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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学检验工（分析工）高级技师培训和考核的重点在技能的创新和科学的管理方面。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有机化合物的定性、定量分析；分析测试方法的建立、分析检验中干扰因素的消除
和新仪器设备的验收，以及如何开展培训和指导工作；在管理方面介绍了新实验室的设置和建立，如
何保证检验工作的质量，开展检验工作的比对试验，产品标准制定的程序等知识。
 　　本书既可以作为化学检验工（分析工）高级技师的培训教材，又可作为检验分析工作者的参考用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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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检验与测定　　1.1　有机化合物定性分析　　与无机化合物不同，大多数有机化合物中所含
元素非常有限，但组成的化合物却千差万别，这就给有机分析带来许多要求和问题。
目前有机分析主要沿着两条途径发展，一是以现代科技发展前沿为代表的，用原子吸收光谱、X射线
衍射、电子探针和电子能谱等仪器进行样品的元素组成分析；用红外光谱、紫外光谱、拉曼光谱、质
谱、核磁共振波谱和联机分析等仪器进行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构分析的现代仪器分析方法。
另一是用氧瓶燃烧、钠熔元素定性、溶度分组、官能团定性和官能团定量的经典分析方法。
在这里重点介绍有机经典定性分析方法，对现代仪器分析方法以表格的形式列在本章的最后面，供读
者参考。
　　1.1.1　有机元素定性分析　　对于有机分析来说，必须特别考虑一些在无机分析中不会遇到的问
题。
由于大多数有机物不溶于水，且元素间以共价键形式结合，因此大多鉴定反应均呈负现象。
为此需要研究如何将不溶于水的有机共价型化合物，转化成易溶于水的离子型化合物的方法。
一般转化的方法有钠熔法、氧瓶燃烧法等。
1　　1.1.1.1　钠熔法　　（1）方法原理钠熔法是利用钠的还原性，将有机化合物分解成相应无机物
的一种分解试样的手段。
　　1：本书除另有说明外，均使用分析纯试剂、水溶液；所使用的水应符合GB\/T6682中三级水规定
；所用各种溶液按GB\/T601、GB\/T60、GB\/T603配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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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分析工是化工行业技术工人的主要工种之一。
分析工工作技术含量高，岗位责任重。
分析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直接影响到企业正常运行、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益，甚至人员生命安
全。
为推行国家职业资格制度，促进高技能人才快速成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国家职业标准?化学
检验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对化学检验工的定义，分析工等15个工种归入化学检验工。
　　根据国家职业标准的要求，结合行业技术工人培训和技能鉴定的实际情况，化学工业职业技能鉴
定指导中心组织编写了《职业技能鉴定培训教程（化学检验工系列）》。
本套教程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培训教材工作委员会备案，被劳动保障部培训就业司推荐为行业职
业教育培训规划教材。
教程与化学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开发的技能鉴定试题库配套，可以满足石油化工、化肥、医药
、涂料、焦化、高分子等行业化学检验工学习、培训、考核的需求，促进相关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的规范化开展。
试题库包括理论知识试题库和操作技能试题库，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根据行业特点及基础知识的相关性，配合试题库的设计，本套培训教材分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
两大部分。
　　基础知识部分以分析方法为主线进行编写，基本知识、原理结合分析方法组织内容，包括《化学
检验工初级》《化学检验工中级》《化学检验工高级》《化学检验工技师》和《化学检验工高级技师
》。
为便于读者备考，这5个分册中收录了化学检验工职业技能鉴定题库鉴定细目表的部分内容，可供读
者参考。
　　专业技能部分以化工行业的各专业和主要分析项目为主线，按照模块方式分等级编写，包括《无
机化工分析》《有机化工分析》《石油化工分析》《溶剂试剂分析》《水质分析》《化肥分析》《农
药分析》《催化剂分子筛分析》《药品分析》《涂料分析》《焦化分析》《生化分析》《金属材料分
析》《塑料分析与测试》等14个分册。
这些分册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化学检验工》对各等级操作技能水平的要求，对职业标准中未能涉及的
专业按照行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扩展。
教材中的每个项目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分析对象；采用的方法和参照的标准；药品、仪器；操作步
骤；注意事项及技巧；数据处理和允差；适用范围等。
对部分分析项目给出了评分标准，既可以用于技能鉴定实际操作考试，也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参考。
　　本册为《化学检验工高级技师》。
对高级技师培训的重点在技能的创新和科学的管理方面的知识。
本书的结构与国家职业标准的职业功能模块一致，内容围绕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展开。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有机化合物的定性、定量分析；着重介绍了分析测试方法的建立、分析检验中干扰
因素的消除和新仪器设备的验收，以及如何开展培训和指导工作；在管理方面介绍了新实验室的设置
和建立，如何保证检验工作的质量，开展检验工作的比对试验，产品标准制订的程序等相关知识。
在编写过程中注重了教程内容与题库的衔接和技术的实用性。
　　本书第1章由袁、张永清编写，第2章由李亚秋、张永清、李雯编写，第3章由丁敬敏编写，第4章
由丁敬敏、王秀萍编写，第5章和第6章由张永清编写。
全书由张永清统稿，黄一石主审。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的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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