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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化学基础实验》第一版于2000年出版，经2005年修订再版后，较好地满足了高等学校基础化学
教学改革深化发展以及对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要求，得到了同行专家的好评和兄弟院校的支持，使
用面不断扩大。
按照非化学化工类工科专业对基础化学教学基本要求，力图更充分地体现高等教育改革精神，反映社
会发展科技进步和基础化学教学改革实践的成果，本书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再次修订出版。
本书保持了第二版的体系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对教材内容做了相应的充实和调整。
在前3章的内容中，增加了现代化学实验基础知识的介绍；加大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分析化学基
础实验的比例，增加了物质合成制备和组成分析的内容，同时尽量介绍学校应用较广的新型仪器和设
备。
在实验内容方面，对基础实验和基本应用实验的内容没有做大的变动，主要结合教学实践经验总结，
对一些实验的试剂用量和具体操作进行了适当调整，增加了应用实验、综合实验与设计研究实验。
根据理论教材的章节充实实验，尽量做到普遍性、综合性、先进性和趣味性相结合，有浅有深，深入
浅出，以便不同学校与不同专业根据教学和学时的需要选择实验内容，以达到验证理论、巩固知识和
实验操作技能训练的最佳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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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由七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包括化学基本原理实验和物理化学量的测定，常见元素及化合物的性
质及离子(基团)的分离鉴定，化合物的制备、提纯、分析检测，化学及其技术在工业和日常生活中的
应用，基本仪器操作和基本实验技术等。
书后有参考文献和附录。
本书精心选编整合了无机化学(普通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和仪器分析等课程的86个
实验，其中41个基础实验和26个应用实验为各类专业的基础化学实验组合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19
个综合实验与设计研究实验用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实验技能和设计实验能力。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地质、矿产、石油、环境、冶金、材料等非化学化工专业本科生的基础化学实
验教材，也可作为相关科研人员和教师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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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溶液的浓度很低或物质的溶解度较大时，为了能从中析出该物质的晶体或增大浓度，需对溶
液进行蒸发、浓缩。
蒸发水溶液一般用蒸发皿，蒸发有机溶剂则在锥形瓶中进行。
在无机制备中，蒸发、浓缩一般在水浴上进行。
当溶液浓度很低，且物质对热的稳定性较好时，可先放在低温电炉上或在石棉网上用煤气灯直接加热
蒸发，然后放在水浴上加热蒸发。
蒸发皿内所盛放的液体不应超过其容量的2／3。
当水分不断蒸发，溶液就不断浓缩，蒸发到一定程度后冷却，就可析出晶体。
有机溶剂的蒸发应在通风橱中进行，根据溶剂的沸点和易燃性，注意选用合适的温度。
最常用的是水浴，切不可用煤气灯直接加热有机溶剂。
蒸发时须用沸石，以防止暴沸。
结晶与重结晶晶体析出的过程称为结晶。
当溶液蒸发到一定浓度后冷却，即有晶体析出。
结晶时要求物质溶液的浓度达到饱和程度。
物质在溶液中的饱和程度与物质的溶解度和温度有关。
晶体的大小与溶质的溶解度、溶液浓度、冷却速度等因素有关。
如果希望得到较大颗粒状的晶体，则不宜蒸发至太浓，此时溶液的饱和程度较低，结晶的晶核少，晶
体易长大。
反之，溶液饱和程度较高，结晶的晶核多，晶体快速形成，得到的是细小晶体。
从纯度来看，缓慢生长的大晶体纯度较低，而快速生成的细小晶体纯度较高。
因为大晶体的间隙易包裹母液或杂质，因而影响纯度；但晶体太小且大小不均匀时，易形成糊状物，
夹带母液较多，不易洗净，也影响纯度。
因此晶体颗粒要求大小适中且均匀，才有利于得到纯度较高的晶体。
如果第一次结晶所得物质的纯度不符合要求，可进行重结晶。
其方法是在加热的情况下使被纯化的物质溶于尽可能少的水中，形成饱和溶液，并趁热过滤，除去不
溶性杂质，然后使滤液冷却，被纯化物质即结晶析出，而杂质则留在母液中，过滤便得到较纯净的物
质。
若一次重结晶还达不到要求，可以再次重结晶。
重结晶是提纯固体物质常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它适用于溶解度随温度有显著变化的化合物的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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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化学基础实验(第3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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