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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化学实验教学是化学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随着社会发展对化学人才知识、技能等综合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化学实验在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
实践能力和科学素养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
加强实验教学环节、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已成为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满足社会
需要的迫切要求。
本教材立足于课程的整体性和基础性，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将原来彼此独立、条
块分割的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实验进行综合，形成一套全新的、与后续课程紧密联系的基
础化学实验课程体系。
近年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基础化学教学与实验中心紧密结合学校的定位、教学科研及服务面向，积
极开展实验教学改革，为培养出具有鲜明工程实践特色的化学化工人才做了大量尝试。
本教材是在综合历年传统基础化学实验讲义的基础上，结合我校实验室及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写而成的
。
本教材共六章。
第一章为基础化学常识，主要介绍基础化学实验室的基础知识、数据处理及有效数字等；第二、第三
、第四章为基础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实验室常用仪器的原理及使用方法和滴定分析方法；第五
章为基础性实验，包括无机物和有机物的制备、性质与分析、物性常数的测定等实验内容；同时，为
了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及创新意识，第六章还安排一定数量的综合型、设计型实验。
本教材力求体现工程实践特色，以实验操作技术为主线，精选教材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实验内容的选取既考虑了基本实验方法、实验操作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也充分考虑了与工业生产、材
料科学、环境保护、生活实践等的密切相关性。
在实验项目的安排上，尽量减少昂贵和有毒试剂的使用，力求实验项目绿色环保、试剂及装置微型化
。
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不少兄弟院校已出版的实验教材，得到了教务处、学院领导及许多教师的无私帮
助，也得到了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项目立项和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教材建设基金资助。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教材由胡应喜任主编，吴新民、刘壮、佟拉嘎、刘霞、林世静、李艳云、尹振晏、晁建平、李巍、
荣华、戚传松等参与编写并进行校对。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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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化学实验》主要介绍化学实验基础、基础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实验室常用仪器的原
理及其使用方法、滴定分析法和称量分析法，并精选了七十个基础化学实验和十八个综合设计性实验
。
实验内容的选取既考虑了基本实验方法、操作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也充分考虑了与工业生产、材料科
学、环境保护、生活实践等的密切相关性。
　　《基础化学实验》可作为高等院校应用化学、化学化工类等专业的基础化学实验教材，也可作为
相关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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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0.1 基础化学实验的特点0.2 基础化学实验的性质、目的和任务0.3 基础化学实验课的学习方法第一
章 基础化学实验常识1.1 实验常识1.2 实验中意外事故的处理1.3 试剂取用的安全知识1.4 高压气体钢瓶
及氧气减压阀1.5 实验数据处理1.6 基础化学实验室常用仪器介绍第二章 基础化学实验基本操作技术2.1 
玻璃仪器的洗涤与干燥2.2 加热干燥和冷却技术2.3 容量器皿的使用和校正2.4 天平和称量2.5 玻璃加工
和塞子钻孔2.6 熔点的测定2.7 物质的分离与提纯第三章 实验室常用仪器的原理及其使用方法3.1 温度
计3.2 气压计3.3 电性测量仪器3.4 光性测量仪器第四章 滴定分析法和称量分析法4.1 滴定分析法4.2 称量
分析法第五章 基础实验实验一 氯化钠的提纯实验二 从硼镁泥制取七水硫酸镁实验三 硫酸铜的制备实
验四 化学反应速率、活化能的测定实验五 过氧化氢分解速率常数和活化能的测定实验六酸碱标准溶
液的配制及浓度标定实验七 混合碱的分析实验八 食醋总酸度的测定实验九 醋酸标准解离常数和解离
度的测定实验十 分光光度法测定平衡常数实验十一 石灰石中微量铁的测定实验十二 磺基水杨酸铁配
合物的组成及稳定常数的测定实验十三 铵盐中含氮量的测定实验十四 EDTA标准溶液的配制、标定及
自来水总硬度测定实验十五 高锰酸钾溶液的配制与标定实验十六 过氧化氢含量的测定(高锰酸钾法)实
验十七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高锰酸钾法)实验十八 高锰酸钾法测钙实验十九 碘和硫代硫酸钠溶液的配制
和标定实验二十 胆矾中铜的测定实验二十一 葡萄糖含量的测定(碘量法)实验二十二 维生素C含量的测
定(直接碘量法)实验二十三 生理盐水中氯化钠含量的测定(银量法)实验二十四 氯化钡中钡的测定(称量
法)实验二十五 磷矿石中磷含量的测定(称量法)实验二十六 电导滴定法测定盐酸溶液和乙酸溶液的浓
度实验二十七 水样中微量氟的测定(氟离子选择电极法)实验二十八 电位滴定法连续滴定水中的碘和
氯(附维生素B1片剂中总氯量的测定)实验二十九 电位法测定卤化银的溶度积实验三十 电离平衡和沉淀
溶解平衡实验三十一 氧化还原反应实验三十二 配位化合物实验三十三 非金属化合物的性质实验三十
