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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化学实验的重要性和化学实验教学在培养创新人才中的作用，我国老一辈化学家从他们的创新实
践中提出了非常精辟的论述。
傅鹰教授提出：“化学是实验的学科，只有实验才是最高法庭。
”黄子卿教授指出：“在科研工作中，实验在前，理论在后，实验是最基本的。
”戴安邦教授对化学实验教学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为贯彻全面的化学教育，既要由化学教学
传授化学知识和技术，更须通过实验训练科学方法和思维，还应培养科学精神和品德。
而化学实验课是实施全面的化学教育的一种最有效的教学形式。
”老一辈化学家的论述为近几十年来化学实验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什么是创新人才？
创新人才应具备的品质是：对科学的批判精神，能发现和提出重大科学问题；对科学实验有锲而不舍
的忘我精神；对学科的浓厚兴趣。
而学生对化学实验持三种不同态度：一类是实验的被动者，这类学生不适合从事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类是对实验及研究充满激情，他们可以放弃节假日，埋头于实验室工作，他们的才智在实验室中
得以充分体现，他们是“创新人才”的苗子；一类是对实验既无热情也不排斥，只是把实验当成取得
学分的手段，这类学生也许能成为合格的化学人才，但决不能成为创新人才。
因此，对待实验室工作的态度是创新人才的“试金石”，有远见的化学教育工作者应创造机会让优秀
学生脱颖而出。
近三十年来，各高校对实验教学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并取得了系统性的认识和成果，但目前的实际
情况尚不尽如人意，在人们的思想中，参加实验教学总是排在科学研究、理论教学工作之后，更不愿
把精力放在教学实验的研究工作上。
但是，以扬州大学刁国旺教授为首的教学集体以培养创新人才为己任，长期投入、潜心钻研、追求创
新，研究出一批新实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化学实验教学新体系，编写了新的实验教材，受到了同行
的高度好评，成为江苏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示范区、大学化学实验课程被评为江苏省精品课程，
刁国旺教授荣获江苏省教学名师，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新编大学化学实验》就是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全书特色鲜明：（1）全：全书收集了教学实验214
个，囊括了基础综合探究性各类实验，可能是目前国内收编教学实验最多的化学实验教科书之一，是
实验教学改革成果的结晶。
（2）新：收集的实验除了经典的基本实验外，相当多的实验是新编的，有的就是作者的科研成果转
化而来，使实验训练接近最新的科学前沿。
本教材也以全新的模式展现给读者。
（3）细：从实验教学出发，教材在编写时细致周到，既为学生提供了必要的提示，也为教师在安排
实验教学上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
期望《新编大学化学实验》的出版能给我国化学实验教学带来新活力、增添新气象、开创新局面，培
养出更多的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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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化学实验新体系系列教材”共包括四个分册：基础知识与仪器、基本操作、仪器与参数测量、
综合与探究性实验。
本书是第二分册。
    本书分为基本操作实验、常数测定实验、含量测定实验、物质性质实验、制备与纯化实验共五章。
每个实验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仪器及试剂、实验步骤、注意事项、思考题、参考文献等内容。
    本书内容广泛而新颖，可作为化学、化工、材料、环境、生物、制药等专业的本科生实验课教材，
也可供从事化学实验和科研的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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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常有沸点较低的液体先蒸出，这部分馏液称为“前馏分”或“馏头”。
前馏分蒸完，温度趋于稳定后，蒸出的就是较纯的物质，这时应更换另一个洁净的接收瓶接收，记下
这部分液体开始馏出时和最后一滴时温度计的读数，即是该馏分的沸程（沸点范围）。
一般液体中或多或少地含有一些高沸点杂质，在所需要的馏分蒸出后，若再继续升高加热温度，温度
计的读数会显著升高；若维持原来的加热温度，就不会再有馏液蒸出，温度会突然下降。
这时就应停止蒸馏。
即使杂质含量极少，也不能蒸干，以免烧瓶破裂及发生其他意外事故。
（5）拆除仪器蒸馏完毕，应先降低电压至零，撤去电源，当烧瓶中不沸腾时关闭水阀，停止通水，
拆下仪器。
拆除仪器的顺序和装配的顺序相反，先取下接收器，然后拆下接液管、冷凝管、温度计、蒸馏头和烧
瓶等。
液体的沸程可代表它的纯度。
纯粹的液体沸程一般不超过1～2℃，寸于合成实验的产品，因大部分是从混合物中采用蒸馏法提纯，
由于蒸留方法的分离能力有限，故在普通有机合成实验中收集的沸程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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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大学化学实验(2):基本操作》：大学化学实验新体系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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