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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化学实验由传统的无机化学实验和化学分析实验结合而成。
化学实验教材和教学方法是教学环节中紧密相关的两个环节，教材既要体现实验课程的任务和独立的
教学体系，又要和教学方法环环相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化学实验>>

书籍目录

绪论 一、大学化学实验的目的 二、大学化学实验的学习方法 三、大学化学实验成绩的评定 四、化学
实验规则 五、实验室的安全 六、绿色化学与实验室 第一篇基本知识、基本操作、基本技术 1基本知识
与基本操作 1.1常用玻璃（瓷质）仪器 1.2实验室公用设备 1.3实验室用的纯水 1.4化学试剂 1.5常用仪器
的洗涤及干燥 1.6试纸的使用 1.7加热与冷却 1.8固、液分离 1.9分析天平及其使用 1.10量器及其使用 1.11
滤纸、滤器及其应用 1.12标准物质和标准溶液 1.13分析试样的准备和分解 1.14重量分析的基本操作 2光
、电仪器的使用 2.1pH计的使用 2.2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2.3DDSJ—308型电导率仪的使用 3实验结果的表
示 3.1误差和数据处理 3.2有效数字 3.3实验数据的表示 4参考资料与计算机文献检索简介 4.1图书目录简
介 4.2参考书及手册简介 4.3文献检索数据库简介 第二篇操作练习 5无机物制备基础 5.1硝酸钾的制备 5.2
五水硫酸铜的制备 5.3硫酸亚铁铵的制备 5.4氯化钠的提纯 5.5碳酸钠的制备一一仿联合制碱法 6称量和
滴定操作练习 6.1摩尔气体常数R的测定 6.2容量仪器的校正 6.3盐酸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6.4氢氧化钠
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7选做实验 7.1硫酸铝钾的制备及单晶的培养 7.2硫代硫酸钠的制备 7.3均匀沉淀
法合成纳米氧化锌 7.4磷酸锌的合成 7.5化肥中氮含量的测定 7.6食醋中总酸度的测定 7.7水果、蔬菜中
总酸度的测定 第三篇定量分析 8酸碱滴定法 8.1混合碱的组成及其总碱度的测定 8.2尿素中氮含量的测
定 9配位滴定法 9.1EDTA标准溶液的配制及其标定 9.2水中钙镁含量的测定 9.3锡青铜中锌含量的测定
10氧化还原滴定法 10.1铁矿（或铁粉）中铁含量的测定 10.2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配制及其标定 10.3
铜合金中铜含量的测定 10.4苯酚含量的测定 10.5高锰酸钾标准溶液的配制及其标定 10.6石灰石或碳酸
钙中钙含量的测定 1l重量分析法 11.1可溶性钡盐中钡含量的测定 11.2钢中镍含量的测定 12选做实验二
12.1硼酸含量的测定 12.2阿司匹林中乙酰水杨酸含量的测定 12.3铅铋混合液中铅和铋含量的连续测定
12.4焊锡中铅、锡含量的测定 12.5用纸色谱法分离金属离子 第四篇化学原理 13化学反应速率与活化能
13.1过氧化氢分解速率与活化能的测定 13.2Fe3+和I—反应速率与活化能的测定 14弱酸（碱）的解离常
数 14.1醋酸解离度、解离常数的测定 14.2酚酞解离常数的测定 15溶度积常数 15.1碘酸铜溶度积的测定
15.2电导率法测定硫酸钡的溶度积常数 16电动势、电极电势 16.1原电池电动势的测定 16.2能斯特方程
与条件电势 17配合物的吸收曲线与稳定常数 17.1磺基水杨酸合铁稳定常数的测定 17.2平衡移动法测
定[Fe（SCN）]+的稳定常数 17.3分光光度法测铬（Ⅲ）和铜（Ⅱ）配合物的分裂能 18选做实验三 18.1
平衡常数与温度的依赖关系 18.2银氨配离子配位数及稳定常数的测定 18.3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测定 18.4
电位法测定卤化银的溶度积常数 第五篇元素的化学 19常见元素单质及化合物的性质 19.1单质 19.2卤化
物、氧化物和硫化物 19.3元素的氢氧化物及含氧酸盐 19.4配合物 19.5离子的分离与鉴定 20定性分析
20.1阳离子混合液分析练习 20.2锡青铜合金的定性分析 20.3阳离子混合液的分析 20.4阴离子混合液的分
析 20.5简单无机物的分析 21无机制备 21.1氮化镁的合成 21.2醋酸亚铬的制备 21.3电解法制备高锰酸钾
21.4从钛铁矿制备二氧化钛 21.5从铬铁矿制备金属铬 22选做实验四 22.1磷酸的制备及各种磷酸盐之间
