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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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把“育人为宗旨，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理念渗透于教材中，更好地落实我国高等职业教
育发展“1221”模式下对专业基础课程的要求，同时力求修订后的教材更能体现国家建设对高职教育
发展的要求，更符合高职教育目前的改革与发展需要，更切合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更利于
培养学生将来从事企业生产分析检验等专业领域相关岗位工作的职业能力，本教材结合高职教育课程
改革及教学基本要求，以上述指导思想为原则，融入编者在教学改革实践中的体会，并征求了使用本
教材的部分高职院校的意见后进行了修订。
　　本次修订除保持了第一版的主要特点外，更能体现高职教育的特色，并注重教学的启发性和对学
生思维能力、学习能力、职业能力的培养。
本次修订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1.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基础理论贯彻“实用为主，必需和
够用为度”的教学原则，以应用型理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非学科原理性理论，突出以“应用”
为主旨的高职教育特征。
此外，还介绍了一些对学生向专业高层次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内容，并采用广而不深、点到为止的修订
思路，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突出“双证书”高职教育特色，适当引入了“化学检验工”国家职业标准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
识内容，使职业技能鉴定的部分考核点成为本教材教学的知识点和技能点，冀望对学生在获取国家职
业资格证书以及今后从事本职工作方面有所帮助。
　　3.为使本教材更贴近企业实际，更具实用性，本次修订除将各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按国家标准所
示的方法修订外，还注重将企业的真实工作任务纳入教材内容之中，把企业依据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所做的一些分析检验项目作为相关分析方法的应用实例，并将其实际分析检验项目数据编写成例题或
习题收入本书。
将基础理论融入企业生产实际，使教材内容与职业工作更好地衔接。
同时通过举例阐明概念，“以例释理”。
　　4.在介绍成熟稳定的、在实践中广泛应用的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同时，更注重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
的融合，并充实了一些在现今企业生产中的新方法、新技术或新方向，使教材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5.本教材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将以企业真实工作任务为导向的教学内容在理论与实践“教学
做”一体、两者深度融合方面所做的积极探索与尝试，相信会使学生在理解知识与驾驭技能方面相得
益彰，同时也是以本课程为载体，对学生的实践能力、思维能力、知识迁移能力、信息收集与加工能
力等进行培养。
　　为适应不同院校不同专业的需要，本书设有选学章节，以“*”号标示，根据专业不同，教学内
容可进行适当调整。
　　韩忠霄负责本次修订的组织工作。
在第一版各编者原稿的基础上，本次修订工作的分工为：韩忠霄（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修订第五
、六章；孙乃有（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修订绪论、第九章；郭东萍（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修
订第七、八章；孙乃有、郭东萍共同修订第四章；池利民（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修订第一、
二、三章。
全书由韩忠霄定稿；郭东萍任副主编，并参加了修订内容的整理工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机及分析化学>>

内容概要

　　《无机及分析化学(第2版)》第一版自2006年出版以来，得到全国众多高等职业院校的普遍欢迎，
曾多次重印。
此次修订在保持第一版的基本结构和编写特色基础上，本着与时俱进的理念，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
和更新。
　　全书共分九章，内容包括物质结构、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重要元素及其化合物、定量分析
基础、酸碱平衡与酸碱滴定法、配位化合物与配位滴定法、氧化还原反应与氧化还原滴定法、沉淀溶
解平衡与沉淀测定法、常用分离方法简介。
每章末均有思考题和习题，书后附有习题答案，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课程内容。
为拓宽学生视野，每章末还编排了相关的阅读材料。
　　《无机及分析化学(第2版)》可作为高职高专制药技术类、生物技术类、化工类、环境类、医学类
