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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机与分析化学》根据高职高专“基础理论教学要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的教学
原则，在章节编排上将定量化学分析中的四大滴定分析融人四大化学平衡中，元素化学部分只介绍了
最具代表性的元素及其化合物。
内容上突出重点，加强基础，精简复杂公式和繁琐计算的推导，删除了过深的理论分析和阐述，言简
意赅、通俗易懂。
为强化培养应用型、实用型人才的高职教育特点，在编写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对学生独立工作
能力和操作技能的培养，在每章后增加了相关的技能训练内容，突出了对各种基本化学分析方法的实
际应用，充分体现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的一体化。
《无机与分析化学》在每章均列出了本章的学习要求和阅读材料，便于学习者理解掌握各知识点，扩
大知识面，了解无机与分析化学的新理论、新技术的发展。
 　　本教材适合作为商检技术专业及其他专业，如生物类、环保类、轻化工类、医学类、农林类、食
品类、材料类、国防公安类的专业基础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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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化学及其分支二、无机与分析化学的基本内容三、无机与分析化学的学习方法四、化学实验
基础知识第一章 定量分析中的误差及数据处理第一节 定量分析的误差一、误差的分类二、误差的表
示方法三、减少误差的方法第二节 有效数字及其运算规则 一、有效数字的表示方法二、有效数字的
修约规则 三、有效数字的运算规则第三节 分析数据的处理一、偶然误差的正态分布二、平均值的置
信区间 三、可疑数据的取舍四、分析结果的数据处理与报告 阅读材料 分析测试的质量控制与保证习
题实验一 分析天平的使用实验附录：天平的结构与使用 实验二 灯的使用、简单玻璃工操作、塞子钻
孔 实验三 粗食盐的提纯实验附录：固体与溶液的分离和结晶 第二章 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第一节 
化学反应速率一、化学反应速率表示法二、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 第二节 化学平衡一、可逆反应
与化学平衡二、平衡常数三、化学平衡的移动阅读材料 酶催化习题实验一 化学反应速率和活化能实
验二 摩尔气体常数的测定 第三章 物质结构基础第一节 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 一、原子核外电子运动状
态的描述 二、四个量子数三、原子的近似能级图 四、核外电子排布的规则 第二节 原子结构与元素周
期系 一、核外电子排布与周期表二、元素性质的周期性第三节 价键理论一、离子键理论二、共价键
理论三、杂化轨道的初步概念 四、分子的极性第四节 分子间作用力和氢键一、分子间力 二、氢键 阅
读材料 原子结构认识史习题第四章 分析化学概述第一节 滴定分析法概论一、滴定分析法的基本概念
二、滴定分析法的分类三、滴定分析法对化学反应的要求和滴定方式 第二节 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一、溶液浓度的表示方法二、标准溶液的配制 第三节 滴定分析法计算一、滴定剂与被测组分之间物
质的量的关系 二、滴定分析法计算第四节 定量分析过程一、试样的采取与制备二、试样的预处理三
、分析化学中常用的分离方法 阅读材料 滴定分析法的起源习题⋯⋯第五章　酸碱平衡与酸碱滴定第
六章　沉淀溶解平衡与沉淀滴定法第七章　重量分析法第八章　氧化还原反应与氧化还原滴定法第九
章　配位化合物与配位滴定法第十章　P区重要元素及其化合物第十一章　s区、d区和ds区元素附录参
考文献元素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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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定量分析中的误差及数据处理　　学习要求　　1.了解定量分析中误差产生的原因、表示
方法以及提高准确度的方法；　　2.理解有效数字的意义，掌握其修约规则和运算规则；　　3.掌握分
析结果的数据处理方法。
　　第一节 定量分析的误差　　定量分析的目的是准确测定试样中组分的含量，因此分析结果必须具
有一定的准确度。
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即使采用最可靠的分析方法，使用最精密的仪器，由技术很熟练的分析人员进行
测定，也不可能得到绝对准确的结果。
同一个人在相同条件下对同一种试样进行多次测定，所得结果也不会完全相同。
这表明，在分析过程中，误差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
因此，在定量分析中应该了解误差产生的原因及其出现的规律，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小误差，以提
高分析结果的准确度。
　　一、误差的分类　　误差是指测定结果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值。
根据误差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误差可分为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又称随机误差）两大类。
　　1.系统误差　　系统误差是指分析过程中由于某些固定的原因所造成的误差。
系统误差的特点是具有单向性和重复性，即它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比较固定，使测定结果系统地偏高或
系统地偏低；当重复测定时，它会重复出现。
系统误差产生的原因是固定的，它的大小、正负是可测的，理论上讲，只要找到原因，就可以消除系
统误差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因此，系统误差又称可测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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