的转化 22.2硅酸及其盐 22.3硬水软化和六硝基合钻（Ⅲ）酸钠的制备 22.4次氨酸钠和氨酸钾的制各 第
六篇综合、研究、实用 23综合性实验 23.1三氯化六氨合钴（Ⅲ）的制备及其组成的确定 23.2草酸合铜
酸钾的制备及组成测定 23.3铁化合物的制备及组成测定 23.4含锌药物的制备及其含量测定 23.5水泥中
铁、铝、钙、镁的测定 23.6无氰镀锌液的成分分析 24研究式实验 24.1研究式实验的思路与要求 24.2研
究式实验的参考课题 24.3设计研究式实验的指导 25实验到实用 25.1实验到实用的思路 25.2实用题目的
推荐 附录 一、标准电极电势表 二、弱电解质的解离常数 三、配离子的稳定常数 四、溶度积常数
（298K） 五、常用酸、碱的浓度 六、溶解性表 七、常用指示剂 八、滴定分析中常用标准溶液的配制
和标定 九、常用工作标准物质 十、pH标准缓冲溶液的配制方法 十一、常用缓冲溶液的配制 十二、化
合物的摩尔质量 十三、特种试剂的配制 十四、常见离子和化合物的颜色 十五、某些氢氧化物沉淀和
溶解时所需的pH 十六、阳离子的硫化氢系统分组 十七、常见离子的定性鉴定方法 十八、常见阴离子
的初步试验表 十九、元素周期表 主要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化学实验>>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本篇实验由三部分组成：①性质实验一一试验常见元素单质及其化合物的性质；②
定性分析；③较复杂的无机制备。
 通过性质实验获得感性认识，并通过思考、对比、归纳、总结，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达
到学习、掌握元素单质及其化合物重要性质的要求。
 离子和化合物的共性和个性是定性分析的依据，通过定性分析实验，巩固常用试剂和常见离子的反应
，掌握常见离子的特征反应、水溶液中常见离子的分离与检出；掌握半微量定性分析的操作技术；滴
瓶中试剂的取用、小试管的水浴加热、离心分离、沉淀的洗涤等基本操作。
 在较复杂的无机制备实验中，将学习矿石的分解，化学氧化和电化学氧化法，高温及简易无氧操作，
同时巩固元素化学的学习。
 实验方法提要 根据试样的用量和操作方法，分析化中常把分析方法分为常量、半微量和微量分析法
。
本书性质实验和定性分析采用半微量分析法，固体用量从几毫克到50毫克，液体用量为几滴到1 mL，
凡实验中未注明用量的，均按此范围尽量少取一一几滴或几毫克。
半微量分析实验采用的仪器是5 mL小试管、滴管、滴瓶、小玻棒、点滴板等，沉淀与溶液的分离采用
离心机，离子检出以试管反应或点滴反应为主。
采用半微量分析法不仅能节省试剂和时间，还能减少环境污染、中毒和爆炸等危险，与目前提倡的绿
色化学不谋而合。
 无机化合物的种类和性质虽然纷繁，但通过分类可以把众多的物质及其性质理出个纲目来，如按化合
物的类型分，不外乎是氢化物、氧化物、氢氧化物、硫化物、卤化物、盐类、配合物等；如从性质看
，又多从常温下存在的状态、颜色、单质的活泼性、氧化物与氢氧化物的酸碱性、溶解性、氧化还原
性、热稳定性、形成配合物的能力等方面来研究。
实验中也正是以这样的纲目来指导大家的学习。
在每一类里，又可通过横向（同一周期）、纵向（同一族）比较它们的性质，找出其变化规律与内在
的联系，即要善于应用元素周期表的原理，在掌握各个物质个性的基础上，找出其共性，深化元素部
分的学习。
 通过观察、思考、归纳、对比和总结，得出结论，这是元素化学实验的重要学习方法。
 性质实验看起来很容易做，通常这类实验都是把几滴某浓度的甲溶液加到乙溶液中，而后观察实验现
象。
事实上，两者的任意混合往往不能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因此，反应条件十分重要，温度、浓度、介质，甚至反应物之间量的关系，反应物加的次序都会影响
实验结果。
实验时，请注意反应条件，也希望大家在这方面进行讨论。
 定性分析的任务是鉴定物质是由哪些元素、离子、原子团或化合物组成的，如分析对象是无机物，称
无机分析。
定性分析可采用化学分析法或仪器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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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院校化学实验教学改革规划教材:大学化学实验》根据我们的教学实践，书中提供了实验学时数
、一些试剂的配制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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