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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获得滴定分析的终点误差随待测物浓度、反应平衡常数这两个因素变化的准确规律,推导

了有别于林邦终点误差公式的终点误差计算式,根据该式可以判断每个因素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结合在配位

滴定分析和酸碱滴定分析中的具体应用,结果发现,这两个因素大小的变化不一定会导致终点误差绝对值的

单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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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定分析是《化学分析》 课程的主要内容,它
不但能为很多仪器分析方法提供可靠的对照方

法,而且在一些工业领域中依然有着重要的应用。
比起仪器分析,滴定分析常具有准确度较高的优

点,影响滴定分析准确度的因素有多种,比如实验

量器的准确度、指示剂的用量 [ 1]
 

、滴定终点偏离

化学计量点的程度 [ 2,3] 等,目前国内外 《 化学分

析》教材中关注较多的误差还是由实际终点偏离

化学计量点所带来的误差,这一误差被称为终点

误差 [ 4] ,Ringbom
 

A 推导了配位滴定分析中用于

计算终点误差的公式,即著名的林邦终点误差公

式 [ 5] ,该公式不但大大简化了配位滴定终点误差

的计算过程,而且结合指示剂的目视限制 [ 6] 得到

了诸如
 

“单一金属离子被 EDTA 直接准确滴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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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据”等重要推论,有关这部分的知识已成为《化

学分析》教材的重要内容之一 [ 2,3] 。 上世纪末国

内的一些分析化学工作者也先后对林邦终点误差

公式进行改造,将其应用拓展到酸碱滴定 [ 7 ~ 9] 、氧
化还原滴定 [ 10 ~ 14] 及沉淀滴定 [ 15] 分析方法中,以

图为四大滴定分析方法终点误差的计算探索统一

的表达式;然而,林邦终点误差公式并不是终点误

差的唯 一 计 算 公 式, 基 于 终 点 误 差 的 最 初 定

义 [ 4] ,学者们也推导出了有别于林邦终点误差公

式的其它计算公式 [ 17 ~ 24] 。 在有关终点误差计算

的以上各种计算公式中 [ 5,7 ~ 24] ,都存在着两个变

量,一个是用于滴定分析的化学反应的平衡常数,
另外一个是待测物的浓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计算结果(即终点误差) 的大小,从而对实验设

计意义重大。 然而,有关这两个因素如何影响计

算结果的报道却很少,教材
 [ 2,3] 和仅见的文献 [ 16]

一致认为:对于配位滴定的终点误差,滴定反应的

平衡常数 K′MY 越大,终点误差越小;被测离子在

化学计量点时的分析浓度 CM 越大,终点误差越

小(按照文献[ 25] ,这里的“终点误差” 应该是终

点误差的绝对值 E t ) 。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结

论,却难以找到合理的来源,那么,这个结论是否

有合理的逻辑呢? 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呢?
 

基于滴定分析终点误差的定义,本文拟探索

计算该终点误差的恰当表达式,使其中影响计算

结果即 E t 的因素(滴定反应的平衡常数 K′及待

测物的浓度 C)具有独立的自由度,进一步得到这

两个因素影响 E t 的准确、全面规律。

1　 问题的发现—待滴定金属离子浓
度 的 增 大 并 不 总 是 使 终 点 误 差
E t 减小

　 　 在武汉大学编写的最新版 《 化学分析 》 教

材 [ 2] 的配位滴定分析章节中,有这样一道例题

(第 196 页例题 12) “在 pH = 12. 00 的氨性缓冲液

中,以 EBT 为指示剂,用 0. 02mol / L
 

EDTA 溶液滴

定 0. 02mol / L
 

Ca2+ 溶液,计算终点误差 E t ” ,计算

思路与过程如下:

E t = 10ΔpCa -10-ΔpCa

K′CaY·C sp
Ca2+

×100%

= 10[ pCa′ep-pCa′sp] -10
-[ pCa′ep-pCa′sp]

K′CaY·C sp
Ca2+

×100%

= 10
[ 3. 8- 1

2 ( lg K′CaY+pC sp
Ca2+) ]

-10
-[ 3. 8- 1

2 ( lg K′CaY+pC sp
Ca2+) ]

K′CaY·C sp
Ca2+

×100%

= 10
[ - 6. 44- 0. 5pC sp

Ca2+]
-10

[ - 3. 80+ 0. 5pC sp
Ca2+]

