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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教材内容和结构安排上，虽然没有区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和有机化学实验的界限
，但是基本涵盖了各分支学科单独开设实验的内容。
这样既体现了化学实验的独立性，又兼顾了实验教学与课堂授课之间的密切关系。
既有本门课程自身的独立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又可以照顾到与各有关化学课程及其他专业课程的联
系与衔接。
实验内容按基础型、综合型和研究创新型三个层次，注重“双基”训练与“探索意识及创新能力”的
培养。
在内容编排上，注重简明扼要、由浅入深、逐层提高，并兼顾不同专业的学生使用，强调学生自主学
习的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化学实验>>

书籍目录

绪论大学化学实验课程简介课程教学目的与任务化学实验的学习方法实验室规则实验室的安全第1章 
化学实验基础知识1.1 化学试剂常识1.1.1 化学试剂的分类1.1.2 化学试剂的选用1.1.3 化学试剂的贮存与
保管1.2 溶液的配制1.2.1 一般溶液的配制1.2.2 基准溶液的配制1.2.3 标准溶液的配制1.2.4 饱和溶液的配
制1.3 实验数据表达与处理1.3.1 误差分析1.3.2 有效数字及其应用1.3.3 实验数据处理与结果表示1.4 化学
实验室常用玻璃仪器、设备的使用1.5 实验室常见设备1.5.1 电子天平1.5.2 酸度计（pH计）1.5.3 电导率
仪（DDS-11）1.5.4 分光光度计1.5.5 电位差计1.5.6 折射仪1.5.7 旋光仪1.5.8 熔点仪1.5.9 旋转蒸发仪第2章 
化学实验基本操作2.1 玻璃仪器的洗涤和干燥2.1.1 玻璃仪器的洗涤2.1.2 玻璃仪器的干燥2.2 玻璃管（棒
）加工和塞子打孔2.2.1 玻管、玻棒的切割2.2.2 玻璃管（棒）的圆口2.2.3 玻璃管的弯曲2.2.4 玻璃管的拉
制2.2.5 制备玻璃钉和滴管2.2.6 产品后处理2.2.7 塞子的打孔2.3 物质的称量2.3.1 固定质量称量法2.3.2 直
接称量法2.3.3 递减（差减）称量法2.4 滴定分析基本操作及常用度量仪器的使用与校正2.4.1 基本操作
及度量仪器的使用2.4.2 容量器皿的校准2.5 分离与提纯技术2.5.1 过滤2.5.2 重结晶2.5.3 蒸馏2.5.4 色谱
法2.5.5 萃取2.5.6 升华2.6 加热2.6.1 加热仪器2.6.2 加热方法2.7 物理常数测定技术2.7.1 熔点测定及温度计
校正2.7.2 沸点的测定2.7.3 折光率2.7.4 旋光度第3章 实验内容3.1 基本技能训练实验3.1.1 仪器的认领、洗
涤和干燥实验3.1.2 称量练习实验3.1.3 溶液的配制和滴定操作练习实验3.1.4 氯化钠的提纯实验3.1.5 容量
器皿的校正实验3.1.6 简单玻璃加工3.2 基本型实验实验3.2.1 熔点的测定实验3.2.2 工业酒精的提纯实
验3.2.3 硝酸钾的制备实验3.2.4 硫酸铜的提纯及结晶水的测定实验3.2.5 双氧水速率分解常数及其活化能
的测定实验3.2.6 金属镁的相对原子量测定实验3.2.7 醋酸电离度和电离常数的测定实验3.2.8 铵盐中含氮
量的测定（甲醛法）实验3.2.9 食醋中总酸量的测定实验3.2.10 混合碱的测定（双指示剂法）实验3.2.11 
高锰酸钾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实验3.2.12 过氧化氢含量的测定（高锰酸钾法）实验3.2.13 硫代硫酸钠
溶液的配制与标定实验3.2.14 葡萄糖含量的测定实验3.2.15 天然水总硬度的测定实验3.2.16 天然水高锰
酸盐指数的测定实验3.2.17 可溶性氯化物中氯含量测定实验3.2.18 旋光活性物质旋光度的测定实验3.2.19
薄层色谱法分离菠菜叶色素（微型实验）实验3.2.20 乙酸乙酯的制备实验3.2.21 正溴丁烷的合成实
验3.2.22 油料作物中粗脂肪的提取实验3.2.23 茶叶中提取咖啡因实验3.2.24 红外光谱法定性分析茶叶中
提取的咖啡因纯度实验3.2.25 原电池电动势的测量实验3.2.26 恒温槽装配和性能测试实验3.2.27 电导法
