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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国家理科基地教材：现代化学实验与技术》是在中山大学多年实验教学
研究和改革及教学实践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现代化学实验与技术与先行的基础化学实验和后续的综合化学实验构成化学类和近化学类专业实验教
学的有机整体。
全书除绪论、误差理论及数据处理、现代化学基本实验技术、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在化学化工实验中的
应用和附录外，还编入了76个实验，由物质系统理化性能测试及组成和结构分析、混合物分离分析、
化工过程基本测量、计算机实验等构成，主要学习现代物理测试方法、化学研究方法、现代分析仪器
及其应用、化学化工实验技术、计算机实验技术，为学生日后从事化学以及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
术开发工作打下基础。
　　《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国家理科基地教材：现代化学实验与技术》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类和近
化学类专业（生物、医学、药学、化工、冶金、轻工、食品、农林、材料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
程等）物理化学及仪器分析实验、化工基础和化学信息学实验教材，也可供相关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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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金属钝化实验研究方法 研究金属阳极溶解及钝化过程通常采用恒电流法和恒电位
法，所用仪器为恒电位仪，它同时具有恒电位和恒电流测量功能。
恒电流法是将研究电极的电流恒定在某一定值下，测量其对应的电极电位，从而得到极化曲线。
但对于金属钝化曲线，恒电流仪的测试结果出现多重性，是不可信任的。
因为从图5.67可知，在一个恒定的电流密度下会出现多个对应的电极电位，因而在恒电流极化时，电
极电位将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并可能发生电位的跳跃，甚至产生振荡，电极电位很难测量，所以由
恒电流法得不到完整的钝化曲线。
恒电流仪主要用于研究表面不发生变化和不受扩散控制的电化学过程。
 由于电极电位并非电流的单值函数，采用控制电位法能测得完整的阳极极化曲线，因此在金属钝化现
象的研究中，多采用恒电位法，以使实验结果反映电极的实际过程。
恒电位法是，将被研究电极上的电位维持在某一数值上，然后测定对应于该电位下的电流。
由于电极表面状态在未建立稳定状态之前，电流会随时间而改变，故一般测出来的曲线为“暂态”极
化曲线。
在实际测量中，采用控制电位的测量方法分为两种，即 （1）静态法：将电极电位较长时间地维持在
某一恒定值，同时测量电流随时间的变化，直到电流基本上达到某一稳定数值。
每隔20～50mV，逐点地测量各个电极电位下的稳定电流值，即可得到完整的极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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