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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通用化学实验技术（上册）》为适应新时期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在《通用化学实验技术
》（上、下册）（宋光泉主编，1998年和1999年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基础上，集编著者们
近十年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经验和成果编写而成。
　　《大学通用化学实验技术（上册）》在综合研究各高校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融合
了化学专业的七大化学实验，强化了高分子化学、仪器分析技术，增补了波谱分析技术、实验室废物
的预处理、滴定分析量器的校准、化学信息资源导航、化学实验数据的分析和职业技能实验，并重新
编写了计算机仿真化学实验，在一级学科层面上创建了大融合与大集成的实验教材新体系。
　　为凸显《大学通用化学实验技术（上册）》的先进性和时代性，编著者们在教材中创建了实验导
航及化学信息导航等现代信息技术，并把每个实验与Internet接轨，把静态实验教学模式变为动态的立
体化实验教学新模式。
　　为凸显《大学通用化学实验技术（上册）》的开放性和化学实验教育资源的共享性，编著者们还
着力构建了教材资源、教学资源、网络资源、教师资源、社会／企业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实时共享圈，
创建了开放性教学系统，而且每个实验（包括基础实验、拓展实验和仿真卖验）都有来自经验丰富的
教师或工程师的远程或实时互动的导教和导学。
　　非常荣幸，《大学通用化学实验技术（上册）》承蒙原教育部高校化学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北
京大学高盘良教授、原全国高校实验教学和实验技术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南京大学孙尔康教授和仲
恺农业工程学院陈海德先生主审。
他们对《大学通用化学实验技术（上册）》的编写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帮助和悉心指导。
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张懋森，中山大学的杨燕生、卜宪章，广西大学的张淑
琼、谢天俊、蒋林斌，华南农业大学的周家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余荣阵，合肥学院的董强，仲
恺农业工程学院的卢婉贞、向梅梅、肖畴阡、梁世强、刘开启、杨瑞香、凌志华、肖爱平、黄霞，高
等教育出版社的郭新华等曾先后为《大学通用化学实验技术（上册）》的编写和出版所作的贡献。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的宋阳晴参与了《大学通用化学实验技术（上册）》和实验导航光盘的封面设计；
在读研究生刘勇和孙媚华参与了教材的组稿和附录的编写；2005级高分子专业的赖建宏参与了《实验
导航》辅助教学系统CD-R（）M光盘的设计与制作。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大学通用化学实验技术（上册）》的编著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足面广、内容丰富、工程量
大，共有十多个单位的30多位教学第一线的骨干教师或业内专家参与了此项工作。
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的陈迁；北京东方仿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何晗
、陈思、覃杨；广东海洋大学的李先文、符史良、张琳、许河峰；五邑大学的尹庚明、彭滨、王欣；
广州大学的尚小琴、刘汝锋；合肥学院的吴缨、陈红、司靖宇；嘉应学院的温欣荣、李红山；东莞理
工学院的徐勇军、周亚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的刘弋潞；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彭少洪、黄运凤；仲恺
农业工程学院的宋光泉、刘展眉、廖列文、阎杰、尹国强、葛建芳、严志云、韩红梅、林海琳、陈睿
、蒋旭红、王新爱、穆筱梅、周红军、毛淑才、凌育赵等。
全书由宋光泉、陈海德、阎杰和周红军统稿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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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在化学一级学科层面上融合了无机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化学分析实验、物理化学与胶体
化学实验、高分子化学实验、仪器分析实验和计算机在化学实验中的应用等化学分支学科的化学实验
，以及化学信息学等内容。
教材以操作技能的系统训练为主线，分为化学实验基础知识、化学基础实验技术、化学仪器分析技术
、化学拓展实验、化学实验技术仿真等五大模块，并以152个实验为基础贯穿到十大化学实验技术板块
中。

本书为方便导教、导学，外延教材内容，把实验教材与Internet接轨，创建了实验导航辅助教学系统，
构建了校际与校企间基础化学实验的教学资源共享圈和实时互动平台。

