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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院校示范性实验系列教材：基础化学实验教程》结合师范类化学专业实验 教学的特
点，对原有实验课程和教材进行了改革，将传统的四大基础化学实 验内容重组、合并为一门独立的化
学实验课程教材。
该教材也是国家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建设形成的成果之一。
全书共七章，主要包括：实验室基本知识、基础化学实验基本操作、实验室基本仪器的使用、基本操
作实验、测定实 验、化合物的制备实验、元素及化合物的性质实验。
《21世纪高等院校示范性实验系列教材：基础化学实验教程》可作为高等师范院校化学、应用化学、
生命科学 等专业学生的化学课程基础实验教材，同时也适用于高职、高专院校相关专 业，也可供其
他院校相关专业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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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收集 如果样品各组分有颜色，在柱上分离的情况可直接观察出来，分别收集
各个组分即可。
在多数情况下化合物无颜色，一般采用多份收集，每份收集量要小，对每份洗脱液，采用薄层色谱或
纸色谱作定性检查。
根据检查结果，可将组分相同的洗脱液合并后蒸去溶剂，留待作进一步的结构分析。
对于组分重叠的洗脱液可以再进行色谱分离。
 2.16薄层色谱 薄层色谱与柱色谱的原理相同，也可以分为吸附色谱和分配色谱（主要介绍固一液吸附
色谱），只不过固体吸附剂是在玻璃板或硬质塑料板上铺成均匀的薄层（约0.25mm～1mm），用毛细
管将样品点在板的一端，把板放在合适的流动相（展开剂）里。
流动相带着混合物组分以不同的速率沿板移动，即组分被吸附剂不断地吸附，又被流动相不断地溶解
——解吸而向前移动。
由于吸附剂对不同组分有不同的吸附能力，流动相也有不同的解吸能力，在流动相向前移动的过程中
，不同的组分移动不同的距离而形成了互相分离的斑点。
在给定条件下（吸附剂、展开剂的选择，薄层厚度及均匀度等），化合物移动的距离与展开剂前沿移
动的距离之比值（R，值）是给定化合物特有的常数。
即： pf=样品原点中心到斑点中心的距离／样品原点中心到溶剂前沿的距离 利用薄层色谱进行分离及
鉴定工作，在灵敏、快速、准确方面比纸色谱优越。
薄层色谱的特点是：①设备简单，操作容易；②分离时间短，只需数分钟到几小时即可得到结果，因
而常用来跟踪有机反应，监测有机反应完成的程度；③分离能虽小，但斑点集中，特别适用于挥发性
小，或在高温下易发生变化而不能用气相色谱分离的物质；④可采用腐蚀性的显色剂如浓硫酸，且可
在较高温度下显色；⑤不仅适用于小量样品（几毫克）的分离，也适用于较大量样品的精制（可
达500mg）。
应该指出，薄层色谱是否成功，与样品、使用的吸附剂、展开剂以及薄层的厚度等因素有关。
 1.吸附剂的选择 薄层色谱中常用的吸附剂（固定相）和柱色谱一样有氧化铝、硅胶等，只不过要求的
颗粒更细（一般约200目左右）。
颗粒太大，展开速度太快，分离效果不好；颗粒太细，展开时又太慢，可能会造成拖尾、斑点不集中
等。
由于用于薄层色谱的吸附剂颗粒较细，所以分离效率比相同长度的柱效率高得多。
一般展开距离在10cm～15cm的薄层比展开距离在40cm～50cm的滤纸效率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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