C sp
Ca2+

×100%

(K′CaY = 1010. 24 ) (1)
将 Ca2+ 在化学计量点的浓度 C sp

Ca2+ = 0. 01 代入式

(1) ,即得 E t
 = -1. 5%。

基于以上例题的解决方法,可以考察配位滴

定分析中待测物浓度(同滴定剂 EDTA 浓度) 对

终点误差即 E t 的影响。 将一系列不同的 C sp
Ca2+ 代

入式(1) ,对应地得到一系列 E t ;进一步将获得的

E t 对 C sp
Ca2+作图,见图 1。

图 1　 EDTA 滴定 Ca2+时,终点误差 E t 随 C sp
Ca2+

的变化

x 轴为待测 Ca2+ 在化学计量点的分析浓度,单位为 mol / L;
y 轴为该滴定分析的终点误差,单位为% 。 内插图为局部放大图

Fig. 1　 Variation
 

of
 

end
 

point
 

error
 

with
 

C sp
Ca2+

 in
 

complexometric
 

titration
 

of
 

EDTA
 

to
 

Ca2+

Horizontal
 

axis
 

is
 

C sp
Ca2+   measured

 

by
 

mol / L,
 

vertical
 

axis
 

is
 

end
 

point
 

error
 

measured
 

by
 

% ,
 

and
 

inset
 

is
 

a
 

magnified
 

view
 

of
 

the
 

chosen
 

part
 

of
 

the
 

figure.

图 1 表明, E t 随着待测金属离子浓度 ( 待

测金属浓度 = 2C sp
Ca2+ ) 的增大而不断减小,这个变

化规律和教材 [ 2,3] 中的结论吻合。
再来看该章节 [ 2] 的另一道例题(第 197 页例

题 13) ,题目如下
 

“ 在 pH = 10. 00 的氨性缓冲液

中,以铬黑 T 作指示剂,用 0. 02mol / L
 

EDTA 溶液

滴定 0. 020mol / L
 

Zn2+ 溶液,终点时游离氨的浓度

为 0. 20mol / L,计算终点误差” ,采用与以上例题

同样的方法,最后得

E t = 10
( - 3. 86 - 0. 5pC sp

Zn2 + )
- 10

( - 5. 52 + 0. 5pC sp
Zn2 + )

C sp
Zn2 +

× 1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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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C sp
Zn2+ = 0. 01 代入式(2) ,得到 E t = -0. 02%。

同理,改变式(2)中 C sp
Zn2+ 的大小,获得一系列

相对应的 E t ,然后将 E t 对 C sp
Zn2+作图,就获得 E t 随

被滴定 Zn2+ 在化学计量点的分析浓度的变化趋势

图,见图 2。

图 2　 EDTA 滴定 Zn2+时,终点误差 E t 随 C sp
Zn2+

的变化

x 轴为待测 Zn2+ 在化学计量点的分析浓度,单位为 mol / L;

y 轴为该滴定分析的终点误差,单位为% 。 内插图为局部放大图

Fig. 2　 Variation
 

of
 

end
 

point
 

error
 

with
 

C sp
Zn2+

 in
 

complexometric
 

titration
 

of
 

EDTA
 

to
 

Zn2+

Horizontal
 

axis
 

is
 

C sp
Zn2+  measured

 

by
 

mol / L,
 

vertical
 

axis
 

is
 

end
 

point
 

error
 

measured
 

by
 

% ,
 

and
 

inset
 

is
 

a
 

magnified
 

view
 

of
 

the
 

chosen
 

part
 

of
 

the
 

figure.

图 2 显 示, 当 待 测 金 属 离 子 Zn2+ 浓 度 在

0. 000 ~ 0. 0214
 

mol / L 之间逐渐增大时, E t 逐渐

减小,而当该浓度在 0. 0214 ~ 0. 300
 

mol / L 的范围

内逐渐增大时, E t 却是逐渐增大的,而这一变化

规律就和现有教材 [ 2,3] 中的结论不符了。 那么教

材中的结论是否有误呢?

