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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化学》是经过长期的教学摸索，并与相关企业合作，共同制定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
将传统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及生物化学内容进行了改革和整合编写而成的。
在内容的编写上，力求做到简明扼要，重点鲜明，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本书内容包括实验室基本操作、溶液理论、酸碱平衡理论、重量分析法、滴定分析法、酸碱滴定法、
非水滴定法、配位滴定法、沉淀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比色分析及分光光度法、物质结构基础、烷
烃与环烷烃、烯烃与炔烃、芳香烃与卤代烃、醇、酚、醚，醛和酮、羧酸及其衍生物、含氮有机化合
物、杂环化合物。

　　本教材通俗易懂、简明精练、强化化学基础知识，具有实用性、针对性和现代性。

　　《基础化学》可应用于高职高专环境工程、化学分析、应用化工、煤化工等专业，也可应用于资
源环境、生物工程、制药等专业以及在职职工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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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4.3 一元弱碱的滴定 强酸滴定一元弱碱与强碱滴定一元弱酸的情况基本相似，只
是滴定曲线的形状与强碱滴定一元弱酸的形状相反；滴定突跃范围为pH值处于弱酸性范围之内；因此
，这类滴定应选择诸如甲基橙、甲基红等在酸性范围内变色的指示剂指示终点。
 与强碱滴定弱酸相似，强酸滴定弱碱的滴定突跃范围的大小除了与酸碱的组成浓度有关外，还与弱碱
的强度密切相关。
弱碱能否用强酸直接进行准确滴定也是有条件的，一般认为，只有当弱碱的cKb≥10-8时，才能用强酸
准确滴定。
 6.5 酸碱滴定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6.5.1 酸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作为最常用的酸标准溶液，通常是
盐酸，有时也用硫酸。
因为盐酸标准溶液的稳定性好，据报道，0.1mol／L的盐酸溶液煮沸回流1h，没有发现明显的变化；甚
至0.5mol／L的盐酸溶液煮沸回流10min，损失也不显著。
硫酸的稳定性也好，但是它也有缺点，硫酸首先是一个二元酸，而且它的第二步电离平衡常数不够大
（pKa≈2），所以，第二个滴定突跃相应得较小；另外，有些金属离子的硫酸盐难溶于水，从而限制
了它的应用范围。
硝酸的稳定性差，不太适合用作标准溶液。
 在实际工作中，盐酸的标准溶液的浓度为0.1～1.0mol／L范围之内。
浓度过高时，为了减小相对误差，消耗的滴定剂的体积就不能太小（通常15～20mL），这就势必要增
加试样的取用量，这样会带来操作上的不便，而且消耗大量的试剂会造成浪费；浓度过低时，滴定突
跃就小了，指示液变色不明显，会造成检测误差的增大。
 ①盐酸标准溶液通常不是直接配制的，而是根据检验所需要的浓度，按照规定的配制方法，先用刻度
吸管移取一定量的浓盐酸，并将其放入适量的水中，然后用水稀释到大致的体积，摇匀后，放置在标
准溶液标化室，用空调调节室温在20℃左右，待标准溶液的温度与标化室的温度均达到20℃左右时，
精密称取在270～300℃已经干燥至恒重的基准无水碳酸钠平行样5份，然后用已经经过计量部门校验并
且合格的50.00mL的酸式滴定管进行标定操作。
 ②基准无水碳酸钠的恒重。
无水碳酸钠作为基准物质的优点是纯度高、价格低廉；缺点是相对分子质量较小。
无水碳酸钠具有强烈的吸湿性，所以在使用前应将其先放在称量瓶中，在瓶盖不得盖严的情况下，必
须在270～300℃的电阻炉内进行干燥4h以上，取出后迅速放在干燥器内冷却（约25min）至室温，符合
恒重要求后，再进行精密称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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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化学》可应用于高职高专环境工程、化学分析、应用化工、煤化工等专业，也可应用于资源环
境、生物工程、制药等专业以及在职职工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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