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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思考了钾在生命和死亡中的重要性。

钾是生命体必需的元素（我们每天都要消耗1～ 5 g），但它也与
危险甚至死亡密切相关。1807年，戴维通过电解熔融氢氧化钾分离得
到了钾元素，但这是一个不适合胆小者的电化学实验。一年以后，年
轻的盖-吕萨克在一场爆炸中得到了关于纯钾反应活性的第一手资料，
代价则是终身视力损伤[1]。

钾最危险的用途是将其氯化物溶液注射到血液中。这种静脉注射
足以致命，并在美国的一些州被用来实施死刑，不过这种溶液也会被
用来治疗缺钾症。医疗事故悲剧以及可怕的连环杀人案中都有氯化钾
水溶液的身影，因为它很难被发现，这样致死的原因常常被误认为是
自然死亡[2]。要识别钾中毒，就需要进行快速的分析，这使得在犯罪
小说中使用氯化钾非常“不合时宜”，因为及时的毒理分析会让作家
被迫早早地透露全盘剧情[3]。

在我们的身体中，细胞内外钾离子和钠离子浓度之间存在着精妙
的平衡，正是氯化钾注射破坏了这种平衡，才使其具有致命性。钾离
子通过钾通道蛋白传递穿过生物膜。对这些离子通道的研究为罗德里
克·麦金农（Roderick MacKinno）赢得了200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但
详细的输运机制仍存在争论：水协同转运的主导思想最近受到钾离子
间直接“库仑（力）撞出”机理的质疑[4]。





第19号元素有两个名称：一是“potassium”，“potassium”的
变体在许多语言中都很常见；二是“kalium”，钾的化学符号K便是从
这 个 名 字 中 派 生 出 来 的 。 前 面 的 描 述 可 能 会 让 一 些 人 以
为“kalium”来自印度教主宰死亡的女神迦梨（Kali）。但是正
如“potassium”一样，“kalium”源自一种早期化合物——碳酸钾
（K2CO3），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potash”或“al-qalyah”，意

为“碱性”[5]。

有些化学家可能认为第19号元素在化学上没什么用处，因为它通
常只是一个没有特定功能的反离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硝石
（硝酸钾）为例，它曾经是最重要的钾化合物，在古代火器的火药
中，与更吸湿的类似物硝酸钠相比，硝酸钾是更出色的氧化剂。

钾离子的传统来源是碳酸钾，历史上碳酸钾是北欧重要的出口
品，它是从草木灰中提取出来，再在容器中结晶而得到的。今天，钾
主要来源于北美洲和俄罗斯的氯化钾矿。它的主要用途是作
为“NPK”肥料。顾名思义，这种肥料由氮、磷、钾三种元素构成。农
作物的钾摄取量很大，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补充土壤中的钾，因此施肥
工作规模巨大。但这并没有带来将钾消耗殆尽的风险，因为它是地壳
中丰度排名第八的元素[6]。

钾的化学基本都是钾离子的反应，并主要由静电作用主导。冠醚
及其相关化合物的引入[5]，产生了重要的钾配位化学。这些配合物中
有些有助于阐明钾的生物作用，其余的被用来促进歧化生成复合体结
合的K+和K−反离子，证明这个非常正电性的元素具有虽小但显著的电子
亲和力。

碱金属冠醚配合物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族元素尺寸大小的趋势。
该族反应活性的趋势也非常规律，钠与水的反应是一个经典的实验展
示。但尺寸更大、电离能更低的钾会使得相应的钾-水实验变得危险，
因为生成的氢气必将会被点燃并爆炸。因此，虽然有机溶剂通常是通
过加入钠片蒸馏而干燥的，但使用金属钾作为替代物是不明智的。然
而，这正是化学系学生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被分配到蒸馏
苯的任务时所做的，因为当时在都灵的库房中找不到因战争被耗尽的
金属钠。尽管他“像对待圣物”一样小心地处理了钾，实验室仍然起
火了。幸运的是，他最终扑灭了火焰[7]，保全了自身和文献。

无论是在生物系统中还是实验室里，钾离子都远远不是个旁观
者，而是一个事关生死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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