2　 基于林邦终点误差公式讨论“终
点误差随各影响因素单调变化”的合
理性

2. 1　 “在配位滴定分析中,待测物 CM 越

大,终点误差越小”合理性的探讨

　 　 对于配位滴定分析方法的终点误差,林邦 [ 5]

的计算通式为

E t = 10ΔpM - 10 - ΔpM

K′CaY ·C sp
M

(3)

　 　 如果仅根据式( 3) 的数学关系式,容易想当

然地得出“当分子中的 ΔpM 不变时, E t 会随着

K′MY 的增大而减小,E t 也会随着 C sp
M 的增大而减

小”的结论。 然而,林邦终点误差公式不仅仅是

个数学计算式,它还对应着一定的化学反应。 以

上结论的前提 “ ΔpM 固定不变” 意味着 “ pM′ep -
1
2

( lgK′MY + C sp
M )

 

固定不变” ,而对于一个确定的

滴定反应体系, lgK′MY 和 pM′ep 都是确定值,这意

味着 C sp
M 固定不变,那么此时式 ( 3) 将获得确定

值,从而,在配位滴定分析中,当待滴定的金属离

子和滴定指示剂种类确定时,当 ΔpM 确定时, C sp
M

就会被确定, E t 也就会被确定。 由此可见,按照

林邦终点误差公式,教材 [ 2,3] 中,“ 在配位滴定分

析中,待测物 CM 越大,误差越小” 这一结论是站

不住脚的,至少是一种笼统的表述。

2. 2　 “在配位滴定分析中,滴定反应的平

衡常数 K′MY 越大,终点误差越小”合理性

的探讨
　 　 按照林邦终点误差公式即式 ( 3 ) 可以得

到式(4)

E t = 10
pM′ep- 1

2 ( lgK′MY+pC sp
M )[ ] -10

- pM′ep- 1
2 ( lgK′MY+pC sp

M )[ ]

K′MY·C sp
M

×100

(4)
　 　 对于式(4) ,分子和分母中都有变量 K′MY ,当

ΔpM 固定时,意味着 pM′ep - 1
2

( lgK′MY +pC sp
M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为

固定值,这样一来,作为变量,分母上的 K′MY 和 C sp
M

的自由度就会减少,从而无法给出计算结果 ( 即

E t )随 K′MY 变化的直观规律。
以上讨论表明,教材 [ 2,3] 中总结的终点误差

随有关因素的变化规律值得商榷。

3　 在配位滴定分析中,终点误差随
待测物浓度、滴定反应平衡常数变化
的规律

3. 1　 在配位滴定分析中,终点误差与待测

物浓度、滴定反应平衡常数的准确关联
　 　 林邦终点误差公式虽然在计算终点误差 E t

时较为方便,还可以对 E t 随待测物浓度、滴定反

应平衡常数等因素变化的趋势做初步判断,然而

由于林邦终点误差公式是终点误差计算结果的一

个近似式,在准确计算时有缺陷 [ 21,23] ;另外,当以

任一上述两个因素为变量时,无法对林邦终点误

差公式的单调性做出判断,从而无法判断终点误

差随某个因素的变化规律。 针对以上两点缺憾,
基于终点误差的定义 [ 4] ,推导 EDTA 配位滴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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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终点误差的合适表达式如下

E t =
[ Y′] ep - [ M′] ep

C ep
M

=

C ep
M

K′MY ·[ M′] ep

- [ M′] ep

C ep
M

= 1
K′MY ·[ M′] ep

-
[ M′] ep

C ep
M

=

10ΔpM - 10-ΔpM

K′MY ·Csp
M

(近似处理:[MY′] ep ≈ [MY′] sp )

按照指示剂原理[2,
 

3]
 

,对 EBT 型指示剂

K′MIn

K′MY

- 1
K′MIn ·Csp

M

　 　 　 [ M′] ep = K′MIn
- 1 )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5)
通过以上推导最后形成了不同的终点误差表

