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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内容起点是以初中化学为基础。
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不仅注意了无机化学本身固有的科学体系，更重要的是充分考虑到无机化学要
为专业课服务、要为培养目标服务所必需具有的知识容量。
全书共分十四章，一至八章主要介绍了物质结构、元素周期律、化学平衡、电解质溶液和氧化还原反
应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计算；九至十四章主要介绍一些重要的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及典型的化学反
应规律。
同时还编排了化学实验。
本教材还配有可供学生课后使用的无机化学练习册。
该书可供中等职业学校化工工艺、工业分析等专业使用，也可作为其他相关专业和职工培训及工人自
学等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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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常用仪器的洗涤和干燥 （1）仪器的洗涤 化学实验室经常使用各种玻璃仪器，而
这些仪器是否干净，常常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所以应该保证所使用的仪器是很干净的。
“干净”两字的含义绝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干净，而是具有纯净的意思。
 洗涤玻璃仪器的方法很多，应根据实验的要求、污物的性质和玷污的程度来选用。
一般来说，附着在仪器上的污物既有可溶性物质，也有尘土和其他不溶性物质，还有油污和有机物质
。
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分别采用下列洗涤方法。
 ①用水刷洗 用毛刷就水刷洗，既可以使可溶物溶去，也可以使附着在仪器上的尘土和不溶物脱落下
来。
但往往洗不去油污和有机物质。
 ②用去污粉、肥皂或合成洗涤剂洗 肥皂和合成洗涤剂的去垢原理已众所周知，不必重述。
去污粉是由碳酸钠、白土、细沙等混合而成的。
使用时，首先把要洗的仪器用水湿润（水不能多），撒入少量去污粉，然后用毛刷擦洗。
碳酸钠是一种碱性物质，具有强烈的去油污能力，而细沙的摩擦作用以及白土的吸附作用则增强了仪
器清洗的效果。
待仪器的内外器壁都经过仔细的擦洗后，用自来水冲去仪器内外的去污粉，要冲洗到没有微细的白色
颗粒状粉末留下为止。
最后，用蒸馏水冲洗仪器三次，把由自来水中带来的钙、镁、铁、氯等离子洗去，每次的蒸馏水用量
要少一些，注意节约，采取“少量多次”的原则。
这样洗出来的仪器的器壁就完全干净了，把仪器倒置时就会观察到仪器中的水可以完全流尽而没有水
珠附着在器壁上。
 ③用铬酸洗液洗 这种洗液是由等体积的浓硫酸和饱和的重铬酸钾溶液配制而成的，具有很强的氧化
性，对有机物和油污的去污能力特别强。
在进行精确的定量实验时，往往遇到一些口小、管细的仪器很难用上述的方法洗涤，就可用铬酸洗液
来洗。
 往仪器内加入少量洗液，使仪器倾斜并慢慢转动，让仪器内壁全部为洗液湿润。
转几圈后，把洗液倒回原瓶内。
然后用自来水把仪器壁上残留的洗液洗去。
最后用蒸馏水洗三次。
 如果用洗液把仪器浸泡一段时间，或者用热的洗液洗，则效率更高。
但要注意安全，不要让热洗液灼伤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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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等职业学校规划教材:无机化学(第4版)》配有可供学生课后使用的无机化学练习册。
可供中等职业学校化工工艺、工业分析等专业使用，也可作为其他相关专业和职工培训及工人自学等
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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