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十五  电导法测定临界胶团浓度 

一、实验目的 

1．熟悉表面活性剂溶液的临界胶团浓度的意义； 

2．掌握电导法测定离子型表面活性剂临界胶团浓度的方法，复习电导仪的

使用方法； 

3．了解测定表面活性剂临界胶团浓度的几种方法，进一步加深对表面活性

剂溶液性质的理解。 

二、实验原理 

在含有表面活性剂的溶液中，当表面活性剂的浓度较低时；表面活性剂在溶

液的表面定向排列，在溶液中的浓度相对较低；当表面被表面活性剂分子占满后，

即表面活性剂的浓度超过一定值时，表面活性剂离子或分子将会在溶液中发生缔

合，形成胶团。对于指定的表面活性剂，其在溶液中开始形成胶团的最小浓度称

为该表面活性剂的临界胶团浓度（critical micelle concentration, CMC）。 

在临界胶团浓度时，表面活性剂溶液的许多物理化学性质均发生突变，降低

表面张力的性质或作用发生在 CMC 之前，而电导、去污力、增溶作用则在 CMC

后更为明显。电导、去污力、增溶作用只有在浓度稍高于 CMC 时，才能充分体

现。因此，CMC 是表面活性剂的非常重要的性质。测定 CMC、掌握影响 CMC

的因素，对于深入研究表面活性剂的物理化学性质是至关重要的。 

一般来说，表面活性剂溶液随浓度变化的物理化学性质皆可用来测定 CMC，

常用的方法有表面张力法、电导法、染料法等。 

本验实通过测定阴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溶液的电导率确定 CMC 值。 

对于电解质溶液，其导电能力的大小由电导 L 来衡量。 

 （15-1） 

式中，x 为溶液电导率，单位为 S·m-1； 为电导电极常数，单位为 m-1。 

一定温度下，强电解质稀的溶液的电导率 x 与其摩尔电导率 Λm的关系为： 

 （15-2） 

式中，Λm为电解质溶液的摩尔电导率，S·m2·mol-1；c 为电解质溶液的浓度，



mol·m-3。 

一定温度下，电解质溶液的摩尔电导随其浓度而变。在极稀的浓度范围内，

强电解质溶液的摩尔电导率 Λm与其溶液浓度的 c 成线性关系。 

 （15-3） 

式中， 为无限稀释时溶液的摩尔电导率；A 为常数。 

三、仪器和试剂 

电导率仪 1 台； 

铂黑电导电极 1 支； 

磁力加热搅拌器 1 台； 

烧杯（100ml，干燥）2 个； 

移液管（50ml）2 支； 

滴定管（25ml，酸式）1 支； 

十二烷基硫酸钠（C12H25SO4Na）溶液（0.020，0.010，0.002mol·dm-3）； 

水。 

四、实验步骤 

1．电导率仪的调节 

2．溶液电导率的测量 

（1）移取 0.002mol·L-1 十二烷基硫酸溶液 50ml，放入 1 号烧杯中。 

（2）将电极安装到电导率仪上，用水冲洗电极并用滤纸擦干，小心将其插

入 1 号烧杯的溶液中（应与烧杯底部保持一定距离，避免影响搅拌）。打开搅拌

器电源，搅拌，测量电导率值。然后依次滴加 0.020 mol·L-1 十二烷基硫酸溶液

1.0，4.0，5.0，5.0，5.0ml，记录溶液滴加体积与相应的电导率。 

（3）将校正、测量开关扳向“校正”，取出电极，用电导水润洗并擦干。 

（4）另取 0.010 mol·L-1 的十二烷基硫酸溶液 50ml，放入 2 号烧杯中（应与

烧杯底部保持一定距离，避免影响搅拌）。打开搅拌器电源，搅拌，测量电导率

值。然后依次滴加 0.020 mol·L-1 十二烷基硫酸溶液 8.0，10.0，10.0，15.0ml，记

录溶液滴加体积与相应的电导率。 

五、实验记录和数据处理 

1．将计算结果列于下表，并作 κ-c 曲线和 Λm- c 曲线，分别在曲线的延长



线交点上确定出 CMC 值。 

一 

号 

烧 

杯 

试验号 1 2 3 4 5 6 

滴加溶液体积 (ml) 0      

溶液总体积 (ml) 50      

c (mol·dm-3)       

电导率 κ       

 

二 

号 

烧 

杯 

试验号 1 2 3 4 5 

滴加溶液体积 (ml) 0     

溶液总体积 (ml) 50     

c (mol·dm-3)      

电导率 κ      

 

2．计算出不同浓度的十二烷基硫酸水溶液的浓度 c 和 c 。 

3．根据公式计算出不同浓度的十二烷基硫酸水溶液的摩尔电导率 Λm。 

六、实验注意事项 

1．电极在冲洗后必须擦干，以保证溶液浓度的准确，电极在使用过程中，

极片必须完全浸入在所测的溶液中。 

2．测量过程中，搅拌速度不可太快，以免损坏电极。 

七、思考题 

1．表面活性剂溶液的临界胶团浓度 CMC 的意义是什么? 

2．采用电导法测定 CMC 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八、表面活性剂在药学中的应用 

在药物制剂领域，经常遇到主药的溶解性较差的情况。如果药物的溶解性有

问题，将会影响到药物的释放、吸收、稳定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可以用表面活性

剂胶团的增溶性质来增加药物的溶解。乳剂是疏水性药物（或亲水性药物）借助

表面活性剂的作用，分散到水相（或油相）中而制得的。微乳的粒径减小到一定

程度还可以具有靶向作用，可以把药物运送到指定的组织器官。脂质体也是运用

天然表面活性剂磷脂的亲水亲油性而开发的一类新型给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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