本书分上、下两册出版，每册均配有《实验导航》辅助教学系统CD- ROM光盘捆绑发行，方便自学。

本书适合化学、化工、应用化学、农业、林业、水产及生物、环境、医学、土木工程、材料等专业作
为教材；也可作为职业技能上岗培训、考证和提高的教材；同时，还具备了化学工具书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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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通用化学实验基础
  一、化学实验的一般知识
    (一)实验课学生守则
    (二)危险品的分类
    (三)试剂和药品的使用规则
    (四)实验室安全与意外事故的预防及处理
    (五)实验教学“绿色化”及实验室废物的处置
  二、实验数据与实验报告要求
    (一)测量误差与表示方法
    (二)有效数字与计算规则
    (三)实验数据的处理
    (四)实验报告
  三、常用简单仪器简介
  四、玻璃仪器的洗涤和干燥
    (一)玻璃仪器的洗涤
    (二)玻璃仪器的干燥
  五、样品分析的一般程序和方法
    (一)采样
    (二)样品的预处理
    (三)样品分析
    (四)结果报告
第二部分  通用化学基础实验技术
  一、灯的使用和简单的玻璃工技术
    实验1  灯的构造、使用及玻璃管和玻璃棒的简单加工
  二、物质的分离与提纯技术
    (一)沉淀分离与结晶
    实验2  粗硫酸铜的提纯
    实验3  粗食盐的提纯
    实验4  乙酰苯胺的重结晶及熔点的测定
    (二)蒸馏与分馏
    实验5  工业乙醇的蒸馏与沸点的测定
    实验6  从桉树叶中提取桉叶油——水蒸气蒸馏法
    实验7  苯甲醛的减压蒸馏
    (三)萃取与升华
    实验8  从花生中提取油脂
    实验9  从茶叶中提取咖啡碱
    (四)色谱分离
    实验10  叶绿素或混合色素的柱色谱分离
    实验11  氨基酸的纸色谱
    实验12  从红辣椒中分离红色素
  三、物质理化性质的检验技术
    实验13  常见阴阳离子的鉴定
    实验14  解离和解离平衡
    实验15  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
    实验16  碘和碘离子反应平衡常数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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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17  酸碱反应与缓冲溶液
    实验18  氧化还原反应
    实验19  配合物的生成、性质和应用
    实验20  烃、卤代烃、醇和醛、酮的性质(鉴定)
    实验21  胺、酰胺、碳水化合物、氨基酸和蛋白质的性质(鉴定)
    实验22  葡萄糖燃烧焓的测定
    实验23  凝固点降低法测定蔗糖的摩尔质量
    实验24  黏度法测定高聚物的相对分子质量
    实验25  高聚物溶度参数的测定
    实验26  密度法测定聚合物结晶度
    实验27  乙醇／环己烷饱和蒸气压的测定
    实验28  双液系气-液平衡相图
    实验29  物质的热性质分析
    实验30  溶液偏摩尔体积的测定
    实验31  二组分金属相图的绘制
    实验32  联机测定B-Z化学振荡反应
    实验33  表面张力的测定
    实验34  比表面积测定——溶液吸附法
    实验35  溶胶聚沉值的测定
    实验36  磺基水杨酸合铁(Ⅲ)配合物的组成及稳定常数的测定
    实验37  阿贝折射仪测定乙醇的含量
    实验38  旋光仪测定蔗糖水解反应的速率常数
  四、滴定分析技术
    (一)分析天平的操作技术
    (二)滴定分析量器的操作技术
    实验39  溶液配制和滴定操作练习
    实验40  酸碱溶液的标定和比较滴定
    实验41  滴定分析量器的校准
    (三)滴定分析的应用
    实验42  食醋总酸量的测定——酸碱滴定法
    实验43  Na2CO3和NaHCO3混合碱的测定——双指示剂法
    实验44  自来水硬度的测定——配位滴定法
    实验45  铅、铋混合液中铅、铋含量的连续测定
    实验46  维生素C药片中维生素C含量的测定——直接碘量法
    实验47  铜合金中铜含量的测定——间接碘量法
    实验48  H2O2含量的测定——KMnO4法
    实验49  水体中化学需氧量(COD)的测定——KMnO4法
    实验50  可溶性氯化物中氯含量的测定——佛尔哈德法
    实验51  硫酸铵肥料中含氮量的测定——甲醛法
    实验52  有机物中氮含量(粗蛋白质)的测定——凯氏定氮法
  五、重(质)量分析技术
    实验53  土壤中硫酸根的测定
    实验54  风干植物样品水分的测定
    实验55  硫酸铜结晶水的测定和大单晶的培养
  六、物质的合成技术
    实验56  硫酸亚铁铵的制备
    实验57  硫代硫酸钠的制备及性质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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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58  A型分子筛的合成和性能
    实验59  阿司匹林(aspirin)的合成
    实验60  乙酰苯胺的制备
    实验61  肉桂酸的合成
    实验62  乙酰二茂铁的合成、纯化与表征
    实验63  乙酸异戊酯(香蕉油)的合成
    实验64  乙醇的生物合成
