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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普通化学是面向工科高等学校非化学类专业的公共通识课程，是面向21世纪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及
培养高级科技人才所必需的知识构成。
面对现代知识体系的高速发展、相互促进与融合，化学学科中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
理化学中的理论和许多知识正在不断渗透、交融。
多年来，无机普通化学教研室在普通化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一直贯彻着“少而精”、“少而新”的教
学理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模式。
普通化学实验教学在高校化学教学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理论教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包括各种相关知识、操作技能、使用现代仪
器设备的能力、观察能力、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等。
从普通化学实验的教学内容而言，无论是合成制备、性质鉴定、成分测定，还是分析方法的建立、化
合物的表征分析等实验，都融合了四大化学的许多相关理论知识、实践方法以及技术技能。
本书是在同济大学编写出版的《普通无机化学实验》（第1，2版）的基础上，结合同济大学编写出版
的“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普通化学》的指导思想和内容特色，经过大幅度的修改、充实和提高，
精心编写而成的。
本书作为同济大学“普通化学”国家级精品课程的配套教材，编写注重“强化基础，突出重点”，以
“少而精、多学科交融”为特点，内容涵盖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以及仪器分析
，可使学生在有限的学时内，得到较完整的化学实验训练；在综合实验部分，对传统教材中分立的实
验项目进行融合，使学生得到全方位的实验训练，着重综合能力的培养；以同济大学校级精品实验为
切人点，选取与人类生活、环境、材料、制药等相关内容作为设计与开放实验，要求学生独立设计方
案、完成实验，最后写出科技小论文，以“大综合、小科技”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探索意识和创新
能力。
通过红外、紫外、核磁以及质谱技术的介绍，反映近年来化学学科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为体现科技发展的趋势，本书尽可能采用较新型号的仪器为参考。
本教材经无机普化教研室集体研究、初步实践编写而成。
由杨勇任主编，顾金英、温鸣、范丽岩任副主编。
第1章至第5章由杨勇和顾金英共同编写，实验1～14、21、25、26由杨勇、顾金英改编，实验15、23
、24、27～29、34、35、37、41由杨勇编写，实验38、39由顾金英编写，第6章第9节、实验22、36由温
鸣编写，第6章第2节、实验31、33、40及附录由范丽岩编写。
实验42、43由朱仲良编写，实验17、18、19、20、32由匡春香编写。
全书由杨勇统稿，吴庆生主审。
在编写过程中，张云、徐子颉、张荣华、王晓岗、王晓平等同志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谨
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不妥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有关专家和广大师生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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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化学实验》是同济大学“普通化学”国家级精品课程的配套教材。
《普通化学实验》以较短的篇幅有机融合、精心编写了43个实验，内容涵盖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
析化学和物理化学。
全书将实验内容分为基础型、综合型、设计与开放型三个层次，注重“双基”训练，简明扼要、由浅
入深、逐层提高。
以同济大学校级精品实验为切人点，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探究能力。
为适应2l世纪化学教育的发展要求，《普通化学实验》第6章还介绍了红外、紫外、核磁和质谱等现代
分析与表征技术，选取了与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以及环境科学相关的一些实验项目。
　　《普通化学实验》可作为大学化学、基础化学、普通化学和近化学专业无机化学等课程的实验教
材，也可供高等院校广大师生和相关工作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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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荧光的发射强度与荧光物质的浓度成正比，一般采用标准曲线法，可直接测量荧光物质的浓度
。
荧光分析法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优于吸光度法，因而更适合于低浓度物质的定量分析。
与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相似，荧光分析也有荧光滴定法、双波长法和导数法等。
由于分子的荧光发射要比吸收拥有更多的信息，许多新的荧光技术如同步荧光技术、时间分辨荧光技
术和荧光探针技术等应运而生，利用荧光指示剂分子（即荧光探针）可以研究生物大分子中某一确定
的位置，因此，它是研究生物活性物质同核酸相互作用以及蛋白质结构与机能的重要手段。
荧光分光光度仪由激发光源、选择激发光波长的单色器、试样池、选择荧光发射波长的单色器、荧光
检测器和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组成。
改变激发光波长，在荧光最强的波长处测量荧光强度的变化，便可得到以激发波长λ为横坐标、荧光
强度I为纵坐标的荧光物质激发光谱。
如果保持激发光波长和强度不变，测量不同波长处荧光强度分布，便得到以波长λ为横坐标、荧光强
度I为纵坐标的荧光物质发射光谱（图6-6）。
6.8 X射线衍射晶体是由三维周期排列的原子阵列，根据晶体结构对称性的不同，可分为七大晶系、32
个点群和230种空间群。
晶胞中每个原子都能散射X射线，若单色X射线以入射角a。
投在周期为口的直线原子点阵上，每个点阵原子都可以看成一个新的波源。
当相邻2个原子散射出来的波之间的光程差△为波长的整数倍时，就会产生衍射。
布拉格公式是x射线衍射的基本关系式，它将衍射方向、晶面间距和X射线波长联系在一起。
例如，因X射线入射角的不同，晶面指标为（110）这一组晶面可能出现衍射指标为110、220、330的衍
射线。
不同晶面产生的一系列衍射线构成一个空间，叫做“衍射空间”。
晶体的对称性必然与“衍射空间”紧密关联，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倒易空间加以阐述。
各种x射线衍射分析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均按反射球和倒易点阵的关系设计。
X射线衍射仪由X射线发生器、测角仪和探测记录系统等3部分组成。
X射线衍射分析可分为多晶（粉末）衍射和单晶衍射。
多晶衍射法是将粉末样品经一束平行的单色X射线垂直照射后，产生一组以入射线为轴的同轴反射圆
锥面族，计数管绕样品旋转，依次测量各反射圆锥面2θ角（即衍射角，又称布拉格角）位置的衍射
线强度，即可获得表征物相的各种衍射数据，计算出有关参数，然后根据所得的晶体点阵的晶面距d
值、衍射强度I／I1、化学组成、样品来源与标准粉末衍射数据进行比较、鉴定，从而进行物相鉴定和
晶体结构的研究。
X射线多晶衍射是研究材料及其结构表征的权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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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化学实验》是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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