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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系列丛书《新编大学化学实验》的第一分册，共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大学化学实验的基础知识，包括化学实验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操作技术、化学实验条
件的控制技术、化学实验结果的处理与表达等；第二部分介绍常规仪器的使用方法等。
实验仪器的种类、功能、精度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而日新月异，应该说，对实验仪器及其使用方法的
介绍，是一个永无休止的专题。
本书的第五章，讲述了大学化学实验中所涉及的25种仪器的基本原理、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这些仪
器绝大部分是教育部化学与化工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化学类专业基本教学条件”中所推荐使用的
，考虑到学科发展的需求，书中还对少数近年内可能列入规定的部分仪器做了简单介绍。
本册教材由刘巍任主编，王佩玉、蔡照胜、刘英红任副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朱霞石、薛怀国、郭霞
、张奉民、瞿其曙、吴德峰、吴俊、吴吴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化学与近化学类各专业的实验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的
参考书。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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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化学实验新体系系列教材”共包括四个分册：基础知识与仪器、基本操作、仪器与参数测量、
综合与探究性实验。
本书是第一分册。
    本书分为绪论、基本操作技术、测量与控制技术、实验数据的处理与结果评价、常见仪器的使用，
共五章。
书中对25种常用实验仪器的原理、作用与操作方法进行了简单介绍，附录中列出了常用实验数据，供
读者使用时查阅。
    本书内容广泛而新颖，适用于化学、化工、环境、生物、制药、材料等专业的大学和研究生使用，
也可供从事化学实验和科研的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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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5.8 结晶与重结晶2.5.8.1 结晶结晶是根据混合物中各组分在一种溶剂中的溶解度不同，通过蒸
发减少溶剂使溶液浓度增加，或改变溶液温度，使溶解度较小的物质析出晶体而分离的方法。
在化合物的制备中，经常要使用到蒸发（浓缩）和结晶的操作。
（1）蒸发（浓缩）当溶液很稀而所制备的化合物溶解度又较大时，为了能从中析出该物质的晶体，
必须通过加热使溶液不断浓缩，蒸发到一定程度时冷却，就可析出晶体。
当物质的溶解度较大时，必须蒸发到溶液表面出现晶膜时才停止。
蒸发是在蒸发皿（只限于水溶液，有机溶液必须用蒸馏方法）中进行的，蒸发皿的面积较大，有利于
快速蒸发。
蒸发皿中所放液体的量不能超过其容量的2／3，可以随水分的蒸发逐渐添加待浓缩的溶液。
若无机物对热稳定，可以用煤气灯直接加热，否则必须用水浴间接加热。
（2）结晶当溶液蒸发到一定浓度后冷却，就会从中析出溶质的晶体。
析出晶体的颗粒大小与结晶条件有关，如果溶液的浓度较高，溶质在水中的溶解度随温度下降而下降
，冷却得越快，则析出的晶体就越细小，否则就得到较大颗粒的结晶。
搅拌溶液和静置溶液，可以得到不同的效果，前者有利于细小晶体的生成，后者有利于大晶体的生成
。
若溶液容易发生过饱和现象，可以用搅拌、摩擦器壁或投入几粒小晶体（晶种）等办法。
2.5.8.2 重结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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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结晶是提纯固体物质常用的重要方法之一，通常用于溶解度随温度显著变化的化合物，对于溶解度
受温度影响很小的化合物不适用。
（1）重结晶溶剂的选择有待重结晶的物质在冷溶剂中应该微溶，在加热时则应该大量溶解，而杂质
应该有尽可能大的溶解度。
如果不了解究竟该用何种溶剂以及该用的溶剂量，则首先应在试管中少量地进行预试验。
溶剂的选择一般按照“相似相溶”的经验法则；溶剂不应使溶质发生化学变化。
常用的重结晶溶剂选择可参考表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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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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