、农林类、食品类、材料类、国防公安类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使用，也可作为以上各相关专业成人教育
、职业培训教材使用，还可供有关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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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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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的学习方法第一章 物质结构第一节 原子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一、电子云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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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第二节 化学平衡一、可逆反应和化学平衡二、化学平衡常数三、有关化
学平衡的计算四、化学平衡的移动五、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的综合应用阅读材料化学反应速率理论简
介思考题习题第三章 重要元素及其化合物第一节 概述一、元素在自然界中的分布二、元素的分类三
、元素在自然界中的存在形态第二节 非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一、卤素及其化合物二、氧、硫及其化合
物三、氮、磷及其化合物四、碳、硅、硼及其化合物第三节 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一、过渡元素的通性
二、铜、银、锌和汞三、铬、锰和铁第四节 生命元素简介一、宏量元素二、微量元素三、有害元素阅
读材料1 化学元素家族的新成员——第111和112号元素的合成阅读材料2 过滤元素的生物作用思考题习
题第四章 定量分析基础第一节 定量分析的一般程序一、试样的采集与制备二、试样的分解三、试样
的预处理四、测定五、数据处理六、分析检验记录与检验报告第二节 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一、
分析检验中的误差二、分析检验的准确度与精密度三、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第三节 分析数据的
处理一、有效数字及其运算规则二、置信度与平均值的置信区间三、可疑数据的取舍第四节 滴定分析
概述一、滴定分析的基本概念二、滴定分析方法三、滴定分析对化学反应的要求四、滴定方式第五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一、溶液浓度的表示方法二、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方法第六节 滴定分析的计算一
、基本单元的概念二、计算示例阅读材料 在线分析(on?line analysis)思考题习题第五章 酸碱平衡与酸碱
滴定法第一节 酸碱质子理论一、质子酸碱的概念二、酸碱反应三、水溶液中的酸碱反应及其平衡第二
节 影响酸碱平衡的因素一、稀释作用二、同离子效应与盐效应三、酸度及其对弱酸弱碱型体分布的影
响第三节 酸碱水溶液pH的计算一、质子条件式二、一元弱酸、弱碱水溶液pH的计算三、多元弱酸、
弱碱水溶液pH的计算四、两性物质水溶液pH的计算五、缓冲溶液及其pH的计算第四节 酸碱指示剂一
、酸碱指示剂的变色原理二、酸碱指示剂的变色范围三、混合指示剂第五节 酸碱滴定曲线和指示剂选
择一、强酸强碱的滴定二、一元弱酸弱碱的滴定三、多元酸碱的滴定第六节 酸碱滴定法的应用一、酸
碱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二、应用实例三、计算示例第七节 非水溶液中的酸碱滴定一、溶剂的种类与性
质二、非水滴定条件的选择三、非水滴定的标准滴定溶液和终点的检测四、非水滴定法的应用实例阅
读材料 绿色化学思考题习题第六章 配位化合物与配位滴定法第一节 概述一、配位化合物及配位平衡
二、配位滴定对反应的要求三、氨羧配位剂第二节 EDTA及其配合物一、EDTA的性质及其解离平衡二
、EDTA与金属离子的配位特点第三节 EDTA配合物的解离平衡一、EDTA与金属离子的主反应及配合
物的稳定常数二、影响配位平衡的主要因素三、条件稳定常数四、滴定所允许的最低pH和酸效应曲线
第四节 配位滴定法的基本原理一、滴定曲线二、金属指示剂第五节 提高配位滴定选择性的方法一、
利用控制溶液酸度的方法二、利用掩蔽和解蔽的方法三、选用其他配位剂滴定第六节 配位滴定法的应
用一、EDTA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二、应用实例阅读材料 配合物在生化、医药中的应用思考题习题第
七章 氧化还原反应与氧化还原滴定法第一节 氧化还原反应一、基本概念二、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
配平第二节 电极电势一、能斯特方程式二、标准电极电势三、条件电极电势四、电极电势的应用第三
节 氧化还原滴定法的基本原理一、氧化还原滴定曲线二、氧化还原滴定中的指示剂第四节 常用的氧
化还原滴定法一、高锰酸钾法二、重铬酸钾法三、碘量法四、亚硝酸钠法五、其他氧化还原滴定法简
介第五节 氧化还原滴定计算示例阅读材料 能斯特思考题习题第八章 沉淀溶解平衡与沉淀测定法第一
节 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平衡一、溶度积二、分步沉淀三、沉淀的溶解方法四、沉淀的转化第二节 沉淀
