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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化学实验》作为大学化学实验课程教材，分为化学实验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术、实验两大部分，
内容包括化学实验基本知识、化学实验常用仪器、化学实验基本操作和技术、基本操作和技能实验、
物质的基本性质与分析实验、物质的制备与物化量的测定实验以及附录。
本书淡化以二级学科安排实验的传统模式，以化学实验基本操作和技能的训练为主线，以具体实验为
载体，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

《大学化学实验》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工类、材料类、环境科学类、生命科学类及相关专业的基础化学
实验教材，也可作为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本书由高绍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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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3.6.1 工作原理 旋光度的大小和方向必须通过旋光仪测定。
旋光仪的类型很多，但其主要部件和测定原理基本相同。
旋光仪的丰要元件是两块尼科尔棱镜（Nicol prism）。
尼科尔棱镜是由两块方解石直角棱镜沿斜面用加拿大树脂黏合而成，如图2—33所示。
 当一束单色光照射到尼科尔棱镜时，分解为两束相互垂直的平面偏振光：一束折射率为1.658的常光；
另一束折射率为1.486的非常光。
这两束光线到达加拿大树脂黏合面时，折射率大的常光（加拿大树脂的折射率为1.550）被全反射到底
面上，被底面上的黑色涂层吸收，而折射率小的非常光则通过棱镜，这样就获得了一束单一的平面偏
振光。
在这里，尼科尔棱镜称为起偏镜（polarizer），它是用来产生偏振光的。
如让起偏镜产生的偏振光照射到另一尼科尔棱镜上，当第二个棱镜的透射面与起偏镜的透射面平行时
，这束平面偏振光也能通过第二个棱镜；如果第二个棱镜的透射面与起偏镜的透射面垂直，则由起偏
镜出来的偏振光完全不能通过第二个棱镜；如果第二个棱镜的透射面与起偏镜的透射面之间的夹角θ
在0°～90°，则光线部分通过第二个棱镜。
此第二个棱镜称为检偏镜（analyzer）。
通过调节检偏镜，能使透过的光线强度在最强和零之间变化。
如果在起偏镜和检偏镜之间放有旋光性物质，则由于物质的旋光作用，使来自起偏镜的光的偏振面改
变了某一角度，只有检偏镜也旋转同样的角度，才能补偿光线改变的角度，使透过的光的强度与原来
相同。
 旋光仪就是根据这种原理设计的，并通过透射光强弱来测定旋光度，其光学系统示意图如图2—34所
示。
图中，S为钠光光源；N1为起偏镜；N2为一块石英晶体片；N3为检偏镜；P为旋光管（装待测液体）
；A为目镜的视野。
N3上附有刻度盘，当旋转N3时，刻度盘随同转动，其旋转角度可以从刻度盘上读出。
 若转动检偏镜N3的透射面与起偏镜N1的透射面相互垂直，则在目镜中观察到视野呈黑暗。
当在起偏镜N1与检偏镜N3之间放置被测物质时，由于被测物质具有旋光作用，原来由起偏镜出来的
偏振光旋转了一定的角度α，因而检偏镜也相应旋转一定的角度α，只有这样才能使目镜中的视野呈
黑暗，α即为该待测物质的旋光度。
 由于实际观测上肉眼对视场明暗程度的感觉不甚灵敏，为了精确地确定旋转角度，常采取比较的办法
（即三分视场或二分视场的方法）。
为此，在起偏镜N1后装一狭长的石英片N2，其宽度为视野的1／3，由于石英片具有旋光性，从石英片
透过的那一部分偏振光被旋转了一个角度ψ（称为半暗角），光的振动方向如图2—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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