    实验65  甲基橙的制备
    实验66  2-硝基-1，3-苯二酚的制备
    实验67  2-甲基-2-己醇的制备及表征
    实验68  环己烯的制备
    实验69  正丁醚的制备及含量测定
    实验70  苯甲酸的合成及表征
    实验71  1-溴丁烷的合成及表征
    实验72  人造纤维——尼龙的合成
    实验73  苯乙烯自由基悬浮聚合
    实验74  甲基丙烯酸甲酯的本体聚合
    实验75  乙酸乙烯酯的乳液聚合  实验76  聚乙烯醇的制备及其缩醛化反应
附录  CD-ROM光盘电子版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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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根据实际工作对分析结果的要求，分析可分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结构分析三大类
。
1.定性分析定性分析的任务是鉴定样品的化学成分。
在用化学分析法对无机物进行定性分析，或对纯的有机物进行元素定性分析时，待检测的对象一般都
是经分解后转入溶液以离子状态存在的，这时可用分别鉴定的方法或先分组再鉴定的方法将其一一检
出。
在一般情况下，知道了样品是有机物以后，就不再需要鉴定其中是否含有C和H，因为它们在有机物
中照例是存在的。
此外，化合物中所含的氧元素一般没有很好的鉴定方法，通常需通过官能团鉴定或其他方法而知道其
是否存在。
毋庸讳言，用化学分析的方法对一个未知样品进行全定性，是一件非常耗时而繁琐的工作，现在都尽
量采用仪器分析的办法，如对无机物常用发射光谱法或原子吸收光谱法鉴定，对不必作金属元素定性
的有机物元素分析可采用元素分析仪等。
有机化合物的定性分析，除了元素分析，官能团鉴定也是其重要内容。
鉴定官能团的反应很多，且不乏专属性很强的反应，因此有可能选用合适的分析方法以避免其他存在
成分的干扰，而不必将待测组分自混合样品中分离出来。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有机分子其余部分的结构对待测官能团的化学活性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严格地说
，在官能团化学分析法中，没有一种方法是能普遍适用于所有含某种官能团的化合物。
同样，利用仪器对有机混合物尤其是复杂的混合物作定性分析，在检测的速度和准确性方面也都具有
明显的优势，在这方面，气相色谱和高效液相色谱技术最为常用；而高分离效能的色谱仪、高分辨效
能的质谱仪和高处理能力的计算机三者联用，则成了当今近乎完美的组合。
2.定量分析定量分析的任务是测定出样品中有关组分的相对含量。
定量分析也分为化学分析法和仪器分析法两种。
对复杂样品的定量分析，若采用化学分析法和普通的仪器分析法（如分光光度法和电位分析法等），
通常需要在经过定性分析了解了样品的组成的基础上，才进一步根据测定要求，选择适当的方法予以
测定；而在一些现代化的分析仪器中，对常见的离子和化合物也可以同时给出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结果
。
毫无疑问，定量分析必将朝着仪器化、自动化、电子计算机化和遥测的方向发展。
但经典的化学分析法，由于其分析的准确度高，仪器设备简单，因此在标准物质的制备和一般的日常
分析中仍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目前，在选用分析方法时，对常量组分仍多采用化学分析的方法，而微量组分则采用仪器分析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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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宋光泉教授主编的《大学通用化学实验技术》一书，突破了我国高等学校化学实验教材在化学二级学
科层面上按课程设置实验内容的传统模式，创建了在化学一级学科层面上进行化学实验教材编写的新
体系。
该书的编写以实验技术为主线，形成了一体化、三层次和五结合的显著特色。
一体化：将传统的无机化学实验、化学分析实验、仪器分析实验、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综
合化学实验等六门实验有机地融为一体，促进了各实验课程问的大集成和大融合。
三层次：其实验内容充分体现了基础实验、综合实验、研究和创新实验三个层次，有利于培养学生系
统掌握化学实验技术和化学实验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
五结合：基本实验技术与现代仿真相结合、基本实验方法与现代仪器相结合、经典实验内容与化学科
学前沿相结合、社会需要与激发学生兴趣相结合、实时导教与立体导学相结合，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
，有助于教师和学生互动，有助于参编单位优质实验资源共享。
该书是一本系统性、先进性、实用性和创新性相结合的精品教材。
　　——孙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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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通用化学实验技术(上册)》是高等学校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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