达式,如果采用近似计算,则 E t 的表达式就是人

们熟知的林邦终点误差公式;而如果不做任何近

似并且用 K′MIn
- 1 代替[ M′] ep ,则 E t 以式( 5) 的形

式 出 现, 该 式 被 认 为 更 准 确 更 有 利 于 扩

展 [ 16,18,22] 。 本研究发现, 比起林邦终点误差公

式,式(5) 不但可以为终点误差 E t 与 待测物浓

度、滴定反应平衡常数之间提供更准确的关联关

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式( 5) 中两个与待测物相关

的变量 C ep
M 和滴定反应平衡常数 K′MY 都以一次单

项式存在,从而满足了判断 E t 对任何一个变量

是否具有单调性的要求,在以下 3. 2 节中采用式

(5)进行讨论。

3. 2　 配位滴定分析的终点误差随两个影

响因素变化的规律

3. 2. 1　 配位滴定分析的终点误差随待测物浓度

变化的规律

　 　 式( 5) 中有三个变量 K′MIn 、K′MY 、C ep
M , 对于一

个具体的配位滴定分析,如果待测金属离子 M 和

指示剂 In 是确定的,变量只有一个即 C ep
M , 根据式

(5)可以详细讨论其变化对 E t 的影响,

当
K′MIn

K′MY

- 1
K′MIn ·C ep

M

≤ 0,即 C ep
M ≤

K′MY

K′MIn
2 时,

E t 随 C ep
M 的增大而减少(如图 2 中的 a→b 段) ;

当
K′MIn

K′MY

- 1
K′MIn ·C ep

M

≥ 0,即 C ep
M ≥

K′MY

K′MIn
2 时,

E t 随 C ep
M 的增大而增大(如图 2 中的 b→c 段) ;

当
K′MIn

K′MY

- 1
K′MIn ·C ep

M

= 0,此时 C ep
M =

K′MY

K′2
MIn

时

(如图 2 中的 b 点) , E t = 0。

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在配位滴定分析方法

中,对于一个待测金属离子 M 和指示剂种类都已

确定的滴定体系, E t 一般并不会随变量 C ep
M (C ep

M

≈C sp
M )的变化而单调变化;被测金属离子浓度的

变化如何影响 E t 取决于该浓度所处的范围,而
且常常存在这样一个浓度,在该浓度下, pM′sp =
pM′ep ,此时终点误差最小, E t = 0。 在以上图 2

中,当 C sp
Zn2 + =

K′ZnY

K′ZnIn
2

= 0. 0214mol / L(图 2 曲线中的

b 点)时,这样一个浓度处于 EDTA 配位滴定化学

计量点处待测物分析浓度的可能范围 ( 0. 001 ~
0. 2

 

mol / L),此时, E t = 0;当 Cep
Zn2+ ≤0. 0214mol / L

时, E t 随 Cep
Zn2+ 的 增 大 而 减 小; 当 Cep

Zn2+ ≥
0. 0214mol / L 时, E t 随 C ep

Zn2 + 的增大而增大。 而在

图 1 中,如果存在 C ep
Ca2 + =

K′CaY

K′Ca-EBT
2 ≈ 1. 0mol / L 这

样一个浓度,此时 E t = 0,然而这个浓度远高于

EDTA 配位滴定化学计量点处待测物分析浓度的

可能范围(0. 001 ~ 0. 2
 

mol / L) ,因此,对于图 1 对

应的测定 Ca2+ 的滴定体系, 实际的 C ep
Ca2 + 小于

K′CaY

K′Ca-EBT
2 , 从而图 1 上 E t 随 C ep

Ca2 + 的增大而减小,

看起来 E t 只随 C ep
Ca2 + 在单调变化。

3. 2. 2　 配位滴定分析的终点误差随反应平衡常

数 K′MY 变化的规律

　 　 在配位滴定分析中,即使 C ep
M 保持固定值不

变,当待测金属离子 M 有变时,式(5)存在两个变

量,即 K′MY 和 K′MI n ,由此, E t 随 K′MY 变化的情况

变得复杂,根本不能得到“ 滴定反应的平衡常数

K′MY 越大,终点误差越小 [ 2,3]
 

” 这样一个简单的单

调变化的规律。

4　 在强碱对弱酸的滴定分析中,终
点误差随待测弱酸浓度及解离常数
变化的规律

　 　 如前所述,终点误差的林邦终点误差公式已

经被扩展到了酸碱滴定分析中 [ 2,3,7 ~ 9] ,将其应用

于一元强碱滴定一元弱酸时,终点误差的计算

(文献[2]第 152 页) ,得到“待滴定弱酸的解离常

数 K a 越大,终点误差越小;待滴定弱酸在化学计

量点时的分析浓度 CHA 越大,终点误差越小 ( 按

照文献[25] ,这里的“终点误差”应该是终点误差

的绝对值 E t ) ” 的结论。 与配位滴定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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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教材中给出了一元强碱滴定一元弱酸时

