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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以“前期趋同，后期分化”为特色的“专业群”培养模式，组织编写的医药相关专业
基础化学课程配套教材。
主要适用于高职医药及相关技术专业，也可供本科层次的医学相关技术专业选用。
　　1?编写思路　　根据淡化学科、服务专业、提升素质的专业基础课程开发原则，明确基础课程为
职业技能服务的目标，对医药相关类高职各专业所必备的无机化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和分析化学
等基础化学类知识进行优化整合，在重点服务于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从广度和深度上体现职业素质
培养的要求。
　　2?教材内容　　按照医药相关技术专业对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的要求，精选以下基本教学内容
：原子结构和分子结构；化学反应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溶液组成的表示方法、溶液的制备；胶体溶液
和表面现象；有机化合物的结构、性质及用途；酸碱指示剂、酸碱滴定；沉淀溶解平衡、沉淀滴定；
配位平衡、配位滴定；氧化还原、氧化还原滴定等知识。
还根据医学类各专业的需要，介绍了光谱分析的基本概念、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的工作原理和应用。
　　3?特色创新　　（1）本教材紧扣医药高职高专的需求，能够体现现代医药化学的思想理念，突出
医药学专业学生的针对性。
　　（2）打破传统化学学科界限，以知识的内在联系和高职层次学生能力特点为依据，有机融合相
关知识，穿插知识链接和知识拓展，体现内容的联系性，实用性，拓展性。
更加适合教师讲授、学生学习。
　　（3）教材开发团队由长期从事医药类高职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药物化
学、药物分析等课程教学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教师组成，具有显著的专业服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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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将无机化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等基础化学类知识进行优化整合，精选以下基本
教学内容：原子结构与分子结构，化学反应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溶液的有关知识，胶体溶液和表面现
象，有机化合物的结构、性质及用途，酸碱滴定、沉淀滴定、配位滴定、氧化还原滴定。
同时根据医学类各专业的需要，介绍了光谱分析的基本概念、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的工作原理和应用
。
     本书内容精炼，层次分明，适用性强，可作为高职高专医药及相关技术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相
关技术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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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误差类型及表示方法　　准确测量组分在试样中的含量是定量分析的目的。
但即使是很熟练的分析工作者，采用最完善的分析方法和最精密的仪器，对同一个样品在相同的条件
下进行多次平行测量，其结果也不会完全一样。
这充分说明所有测量结果都具有误差。
为了保证分析工作的质量，必须了解分析中各种误差的来源及其规律，在分析过程中采取相应措施尽
量减小误差，并对实验数据进行正确的记录和处理。
根据测量误差的性质，可将其可分为系统误差、偶然误差和过失误差三类。
　　1．系统误差　　系统误差是指在同一测量条件下，多次重复测量同一量时，测量误差的绝对值
和符号都保持不变；或在测量条件改变时，按一定规律变化的误差，称为系统误差，它具有单向性，
重现性和可测性的特点。
系统误差反映了多次测量值偏离真值的程度。
　　系统误差是由固定不变的或按确定规律变化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主要有以下。
　　（1）仪器误差　由测量仪器、装置不完善而产生的误差。
例如，由于天平砝码质量、容量仪器体积或仪表刻度等不准确的因素引起。
另外，长期使用后的仪器没有及时校正，或没有调整到理想状态也是引起仪器误差的原因。
　　（2）方法误差　由实验方法本身或理论不完善而导致的误差。
例如，称量分析中由于沉淀的溶解损失或吸附某些杂质而产生的误差；滴定分析中由于指示剂的选择
不够恰当，使指示剂的变色点与化学计量点不相符而造成的误差等。
这些都系统地影响测量结果，使其偏高或偏低。
　　（3）试剂误差　是由于实验时所使用的试剂或蒸馏水不纯而造成的。
例如，试剂或蒸馏水中含有被测组分或干扰物质等。
　　（4）操作误差是由于操作人员主观原因造成的。
例如，分析人员在辨别终点颜色时偏深或偏浅，读取刻度值时偏高或偏低等。
　　2．偶然误差　　偶然误差也叫随机误差，是指测量值受各种因素的随机变动而引起的误差。
例如，测量时环境温度、湿度和气压的微小波动，仪器性能的微小变化等，都将使分析结果在一定范
围内波动，从而造成误差。
由于偶然误差的形成取决于测量过程中一系列偶然因素，其大小和方向都不固定，因此无法测量，也
不可能校正。
偶然误差难以察觉，也难以控制，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偶然误差似乎很不规律，但消除系统误差后，在同样条件下进行多次测量，实验的偶然误差服从
正态分布规律。
实验表明，通过增加平行测量的次数，偶然误差可随着测量次数的增加而迅速减小。
　　3．过失误差　　过失误差是由于实验过程中犯了某种不应有的错误所引起的，如标度看错、记
录写错、计算弄错等。
此类误差无规则可寻，只要多方警惕，细心操作，过失误差是可以完全避免的。
发生这类差错的实验结果必须给予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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