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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化学实验》出版已有10年。
在这10年中，本科化学教学改革发生了深刻变化，培养基础扎实、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意识的本科
化学专业的学生成为共识，从而对本科化学实验教学更为重视。
10年来，全国化学实验教学改革成果丰硕，这一形势促使、激励我们对原教材进行修订。
　　修订时注意到以下诸方面：在选择实验内容时，除经典的基础实验外，要体现时代性与应用性；
在实验的形式上，既有单项基础训练实验，也要注重多项基础训练组合的综合实验和能自主学习的研
究式实验；在教材的编写上，继续采用少一些验证式、注入式实验，多一些启发式、研究式实验的编
写方法，使经典实验带有研究性。
在删除一些重复性实验、更新仪器的使用后，增加了如下内容：　　1.时代性、实用性实验　　（1）
引进科研成果，如将固相反应应用于制备，介绍纳米材料的制备与研究；　　（2）增加应用性实验
，如抗胃酸药中铝、镁含量的测定，茶叶中微量金属元素的鉴定与定量测定，以铬天青为显色剂的分
光光度法测定茶叶（或面制食品）中的铝含量。
　　2.将绿色化学的理念引入教材　　（1）不用或少用对环境有污染的实验与试剂，如采用无汞法测
定铁矿中的铁，用过氧化氢作氧化剂从废铜制备五水硫酸铜。
　　（2）对目前无法替代的、有污染的实验，介绍减量法，将试样量减至五分之一，如用减量法测
定铁矿中的铁（无汞法）、苯酚的含量，以减少污染。
　　减量法也应用在试剂贵的实验中，如测定铜合金中的铜，以节约试剂。
　　（3）引入三废处理实验，如回收废电池中的锰、含铬废水处理等。
　　3.培养创新能力　　（1）扩大综合性、研究式实验的范围。
在综合性、研究式实验中引入近代仪器，如磁天平、微量差热天平、X射线衍射、红外光谱等的使用
，扩大研究的范围，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以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研究内容广的实验安排在第三
学期（暑期）中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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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化学实验(第2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也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与南京大学傅献彩主编的《大学化学》配套使用。

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引入分离技术和减量实验，增加了综合性和研究式实验的内容，介绍了用计
算机检索文献的方法、Origin作图软件的使用。
全书共选入70多个实验，涵盖了无机化学、定性和定量分析实验的内容，分为基础实验、综合性实验
和研究式实验三个层次。
要求学生通过
“查、看、思考”的方式进行实验前预习、明确实验的目的、原理、注意事项及数据处理方式等，研
究式实验要求学生自己查阅文献、设计实验、独立完成，以培养学生查阅、思考、综合和创新能力。

《大学化学实验(第2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可作为综合性大学化学、高分子、应用化学、环境类等
专业的实验课教材，也可供高等师范院校、工科院校的相关专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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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5.用氢氧化钠一高锰酸钾洗液洗可以洗去油污和有机物。
洗后在器壁上留下的二氧化锰沉淀可再用盐酸洗。
除以上洗涤方法外，还可以根据污物的性质选用适当试剂。
如AgCl沉淀，可以选用氨水洗涤；硫化物沉淀可选用硝酸加盐酸洗涤。
用以上各种方法洗涤后，经用自来水冲洗干净的仪器上往往还留有Ca、Mg抖、Cl-等离子。
如果实验中不允许这些离子存在，应该再用纯水把它们洗去。
使用纯水的目的只是为了洗去附在仪器壁上的自来水，所以应该尽量少用，符合少量（每次用量少）
、多次（一般洗3次）的原则。
洗净的仪器壁上不应附着不溶物、油污，这样的仪器可被水完全湿润。
把仪器倒转过来，水即顺器壁流下，器壁上只留下一层既薄又均匀的水膜，不挂水珠，这表示仪器已
经洗干净。
已洗净的仪器不能再用布或纸抹，因为布和纸的纤维会留在器壁上弄脏仪器。
在定性、定量实验中，由于杂质的引进会影响实验的准确性，对仪器洁净程度的要求较高。
但有些情况下，如一般的无机制备、性质实验或者药品本身很脏，这时对仪器洁净程度的要求不高，
仪器只要刷洗干净，不必要求不挂水珠，也不必用纯水荡洗。
工作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洗涤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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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化学实验(第2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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