大的饱和甘汞参比电极的恒定电位

为标准（Ea = 0）；从而使得电解过程中外加电压和电极电位之间

的关系式（公式3）可简化成V =-Ede（vs. SCE）。此时，电极电

位同样符合能斯特方程（公式4）。

V=Ea-Ede+iR + η= Ea -Ede = -Ede（vs. SCE）（公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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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4）

结论

综上所述，本论文通过分析研究能斯特方程在电化学分析法

中各个章节的联系，启发创新思维、不断激发电分析过程的研究

热情，从而为电位分析法、电解分析法、极谱分析法的系统应用提

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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