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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分析化验工读本（3版）》在《实用分析化验工读本》第二版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标准和
分析化验工的技能要求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和更新，增加了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法的知识和应用。
全书分为化学分析篇、仪器分析篇、质量控制篇、实验室管理篇三大部分。
全面介绍了技能考试所要求具备的基础知识、操作技能、质量控制、管理知识和标准化知识。
　　《实用分析化验工读本（3版）》适合与从事分析化验的中、高级技术工人，中专技校学生和技
术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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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化学分析是以化学反应为基础的分析方法。
将试样制备成溶液，使待测组分与标准试剂反应，根据生成物的量或消耗试剂的量来确定组成及含量
。
其中滴定分析是根据消耗的标准试剂溶液的量来测定组分的含量，称量分析则是根据生成物的量来测
定组分的含量。
仪器分析根据待测组分的物理化学性质，通过专用仪器来测定其含量。
化学分析方法历史久，方法成熟，多用于常量分析，准确度较高，不需要标准试样。
仪器分析方法分析速度快，多用于微量分析，一般需要标准试样，准确度较化学分析方法差一些，特
别适用于分析自动化。
从整体看，化学分析是仪器分析的基础，仪器分析是化学分析的发展，二者取长补短，相辅相成。
随着现代分析仪器的不断发展，新的分析方法也在不断涌现。
1.2 误差与分析处理分析测试人员在进行测定工作时，经常遇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如何读取分析测
定的数据，读取的测定数据怎样处理，即怎样进行数据的取舍、计算和报告结果。
另一个问题是分析结果的准确度和精密度怎样，如何表示。
1.2.1定量分析中的误差定量分析的目的是准确测定试样中各组分的含量。
但是，由于试剂、仪器、测定条件和方法的影响，测定值不可能与真值完全一致，总是存在误差。
1.2.1.1误差的分类及产生的原因误差按其性质可分为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和过失误差三类。
（1）系统误差由一些固定的、规律性的因素引起的误差，对测定结果的影响或偏高或偏低，呈现规
律性。
系统误差可以通过校正进行补偿或减小，系统误差决定了分析结果的准确度。
按系统误差产生的原因，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如下几种。
①方法误差由于测定方法不完善而带来的误差，例如滴定反应不完全产生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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