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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借鉴了其他院校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经验并汲取了同类教材的优点，在原《工科化学基本实验》
的基础上，将其中的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单独列出，经精心整理而成。
本书在实验内容选择和编排上力求做到以下几点：（1）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为目的，将
实验分为三个层次。
由科学、严谨、规范的基本操作训练到初步设计、系列化基本实验，最后跨入综合性、设计性的合成
、分析测试实验。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逐步提高。
最终使学生掌握必备化学实验基础知识与基本操作，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素质、严谨的科学态度，初
步具备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
（2）预习内容明确。
给出了每个基本实验的预习内容，解决了学生不知道预习什么、怎样预习和预习报告抄书的问题。
实验原理的简述，也可使学生有的放矢地预习实验和解答思考题，写出务实可行的预习报告，同时加
重基本操作、基本技术和附录内容，便于学生查阅和自修。
（3）内容丰富，可供多层次多专业选用。
本教材中的基本操作训练和基本实验适用于大学基础化学实验、普通化学实验；综合实验和设计性实
验，可开设化学实验选修课和开放性实验。
增加了无机化合物的合成、组成分析、性能测试等多层次一体化的综合实验，以对学生进行初步系统
化的科研技能的训练；增加了应用设计实验，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独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使学生不仅“会做”，更要“会想”；增加了与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及环境科学相关的应用
性近代化学实验，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也有利于不同专业的学生选用。
将某些实验尽量列入多项实验内容，各学校可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对实验内容进行筛选；对同一实验
增加了扩展内容，使实验学时数可调，为不同专业的使用提供方便。
（4）树立绿色化学研究的理念。
对涉及如银、碘等贵重材质的实验内容采用微型实验，这样既节省了经费，又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
对于多步完成的实验，尽可能将前一步骤的产物作为后续步骤的原料，达到或接近零排放的目标；对
有害健康和环境的药品力求不用或少用，对毫无利用价值且对环境有害的废弃物也进行了妥善处理，
这些都有助于培养学生量的意识和树立绿色化学研究的理念。
本书由我校多年从事基础化学实验教学的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并参考国内外其他基础化学实验教
材以及相关论著编写而成。
在多年的教学改革中，盐城工学院基础化学实验中心的各位同仁都付出了辛勤劳动，提出了宝贵的意
见和指正，盐城工学院的陈景文博士和邵荣博士为本书的编写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和具体的修改意见
，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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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了适应课程建设及实验教学改革，便于教学计划的统一制订和实施而编写的。
    全书主要分为三大部分：①化学实验基础知识；②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项目（含综合性、设计性实
验）；③附录。
全书共列出实验项目60个，大部分实验项目考虑到了环保要求，同时介绍了微型实验方法。
为了方便同学预习，给出了每个基本实验的预习内容，书后附有各类实验所需数据表，并对实验仪器
在书后加了索引。
    本书适合作为工科院校化工或准化工类专业的实验教材，可供同类学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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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化学实验基础知识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的目的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
自然科学，化学实验是化学理论的源泉，是化学工程技术的基础，开展化学基本实验方法的学习和操
作技能的训练是学生学好化学的关键，因此，基础化学实验一直是大学化学、化工及相关专业学生必
修的一门课程，其目的不仅是给学生传授化学实验知识和技能，还担负着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科学创
新等素质的任务。
通过基础化学实验课的学习，学生应得到如下方面的基本训练：（1）掌握化学实验基础知识与基本
操作，能正确使用各类仪器，具有获取准确实验数据的能力。
（2）掌握正确记录和处理实验数据及实验结果表达的方法。
（3）巩固和加深对化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具有对在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析判断、逻辑推理和
作出科学结论的能力。
（4）能正确设计实验，包括选择实验方法、实验条件、仪器和试剂等，初步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5）提高获取信息的能力，熟悉有关工具书及其他信息源的查阅方法。
（6）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严谨缜密的实验室工作习惯、相互协作的团
队精神和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
通过实验，学生可以直接获得大量的化学事实，经过思考、归纳和总结，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从而达到对基本化学原理和基础化学知识的理解和巩固。
经过严格训练，使学生掌握规范的化学实验基本操作、基本技能和方法，尤其要熟练掌握常用玻璃器
皿和简单度量、测试仪器的规范使用方法，学会测定常见化合物的化学常数，了解和掌握常见无机物
的制备和提纯方法，掌握一些基本的分析方法和原理，建立严格的“量”的概念，并学会正确处理实
验数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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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化学实验》适合作为工科院校化工或准化工类专业的实验教材，可供同类学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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