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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学实验室手册》包括七章：第一章汇集了大量、必需，最新、常用的理化常数与特性。
第二章汇编了化学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和试剂和实验室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危险品等物质的使用安全
知识，以及化学实验室各方面管理制度；提供了有关化学方面的图书资料、数据库、期刊、图书馆与
资料信息中心、出版社、实验仪器仪表、玻璃仪器、化学试剂、实验室设备、国家标准、标准物质等
信息的网站，读者能及时查到所需的信息。
第三章介绍了法定计量单位与非法定计量单位，以及各种计量单位间的换算；提供了最新有关化学的
国家标准方法，各行业常用的标准物质。
第四章提供了酸、碱、盐溶液、饱和溶液、特殊试剂溶液、指示剂溶液、缓冲溶液等的配制方法及注
意事项；还提供了pH标准溶液、离子标准溶液。
滴定分析标准溶液配制与标定方法。
第五章叙述了有关误差、有效数字、数据表达、数据处理、实验方法可靠性的检验等内容。
第六章介绍理化常数及物质量的测定方法。
第七章分离和富集方法包括：重结晶、升华、沉淀和共沉淀、挥发和蒸馏、冷冻浓缩；萃取；柱色谱
；薄层色谱、薄层电泳、毛细管电泳；膜分离；浮选分离法；热色谱法；低温吹捕集法；流动注射分
离法等。
     《手册》内容丰富全面、简明实用、查阅方便。
它是化工、环保、食品、冶金、石油、地质、农林、材料、医药等行业的化学（理化）实验室及其工
作人员必备的工具书。
同时也是与化学有关的师生及科研人员的备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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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常数  　二、元素的名称、符号、相对原子质量、熔点、沸点、密度和氧化态    三、元素周期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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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同位素    　2.天然放射系    六、原子半径、元素的电离能、电子的亲和能、元素的电负性    　1.
原子半径    　2.元素的电离能    　3.电子的亲和能    　4.元素的电负性  第二节　无机化合物的理化常数 
第三节  有机化合物的理化常数  第四节　分子结构与化学键  　一、晶体的类型    　1.晶体的对称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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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半径、键长、键角、键能、偶极矩    　1.元素的化合价、配位数、电子构型与离子半径    　2.键长
、键角、键能    　3.偶极矩和极化率　第五节　热力学常数　　一、生成热、自由能、熵、比热容、
烯烧热　　　1.无机化合物的标准生成热、生成自由能、标准熵、标准摩尔热容    　2.有机化合物的标
准生成热、生成自由能、标准熵、标准摩尔热容    　3.部分化合物的摩尔燃烧热    　4.部分物质的熔化
热　　二、水的重要常数    　1.水的相图    　2.水的离子积    　3.水的密度    　4.水的沸点    　5.水的蒸
汽压    　6.水的介电常数　　三、活度系数    　1.水溶液中的离子活度系数    　2.酸、碱、盐的活度系
数　　四、酸、碱溶液的电离常数与pH值    　1.无机酸在水溶液中的电离常数    　2.有机酸在水溶液中
的电离常数    　3.碱在水溶液中的电离常数    　4.部分酸水溶液的pH值（室温）    　5.部分碱水溶液
的pH值（室温）　　五、络合物的稳定常数    　1.EDTA络合物的lgKMy值    　2.金属络合物的稳定常
数    　3.氨羧络合剂类络合物的稳定常数　　六、溶解度、溶度积    　1.部分气体在水溶液中的溶解度 
  　2.部分无机化合物的溶解度    　3.溶度积　　七、溶液的电导率    　1.常见离子水溶液中无限稀释时
的摩尔电导率    　2.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摩尔电导率    　3.KCl溶液在不同浓度不同温度下的电导率　
　八、氧化还原标准电极电位　　九、共沸物、共熔物、转变温度    　1.共沸物与共沸点    　2.低共熔
混合物与低共熔温度    　3.某些物质的熔点、沸点、转变点、熔化热、蒸化热及转变热　　⋯⋯第二
章  化学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试剂第三章  计量单位、标准方法与标准物质第四章  溶液及其配制第五
章  误差、有效数字与数据处理第六章  物理与化学常数（数据）及物质量的测定方法第七章  分离和富
集方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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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 误差、有效数字与数据处理　　实验分析的重要任务是准确测定试样中组分的含量。
不准确的分析结果不仅不能指导生产，反而给生产、科研造成损失，甚至因使用错误的数据造成生产
事故及危害人们的生命安全。
因此，了解产生误差的原因，正确地使用有效数字，合乎科学的数据处理，判断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以获得准确的分析结果，是实验人员基本功之一。
　　第一节 误差　　人们在实验分析时总是希望获得准确的分析结果，但是，即使选择最准确的分析
方法、使用最精密的仪器设备，由技术熟练的人员操作，对于同一样品进行多次重复分析，所得的结
果也不会完全相同，也不可能得到绝对准确的结果。
这就表明，误差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定量分析就必须对所测的数据进行归纳、取舍等一系列分析处理。
根据不同分析任务，对准确度的要求不同，对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与精密度要做出合理的判断和正确表
述。
为此，实验者应该了解实验过程中产生误差的原因及误差出现的规律，并采取相应措施减小误差，使
化验结果尽量地接近客观的真实性。
　　一、误差产生的原因　　根据误差产生的原因和性质，将误差分为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两大类。
　　1．系统误差　　系统误差又称可测误差，它是由实验操作过程中某种固定原因造成的。
它具有单向性，即正负、大小都有一定的规律性，当重复进行实验分析时会重复出现。
若找出原因，即可设法减小到可忽略的程度。
在实验分析中，系统误差产生的原因有下列几个方面。
　　（1）方法误差是指实验方法本身造成的误差。
例如重量分析中，沉淀的溶解以及共沉淀现象；滴定分析中反应进行不完全，因指示剂的终点与化学
计量点不符合以及滴定副反应等，都会引起实验结果偏高或偏低。
　　（2）仪器误差它是由于使用的仪器本身不够精密所造成的。
如使用的容量仪器刻度不准又未经校正；天平不等臂；砝码数值不准确；分光光度法波长不准等引起
的误差。
　　（3）试剂误差 由于试剂不纯或蒸馏水不纯，含有被测物或干扰物而引起的误差。
　　（4）操作误差　由于实验人员对分析操作不熟练，个人对终点颜色的敏感性不同，判断偏深或
偏浅，对刻度读数不正确等引起的实验误差。
　　系统误差是重复地以固定形式出现的。
增加平行测定次数，采取数理统计的方法不能消除系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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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化学实验室手册(第2版)》内容丰富全面、简明实用、查阅方便。
它是化工、环保、食品、冶金、石油、地质、农林、材料、医药等行业的化学（理化）实验室及其工
作人员必备的工具书。
同时也是与化学有关的师生及科研人员的备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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