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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与《无机与分析化学教程》（第二版，俞斌主编）、《无机与分析化学习题详解》（俞
斌主编）配套的无机与分析化学实验指导书。
是在前人实验设计并结合若干年实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去伪存真、认真编选、精心设计而成的。
本教材有以下特点：　　① 紧紧抓住无机化学这根主线，将许多物质的性质突出在实验中。
尤其是中学较少涉及的d区和ds区等副族元素如钛、铬、锰、铁族、铜族、锌族等的性质实验。
　　② 以基本技能训练为主线，将其贯穿于各个实验中。
有些实验方法经过历史的演变，现在已被更现代的方法所取代，但从基本技能训练角度上看，它涉及
的实验技能多，可达到实验技能综合训练的目的，仍然编入。
　　③ 根据化学学科的发展，结合生产、科研的前沿，设计了一些新的综合性甚至带有创新意图的实
验，可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实践能力。
　　④ 增添了一些实验设计，给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想象、思维空间，锻炼学生自己设计实验的能力。
　　⑤ 本教材可供化学（包括应用化学）及近化学类各专业（包括化学工程、石油化工类、材料类、
生物化工类、制药类、轻化食品类、环境安全类、冶金类等）使用。
每个实验的设计学时为4～8个。
各专业可根据需要和各校的特点选择。
　　⑥ 尽可能将实验原理与实验内容写详细，使学生按步骤操作，就可完成实验。
避免了有些指导书较不明晰的缺陷。
　　⑦ 每个实验后列出了相当多的&ldquo;注意事项&rdquo;。
这是我们长期指导实验的经验总结，也是实验能否得到满意结果的关键点。
可提醒学生实验时注意，也有助于老师指导实验的备课与讲解。
　　⑧ 每个实验都列出了详细的仪器、试剂等的种类、规格、数量。
可供实验管理人员参考与准备。
　　⑨ 每个实验都提出许多带有扩展性、深层次的思考题，可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掌握的知识更
全面和融会贯通。
从实验中可启发学生的科学研究思路。
　　全书由吴文源（实验一至十、三十三）、杨雪云（实验二十五至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二、三十
四、三十五、四十一、四十四至四十六、四十九至五十一）、俞斌（第1、2章，实验十三、十六、三
十六、三十八、四十二、四十七、五十二至六十五、附录）、顾国亮（实验三十九、四十）、钱惠芬
（实验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七至二十一、三十七）、高旭升（实验二十二至二十四、二十九
、三十、四十三、四十八）编写。
本书由俞斌任主编，主要负责整体思路设计、统稿并编写部分内容。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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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8章，包括：绪论、化学实验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元素和化合物的性质实验、化学原理
实验、滴定分析与重量分析基础实验、无机化合物制备与检测综合实验、定量分析实际应用综合实验
、综合设计型实验和附录。
全书共选编了包括基本实验技能训练、较复杂体系的分析和由学生自行设计的实验65个。
选编内容广泛，既考虑了广度，也考虑了深度。
各学校及专业可根据需要选做。

本书可作为高等理工、师范、农医院校的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石油化工类、材料类、冶金、
生物化工、制药、食品、药学、卫生、环境安全类、轻化工程等专业的无机化学与分析化学实验的教
材。
也可供相关科研及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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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化学实验是化学学科的重要一环　　科学实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是人类的三大实践活动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科学实验就不能诞生新的科学。
实验是诞生科学的摇篮。
　　凡是科学的东西都必须被他人实验所证实。
凡是不能被他人实验所证实的东西都是&ldquo;伪科学&rdquo;。
这是检验科学的唯一标准。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首先是一个伟大的实验设计师、实验的完成者。
对于理论体系并不那么系统和尽善尽美的化学等学科而言，实验显得更为重要。
　　大学化学学习与中学阶段化学学习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大学增加了大量的化学实验。
有不少化学知识是从化学实验中获得的。
化学实验在理论知识与实践上的实现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使化学造福于人类。
　　1.2 如何做好化学实验　　1.2.1 严格操作规范　　实验时，应严格按照书中或教师讲解的操作规
范进行操作，不要自行其是。
这些操作规范都是前人从数以万计的实验中得出的经验的总结，是行之有效的。
它是使实验获得如期效果的前提和技术保证。
　　例如，在过滤H2SiO3胶体沉淀时，可能正常过滤仅需0.5h；若不按要求趁热、快速过滤，则要消
耗几个小时。
　　在洗涤沉淀时，若不采用倾泻法和少量多次的洗涤方法，会造成沉淀很难洗干净或沉淀损失较大
，测定结果不准确。
　　在滴定分析中，若不按操作规范在酸式滴定管的活塞上认真涂抹很薄一层凡士林，在滴定中可能
会发生滴定液的泄漏，结果是&ldquo;欲速则不达&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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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购买本产品的教材书请点击：无机与分析化学教程　　购买本产品的辅导书请点击：无机与分析
化学习题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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