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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综合化学实验是各院校近年来为化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必修课。
它是在学生已进行了无机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和分析化学实验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的基础
上开设的。
大学综合化学实验突出强调学生对所学化学知识和化学实验技能的综合应用，通过一个物质或产品的
研制、生产过程，达到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开设好大学综合化学实验这门课程，我们同地处西北的多所师范院校一起研讨，认真总结
了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结合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及资源的特点和各院校生源的现状共同编写了这本大
学综合化学实验教材。
    本教材所选的实验内容，除精选了少数经典实验外，大多数实验都是依据各位老师近年来的科研成
果编写的。
所以，这些实验无论是从知识上还是从方法上都反映了学科研究的前沿。
    本教材在实验内容的编排上，大致按照无机物、配合物、有机物、精细化学品的顺序排列；在实验
技术上大致按照合成、提取、分析测定及其他的顺序排列。
在实验操作步骤的编写上，有的比较详细，是为了让学生由基础训练顺利地向综合训练过渡，而且学
时也较短。
有的实验操作写得比较简略，是要求学生在预习时要将其操作具体化，才能进行实验，同时学时也较
长，需要20～30学时才能完成全过程。
    本教材所选的实验内容适合化学教育、科学教育、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和精细化工等本科专业综合
化学实验教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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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验一　二茂铁及其衍生物的合成与分离　　一、实验目的　 1.了解二茂铁的合成及结构确定的过程
及有关性质；　2.掌握乙酰二茂铁及二乙酰二茂铁的合成方法和图谱特征；　 3.掌握无水操作及柱色
谱分离的实验技术。
　　二、实验原理　 二茂铁又称为环戊二烯合铁，分子式为（C5H5）2Fe。
1951年Miller等人用环戊二烯蒸气和新还原的铁粉在300℃得到二茂铁，同年Kealy和Paulson等人用格氏
试剂C5H5MgBr和FeCl3反应，试图合成富瓦烯过程中意外得到了二茂铁，他们原来推测的结构是铁和
环戊二烯是端基配位，但无法解释它的一些性质。
他们的论文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G.Wilkinson和慕尼黑大学工作的E.O.Fischer几乎同时着手研究二茂铁的结构。
E.O.Fischer根据二茂铁的X射线衍射分析结果、抗磁性和其他化学行为，认为它具有双锥结构
（Double-cone structure）。
G.Wilkinson和R.B.Woodward根据该化合物的红外光谱、抗磁性等性质认为它具有三明治结构
（sandwich structure）。
当二茂铁的结构被确定后，很多的无机化学家和有机化学家都投入到金属有机化学的研究当中，可以
说二茂铁的出现是近代化学发展的里程碑。
由于二茂铁基团具有芳香性、稳定性及低毒性，其衍生物在医学、聚合物、电化学、液晶材料等领域
有着广泛的应用。
半个世纪以来，二茂铁化学的研究集中在二茂铁衍生物的合成、性能研究及应用方面，极大地推动了
无机化学、合成化学和材料化学的发展。
近年来平面手性二茂铁的合成及其在不对称催化反应中的应用更是开辟了二茂铁化学研究的新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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