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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绪论、定量分析基本操作、分析化学试验常用仪器、实验数据的记录和整理、化学分析实验、
仪器分析实验和附录7部分组成，共含43个实验。
内容既包括基本技能的训练，又包括应用技能和综合技能的训练，加强了实验技能的综合训练和素质
能力的培养，旨在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及创新能力。

本书为高等院校化学、化工、材料等专业的实验教材，也可作为分析工作者或化学研究者的参考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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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浓盐酸（粗）可以洗去附着在器皿上的氧化剂，如二氧化锰。
大多数不溶于水的无机物也可以用它来去除。
灼烧过沉淀的瓷坩埚，可用1+1盐酸洗涤。
　　硝酸一氢氟酸洗液是玻璃器皿和石英器皿的优良洗涤剂，可以避免杂质金属离子的黏附。
常温下使用，储存于塑料瓶中。
洗涤效率高，清洗速度快，但对油脂及有机物的清除效果差。
对皮肤有很强的腐蚀性，操作时应戴手套。
若沾到皮肤上时，应立即用大量水冲洗。
但对玻璃和石英器皿有腐蚀作用。
　　4.用碱性洗液洗涤适用于洗涤油脂和有机物。
因其作用较慢，一般要浸泡24h或用浸煮的方法。
氢氧化钠一高锰酸钾洗液：用此洗液洗涤后，在器皿上可能会留下二氧化锰或三氧化二铁，可再用盐
酸清洗。
　　氢氧化钠（钾）一乙醇洗液：洗涤油脂的效力比有机溶剂高，但不能与玻璃器皿长期接触。
使用碱性洗液时要特别注意，碱液有腐蚀性，应当防止溅到眼睛上。
　　5.用有机溶剂洗涤适用于洗涤油脂类、单体原液、聚合体等有机污物。
应根据污物的性质，选择适当的有机溶剂。
常用的有三氯乙烯、二氯乙烯、苯、二甲苯、丙酮、乙醇、乙醚、三氯甲烷、四氯化碳、汽油、醇醚
混合液等。
一般先用有机溶剂洗两次，再用水冲洗，最后用浓酸或浓碱洗液洗，再用水冲洗。
如洗不干净，可先用有机溶剂浸泡一定时间，然后再如上依次处理。
　　除以上洗涤方法外，还可以根据污物性质对症下药。
如要洗去氯化银沉淀，可用氨水；硫化物沉淀，可用盐酸或硝酸；衣服上的碘斑，可用10％硫代硫酸
钠溶液；高锰酸钾溶液残留在器壁上的棕色污斑，可用草酸溶液等。
　　不论用上述哪种方法洗涤器皿，最后都必须用自来水将洗涤液冲洗干净，再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润洗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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