E t 随两个影响因素单调变化的结论,这个结论

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漏洞呢? 针对此,从终点误差

的定义 [ 4] 出发推导其在酸碱滴定分析方法中的

计算式如下

E t =
C ep

NaOH - C ep
HA

C ep
HA

=
[ OH - ] ep - [ H + ] ep - [ HA] ep

C ep
M

10ΔpH - 10 - ΔpH

K a

Kw

·C sp
HA

　 (近似:[ A - ] ep ≈ [ A - ] sp ,

　 C ep
NaOH - C ep

HA ≈ [ OH - ] ep - [ HA] ep ) (6)

Kw - K2
HIn

C sp
HA ·KHIn

-
KHln

K a + KHln

　 (按照指示剂原理 [ 2,3] ,

　 [ H + ] ep = KHln ) (7)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由于式 ( 6) 是近似结果,而式 ( 7) 是准确结

果,而且式(7)中两个与待测弱酸相关的变量 C ep
HA

和 K a 都以一次单项式存在,满足了判断 E t 对任

何一个变量是否具有单调性的要求,在以下 4. 1
和 4. 2 中采用式(7)进行分析。

4. 1　 强碱-弱酸滴定分析的终点误差随待

测弱酸 Cep
HA 变化的规律

　 　 当式( 7) ≥0,即 C ep
HA ≤

(K a +KHIn ) (Kw -KHIn
2 )

KHIn
2

时,E t ≥0, E t 随 C ep
HA 的增大而减少;

当式( 7) ≤0,即 C ep
HA ≥

(K a +KHIn ) (Kw -KHIn
2 )

KHIn
2

时,E t ≤0, E t 随 C ep
HA 的增大而增大;

当式 ( 7) = 0,即 C ep
HA =

(K a +KHIn ) (Kw -KHIn
2 )

KHIn
2

≈
K aKw

KHIn
2( ) 时,E t = E t = 0。

教材 [ 2] 第 152 页第 27 题为“用 0. 1mol / L 的

NaOH 滴定等浓度的 HAc,以酚酞为指示剂( pKHIn

= 9. 1) ,计算终点误差” ,运用(式) 7 可以获得该

终点误差,如保持该滴定体系的待滴定弱酸、滴定

剂及指示剂种类不变,而只不断改变待滴定弱酸

的浓度,采用(式) 7 可以得到一些列对应的终点

误差 E t ,然后将 E t 对 C ep
HA 做图,就可以考察 C ep

HA

的变化对 E t 的影响,见图 3。
 

综上,不论是从理论公式,还是从对具体滴定

体系的计算,都可以看出,在一元强碱滴定一元弱

酸的分析方法中,对于待测弱酸、滴定剂和指示剂

图 3　 NaOH 溶液滴定等浓度的 HAc 溶液时,终点误差

随 C ep
HAc 的变化

x 轴为待测 HAc 在化学计量点的分析浓度,单位为 mol / L;

y 轴为该滴定分析的终点误差,单位为% 。 内插图为局部放大图

Fig. 3　 Variation
 

of
 

end
 

point
 

error
 

with
 

C ep
HAc

  in
 

acid-base
 

titration
 

of
 

NaOH
 

to
 

HAc

Horizontal
 

axis
 

is
 

C ep
HAc

 measured
 

by
 

mol / L,
 

vertical
 

axis
 

is
 

end
 

point
 

error
 

measured
 

by
 

% ,
 

and
 

inset
 

is
 

a
 

magnified
 

view
 

of
 

the
 

chosen
 

part
 

of
 

the
 

figure.

