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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是在国家理科人才培养基地“十五”建设规划出版的《基础化学实验》（科学出版社，2005）基
础上，经过精心修改、充实、提高编写而成的。
实验教学应与理论教学紧密结合，形成适应学科特点及自身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完整的实验课程体系
；应科学地设置实验项目，使实验指导能顺利进行，使实验室建设与现实的财力、物力、人力配套；
应注重学生实验技能以及综合分析、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使学生成为具有创新精神、科学作
风和较高综合素质的人才。
根据以上对化学实验教学的要求，以及兄弟院校使用本书第一版的反馈意见和教学体会，对本书第一
版进行了修订，并突出以下几点：（1）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化学实验知识。
受过高等化学教育的学生应该掌握丰富的化学实验知识，只有掌握这些知识才能制订实验方案、选择
实验条件、分析和解决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并克服实验中的各种困难，完成实验。
（2）训练学生掌握熟练的基本操作。
选择通用性强、实验材料易得、经济、安全和污染小的合适实验，达到训练基本操作与技能并获得实
验知识的目的。
（3）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和分析数据的能力。
因此，本书有如下特点：①有利于不同专业、不同层次、不同基础的学生选修；②实验知识与技能循
序渐进地提高，有利于学生打下良好的实验技能基础，提高实验技能训练的科学性，适应学科发展；
③有利于化学不同分支的实验知识和技能的融合；④突出综合实验，有利于培养学生实验思维的创新
性；⑤有利于实验室综合利用，科学地进行实验室建设。
“微波化学”是一门新兴的前沿交叉的应用技术，微波在化学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已经渗透到化学的
各分支领域。
微波辐射常压化学反应技术的实验结果确切、可靠，实验操作简便。
目前进行微波化学反应也有了较为完备的实验室反应装置。
因此，本书结合微波化学的最新发展，对“微波化学”原理和微波化学实验技术做了介绍，并增加了
几个由科研项目转化而成的微波化学实验。
在实验项目和内容的选择上，本书所选实验均可重复和验证，因此重现性高，一般都能得到较好的结
果，避免了过去有些实验内容一味拔高、标新立异（对培养学生意义不大）、偏难、偏深、教学性不
强、偏离现实的实验室条件等问题。
本书在实验次序编排上体现了基本操作和技能训练循序渐进的原则。
实验次序编排中，基本操作和技能训练都有两三次重复。
本书共90个实验。
对于化学类专业，其中约80％的实验为必做实验，20％为选做实验。
对于非化学类专业可选“化学实验基本操作训练”中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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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共4章，包括绪论、基础化学实验知识、化学实验基本操作和化学实验，内容涵盖无机化学、分
析化学和有机化学实验，书后有参考文献和附录。
本书淡化二级学科实验的特点，以化学基本操作和技能的训练为主线，以具体实验为载体，培养学生
的动手能力，并逐步锻炼学生进行综合实验的能力。
全书实验安排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在实验内容的选择上，既有反映基础化学实验知识和基本操作的实验，也有反映现代化学新进展、新
技术的实验。
    本书适合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化学、应用化学、化工、精细化工、材料、化学生物学专业以及对
化学要求较高的专业使用，也可供有关专业实验室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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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 基础化学实验的意义、目的和要求1.1.1 基础化学实验的意义化学已深入到人类社会各个领
域，产生了许多应用化学知识的产业，如化学工业、精细化工、石油化工、制药工业、农药与化肥、
日用化工、橡胶业、造纸业、玻璃和建材业、环保业、钢铁业、纺织业、皮革业、饮食业等。
化学学科已深入到各个自然科学领域，产生了许多应用化学知识的交叉学科，如生物化学、生物有机
化学、分子生物学、化学生物学、生物无机化学、化学生物信息学、化学生物物理、化学生态学、材
料化学、能源化学、仿生化学等。
生命科学中的化学问题、材料和能源科学中的化学问题、农业和食品中的化学问题、环境科学中的化
学问题等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化学问题都需要以新的思路、观念和方式学习化学。
实验是化学学科的基本特征。
化学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化学科学的任何一项重大突破，无一例外是经过化学实验而取得的。
即使在经验化学逐步向理论化学发展的今天，化学实验仍然是化学学科发展的基石。
学科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学科的学习特点。
在实验中学习化学，无疑是最有效、最重要的化学学习方法之一。
在化学实验中，学生通过实验来研究和认识物质，掌握化学实验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初步学会化
学研究的实验方法。
化学科学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特征，更有利于学生进行化学探究性学习。
化学实验是化学学习中最自主能动的实践活动形式。
化学实验为学生创造了获得知识、激发兴趣、追求科学真理的环境。
化学实验是人们认识和研究分子及物质的一种科学方法，虽然学生在从事的化学实验中，绝大多数只
是重现分子和物质的化学变化，但这一过程与化学家进行分子和物质变化的科学研究中的化学实验是
一致的。
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会体验到化学家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方法，获得科学研究的乐趣和成功的喜悦。
因此，在化学专门人才的培养中，学生学习化学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操作和技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
环节。
1.1.2 基础化学实验的目的在基础化学实验中，要达到以下目的：（1）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丝
不苟的工作精神，养成良好的实验室工作习惯。
（2）掌握物质化学变化的感性知识，熟悉元素及其化合物的重要化学性质和反应，掌，握重要化合
物的基本制备、分离和鉴定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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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基础化学实验(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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