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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做到将化学的各二级学科实验交叉、融合、避免重复，同时为了方便授课，充分考虑了
各模块的相对独立性。
本书从化学实验基本知识讲起，依次介绍了无机化学实验、化学分析实验、仪器分析实验、有机化学
实验、物理化学实验、化学教学论实验、化学工程基础实验、材料化学实验。
在实验项目的选择上，注重验证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相结合，以培养学生的综合实验能力。
本书可作为化学、应用化学、材料科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等专业
的教材，亦可供相关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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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当使用通风橱时，尽量将通风橱前面的活动玻璃拉得低一些，这样便会有强劲的气
流带走有毒的蒸气或烟雾。
总之，如果实验中确实需要一些剧毒药品，一定要事先认真阅读并理解指导老师的讲解以及实验室安
全知识，并要知道，一旦发生危险，应该如何处置。
 （6）致癌物质 现在，大家都知道将健康体细胞长期受一定的药品作用会产生肿瘤。
然而，从受药品作用到在人体中产生肿瘤可能需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因此它们的危害并不是立即
发生的。
在处理这类药品时，要格外仔细，小心。
本书中所选的这类试剂都被提醒为致癌物质。
也就是说根据经验，这些药品会在人体或动物身上产生肿瘤。
 下列化合物或衍生物质应被认为是致癌物质：碘甲烷、过氧化物、硫酸二甲酯、甲醛、己烷、苯、芳
香胺、苯肼、多环芳烃（蒽、菲等）、硝基化合物、偶氮化合物、重铬酸盐、多卤烃如四氯化碳、氯
仿、氯乙烯、硫脲、盐酸氨基脲。
 （7）刺激性和催泪试剂 许多有机化合物对眼睛、皮肤和呼吸道有相当的刺激性。
应当尽量避免与这些试剂或其蒸气接触。
下列物质应在通风橱中使用：芳香醛和脂肪族醛、α—卤代羰基化合物、异硫氰酸酯、氯化亚砜以及
羧酸的酰氯。
 许多有机化合物，除了具有刺激性，还具有相当强的味道或不愉快的气味，通常是具有恶臭味，如吡
啶、苯乙酸、硫酸二甲酯、正丁酸和碘，以及许多含硫化合物。
这些化合物都应在通风橱中使用。
 4.危险废弃物的处理 在现代社会危险废弃物的处理不仅仅是个环境问题，也是个道德问题。
实验室在这方面应担负一定的责任。
实验室工作人员应该关心这个问题，并应对环境保护尽到自己的职责，不应对实验室的废弃物采取无
所谓的态度。
一般实验室都明文规定处理化学药品废弃物的具体程序和步骤，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规定。
 （1）固体废弃物 有机化学实验室里的固体废弃物常分为：干燥的固体试剂，色谱分离用的吸附剂，
用过的滤纸片，测定熔点的废玻璃管，一些碎玻璃等。
除非这些固体是有毒性的或极易回收的，一般都是放人指定的盛放没有危险的废弃物容器里。
毒性废弃物应放入有特别标志的容器里。
一些特殊的有毒化学试剂在丢弃前应当经过适当处理以减小其毒性。
 （2）水溶性废弃物 有些人将实验室的水溶性废弃物直接倒入水槽，让它们流入公有水处理系统，然
而这会给其他人尤其是水利部门带来麻烦，是很不道德的行为。
只有那些无毒的、中性的、无味道的水溶性物质可以直接倒入水槽流入下水道。
强酸性或强碱性物质在丢弃之前应被中和，并且用大量水冲洗干净。
任何能够与稀酸或稀碱反应的物质，都不能随便倒入下水道。
 （3）有机溶剂 在有机化学实验室，有机溶剂的处理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有机溶剂通常是不溶于水的，有很高的易燃性。
废弃的有机溶剂应倒人贴有合适标签的容器，然后将这些容器运出实验室，在合适的地方将这些溶剂
点燃，而不应当倒入下水道。
 5.事故处理 在实验室里，一旦发生事故，一定要知道怎么做，这一点很重要。
无论发生什么事故，一定要反应果断。
立即告诉实验指导老师，如果自己不能离开或者正处理事故，也要让其他人报告实验指导老师，然后
再由指导老师组织安排必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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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十二五"规划教材:化学基础实验》可作为化学、应用化学、材料科学、生物科学与技术、
环境科学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等专业的教材，亦可供相关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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