种类都已确定的滴定体系, E t 并不随 C ep
HA 的变

化单调 变 化, 被 测 弱 酸 浓 度 的 变 化 如 何 影 响

E t 取决于该浓度所处的范围,而且常常存在这

样一个浓度,在该浓度下,pH sp
 = pH ep ,此时终点误

差 最 小, E t = 0。 在 图 3 中, 当 C ep
HA =

(K a +KHIn ) (Kw -KHIn
2 )

KHIn
2

= 0. 28mol / L 时,这样一个

浓度属于化学计量点处弱酸 HAc 分析浓度的常

见范围 ( 0. 001 ~ 1. 0
 

mol / L) , 此时, E t = 0; 当

C ep
HA ≤0. 28mol / L 时, E t 随 C ep

HA 的增大而减小;
当 C ep

HA ≥ 0. 28mol / L 时, E t 随 C ep
HA 的 增 大 而

增大。
4. 2　 强碱-弱酸滴定分析的终点误差随待

测弱酸 Ka 变化的规律

　 　 一元强碱水溶液对一元弱酸水溶液滴定的反

应平衡常数为 K t =
K a

Kw

, 所以,K a 与 K t 的变化对

E t 的影响趋势将相同。

当式 ( 7) ≥ 0,即 K a ≥
KHIn

3 +KHIn
2C ep

HA -KwKHIn

Kw -KHIn
2

时,E t ≥0, E t 随 K a 的增大而增大;

当式( 7) ≤ 0,即 K a ≤
KHIn

3 +KHIn
2C ep

HA -Kw KHIn

Kw -KHIn
2

时,E t ≤0, E t 随 K a 的增大而减少;

当式 ( 7) = 0,即 K a =
KHIn

3 +KHIn
2C ep

HA -KwKHIn

Kw -KH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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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HIn

2C ep
HA

Kw
( ) 时,E t = E t = 0。

如果保持以上例题 ( 教材 [ 2] 第 152 页第 27
题)中的滴定剂种类及其浓度、指示剂条件不变,
仅改变待滴定一元弱酸的种类(从而改变 K a ) ,可
得到在这个具体滴定条件下 E t 随 pK a 变化的趋

势图(图 4) 。
 

图 4　 NaOH 溶液滴定等浓度一元弱酸溶液时,终点误差

随弱酸 pKa 的变化

x 轴为待滴定一元弱酸的 pK a ,y 轴为该滴定分析的终点

误差(单位为% )

Fig. 4　 Variation
 

of
 

end
 

point
 

error
 

with
 

pKa
 in

 

acid-base
 

titration
 

of
 

NaOH
 

to
 

weak
 

monoacid

Horizontal
 

axis
 

is
 

pK a
 of

 

the
 

weak
 

monoacid
 

to
 

be
 

titrated,
 

vertical
 

axis
 

is
 

end
 

point
 

error
 

measured
 

by
 

%

综上,不论是从理论推导,还是从具体的滴定

体系的计算,都可以看出,在一元强碱滴定弱酸的

分析方法中,对于滴定剂、滴定剂浓度和指示剂相

关条件都已确定的体系, E t 并不会随变量 K a

(或 pK a )的变化而单调变化,被滴定一元如弱酸

K a 的变化如何影响 E t 取决于 K a 所处的范围。

当某一元弱酸的 K a =
KHIn

3 +KHIn
2C ep

HA -KwKHIn

Kw -KHIn
2 时,其

pH sp
 = pH ep ,此时终点误差最小, E t = 0;当 K a 大

于该特殊值, E t 随 K a 的增大而增大,反之减小。

在图 4 中, 当 K a =
KHIn

3 +KHIn
2C ep

HA -KwKHIn

Kw -KHIn
2

=

10- 5. 5 mol / L, E t = 0; 当 K a ≥ 10- 5. 5 mol / L 时,
E t 随 K a 的增大而增大;当 K a ≤10- 5. 5 mol / L 时,
E t 随 K a 的增大而减小。

5　 结论

　 　 高校《 化学分析》 教材 ] [ 2,
 

3] 滴定分析理论中

“终点误差随待测物浓度、滴定反应平衡常数的

　 　 　 　

增大而减小” 的结论并不准确,其依据可能是基

于林邦误差公式的纯数学推理,而忽视了其背后

的化学反应原理。 本研究推导的终点误差计算式

有别于林邦终点误差公式,其优点是影响计算结

果的两个因素(即待测物浓度和滴定反应平衡常

数)以一次单项式的变量形式呈现,基于此,本研

究发现,在配位滴定分析、一元强碱对一元弱酸的

滴定分析中,终点误差 E t 并不会随待测物浓度、
滴定反应平衡常数大小的变化而单调变化,其详

细规律见正文,这一结论也有望适用于氧化还原

滴定分析和沉淀滴定分析的终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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