及其应用3.2.27.1 弱电解质的电导及电离常数的测定3.2.27.2 电导滴定实验3.2.28 离子选择性电极法测定
天然水中F实验3.2.29 分配系数的测定实验3.2.30 极谱法测定水样中的锌实验3.2.31 电位滴定法测定水
中Cl实验3.2.32 燃烧热测定实验3.2.33 液体饱和蒸气压测定实验3.2.34 溶液表面张力测定实验3.2.35 溶液
吸附法测固体比表面实验3.2.36溶胶的制备及电泳实验3.2.37 完全互溶双液系相图的绘制实验3.2.38 丙酮
碘化反应速率方程实验3.2.39 邻菲罗啉分光光度法测定铁3.3 提高性实验实验3.3.1 硫酸亚铁铵的制备及
质量鉴定实验3.3.2 冬青树叶中叶绿素含量的测定I实验3.3.3 水体中溶解氧的测定——碘量法实验3.3.4 
原子荧光法测定海带中的砷实验3.3.5 苯甲酸的合成及其纯度测定实验3.3.5 土壤中有机质含量的测定实
验3.3.6 废旧干电池的综合利用（设计实验）附录附录1 元素相对原子质量表（1997年）附录2 几种常用
酸、碱的浓度附录3 不同温度下水的饱和蒸气压（0～50℃）附录4 水的表面张力附录5 水的绝对黏度附
录6 水的密度附录7 常用有机溶剂的物理常数附录8 常见无机化合物在水中的溶解度（单位为g／100g
H2O）附录9 常用基准物质及其干燥条件附录10 常用试剂的配制附录11 常用指示剂及试纸的制备附
录12 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附录13 常用缓冲溶液及洗涤剂附录14 常用缓冲溶液的pH范围附录15 弱电
解质的解离常数附录16 难溶电介质的溶度积常数（298）K附录17 配离子的稳定常数附录18 标准电极
电势（298）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化学实验>>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最后再用蒸馏水冲洗一次滤纸，然后将准备好的漏斗放在漏斗架上，下面放一洁净的
烧杯承接滤液，使漏斗出口长的一边紧靠杯壁，漏斗和烧杯上均盖好表面皿，备用。
过滤。
过滤一般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采用倾注法，尽可能地过滤清液，如图2H17所示；第二阶段是将沉淀转移到漏斗上；第三阶
段是清洗杯和洗涤漏斗上的沉淀。
采用倾注法是为了避免沉淀堵塞滤纸上的空隙，影响过滤速度。
待烧杯中沉淀下降以后，将清液倾入漏斗中，而不是一开始过滤就将沉淀和溶液搅混后进行过滤。
溶液应沿着玻璃棒流入漏斗中，而玻璃棒的下端对着滤纸三层厚的一边并尽可接近滤纸，但不能接触
滤纸，倾人的溶液一般不要超过滤纸的2/3，或离滤纸上边缘至少5mm，以免少量沉淀因毛细管作用越
过滤纸上缘，造成损失，且不便洗涤。
暂停倾注溶液时，烧杯应沿玻璃棒使其嘴向上提起，至使烧杯直立，以免使烧杯嘴上的液滴流失。
过滤过程中，带有沉淀和溶液的烧杯放置方法，应如图2-18所示，即在烧杯下放一块木头，使烧杯倾
斜，以利于沉淀和清液分开，便于转移清液。
同时玻璃棒不要靠在烧杯嘴上，避免烧杯嘴上的沉淀沾在玻璃棒上部而损失。
倾注法如一次不能将清液倾注完时，应待烧杯中沉淀下沉后再次倾注。
倾注法将清液完全转移后，应对沉淀作初步洗涤。
洗涤时，用洗瓶每次约10mL洗涤液吹洗烧杯四周内壁，使黏附着的沉淀集中在烧杯底部，每次的洗涤
液同样用倾注法过滤。
如此洗涤3～4次杯内沉淀。
然后再加少量洗涤液于烧杯中，搅动沉淀使之混匀，立即将沉淀和洗涤液一起，通过玻璃棒转移至漏
斗上，再加入少量洗涤液于烧杯中，搅拌混匀后再转移到漏斗上。
如此重复几次，使大部分沉淀转移至漏斗中。
然后用左手把烧杯拿在漏斗上方，烧杯嘴向着漏斗，拇指在烧杯嘴下方，同时，右手把玻璃棒从烧杯
中取出横在烧杯口上，使玻璃棒伸出烧杯嘴约2～3cm。
再用左手食指按住玻璃棒的较高位置，倾斜烧杯使玻璃棒下端指向滤纸三层一边，同时用右手以洗瓶
吹洗整个烧杯壁，使洗涤液和沉淀沿玻璃棒流人漏斗中，如果仍有少量沉淀牢牢地黏附在烧杯壁上吹
洗不下来时，可将烧杯放在桌上，用沉淀帚（它是一头橡皮的玻璃棒），在烧杯内壁自上而下、自左
至右擦拭，使沉淀集中在底。
再将沉淀吹洗入漏斗上，对牢固地粘在烧杯壁上的沉淀，也可用前面折叠滤纸时撕下的滤纸角，来擦
拭玻璃棒和烧杯内壁，将此滤纸角放在漏斗的沉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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