四 阴离子的初步试验和分别鉴定实验三十五 金属化合物的性质(一)实验三十六 金属化合物的性质(二)
实验三十七 水溶液中Ag+、pb2+、Hg、Cu2+、Bi3+和Zn2+离子的分离和检出实验三十八 水溶液
中Fe3+、C02+、Ni抖、Mn2+、Al抖、Cr3+和Zn2+离子的分离和检出实验三十九 简单蒸馏操作实验四
十 重结晶、测熔点实验四十一 环己烯的制备(含微量实验)实验四十二 溴乙烷的制备(含微量实验)实验
四十三 1-溴丁烷的制备(含微量实验)实验四十四 环己酮的合成实验四十五 乙酸正丁酯的制备(含微量
实验)实验四十六 肉桂酸的制备(含微量实验)实验四十七 乙酰苯胺的制备(含微量实验)实验四十八 2-甲
基-2-丁醇的制备实验四十九 苯乙酮的制备实验五十 3-丁酮酸乙酯的制备(含微量实验)实验五十一 双
酚A的制备实验五十二 三乙基苄基氯化铵的制备(含微量实验)实验五十三 对羟基苯甲酸苄酯的合成实
验五十四 二苯甲醇的合成实验五十五 甲基橙的制备实验五十六 8-羟基喹啉的制备实验五十七 薄层色
谱分离菠菜叶色素实验五十八 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实验五十九 恒温技术实验六十 燃烧热的测定实验
六十一 纯液体饱和蒸气压的测定实验六十二 凝固点降低法测定摩尔质量实验六十三 氨基甲酸铵分解
反应平衡常数的测定(附化学纯氨基甲酸铵的制备)实验六十四 双液系沸点一组成图的绘制(附正常沸点
的压力校正)实验六十五 二组分合金系统相图的绘制实验六十六 原电池电动势的测定和热力学量的计
算实验六十七 一级反应动力学——蔗糖转化实验六十八 二级反应动力学——乙酸乙酯皂化实验六十
九 溶液表面张力的测定实验七十 Fe(OH)s溶胶的制备及电泳封第六章 综合设计性实验实验一 硫酸亚铁
铵的制备及组成分析实验二 三草酸根合铁(Ⅲ)酸钾的制备及组成分析实验三 蛋壳中Ca、Mg含量的测
定实验四 顺、反一二甘氨酸合铜(Ⅱ)水合物的制备及组成分析实验五 反一二苯乙烯的制备?k实验六 三
苯甲基碳负离子、正离子和自由基及其反应实验七 从烂板液中回收硫酸铜及组成测定实验八 由锌灰
制备硫酸锌和提取金属镉及成分测定实验九 三氯化六氨合钴(Ⅲ)的制备及组成测定实验十 锌钡白(立
德粉)的合成及组成测定实验十一 水泥熟料中铁、铝、钙、镁含量的测定实验十二 离子选择性电极法
测定水及饲料中的游离氟实验十三 阿司匹林的合成、鉴定与含量的测定实验十四 2，4一二氯苯氧乙酸
的合成(植物生长素)实验十五 苯甲酸的合成与性能实验十六 醇、酚、醛、酮未知液的分析实验十七 表
面活性剂和溶液表面张力及吸附量的研究实验十八 溶胶的制备及电性质研究(设计型)附录一、国际制
单位(SI)、SI辅助单位、具有专门名称的SI导出单位与十倍进的词头二、国家选定的非国际单位制的单
位三、不同温度下水的折射率四、常见离子的鉴定方法五、实验室中常用酸碱的相对密度和浓度六、
缓冲溶液七、某些液体的密度八、难溶化合物的溶度积常数九、几种物质的蒸气压十、弱电解质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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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常数十一、常用的标准电极电势(25.0度，101.3 25kPa)十二、某些配合物的稳定常数(18～25度)十三
、氨羧配位剂类配合物的稳定常数(18～25度)十四、某些试剂的配制十五、某些离子和化合物的颜色
十六、常见物质的摩尔质量十七、常用加热浴种类十八、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1999年)十九、常用化
学信息网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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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0.1 基础化学实验的特点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化学中的定律和学说大都来源于实验，因此，化
学实验在大学教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基础化学实验是研究物质的组成（成分、含量）、结构、性能和制备的科学。
纯物质的分子中所含的元素和各元素的含量，分子中原子间的结构关系，混合物中各物质组分、结构
及其含量，各物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能，各物质的制备、分离、提纯，各种物理和化学常数的测定等，
都需要通过化学及物理实验认识、测定、验证。
因此，基础化学实验在基础化学课程的学习和化学学科的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0.2 基础化学实验的性质、目的和任务基础化学实验是学生化学实验技能与化学素质培养不可缺少的一
个重要环节。
“基础化学实验”是将传统的无机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和物理化学实验四大化学
实验融合而成的一门新的实验课程，独立设课。
该课程以物质制备（含无机合成和有机合成）为主线，将化学基本操作、物理和化学实验研究方法等
有机融合，呈现给学生一个完整的基础化学实验知识体系。
课程目的是：（1）理论联系实际，使基础化学教学中的重要理论和概念得到巩固和深化，并扩展课
堂中所获得的知识。
（2）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实验操作技能，熟悉常用仪器的使用方法，获得准确的实验数据和结果。
（3）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学会联系课堂知识，独立进行实验，仔细观察和分析实
验现象，学会正确处理数据及解释现象，以从中得出科学的结论。
（4）培养学生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学习其他课程和今后从事化学
领域的科研、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通过基础化学实验的教学，不仅使学生验证、巩固和加强课堂所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更重要的
是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
谨的工作作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并为后续的专业实验课及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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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化学实验》是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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