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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理工科化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化学化工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拟订的化学、应用化
学、化工、医药学及环境科学等专业化学教学基本内容的要求和有关专业综合应用与创新人才的培养
需要而编写的，同时参考了近年来分析化学的学科进展综述和国内外新出版的分析化学教材与教学参
考书。

　　本书共9章，包括绪论、分析化学中的误差与数据处理、化学分析法导论、酸碱平衡与酸碱滴定
法、配位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沉淀滴定法、重量分析法、分析化学中的样品制备及常用分离方
法。

　　本书可作为应用型高等院校化学、应用化学、化工、轻工、材料、生物、医药、环境、地质、农
林等专业的分析化学教材及考研参考书，也可供相关师生及分析测试工作者、自学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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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在不断搅拌下缓慢加入沉淀剂，这样可避免由局部过浓而产生大量晶核。
（3）在热溶液中进行沉淀。
一般难溶化合物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大，沉淀对杂质的吸附量随温度升高而减小。
因此在热溶液中进行沉淀，一方面可略增大沉淀的溶解度，有效地降低溶液的相对过饱和度，以利于
生成少而大的结晶颗粒，同时还可以减少沉淀表面的吸附作用，以利于获得较纯净的沉淀。
但由于晶形沉淀的溶解度一般都比较大，在热溶液中更加大了沉淀损失，所以应在沉淀作用完毕后冷
却至室温，然后进行过滤和洗涤。
（4）熟化。
沉淀完全后，让初生的沉淀与母液在一起共置一段时间，这个过程称为熟化（陈化）。
熟化能使细晶体溶解而粗大的结晶长大。
由于细小的结晶的溶解度比粗大的结晶的溶解度大，溶液对于大结晶是饱和的，对于小结晶则是未饱
和的，于是小结晶溶解。
由于小结晶的溶解，溶液中构晶离子浓度增大，便在大结晶表面上析出，使大晶体长大。
这一过程反复进行，使生成的沉淀颗粒更趋于完整、紧密。
加热和搅拌可以加快沉淀的溶解速度和离子在溶液中的扩散，因此可缩短熟化时间。
一般室温下进行熟化需数小时，若于恒温水浴加热并不断搅拌，则仅需数分钟或1～2h即可。
熟化作用可以使沉淀变得更加纯净，这是因为完整、紧密的大颗粒晶体有较小的比表面积，对杂质的
吸附量少。
同时由于小结晶的溶解可以释放出原来吸附、吸留或包藏的杂质，提高了沉淀的纯度。
不过若有后沉淀产生，熟化时间过长，则混入的杂质可能增加。
2.非晶形沉淀的条件非晶形沉淀的溶解度一般很小，溶液中相对过饱和度相当大，很难通过减小溶液
的相对过饱和度来改变沉淀的物理性质。
非晶形沉淀颗粒小，比表面积大，且体积庞大，结构疏松，不仅易吸附杂质而且难以过滤和洗涤，甚
至能够形成胶体溶液。
因此，对非晶形沉淀主要考虑的是使沉淀微粒凝聚，减少杂质吸附，破坏胶体，防止胶溶。
（1）在浓溶液中进行沉淀，迅速加入沉淀剂，使生成的沉淀较为紧密。
但在浓溶液中，杂质浓度相应增大，吸附杂质的机会增多，所以在沉淀作用完毕后，应立刻加入大量
的热水稀释并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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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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