滴定法一、莫尔法二、佛尔哈德法三、法扬司法第三节 沉淀滴定法的应用一、银量法标准滴定溶液的
制备二、应用实例第四节 称量分析法一、沉淀法二、挥发法三、萃取法思考题习题第九章 常用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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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简介第一节 组分分离的意义及回收效果一、分离与富集二、分离与富集的效果评价第二节 沉淀
与共沉淀分离法一、常量组分的沉淀分离二、共沉淀及微（痕）量组分的分离富集第三节 溶剂萃取分
离法一、溶剂萃取的基本原理二、重要的萃取体系三、溶剂萃取分离技术及操作第四节 离子交换分离
法一、离子交换树脂的种类及性质二、离子交换树脂的性能参数三、离子交换的亲和力四、离子交换
分离技术及操作第五节 色谱分离法一、纸色谱法二、薄层色谱法三、色谱分离操作与定性定量方法阅
读材料 超临界流体萃取思考题习题习题答案化学检验工技能鉴定练习题附录附录1 弱酸弱碱在水中的
解离常数（25℃，I＝0）附录2 金属配合物的稳定常数（18～25℃，I＝0.1）附录3 标准电极电势（25℃
）附录4 条件电极电势附录5 一些常见难溶化合物的溶度积（18～25℃）附录6 一些化合物的相对分子
质量附录7 不同温度下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补正值附录8 化学检验工国家职业标准参考文献元素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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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化学则是人类用以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之一，它既是一
门历史悠久而又富有活力的学科，也是一门以实践为基础的学科。
　　一、无机及分析化学的任务和作用　　无机化学是化学科学中发展最早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研
究对象是元素和非碳氢结构的化合物。
无机化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无机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
无机化学的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它所涉及的一些理论和普遍规律是其他化学分支学科研究的基础。
　　分析化学是化学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无机物，也包括有机物。
分析化学的主要任务是鉴定物质的化学组成、测定有关组分的含量以及表征物质的化学结构，这些任
务分别隶属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结构分析的范畴。
　　在研究和应用不同物质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时，化学科学逐渐发展成为若干个分支学科，但在探
索和处理某一具体物质对象时，一些分支学科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
无机物、有机物的制备、性质及其利用总是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足点，但在反应和
应用过程中的条件控制还必须用分析化学的测试结果来加以检验，这一切当然也离不开物理化学的理
论指导。
因此，无机及分析化学是一切化学科学的理论与应用基础，对其他化学分支学科和化学化工知识与技
能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
无机及分析化学所涉及的面十分广泛，常常作为一种手段而广泛应用于化学学科本身的发展以及与化
学有关的各学科领域中。
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无机及分析化学具有更重要的实用意义，无论是工农业生产的原料选择、生产过
程的控制与管理、成品的质量检验，还是新技术的探索应用、新产品的开发研究等，都要以分析结果
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医药卫生、环境保护、国防公安等方面也都离不开分析检验。
因此无机及分析化学是人们认识物质及其变化规律的“导航员”，是科学研究的“参谋”，是指导工
农业生产及各领域相关工作的“眼睛”。
　　二、分析方法的分类　　根据分析对象、分析任务、测定原理、试样用量及待测组分含量和具体
要求的不同，无机及分析化学的分析方法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无机分析和有机分析无机分析的对象是无机化合物，通常要求鉴定物质的组成和测定各组
分的含量；有机分析的对象是有机化合物，虽然构成有机化合物的元素种类不多，但所涉及的结构相
当复杂，故分析方法不仅有元素分析，还有官能团分析和结构分析。
　　（2）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结构分析定性分析的任务是鉴定物质由哪些组分组成；定量分析的
任务是测定物质中有关组分的含量；结构分析的任务是研究物质的分子结构或晶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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