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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1版于1993年出版，第2版于1998年出版，为配合学科的发展，现在经过修改出版第3版。
由于分析化学学科的发展，分析化学课程的改革和建设，这些年分析化学的教学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北京大学，分析化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分析化学的系列教材基本出齐，其中有国家“十
五”、“十一五”规划教材，与本书配套的《分析化学教程》（李克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被评为北京市精品教材。
北京大学将分析化学理论课和实验课合在一个教学组里，统筹考虑课程与教材的建设。
本书第3版就是理论课教师与实验课教师共同合作的结晶。
根据这几年分析化学教学的实际情况，这次修订对本教材作了结构上的调整。
第3版的章节分类和标题与《分析化学教程》大致相同，以便于教师和学生配套使用；同时将“分析
化学实验基本知识”中关于操作方法的内容放入具体的实验中，以便于学生预习；实验内容已不分课
内课外，按照方法分类编排，由教师和学生结合实际教学情况灵活选用；自拟方案实验从原来的21个
增加到36个，以增加学生的选择范围。
第3版与第2版相比，内容上有不少改动，主要有：（1）补充了“气质联用”、“毛细管电泳”的介绍
和实验内容；因原子光谱分析（原子发射与原子吸收）仪、红外光谱仪、气相色谱仪、高效液相色谱
仪等仪器更新，教材内容作了相应的修改。
（2）在“分析化学实验基本知识”部分，以最新颁布的标准替换了已作废的旧标准；介绍了近年发
展起来的通过反渗透、电去离子法等制备纯水的方法；增加了化学试剂的安全知识；介绍了分析化学
实验用高温炉（如箱式电阻炉、管式电阻炉和高频感应加热炉等）的内容；增加了以聚四氟乙烯为活
塞的滴定管的内容介绍等。
（3）改写了一些实验方法，以使实验内容更能结合实际。
如，学生在普通化学实验中合成了莫尔盐，在分析实验中设计了先通过测定Fe2+确定其纯度；再分别
测定NH4+、SO42-或H2O的含量，证实莫尔盐的组成；再作Fe3+的限量分析。
内容涉及酸碱滴定、络合滴定、氧化还原滴定、重量分析和分光光度分析，使学生得到化学原理与操
作的综合训练。
又如，增加了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样品的分析：蔬菜、水果和药片中维生素C的测定，室内空气污
染物甲醛的测定，补钙制剂中钙、锌、赖氨酸等含量的测定，饮料中奎宁的测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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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1998年出版的《基础分析化学实验》（第二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本书与分析化学理论课密切配合，内容包括经典化学分析和现代仪器分析方法。
 为便于与2005年出版的《分析化学教程》配套使用，本书内容分成以下几个部分:分析化学实验目的与
基本要求、分析化学实验基本知识、化学分析、分离分析、波谱分析、电分析化学和分析化学实验数
据处理常用方法。
每一种分析方法中都有难易程度不同的实验内容，可根据教学的具体情况分别作为必做和选做实验。
书中还附有分析化学常用的常数、参数表等。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及师范类院校化学、生物、医学等专业的本科实验课教材，也可供从事相关
工作的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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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配制这类标准溶液时要注意以下几点：（1）要选用符合实验要求的纯水。
络合滴定和沉淀滴定用的标准溶液对纯水的质量要求较高，一般应高于三级水的指标，其他标准溶液
通常使用三级水。
配制NaOH、Na2S2O3等溶液时，要使用临时煮沸并快速冷却的纯水。
配制KMnO4溶液则要加热至微沸15min以上并放置一周（以除去水中的还原性物质，使溶液比较稳定
），再用微孔玻璃漏斗过滤，滤液需储存于棕色瓶中。
（2）基准试剂要预先按规定的方法进行干燥（参见表2.7）。
经热烘或灼烧进行干燥的试剂，如果是易吸湿的（如Na2CO3、NaCl等），放置一周后再使用时应重
新干燥。
（3）当某溶液可用多种标准物质及指示剂进行标定时（如EDTA溶液），原则上应使标定时的实验条
件与测定试样时相同或相近，以避免可能产生的系统误差。
使用标准溶液时的室温与标定时若有较大差别（相差5℃以上），应重新进行标定或根据温差和水溶
液的膨胀系数进行浓度校正。
总之，不能以为标准溶液一旦配成就可永远如初地使用。
（4）标准溶液均应密闭存放，避免阳光直射甚至完全避光。
长期或频繁使用的溶液应装在下口瓶中或有虹吸管的瓶中，进气口应安装过滤管，内填适当的物质（
例如，钠石灰可过滤CO2及酸气，干燥剂可过滤水汽）。
较稳定的标准溶液的标定周期为1～2个月；有些溶液的标定周期很短，如Fe+溶液；有的溶液甚至需
在使用当天进行标定，如卡尔-费休试剂（遇水较快分解）。
溶液标定周期的长短，除与溶质本身性质有关外，还与配制方法、保存方法及实验室的环境有关。
浓度低于0.01mol·L-1的标准溶液不宜长期存放，应在临用前用较高浓度的标准溶液进行定量稀释。
（5）当对实验结果的精确度要求不是很高时，可用优级纯或分析纯试剂代替同种的基准试剂进行标
定。
本书定量化学分析实验中的溶液标定。
一般以优级纯试剂代替基准试剂，试样的标准值亦在同样的条件下测定。
2.仪器分析用标准溶液仪器分析方法很多，各有特点，不同的仪器分析实验对试剂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
配制仪器分析用标准溶液可能要用到专用试剂、高纯试剂、纯金属及其他标准物质、优级纯及分析纯
试剂等。
同种仪器分析方法，当分析对象不同时所用试剂的级别也可能不同。
配制这类标准溶液时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点：（1）对纯水的要求都比较高，水质规格一般要在二级到
三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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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分析化学实验(第3版)》：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北京大学化学实验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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